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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资金紧缺已经成为

影响企业生产和国民经济正

常运行的突出问题之一。虽

然从根本上讲，目前的流动

资金紧缺是由前些年经济过

热、宏观失控、结构失衡、

效益低下等深层次的问题引

起的，但与现行的流动资金

管理体制也不无关系。研究

解决流动资金问题，必须与

改革流动资金管理体制结合

起来考虑。

一

我国流动资金管理体制

经历了10次变革，但概括起

来，不外乎 3 种基本形式，
即财政银行两口供应、财政

拨款和全额信贷。多年的实

践表明，不管实 行 何 种办

法，都各有利弊，但有一点

是一致的，即都必须既要保

证生产发展和商品流转的需

要，又要促使企业节约、合

理地使用资金，并有利于对

企业流动资金的使用进行有

效的管理和监督。这是我国

流动资金管理体制多次变革

的基本经验，也是改革流动

资金管理体制所应遵循的基

本原则。

自1983年开始实行的流

动资金由银行统一供应管理

的体制，就是基于上述考虑

的。但是，目前这一管理体

制已暴露出明显的弊端。全

额信贷实际上是一种只适用

于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状态的

资金供应方式，与有计划的

商品经济很难适应。特别是

国家计划安排的重点项目、

国营大中型企业流动资金贷款到位率很低。而专业银

行的企业化管理，又在很大程度 上制约了信贷、利率

等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当其经济调节职能与自身经

济利益发生矛盾时，往往弃前顾后。同时，在全额信

贷、专业银行企业化管理的体制下，作为中央银行的

人民银行与企业已无直接关系，流动资金供应与管理

明显 脱节，银 行重 供轻管，甚 至只供不管，而财政

部门也受到现行管理体制的制 约，管理流动资金的职

能作用未能充分发 挥，企业流动资金管理成了薄弱环

节。因此，有必要改革现行的 流动资金管理体制，这

既是强化流动资金管理、缓解企业流动资金紧缺矛盾

的客观要求，也是强化财政职能，加强企业财务管理

的需要。财政部门具有综合性强、涉及面广、机构齐

全、了解企业情况等特点，并有长期参与流动资金管

理的实践经验，在流动资金管理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优

势。恢复财 政对企业 流动资 金的 供应管理，还可以

提高企业自有资金的比重，增强企业在资金上的应变

能力。

二

恢复财政对流动资金的供应和管理，不能是历史

的简单重复。既要认真总结历史上多次变更的经验教

训，也要正视目前的管理现状和企业流动资金来源构

成等情况。因此，新的流动资金管理体制，既不能是

财政或银行一口供应的管理体制，也不能是以定额和

超定额为划分标准的两口供应管理体制。其基本 设想

是：在强化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流动资金供应的

统筹安排、计划调控的基础上，资金供应实行以银行

贷款为主、财政拨款为辅、企业补充的“三位一体制”；

资金管理实行以财政为主、银行为辅、主管部门 参与、

企业为基础的“四位一体制”。

在资金供应上实行“三位一体制”，主要基于如下

考虑。第一，目前企业流动资金来源主要是银行贷款，

1989年国营企业银行贷款占全部 流动资金的80.8%，

改革现行的流动资金管理体制也不会改变这一基本格

局；同时，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虽然要求恢复财

政对流动资金的供应，提高企业自有流动资金的比重，

但仍需充分发挥信贷杠杆的作用，银行作为企业流动

资金供应的主渠道不会改变。第二，恢复财政 对流动

资金拨款虽是客观要求，但在目前财政相当困难的情

况下，很难挤出太多的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财政

只能重点解决企业或项目的铺底流动资金，不宜也不

可能承担起流动资金供应主渠道的职责。第三，实行

改革以来，企业财权不 断扩大，企业 留 利 大幅度增

长，目前国营企业留利已达700多亿元，完 全有能力

自补一部分流动资金。从近几年情况看，企业从留利

中补充的流动资金逐年增加。今后，企业自我补充流

动资金将会成为流动资金来源的重要途径。
在资金管理上实行 “四位一体制”也是现实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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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第一，不管是从财政职能、确保财务管理的完整

