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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贷资金财政化：间题与治理对策

近年来，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金融业在各方面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尤其是金融资

产总批的增长。以长治市金融机构为例： 1990 年全市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为 35 亿元，1995 年发

展为 95.3 亿元，增长 172. 3%, 1996 年 6 月末达到 109.3 亿元，但与此同时，信贷资产质批却

远远不尽人意。据调查，截止 1996 年 3 月末，全市金融机构非正常贷款为 21.4 亿元，占全部

贷款的 29.96%。尽管导致信贷资产质拭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个较为表现突出、且

不容忽视的问题，即信贷资金财政化。针对这个问题，为寻求 一 条有效的解决迩径，我们对信

贷资金财政化问题进行了一次专题调查，并进行了实证分析，以寻找更有效的金融生长点。

一、信贷资金财政化的表现及渠道

信贷资金是指银行吸收存款、发放贷款、进行有偿使用的资金。财政资金是指国家通过税

收等强制手段集中而无偿用于社会再分配的资金。信贷资金在性质上区别千财政资金，其根

本点在千资金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有偿性。那么，信贷资金财政化则

是把财政分配、调节社会资金的职能作用，有意或变相地转移于银行，并在不同层次、不同程度

上视为
“

第二预算
＂

，把有偿的信贷资金变成无偿使用或长期占用，即其实质上把信贷资金的展

性异化为无偿性。 据调查，长治市
“

八五
”

期间财政收入与金融机构效益成反比例增长，请看附

表一。

表l 财政收入与金融机构损益对照表 单位：万元

｀ 
(1991-1995) 

91 年 92 年 93 年 94 年 95 年 总增长 平均增长

％ ％ 

财政收入 35845 36753 55376 67130 89190 148.8 29.8 

工商税收 32208 35231 50896 27830 34954 8.53 I. 71 

各项贷款 423158 475843 538543 624433 952858 125.2 25.03 

净损益 -952 -1837 -2346 -20581 -33304 3398.3 679.7 

备注：金融机构不包括人民银行

从上表可知，1995 年较 1991 年财政收入增长 148.8%，五年间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增长

125.2%，而金融机构效益却从 1991 年起逐年直线下降，1991 年的亏损额为 952 万元，1995 年

亏损为 33304 万元。这足以说明财政的增收是以企业将银行信贷资金异化一一财政化和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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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经济效益为代价的。

从我们的调查情况看，信贷资金财政化的渠道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财政应补未补吞食信贷贷全

财政对企业的补贴如果按补贴的形式划分，目前主要有价格补贴、政策性亏损补贴和财政

贴息三种。 据对长治市国有企业的财政补贴情况进行调查，结果发现三种补贴均未全额到位，

且欠补数额较大。 财政对企业补贴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虽然改革以来，有逐年减少的趋

势，但至今仍有一些行业和部分企业仍在吃补贴。 截止1995年末，长治市财政对企业应补未

补款项高达11500万元，相当千这些企业借入银行流动资金贷款的11.3%，其中，应补未补项

目较大的有：

1、粮食企业。 长期以来，粮食系统实行统购统销政策，粮食企业只负责收购、储存和供应

粮食，在经营上没有充分的自主权，由于购销价格长期倒挂，财政补贴不能及时到位，日积月

累，吞占银行大抵信贷资金用千弥补亏损，信贷资金财政化日趋严重。 据调查，截止1995年

底，长治市粮食系统亏损企业达182户，占总户数的64%，其中，政策性亏损财务挂帐8606万

元，占贷款余额的23.4%。 这就是说，粮食企业每百元贷款中，因财政补贴不到位，巳有23.4

元被政策性亏损吞食。 同时，客观上也造成衣副产品收购 资金的缺口，致使增加的大址信贷资

金垫付在政策性亏损上，给银行造成很大的压力。

么国有工业企业。 因某些产品对整个社会经济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对企业来说，由于价低

利小，生产或经营这些产品将会发生亏本，国家从全局出发，为了保证这些产品的正常生产经

营，以利于整个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协调发展，就必须允许生产经营这些产品的企业亏损，并对

亏损进行补偿，从而使企业利益不致受到损害。 然后，事与愿违，据调查，截止1995年末，长治

市149户国有企业政策性亏损达6200万元，除去财政补亏3500万元，实际应补未补亏损达
2700万元，占这些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的19.3%。 这表明，政策性亏损的国有企业，每百元贷款

