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严格控制支出  节约建设资金

充分发挥建设银行在调整经济中的作用

景 宗 贺

当前，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对国民经济实

行进一步调整，调整的中心环节是压缩基本建

设战线。建设银行是管理固定资产投资的国家

专业银行，具有财政和银行的双重职能。在调

整中，要充分发挥建设银行的职能作用，更好

地为压缩基本建设战线、调整国民经济服务。
从目前情况来看，建设银行可以从以下几个方

面做出努力。
一、积极清理在建项目，控制和压缩基本

建设规模。建设银行要积极参与和协助计委、

建委和主管部门彻底清理在建项目。通 过 清

查，摸清情况，掌握第一手材 料，停哪些 项

目、缓哪些项目、上哪些项目，提出详细而具

体的意见和建议，待国家正式批准后，再按照

计划办理拨款和贷款。对国家已经确定的停缓

建项目，应该按照国家规定，立即停下来，除

拨付必要的维护费和工资外，其它款项一律停

止拨付。对建设单位已经订购的停缓建项目的

设备材料，要督促及时办理退货；已经到货的

设备材料，也要督促和协助建设单位 调剂 处

理，收回资金。在清理过程中，对国家规定的

“六不搞”项目，盲目引进项目，重复建设项

目，与大厂争原料、动力、燃料的以小挤大的

项目，以及从个别地区、部门看来是短线产品

但从全国看来是长线产品的项目，不论是进口

的大项目，还是国内配套的项目，不论是中央

建设的项目，还是地方建设的项目，该停的都

要停下来。通过清理在建项目工作，不仅可以

把经办的建设项目进一步查清摸透，而且还可

以从中总结经验教训，为今后加强基建财务管

理，管好用好建设资金打下基础。

二、清理自筹基本建设。各地方、各部门

用各种自筹资金搞的基本建设，在国家整个基

本建设投资中占有不小的比重。近几年来，由

于控制不严，管理松弛，有不少地区、部门层

层加码，突破了国家下达的自筹基建投资的控

制指标，使自筹基建投资失去了控制。这是造

成基本建设战线长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对

自筹建设项目更需要逐个清查。凡是不符合国

家规定的，应立即上报有关机关处理。通过清

理，切实掌握各种自筹资金的来源。按照国家

规定，使用自筹资金要坚持先存后用的原则；

不能挪用流动资金，截留国家税收利润，乱挤

成本等搞基本建设。为了加强自筹资金管理，
控制自筹基建规模，最近有些地区采用了“先

存后批，先批后用”的办法，效果较好，值得

推广。
三、坚守计划，把好口子。严格按照国家

批准的基本建设计划办事，把好资 金 供 应口

子，这是建设银行管好用好基本建设资金的一

条基本原则。对国家批准要上的建设项目，要

及时供应资金，帮助建设单位合理使用，促进

多快好省地完成国家计划。对自筹基本建设投

资也要按照批准的计划拨付资金，监督合理使

用，尽快发挥效果。对随意挪用计划内资金乱

搞计划外工程、违反基本建设程序的工程、使

用国家投资不当的工程，要向主管部门积极反

映情况，进行劝阻和制止，必要时可以停止拨

款。
四、搞好基本建设拨款改贷款的工作。拨

款改贷款是基本建设管理体制的一项 重大 改

革，也是控制基本建设战线的一项重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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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基本建设拨款改贷款的工作，对基本建设

的调整会起到积极的作用。我们要认真学习有

关贷款的各项规定，对经办的建设项目作一次

全面调查摸底，弄清楚贷与不贷的界线。在对

贷款的可行性、资金使用的合理性、有效性以

及贷款的偿还性，在进行反复分析研究和鉴别

的基础上，确定哪些项目可以贷款，哪些项目

不能贷款。要坚持按照国家计划安排的建设项

目和国家财政批准的基建支出预算办理贷款。
只有这样，资金来源才能有保证，基本建设规

模才能控制。此外，做好贷款合同的签订工作

也是非常重要的。贷款合同是具体规定贷款单

位和建设银行双方的权利、义务和经济责任的

综合性文件。贷款合同经双方签订后，就具有

法律效力，双方都要严格按照合同规定执行，
任何一方都不能违反合同规定。如果由于违反

合同而造成损失浪费，则应由责任一方负责赔

偿。推行拨款改贷款的工作是一项新的工作，
它涉及到计划、财政、物资、生产等各方面的

管理体制，涉及到基本建设财务管理和会计核

算等规章制度，再加上经验缺乏，在推行中会

遇到不少困难。因此，在工作中要实事求是，
持慎重稳妥的态度，有计划地有步骤地分批分

期进行，并且要注意总结经验，特别是总结不

同行业贷款的经验，使这项工作不断提高和完

善。

严格控制支出  节约建设资金

开

展

可

行

性

研

究 
 

提

高

基

本

建
设

投

资

的

经

济
效

果

肖

业

璋

基本建设投资由财

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
这是基本建设管理体制

的一项重大改革。在这

种新的情况下，对建设

项目开展可行性研究，
保证贷款项目取得最大

的经济效果，乃是建设

银行工作的新课题。
建设银行开展可行

性研究，就是运用贷款

单位提供的各种资料，

对建设项目进行详细、

周密、全面的调查分析，

事先研究建设项目的可

行性，选出最佳方案，

作为贷款的对象，使贷

款资金，发挥最大的经

济效果。
过去，我们在基本

建设工作中，不重视可

行性研究，许多项目操

之过急，盲目上马，造

成了很大的浪费。如某

地一条输气管线，耗资

几亿元，修了近1，000公

里的公路，因天然气资源不落实成为无效管道。
因此，搞好基本建设，不仅要在设计、施工中

讲求经济核算，做到投资少、工期短，更重要

的是要使工程建成后能正常生产，发挥投资效

果。在基本建设工作中，如果在设计施工上的

浪费是以万元、百万元为单位计算的话，那么

计划决策上的失误所造成的浪费，往往要以千

万元或亿元为单位计算。因此，建设银行在确

定贷款项目、签订贷款合同以前，必须慎重行

事。要进行周密调查，研究它的可行性，对不

同项目、不同方案进行分析、比较，以便把有

限的资金，择优供给那些投资少、工期短、见

效快、盈利大的建设项目，提高投资的经济效

果。
对基本建设项目进行可行性研究，一般应

研究以下几个问题：

1.厂址选择是否合理？事实告诉我们：

有的基建项目，由于水文地质、工程地质、资

源条件不清而盲目上马，仓促施工，结果工程

建成后没有资源，生产能力不能充分发挥；有的

中途被迫停建、报废造成巨大损失；有的由于

没有全面考虑工业协作、交通运输条件，工程

建成后，不能投产。因此，厂址的选择，一定

要在对各项条件进行周密调查、科学分析的基

础上，才能作出决定。
2.产品是否定型，工艺技术是否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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