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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才能克 服 重复建设的现象

文 平

在我国经济建设中长期以来存在着严重的

重复建设问题。这是基本建设投资效果低的根

本原因之一。
重复建设，是指生产能力有多余，建成后

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的同类项目的建设。这类建

设往往脱离客观的需要和可能，建设条件和生

产条件很不理想，经济效果很差，对国民经济

的发展害多利少。
重复建设，各行各业都不同程 度 地 存 在

着。国家投资建设的大中型项目有重复建设，

地方和各部门安排的小型项目也有重复建设。
重工业有，轻纺工业也有，物资生产部门有，
文化、科研单位也有。例如电影制片厂，全国

有22个省、市、自治区都在建立故事片制片厂。
美国年产故事片200多部，集中在好莱坞几 个

厂制作，我国1985年计划生产100～120部故事

片，建这么多制片厂只会分散 人 才，降 低质

量，提高制作成本。三十年的实践证明，重复

建设浪费了大量资金，延误了建设速度，教训

是深刻的。
当前，国民经济正在进行调整，克服重复

建设是调整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通过对基本

建设在建项目的清理，重复建设现象 有 所减

少。但是，这个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以

轻纺工业为例，搞加工多，搞原材料少，对燃

料动力平衡和产品销路等问题缺乏通盘考虑。
现在电风扇、洗衣机、电冰箱、手表、缝纫机、

自行车等消费品的生产，已经出现了布点过多

的情况。
我国经济建设过程中，长期存在重复建设

的现象，它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主要

是：

一、用政治要求代替经济分析，主观愿望

代替客观实际。搞经济建设，不考虑不同地区

的客观经济条件、自然资源、燃料动力情况，
不管经济效果如何，动不动就全民大办，遍地

开花。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大办钢铁，大办

化肥、农机，扭转北煤南运、在南方缺煤地区

大办煤炭，县社大办“支农工业”和“五小工

业”，还有超声波、管道化，等等。这样不断

地折腾，既拉长了基建战线，又造成了经济建设

中极大的浪费和损失。如某省1958年至1962年

大办钢铁，无效果投资损失达22，000万元，竟占

该省建国以来钢铁工业基本建设投资的23%。
1970年钢铁“翻番”，又一下子上了18个小钢

铁项目，没有资源也要搞。1979年经过清理调

整，关、停了12个，无效果投资5，000万元，保

留的 6 个小钢铁厂，投资 6，000万元，经济效

果也很不好，需要财政补贴。两次大办钢铁，
该省浪费的基本建设投资占全省钢铁工业投资

的28%。又如某省大办煤炭，1958年到1978年

累计基建投资34，000万元。只形成了150万吨

的综合生产能力，每吨煤炭投资比山西高 两

倍，而且质量很差，一吨只顶半吨用。
二、片面强调自给自足和自成体系。30年

来，先后提出要在几年或十几年内按大区建成

6 个相对独立的经济体系，但什么是相对独立

的经济体系并无确切的标准和含义。在实际执

行中，各省，甚至各地、县都要自成体系；盲目

要求各省做到粮食、轻工产品自给；在战备上，

要求层层搞三线建设。结果大 家都搞“大而

全”、“小而全”的重复建设。某省要求食糖

自给、卷烟自给、水果自给，结果建了糖厂没

有原料；栽种了10多万亩苹果，长出来的苹果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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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又硬又酸，没有人要。
三、有些经济政策不合理，最突出的是价

格政策。这就为不必要和不合理的建设项目提

供了生存条件。原材料和制成品的价差过大。
对比之下，出售农产品和原材料远不如自己加

工（那怕条件很差）有利。这就从客观上促使

有关部门和地区宁愿闭关自守，搞自给自足的

经济，不愿互通有无，发展商品生产。还有，
现行的税收制度也不利于发展专业化协作。

四、经济管理体制有弊病。现行管理体制

形式上是高度统一，实际上财权、物权和生产

活动脱节，使各部门、各地区没有必要也不可能

发挥自己的有利条件和经济优势。如各省都醉

心于办钢铁工业，有的省多年来吃尽了苦头也

不肯下马。一些有大型钢铁基地的省也要自办

一个中型或小型钢厂，安徽马鞍山一地就有大

中小 3个钢铁厂，不但经济上不合理，还互相

争夺原料、燃料动力（现已联合成一个）。原

因就是国家统配，难以解决 “手无寸铁”的问

题。

五、基本建设管理有缺陷。如基本建设投

资采用财政拨款办法，无偿占用，企业、部门、

地区层层争投资、争项目。“一年 之 计 在于

争”，争到了就有利，不必过问经济效果，不

必承担经济责任。别的地方建了一个 什么项

目，我也要同样建一个。建设资金渠道很多，
许多建设项目没有纳入统一的基本建设计划，
各自为政，互不通气，无法进行综合平衡。基

本建设程序经常遭到破坏，进行建设没有认真

地做可行性研究和前期的准备工作。
此外，我国在目前条件下，某些重复建设

的现象，还不能完全避免。例如，我们还缺乏

近代的、高效能的交通运输系统，商业部门和

服务行业还很不完善，管理水平不高等，都不

利于充分发挥专业化协作的优越性。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造成重复建设的

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指导思想方面的问题，

也有经济政策和管理体制方面的问题。要克服

重复建设现象，还需要采取一些经济的和行政

的措施：

一、对已经形成的重复建设项目，要按照

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认真清理，根据这些项目

经济效果的好坏进行调整。凡是经济效果不好

的项目，尚未建成的要尽快地下决心停缓一

批；已经建成或者有部分生产能力可以利用的

要另谋出路，积极设法利用已有的设备、厂房，
通过各种方式或转产，或为大工业 搞 配套 生

产，或与其他企业联合等。今后，除特殊情况

经国家批准的政策性亏损以外，所有经营性亏

损都必须限期扭转，不能长期吃补贴。
二、经济领导机关要加强调查研究，按经

济规律办事，尊重客观，实事求是，坚决克服

瞎指挥。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入，企业自主权的

逐步扩大，经济领导机关的工作重点要逐步转

到统筹、协调、服务、监督方面来，从宏观的

角度，考虑到地区、行业之间长线、短线的状

况和交通、能源等条件，作好综合平衡，对各

行各业的建设进行有效的计划管理和切实的指

导，必要时采取某些行政手段，纠正和防止重

复建设。
三、在坚持计划管理的前提下，重视和发

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市场调节，不可避免地要

引起某些竞争。为了发展社会 主 义的 商品生

产，提高经济效果，在计划指导下，有一点竞

争不是坏事。竞争可以促使各地区、各部门在

安排生产和建设时必须扬长避短，发挥优势，

并且更多地注意运用先进技术，讲究 经 济 效

果。这就有利于杜绝经济上不合理，生产上不

必要的重复建设项目。重视市场调节，并不是

说可以削弱计划调节，相反，随着经济体制的

改革以及地方和企业自主权的扩大，更要提高

计划管理水平，把使用这些资金进行的建设纳

入统一的基本建设计划，防止个别地方和企业

可能存在的局限性和盲目性。沟通资金渠道，
调剂余缺，用各种经济办法把企业自有资金组

织起来，引向国家急需的建设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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