中已有19.3元被财政应补未补亏损吃掉。

从以上可以看出，财政应补未补亏损数额较大，占的比重较高。 而如此之大的资金亏空从

表面上看，目前正由银行信贷资金垫付，实质上已吞食了信贷资金。 这是因为，弥补亏损的渠

道不外有四条：CD增加信贷资金；＠占用结算资金；＠拖欠其他企业往来资金；＠拖欠应缴税

款，而增加信贷资金一条就占很大比例，即是说：企业不论如何拖欠，拖欠谁，最终的承担者只

有一个——银行，最后的结果也只有一个一信贷资金财政化。
（二）信贷资企用于企业铺底及财政投资

1、银行流动资金贷款的功能是解决企业在生产流通中临时性的、短期周转的资金，但自

1983年财政停止对国有企业拨补流动资金以来，其缺口就是由银行贷款补足，并名曰 “定额贷

款
＂

。 企业从诞生之日起，就没有足额的资本金，先天性不足，从投资开始到流动资金依赖千银

行，随着企业生产、流通的发展，定额缺口越来越大。 据调查，截止1996年6月末，长治市四家

商业银行共把11600万元的信贷资金当作财政资金用千企业铺底长期占用。

么国有企业搞基建项目，资金来源一般是企业自筹 一 部分，国家投资一 部分，银行借款一

部分。 但由于种种原因，往往项目一开工，银行借款是落实了，而企业自筹、财政投资却得不到

落实，基建迟迟不能竣工，形成
“

钓鱼工程
”

，最后只能由银行解决缺口。 否则，已投入的资金根

本无法收回。 据调查，截止1996年6月末，长治市国有企业进行基建投资，由千企业自筹 及国

家投资不到位，从而使7200万元信贷资金以解决半拉子工程方式形成财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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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用信贷资全维持国家保护的亏损企业，承担了财政职能

