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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乐惠珍

企业往扣］和今业锁行转轨的衔接

1994 年至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全面推进阶段、随着现代企业制度、外贸、财税、金
融等改革措施的陆续出台，使改革正朝着一 个既定的目标稳步发展。 然而，作为一项系统的庞
大改革工程，相互之间必然存在促进、联系的一面，又存在制约、冲突的负面影响，一个严峻的
事实不容回避，当现代企业制度由理论研究向实践过程转变之时，企业面对的却是大批的债
务，为了加紧转制步伐，在清产核资过程中，企业通过多种方式扔掉债务的包袱，意图 ”轻装上
阵气而银行尤其是专业银行在向商业银行转轨之时，却面临大批的信贷济产无法收回，变成不
良债权。 老的债权不能收回，新的贷款风险日趋增大，从而危及银行的生存，显然，银行面临严
峻的挑战？企业转制和银行转轨本来作为整体改革的两个方面理应形成合力加速进程，现在由
千相互制约而产生裂痕和落差，使改革出现不小的波折，这不得不让人们进行足够的思考。 笔
者就这两者衔接谈 一些自己的看法。

一、债务的包袱由谁来背
造成银行与企业产生裂痕的主要原因是银行的信贷资产大扭流失， 企业转制过程中运用

了大址方式如：破产拍卖、脱壳经营、兼并转产、土地骰换、国有民营 3 应该说臀通过这些方式对
企业在市场经济中实行资濒合理配罚、找到自己的合适地位是有明显的作用，尤其是对一些长
期扭亏无望、资不抵债的企业来说，破产不失为＂笐千死地后而生 ”的良策，然而，与此同时，一

些企业通过上述方式，趁转制机会，对企业债务尤其是银行的债务通过种种手段进行脱逃。 据
测算，我国银行贷款中属不良债权的其总敕约占贷款总规模的 20~30% （这是 1993 年的数
据），随着改制的深入和实质性进展．这巳逐渐变为现实。 1994 年底开始，上海在落实国务院关
于 18 个城市试点破产的精神时，相继有 16 家企业进行分立破产，经法院判决．上海某家银行
就有近5亿的信贷资产和利息流失。 因此．金恐业人士不无痛心地说：企业玻产实际上是破银
行的产。

显然．企业转制，把债务的包袱扔给银行，这是有失公允的。那么银行如何来承担这种责任
呢？银行的资金是企业、单位和个人的存款．是一种负债，企业对银行的债务要实行核销，银行
只能通过减少上缴国家财政或冲抵呆帐准备金和坏帐准备金。大量的债务核销，银行的现有准
备金和提取率是不能负荷的，最终必须要由国家财政负担。 可是、近年来高的通货膨胀率要求
财政方面必须紧缩开支。 中央为了防止地方借机甩掉包袱，防止国有银行资产流失的失控现
象，因此在文件上又严格规定审批制度。由此可见．银行背着这个债务包袱既沉重又动弹不得，
真正处于两难境地，成为银行转轨的致命弱点。

二、探究企业转制与银行转轨产生裂痕的原因
企业转制，是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一个重要任务｀上海作为全国大中型企业集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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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应走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前列。 企业转制过程中，企业对银行心存两个美好的愿望： 一是
尽快注入资金，并希望贷款时间越长越好；二是帮助企业卸掉历史包袱，及时清理遗留的历史
债务。但由千企业深层次改革的间题和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企业运行机制只是通过强行的调
整，如国家“拉郎配＂般的兼并；或暂时因为市场环境好 一点，产品市场有些拓展，日子好过 一

点；有些企业瞒着银行搞分立破产，把一个空壳子扔给银行，随意脱逃对银行的债务。 究其原

因，长期以来存在一个严重问题，企业（指国有企业）不管信用好坏，觉得向国家要钱搞生产是

天经地义的。＂拨改贷”后，企业光从形式上理解为一种新的政策（大多数以为是优惠政策），并
不去体会内在的债权债务关系，因此，企业的负债率均达到80％左右，企业的流动资金几乎全
靠银行贷款，银行成了企业的“衣食父母＂ ，而企业只觉得是在为银行“打工＂。企业亏损后，往往

不从自身找原因，而是把希望寄托在外部环境的改善上，强调减轻负担，其中最具创造性的即

是采用甩掉银行债务的方法。因此我国企业不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严格意义上的企业，还不能实
行真正意义上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这也进一步表明企业必须转制的迫切性，企业必须尽快

转制。

从银行来看，银行转轨过程中同样遇到了许多难点。首当其冲的是由千长期来承担的政策

性业务比重大，资产不良状况严重，政策性业务与经营性业务分离以后，由于国有资产的经营

和管理问题尚未解决，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的目标仍然缺乏必要的根基。

当然，在企业转制过程中，还存在着信贷管理和金融监管方面的涌洞，如企业多头开户，给
一些企业提供了转移资产、骗取信用的机会，信用贷款的风险性越来越大。一 方面，由千在破产
法中没有银行信贷资产优先清偿这一条，企业破产或脱壳后，许多银行的信贷资产往往被暗地
转移到新的实体中去；另 一方面，银行贷款的抵押、担保贷款制度尚不完善，操作过程稍 一疏
忽，就可能导致资产损失。由千上述原因，银行对企业改革疑虑重重，从而也阻碍了企业转制和
银行转轨。

