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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到底有没有资金？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没有钱，理由是：财政有赤字，银行发票子，

物价上涨。另一种认为，国家财政没有钱，但是，体制改革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地方财政有

些钱，企业有些钱，人民手里也有一些钱。如果方法对头，还是可以筹集一些资金用于必要的建

设。我同意后一种看法。当前我国资金是比较困难的，但如对不同对象，因势利导，采取不同方

式，也可以在国内筹集一些资金用于必要的建设，以银行的再分配作为财政再分配的一种补充。
从建设银行的角度说，我个人认为，可以设想以下几种筹集资金的方式：

（一）中央和地方联合投资。例如，上海闵行电厂的第二台12.5万千瓦发电机组，由电力部

和上海市联合投资，其中电力部占37.8%，上海市占62.2%，由建设银行以贷款方式提供，建成

以后以利润归还上海投资，在没有还清上海投资以前，这台机组不并入国家电网，按上海市参与

投资的比例供应上海电力。这个项目1980年10月已经建成投产，当年就发电1.5亿度。中央与地方

联合投资的项目，今后将越来越多。
（二）国家批准的建设项目，由地方政府委托建设银行代发股票，筹集资金。例如，山东烟

台地区缺电，但烟台龙口镇有煤。为了支持烟台地区发展工农业生产，国家计委批准在龙口镇建

设坑口电站，第一期工程装机20万千瓦，所需投资，36.4%由电力部负责，按照工程进度列入国

家计划，由建设银行按照财政基建投资拨款改贷款的方式供应资金；其余63.6%的投资，经山东

省人民政府批准，由烟台行政公署发行龙口电站建设股票，委托中国人民建设银行烟台中心支行

代理发行，由地方和受益的企事业单位以及人民公社认购。这个项目正在进行前期准备工作。今

后凡经济效果好的项目，都可以采取这种办法筹集资金。当然，对人民公社要防止平调。
（三）举办住宅建设存款和放款。企业单位和行政事业单位以自筹资金建房的，先将资金存

入当地建设银行，存款达到建房投资50%左右的，计划部门即批准统一建设，物资部门按计划拨

给钢材、水泥、木材等。在建设过程中，资金不足部分，由建设银行贷款，建成后按各家资金数

分配住房。这是由建设银行把那些存款不足50%的企事业单位和行政单位的资金，集中起来用于

支持存款超过50%的单位，既支持了急需的住宅建设，银行也不担信用膨胀的风险；既解决了小

家小户单独建房遇到的征地、拆迁、设计、施工等方面的困难，又有利于搞好城市规划，少占土

地，美化环境。这种办法已在山东、广东、上海、石家庄以及东北的许多地方试行。
（四）开展“国内补偿贸易”。例如，上海缺建筑材料，外省有资源，缺资金。上海市不少单

位借钱给外省办建筑材料厂，搞“补偿贸易”。通过“补偿贸易”，调剂资金和物资的余缺，把经

济搞活，增加生产，增加收入。上海市化工建筑队借给浙江吴兴溪西水泥厂资金50万元，用于挖

潜改造，水泥厂在1981年到1983年每年向上海提供400号水泥3，000吨。1980年中国人民建设银行

上海市分行共举办这类“补偿贸易”15笔，投资615万元，外省在合同期间，可以向上海提 供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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砖10亿块，磁砖35万平方米，水泥1.8万吨，黄砂268万吨，石料27万吨，木材2，500立方米。
（五）举办信托业务吸收资金。辽宁、黑龙江等十几个省、市、自治区财政部门委托建设银行

兴办投资信托公司，起地方银行的作用。还有不少企业委托建设银行投资办厂。四川省泸州天然气

化工厂，以生产发展基金投资到泸州造纸厂，建设了一个出口纸车间，就是委托建设银行办理的。
（六）集中管理企业的折旧基金，同时发放设备更新贷款。折旧基金既是补偿基金，又是积

累基金。当前的问题是，对这项基金缺乏严格的管理，用于积累的（扩大生产能力）太多，用于

补偿的（设备更新）太少，还有一部分垫付了流动资金。结果造成许多企业危房多，技术陈旧和超

期服役的设备多。建国以来，企业提取的折旧基金，前16年上交了国家财政，后16年下放给了企业，

并由国家、地方或主管部门集中或者抽走一部分，大都搞了外延的扩大再生产，留给企业的部分，

也大多用于厂内外延扩大生产能力，有的搞了“大而全”、“小而全”，用于设备更新的不多。这个

问题如不及早注意解决，一旦危房倒塌，老设备不能运转，将会给国民经济造成很大的困难。
实践证明，折旧基金上交财政.不能保证企业的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全部下放，留给企业，

如果没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和强有力的管理措施，同样不能保证简单再生产。今后，在管理方法上

建议规定：

1.折旧基金在建设银行专户存储，只能用于厂房和设备的更新。在还清更新欠帐以前，企

业提取的折旧基金，不能搞增加生产能力的新建、扩建工程等基本建设，也不能垫付流动资金。
企业进行厂房和设备更新时，先花自己的钱，不足部分可以向建设银行申请贷款。以银行调节代

替财政调节和部门调节。

2.更新改造工程要编制计划，综合平衡，统筹安排，经过批准，实行分口、分级管理。基建性

项目按基建程序办事；挖革改项目由企业或有权机关按规定办理。把计划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
（七）由国家发行能源建设债券或建设公债。发行债券的钱由财政部借给建设银行，用于能

源开发贷款，收回贷款后归还财政。利息差额由财政补贴。

（八）对特大项目，在政府委托下，由建设银行发行“政府保证债券”，由受益部门、地区

和企业认购。
（九）吸收文化、商业、手工业等系统的留成资金，用于发展这些行业必需的建设事业。建

设资金临时周转困难的，建设银行贷款支持。文化部已与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商定，在第六个五年

计划期间，文化部拿出二亿元的留成资金，交给建设银行，以贷款形式，支持小城镇建设电影院。
大体上在一个本身有5，000人口，周围有2，000人口的城镇，建一个 1，000 座位的小电影院，造价

约15万元左右，五、六年收回贷款。以后由文化部用这二亿元自行周转，比国家无偿投资花钱少，
效果好。既可以扩大就业，又可以活跃农村文化生活，回笼货币。

（十）试办邮政储蓄。利用邮局网点多、联系面广的优点，办邮政储蓄。邮局把吸收的存款

直接交给建设银行，用于必要的建设事业。建设银行可以按照一定的比例，把这种存款优先贷给

邮电部，用于发展邮电事业。利息差额由财政补贴。
为了有效地筹集国内资金，应当适当地提高利率。原则上，存款利率应当高于物价上升指数，

放款利率应当高于存款利率，长期投资放款的利率应当高于短期放款利率。
建设银行筹集的资金，要在国家计划指导下使用。资金的筹集和贷款的发放要纳入综合财政

计划。贷款的项目由计委、建委、经委或有关部、委安排，建设银行进行审查，择优贷放。贷款

要有物资供应，保证有钱有物。贷款要按期收回，保证发挥经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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