对千一个国有企业来说，由于种种原因，纵然亏损，也往往仍然能够继续经营。不唯在社

会主义国家是这样，在西方国家中，由国家经营的亏损企业也不罕见，如关系国防建设的军工

企业等。企业亏损要继续经营，那怕只要求维持简单再生产，也必须有弥补亏损的资金来源。

从原则上说，国有企业的亏损是要由财政来弥补的；如果财政不弥补，或不能全部弥补，或不能

及时弥补，势必要由银行的信贷资金来弥补：或要求追加贷款；或拖欠银行贷款不还。据对长

治市金融机构调查统计，为了稳定大局、安定民心，在财政拈据的情况下，国家施行了一种
“

安

定团结
＂

贷款，全市共对135户企业发放“

安定团结
＂

贷款18635万元，占这些企业目前总 贷款

余额的8.7%。其中，我们对长治市具有举足轻重的职工在干人以上的13户大中型企业进行

了调查，这13户企业拥有职工89700多人，占全市国有工业企业总人数的67.8%，而历年亏

损的企业近二分之一。有的属政策性亏损，有的属于经营管理不善、产品成本过高、不适销对

路而形成的亏损，有的企业兼而有之。但由于各级财政财力有限，连政策性亏损也不能及时足

额拨补到位。如中央企业淮海、惠丰、清华三个军工企业，职工达29673人，在国际环境相对和

平年代，军品大蜇积压是正常的，效益不佳是客观的。若坚持
“以效定贷

＂

，企业只有关停，但后

果不堪设想。为了保一方平安，为了社会稳定，先后直接或间接向这三个军工企业发放工资贷

款5473万元，占目前3户企业贷款余额的14.5%。
（四）用信贷资全向税务部门缴纳税款

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然而随着财税体制的改革，实施新财会制度和新税制

后，新增企业的税负负担通过多 种渠道转嫁给了银行，增加了银行信贷资金的压力，迫使银行

信贷资产质扯继续下降——信贷资金财政化日益增加。用信贷资金缴纳税款渠道有三条：

1、金融企业用信贷资金缴纳营业税。按1993年实施的新财会制度规定，贷款利息一律按

权责发生制确认计征税利，对商业银行来说，在收入的确认上不是以是否实际收到款项为标

志，而是在各项业务合同、协议签订以后，在规定的计算期内按应计收入的数额确认收入的实

现。金融企业对当期没有收到的利息，作为一种权利资产，而纳入表内核算直接进入损益，即

反映在应收未收利息由信贷资金垫付。近年来，由千各商业银行的基层行经营不景气，尤其是

经济落后地区亏损行较多 ，主要原因是应收未收利息居高不下，有增无减，这祥在纳税时，无疑

是用信贷资金缴税款。为此，我们对金融企业的权利资产一—应收利息和用信贷资金垫付利

息及用信贷资金对权利资产缴纳营业税问题进行了全面调查，请看附表2。
表2 金融企业应收利息与垫付税款调查表 单位：万元

应收未收利息 信贷资金财政化

商业银行名称 93年6 94年末 95年末 96年6月 三年间 缴纳

月末 累计数 累计数 末累计数 垫付利息 税款

工商银行 7150 12763 16763 22105 14955 748 

衣业银行 1398 4916 8495 10971 9573 479 

中国银行 1008 2754 3850 4406 3398 170 

建设银行 24650 32940 43675 50857 26207 1310 

合 计 34206 53373 73783 88339 54133 2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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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可知，1993 年 7 月 1 日实行权责发生制以来到 1996 年 6 月末，长治市工行、衣行、
中行、建行四家商业银行应收未收利息累计达到 88339 万元，其中，三年期间，用信贷资金垫付

应收利息达 54133 万元。 按照金融保险企业纳税规定，营业收入按 5 ％缴纳营业税，即四家商
业银行因垫付应收未收利息而用 27017 万元信贷资金向税务部门缴纳了税款。

2、企业用信贷资金缴纳增值税。 增值税纳税时间以取得销售凭据，办妥托收承付，委托收
款手续及约定分期付款日期当日为准，上述规定在企业未真正取得销售收入，实现利润时，巳
先行纳税，但在企业负债率高，信用环境差，拖欠严重的情况下，不得不以贷款缴税款。 据调
查，长治市人行监控 166 户国有工业企业，发出商品平均在 9800 万元左右，这样 1995 年共用
1666 万元信贷资金缴纳了增值税。 我们对长治市大中型企业惠丰、长钢、山化、太锯、粮机、液
压、合成等十户国有企业进行了专题跟踪调查。（见附表3)
表3 十户大中型企业用信贷资金缴纳增值税对照表 单位：万元

短期贷款 应收帐款 增值税

企业名称 增减 增减 95 年 用信贷资
94 年 95 年

(+、-）
94 年 95 年

(+、-） 实缴额 金缴纳数

潞 矿 12703 9450 -3252 47651 20047 -27604 9267 

淮 海 16003 20643 3640 11793 9599 -2194 463 

惠 丰 9066 11098 2032 3166 5179 2013 121 342.2 

清 华 4375 5735 1362 2029 3039 1010 319 171. 7 

长 钢 15369 22512 7143 5167 17445 12278 1328 2087.3 

山 化 17770 15200 -2570 1665 1475 -190 1452 

太 锯 7455 8438 983 2187 4444 2257 386 383.7 

粮 机 1185 2081 896 841 1244 403 252 68.5 

液 压 2346 2572 226 1513 1526 13 326 2.2 

合 成 5296 5718 422 1940 2008 68 214 11.6 

合 计 91568 103447 77952 660陌 14128 3067.2 

因实施新财会制度，1995 年用信贷资金垫付税金 3900 万元，占新增应收货款 18042 万元
的 21.6% ，占实缴税金 18006 万元的 25 .6% ，占银行流动资金贷款 增加额 16602 万元的
23:4% 。 这表明，每百元虚收的应收货款中，就要向税务部门垫付税金 21.6 元，税务部门每百
元税收中，就有 25.6 元是企业用信贷资金垫付的，而银行每百元新增贷款中，则有 23.4 元上

缴了税务部门。

扒企业用信贷资金缴纳所得税。 所得税采取先预征，次年4月份以内补退的办法征收。

按国家规定，企业按 33 ％税率缴纳所得税，年利润额在 3 万元以下的按 18 ％计征，3 至 10 万
元的按 27 ％计征，企业亏损无收益则无税可交。 但是由于财政资金收不抵支，财政预算以支
定收，企业无论有无收益，年底都必须无条件按财政下达的入库任务如数上交。 据不完全调
查，由千企业所得税交纳制度缺乏严肃性，致使长治市国有企业 1995 年用信贷资金上缴所得
税达 28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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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信贷资金财政化的危害分祈

