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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如 何 动 员 社 会 资 金

搞 积 累 问 题 的 几 点 看 法

许 毅

1979到1980年这两年，从银行存款的增长

中可以看出社会资金是不少的。有 的 同 志提

出，这些社会资金能否以信贷形式动员出来用

作积累？我认为，对这个问题要进行具体分析。
究竟有多少能用之于基本建设和挖革改投资，
用什么方法去筹措，都要从实际出发。首先要

分析清楚储蓄存款的性质和现状，以及存在的

问题，然后才能确定筹集的方法和 筹 集的 数

量。下面我从居民储蓄和企业存款两个方面谈

一些看法。

一、关于居民储蓄能否用于基本建设问题

居民储蓄能否用于基本建 设，有 两 条 界

限：一条是有无过量的货币发行；一条是社会

购买力与商品可供量是否平衡。在社会购买力

与商品可供量存在巨大差额而又有过量的货币

发行的情况下，发展储蓄首先用来平衡社会购

买力与商品可供量的差额，以利于控制物价，
稳定经济。在社会购买力与商品可供 量基本

平衡，而又无过量的货币发行的情况下，居民

储蓄的增加，是富裕资金的沉淀。如果这笔储

蓄是有相应的物资储备的，那就可以动员一部

分出来，与国内生产的生产资料配套或者用作

出口换回生产资料来搞建设。这是可以转消费

为积累的。但是，我们现在的情况是，一方面居

民储蓄增加这么多，另一方面又有过量的货币

发行。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看，正好说明：这

两年居民储蓄的增加，还不足以回笼过量的货

币发行；居民储蓄的增加，主要不是因生活富

裕、物资充足而沉淀下来的，而是由社会购买

力与商品可供量有巨大差额转化来的，这笔储

蓄额是没有物资保证的。如果我们把这种没有

物资保证的储蓄存款，再用来扩大基建投资，
显然是不能实现的，而且是危险的。其危险就

在于把虚拟的资金来搞建设，势必拉长战线而

又增加生产资料的压力，势必冲击计划内基建

和抢购物资，打乱生产和建设的正常秩序。所

以我认为，要加紧发展居民储蓄，而且要使储

蓄存款成为长期的定期储蓄，其目的，在当前

形势下只能用于平衡社会购买力与商品可供量

法规简介 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布外国企

业开业、停业税务登记暂行规定

本刊讯：最近，财政部税务总局向各地印发了《外

国企业开业、停业税务登记暂行规定》，要 求由 省、

市、自治区或市、县税务机关对外公布。
规定的主要内容是，外国企业的开业、停业，应分别

在开业后或停业前三十天内，向当地税务机关办理开业

或停业的税务登记；如变更机构名称，改变业务范围和

迁移驻点等事项，应在变更后十五日内办理变更登记。
办理税务登记的外国企业，包括其管理机构、分支机构、

代表机构、工厂、开采自然资源的场所和承包建筑、安

装、装配、勘探等工程的场所以及营业代理人。
办理税务登记的程序，应提交有关 证 件和文件副

本。不按照规定办理税务登记的外国企业，税务机关可

根据情节轻重，处以五千元以下的罚金。
这个规定一律自今年四月十五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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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额。这是稳定物价、稳定经济的一项重要

措施，而不能用这笔资金来搞基本建设。

二、关于企业存款能否用于基本建设问题

认为企业存款的余额多，就可以用于基本

建设，这种不加分析的说法是危险的。企业用

于发展生产的各项基金，总是一面提取，一面

开支的。一个项目开工后，不是所需投资马上

全部花掉，而是陆续开支的，直到项目完工。
这就是说，各项资金从提取到使用，必然有一

个时间差，必然要有一部分存款。这是周转中

常见的现象。所以要看企业有没有多余资金，
一定要从其当年的收支来分析，不能把周转中

的暂存资金作为“游资”来看待。企业各项基

金存款和基本建设单位的暂存资金是使用中的

暂息资金，是已支配了的待支付的资金。我们

假定这些资金都是经过平衡尚有物资保证的，
那么这些存款也就是供销部门占用的 流 动资

金。一旦企业单位提取了物资，即要动用存款

来支付货款，供销企业就可收回这笔贷款归还

银行流动资金贷款。如果我们把这批存款用作

基建贷款，给另一些企业去搞基本建设（不论是

中短期还是长期都是一样），那么势必形成一笔

虚拟的资金。贷放出去的这笔资金又形成了一

笔有支付能力的信用，但这是没有 物资保 证

的。如存款单位要提取存款来搞基建 或挖 革

改，就成为“一女二嫁”，势必拉长战线，挤

占其他单位的物资，造成大家都是“半拉子”，

不能发挥经济效果。
那么能不能动用企业那部分历年结余呢？

同样的道理，有结余的企业，虽然把资金存入

银行，但它是所有者，是有支付权的。在没有

把这笔资金沉淀下来（即要冻结它的支付权）

之前，如银行把这笔资金贷给其他单位使用，
这就形成了一笔资金，二笔支付权。在这二笔

支付权中，只有一笔是有物资保证的，而另一

笔是没有物资保证的。因为两家都有支付权，
都可以动用，就变成了“一女二嫁”了。结果

就是发生信用膨胀，破坏资金物资平衡的原则，

因而由银行直接用存款来发放基建贷款是有危

险 的。
那么，对那笔历年结余的存款是否就不能

动用了呢？我认为，是可以作为筹措对象来筹

措的。不过不能用信贷的办法，而应用债券的

办法，才能妥善解决这个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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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 振 鹏

目前，由于国民经济正处于调整、改革的

过程中，中央财政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相对

地拿得少了，地方财政、企事业单位和部门的预

算外资金以及城乡居民手中的钱比过去有了较

大的增长。这种变化，使人们觉得现在社会资金

多了：银行的钱多了，可以拿来搞中长期投资。
在财政连续几年出现赤字的情况下，银行

的资金是否真有得多？能否能用于建设投资？

银行资金多了，其表现应该是银行存款加

上自有资金和经济发行大于银行的 周 转 性 贷

款。但从这两年的情况看，银行的贷款都超过

上述的资金来源，而用增加发行来弥补信贷收

支差额。在财政有赤字、社会购买力与商品可

供量有较大差额、物价上涨的情况下，这种发

行实质上是财政发行。用这种发行来弥补信贷

逆差本身就是一种信用膨胀。何况在银行存款

中还包含一部分由于财政赤字而形成的派生性

存款。这是一种由于国民收入分配过头所形成

的缺乏物资保证的待实现的购买力转化来的存

款，银行又将它做为信贷资金的来源，再度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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