性考虑，还是从有利于企业流动资金管理出发，建立

以财政为主的流动资金管理体制是客观要求。第二，

银行作为企业流动资金供应的主渠道，不能放弃对流

动资金的管理。如何确保银行贷款合理、高效使用是

银行的重要职责。因此，改变流动资金管理体制以后，

银行仍要配合财政部门督促、帮助企业管好用好银行

贷款。第三，企业主管部门在管理 流动资金方面曾发

挥过重要作用，虽然近几年有所削弱。充分发挥主管

部门的职能作用，完善和加强行业管理对企业流动资

金管理有百利而无一弊。第四，企业是使用流动资金

的主体，无疑也是流动资金管理的基 础环节。

三

改革流动资金管 理体制必须 配套进 行，理 顺关

系，明确有关部门的职责及对企业的考核和要求，是

确保新体制正常运行，取得 成效的前提。

新的管理体制需要计委切实抓好固定资产投资和

流动 资 金 供 应的总量调控、统筹安排。一般说来，

固定资产与流 动资金的关系是相互 依存、 相互促进

的。从长远看，生产的增长要靠固定资产的增加，但

是固定资产的投资规模和速度，又不能离开现有的生

产基础。前几年的经济过热、固定资产投资膨胀，减

少了流动资金来源，加剧了流动资金紧 缺的矛盾。因

此，新的管理体制建立以后，计委必须做好固定资产

投资和流动资金供应的综合平衡工作，从总量上确保

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保持一个合 理的比例。

建立新的管理体制，要调整财政和银行的分配关

系。 1983年以来，虽然财政已不直接给 企业拨流动资

金，但核定了38%的信贷基金，这实际上是财政通过

银行给企业拨流动资金。因此，改革流 动资金管理体

制，应把38%的信贷基金收回一部分，作为财政拨补

流动资金的来源。同时，对企业流动资金的存量构成

也应进行必要的调整。历史上财政和银行两家共管或

财政一家管理的重要条件，是企业自有流动资金保持

合理的比重。因此，改革流动资金管理体制，要同时

对企业流动资金贷款进行清理检查，以企 业自有流动

资金占30%为界，豁免一部分企业流动资金贷款，转

作企业自有流动资金，为新 体 制的正 常运 行创造条

件。

新体制建立以后，财政和银行既要职责分明，又要

互相配合。在资金供应上，要改变历史上实行过的以定

额和超定额划分资金供应渠道的办法，由财政部门负

责安排国家预算投资铺底流动资金（非预算投资的，

由投资者自筹解决）；银行 负 责企 业生产 资金的需

要.在资金管理上，财政部门要充分发 挥财务管理综

合性强的优势，制订切实可行的指标考核体系，帮助

企业落实经济责任制，并针对企业资金管理中的重大

问题进行经营诊断，促进企业加速资金周转；银行要

配合财政部门加强企业流动资金特别是银行贷款的管

理，通过有效利用信贷杠杆，制定科学可行的结算办

法，严肃结算纪律，促进企业管好用好银行贷款，并

为企业流动资金管理创造条件。

企业主管部门要根据行业管理的特点，制订具体

的切实可行的考核指标，主动帮助企业排忧解难，沟

通信息，做好服务，积极配合财政、银行管好企业流

动资金，认真督促企业足额补充流动资金。企业作为

流动资金运用、管理的主体，既要严格遵守国家在资

金管理方面的法规制度，自觉补充流动资金，又要加

强流动资金管理，制订先进合理的定额，健全资金核

算体系，采用先进的管理办法，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凡是没有完成资金管理考核指标的企业，要相应扣减

企业经营者的奖金；没有按国家规定补充自有流动资

金的，要从下年度的奖励基金中 扣回，逐步形成注重

流动资金积累的自我 约束机制。

（作者单 位：财政部工 交财 务司制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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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与财会审计手册》 由国 务 院发

展研究中心的 《经济工作者学习资料》 编辑部组织数

十位专家学者撰写，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全国新华

书店发行，16开精装，定价52元。需购者请于 5月底

前向华夏文化促进会办理邮购预订。地址：北京市灯

市口大街55号 新楼 华 夏 文 化 促 进 会；邮政编码：

100006。

（禾 村）

△《世界会计审计名著译丛》 第 二 辑，

将于今年 7 月份 由 中 国 商业出版社出版。它们分别

是：（英）诺比斯和帕克教授的《比较国际会计》 、

美国会计学会著的《 基本会计理 论》 、（美）科 沃克

瑞克的 《经营审计实务》 ，以及世界杰出会计教育家

阿伦斯的《现代审计学》 （上、下册）和（荷兰）海

渥的 《 会计史》 。书价（含15%的邮资）分别为11.50
元、 6.90元、13.80元、27.60元、4.60元。欲购者请

与北京海淀民族学院南路19号用友研究所发行中心李

志强联系。电话8412277—566；邮政编 码：100081。

（林 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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