1、信贷资全财政化，银行职能被削弱

商业银行的基本职能是充当信用中介，金融的灵魂在千它的债务机制，即以偿还和效益

（利息）为条件的有期限使用债权债务制衡功能，它的基本特征是资金分配和调节上的有偿性

和自愿性，由千客户存款来源的有限性和偿还的无条件性与有偿性，建立在以客户存款为主要

来源的银行负债结构本来就显得十分脆弱，银行把吸收的公众存款用于财政性、政策性的资金

需要，只能加剧这种脆弱程度，从而削弱了银行宏观调控职能。

2、信贷资全财政化，使财政补贴的严肃性被淡化

财政补贴是一种特殊的分配形式，它是国家财政部门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和社会经济发展

的需要，在一定时期内，对某些特定的产业、部门、地区、企事业单位或事项给予的补助和津贴。

目前，世界上 80 ％以上的国家都利用财政补贴实现 一定的经济、政治目的。 财政补贴具有较

高的严肃性，政策性很强。 然而，从长治市来看，由千地方财政困难，企业政策性亏损长期不能

足额到位，致使财政补贴的政策性、严肃性被淡化，财政补贴的积极作用被削弱，消极作用增

加，财政补贴巳成为财政平衡和经济发展的沉重包袱，更无从谈及通过财政补贴去实现一定的

政策目标。

3、信贷贷全财政化，危及商业银行生存

信贷资金是商业银行用千发放贷款的资金，然而，信贷资金因体制、政策、社会等多种原

因，以各种渠道，不同方式被当作财政资金使用，致使恶性循环出现，未实现收益（虚盈）一一用

信贷资金垫付一一盈利萎缩一再用信贷资金支付税款。 其后果： 一是银行利润和财政收入

大噩虚增；二是银行要拿着千家万户的存款去垫缴税利。 这势必造成银行盈利性资产减少，资

金营运能力削弱，财务状况日趋恶化，最终拖垮银行，损害存款企业和储户利益，对社会经济将

产生极其消极的影响，后果不堪设想，我国许多工商企业类似情况曾造成
“

空壳
＂

的历史教训，

不该忘记。
4、信贷资企财政化，加剧了通货膨胀

信贷资金财政化，脱离了国家货币信贷计划，任其发展，增加了计划投资规模，扩大了社会

信用总世，导致信贷失衡。 长治市 1991-—1995 年的 5 年间，贷款平均增长 12.1% ，货币发

行平均增长 22.21% ，而工衣业总产值平均增长 8.2% ，贷款和货币增长大大超过经济增长幅

度，贷款创造的有效供给显著下降，超发货币积累下来的多余购买力与日俱增，无物资保证的

货币财政发行成为通货膨胀的隐患和潜在威胁，由千货币供应影响通货膨胀率作用效应有 一

个滞后期，通胀压力只释放了很小的一部分，若照此发展下去总需求膨胀，进一步引发通货膨

胀。

三、信贷资金财政化的化解思路及治理对策

我国银行信贷资金财政化问题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 因此，在当前新旧体制交替这个特

殊的历史时期，试图简单地运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计划、行政手段、或单纯地运用市场经

济办法来解决信贷资金财政化问题，既不符合现实要求，也难以取得预期效果，因此必须采取

分类别、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法。 一是对财政应补未补亏损吞食信贷资金问题，财政部门要做出

切实可行的规划，逐步弥补与偿还，同时要建立补贴制约机制，从而降低信贷资金风险系数，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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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信贷资金使用效益。 二是对那些信贷资金财政化部分占企业负债比重过大、经济效益不好
的小型企业，要通过关、停、并、转、撤、换等措施搞活国有资产，逐渐使财政化的信贷资金复原。
除这两类企业之外，解决信贷资金财政化问题所涉及的对象主要是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和资
产大于负债发展前景看好的一般中型企业，解决这部分企业的信贷资金财政化问题。 我们认
为，应明确的基本思路是：从实际出发，采取行政的、经济的与法律等综合手段，做到与企业改
革、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相结合，依靠企业新增效益归还财政化了的信贷资金为主，国家注
入，政策扶持等其他途径为辅，盘活财政化了的信贷资金存批，优化信贷资金增批，分步骤、有
重点地使信贷资金财政化问题得以解决。