从地方政府和企业主管部门来看，要减轻企业的负担，只有银行让步。 国有企业或集体企
业要发展，巳不能指望中央财政的帮助，从地方财政出帐，必然会大大影响地方的实力，千是，
让专业银行挂帐停息或免息，不失为一种保护地方利益的良策。因此，他们往往站在企业一边，
为企业说情拍板，出谋划策，地方政府的本位利益也为企业脱逃债务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此

外，专业银行几乎全是中央一级的总分行，为了保护地方利益，地方政府对区域性商业银行给

予 一些较宽松的鼓励性地方政策，当专业银行正为不良债权大量产生而焦头烂额时，区域性商
业银行正全力以赴发展各种存贷款业务和其他业务，抢占了不少地盘。

法律部门最为担心的是企业破产后职工的生活是否有所保障，是否会造成社会的不良后
果，因为他们认为，为了社会安定团结，银行作出点牺牲是必要的。当破产企业的仅存资产被廉

价拍卖后，就认为“ 国有资产不再继续流失了＂。孰不知，破产制度本身是把双刃剑， 一方面使企
业破产到此为止，另 一方面也会使大量的资产如银行注入的资产化为乌有。

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出，造成企业转制和银行转轨落差的原因是中央利益与地方利益的冲
突，改革过程中法律和政策的不全面和不配套，以及企业与银行的关系不平等。

三、企业转制、银行转轨两者衔接的入手点

财政、银行、企业共同采取措施，缩减不良贷款存量；完善和实施企业破产机制，确保银行

信贷资产安全。 这是防止信贷资产大量流失和建立良好银企关系的关键。

解铃还需系铃人。银行信贷资产的流失是改革进程中的一种不良后果，从表面上看只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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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的利益，而实际上已成为进一步改革的拦路虎。因此，从全局整体上采取综合方案，共同着
手、多管齐下，才是解决问题的可行之法。

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建立现代化的企业制度是我国企业真正走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重

要步骤。 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在企业明晰产权的基础上，在市场上合理配置资源，使国有资产在
竞争中增值。借转制之名，逃避企业应负的责任，侵蚀国家资产是一种违法行为，有悖于改革的

目标，有损于国家利益，有害于银企的信用关系。 因此，企业内部的一整套内部配套改革措施，

应视同转制形式中的必不可少部分，企业应按销售收人规定比例建立企业偿债基金。对债务处

理时必须与银行达成协议，否则的话，应从行政和法律上予以必要的制裁。 这不是说国家又用

行政的方法干预企业的行为，而是对法人行为的合理约束。

银行对还债无资、资不抵债的企业可以实行有选择的贷转投、债转股（还有新的构想，作为

转轨的特例），这样做，可以减少银行资产的损失，也可以积极的方式防止企业不打招呼的脱

逃，国家财政一块也不会损失。 当然，企业有了银行的投资以后，等于有了块护身符，在生产经

营中如果碰上市场信息不灵，还可以通过银行这个窗口了解市场，有了银行的支持，企业的实
力就有可能增强，才能逐步走出困境，扭亏为盈。从银行方面讲，在市场经济日益发育完善的过
程中，银行只有走商业化道路才能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丰富多彩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当然，

银行目前面临着大批呆帐（ 一 些企业已经破产），必须提高呆帐准备金比例，同时从税后利润中

划出 一块贷款风险基金来核销，这两者将长期存在，成为风险管理制度中的一部分。

财政方面，地方政府应该与中央政府保持 一致，从政策上给予支持，如减少银行的税利上
缴，余下部分作为银行核销呆帐的资金来源，或者由财政拨出专项基金核销呆帐。

上述措施既有急功近利的急救药，又有从长计议的调理方，前者是针对迫在眉睫的呆帐的
处理方法；后者则是防微杜渐，未雨绸缪。

四、在转制和转轨中，建立新型的银企关系
企业转制对银行产生了不小的震动，而银行转轨也对企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迫使企业

加速机制转换，迫使企业增加融资渠道，迫使企业重视信用和市场风险。实际上，企业和银行的
改革就象一对李生兄弟，共同成长，企业离开了银行的信用支持，生产发展和市场上竞争就缺
少必要的“血液 ＂，银行不积极支持和配合企业转制，也会导致大量信贷资金流失，因此，构筑新

的银企关系至关重要。

首先，银行要有“服务意识 ”和“参与意识＂。 银行长期以来形成的“ 朝南坐 “架式要放下，应

主动地深入企业清产核资，对涉及债务的时间、数额、偿还情况、企业动向有个全面的认识，争

取在企业清偿债务时占据主动地位。 此外要对企业贷款实行跟踪管理，随时发现问题，在帮助
亏损企业清理债务时，也不忘牵线搭桥，帮助其走出困境。在向企业提供服务时，要树立风险意

识，严格审贷，大力推行抵押、担保贷款；严格遵守金融纪律，不乱抬利率，乱加罚息；简化办事

手续；用好用足金融政策，支待企业发展；等等。

专业银行的转轨，使我国金融格局更趋完整和新颖，金融服务体系更趋完善，虽然客观上

这需要较长的时间，但它的紧迫性已显而易见。企业转制过程中，各种政策纷纷出台，银行的风
险因素逐渐增加，同业竞争愈演愈烈，“参与“ 、“服务” 已成为银行在竞争中的法宝。

由此可见，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专业银行向国有商业银行转轨，从根

本上讲是相互促进的，两者必须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建立新型的经济关系，才能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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