1.实施企业债务重组，变企业对银行的信贷资全财政化负债部分为财政直接承担清理责
任

具体设想是，在实行国有企业债务重组之前，对国有企业信贷资金财政化债务状况进行一

次全面清理，然后对此可科学测定一个额度，制定一 套严密科学的办法：由人民银行与财政部
门共同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并监督。财政增拨企业实收资本，企业再将这块财政化了的信贷
资金归还商业银行贷款，形成这样一 个封闭循环的运作，将积累分配中应安排的流动资金还原
千财政性投入；把商业银行信贷资金财政化部分还原为短期或中长期贷款，这样做有利千企业
充实资本金比例，使资产负债率趋向合理，有了再承贷能力，也就有了解困、生存和发展的条
件。 我们考虑，既然承认历史的原因形成的信贷资金财政化，还是用超常规办法一次性解决为
好。 采取这种债务重组方式： 一是可以使陷入信贷资金财政化困境的国有企业解脱出来，让其
拥有自主支配的雄厚的资本金；二是有利于国有商业银行避免债务危机，稳妥地向商业银行转
轨变型；三是企业信贷资金财政化部分演变为国家股权后，作为国家资产可完全交由授权国有
资产投资机构统一管理，加强监督，防止异化。

2、划分资企，分口管理，分类使用
信贷资金财政化是一种非正常的资金循环，长此下去，其后果是相当严重的。从目前情况

看，信贷资金财政化会对经济运行产生复杂的、深刻的、严重的负效应影响，不仅从微观上影响
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而且削弱了宏观调控力度，不仅造成了企业资金的极度紧张，而且加大
了银行信贷资金的供求矛盾，降低了贷款的使用效益，造成了信贷资金的巨大损失。 所以说，
在实施企业债务重组的同时，要堵塞湍洞，疏通渠道，促进信贷资金完整回流，必须全方位提高
认识，强化管理意识，改善资金营运环境，实行综合治理。

我们认为，市场经济不等千不要计划，也不意味着可以放松资金管理，恰恰相反，要加强宏
观计划与调控，防止经济活动的无序性，信贷资金和财政资金由千其性质和使用所引起的后果
不同，在使用上还是不应混淆，就信贷资金管理来说，企业发生政策性亏损，应由有关部门拨补
的，绝不能再挤占银行贷款，对千工商企业尽管新的会计制度改变了专款专用的做法，允许企
业统筹使用资金，但不等千可以犹资产和负债结构的协调性和合理性，筹措资金和偿还债务的
能力，以及企业自身积累情况千不顾而随心所欲地支配资金，任意拆东墙补西墙。在政策上应
重申银行与财政的基本分工，划分两类资金的不同性质和用途，再次明确两类资金分口管理和
分类使用原则。财政和银行要立足本职，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各尽其责，
不要越轨。 既不要信贷资金财政化，又不能财政资金无限制地信用化。 只有这样，信贷资金和
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才能最大限度得以发挥。

3、妥善处理用信贷资全缴纳税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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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对银行贷款利息收入按权责发生制确认计征税利的规定，不符合现实经济生活中的

实际情况，而且与国际惯例亦相差甚远。 资料表明，国外普遍规定贷款逾期半年以上（美国为

三个月）的应收利息，均不得列入当期损益。 从根本上说，银行收益的如期实现关键在千企业

效益。 然而，由千种种原因，相当 一部分的企业效益差，抵御风险的能力低，使银行的应收未收

利息居高不下，并且象
＂

滚雪球
”

似的不断扩大，这种状况短时间内难以改变，可设想，将应计收

入中的虚收部分所形成的上缴利税，如银行的营业税，企业的增值税，在上缴时予以扣除，这在

会计处理上简便易行，不改变权责发生制记帐原则的实质，仅作为我国特殊的经济环境中的特

殊处理办法而已。 而对千企业用信贷资金缴纳所得税行为，今后必须建立严厉的惩罚制度和

约束机制，防止这种
“

自欺欺人
＂

的现象再度发生，从而避免引起国民收入的超额分配。

4.降低企业税负负担，防止
“

信贷资企财政化
”

再发生

财税改革应着眼千减轻企业负担，培植企业自己的资金能力。 目前我国实行的增值税为

17%，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处于中等水平（法国 18.6%，阿根廷 18%，英国 17.5%，德国 15%,

韩国 10%）；企业所得税为 33%，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也处千中等水平（印度 40-65%，日本

37.5%，泰国 35%，美国 34%，英国 33%）；营业税基本持平。 单纯从税率上看，我国企业税负

并不高，但具体分析，由千我国企业长期以来自有资本极少，债务负担较重，这样，从总体上看，

我国企业的税负就已经很高了。 为此，应该降低企业税负，解决企业税负不均的问题，减少偷

税涌税等税源流失。 同时，要增强企业发展的后劲，只有企业发展了，效益提高了，才能培植更

多的税源，从根本上解决财政分配挖银行的问题。

（课题组组长：张转芳；课题调查执笔：杨玉清、张建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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