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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通货膨胀 必须继续控制

固定资产投资规模

1、 我国过去两年的通货膨胀， 主要是由总需求膨胀所引起的， 具体地说， 是由固定资

产投资需求扩大和公费消费需求扩大所引发的， 而固定资产投资需求扩大又是总需求扩大的

主要方面。

投资需求包括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和流动资金投资需求。 固定资产投资需求的扩大， 既会

引起流动资金需求的扩大， 也会引起消费衙求的扩大。因为固定资产投资，一般约有60％要转

化为生产资料的需求， 40％转化为消费资料的需求。 如果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增长超过了

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增长的速度， 必然要引起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 也要引起消费资料价格

的上涨。 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在1992年增长40％的基础上， 1993年又增长了47%， 两年间增长

超过100%（其实， 实际增长速度， 要远远超过统计数字， 如这两年的装修热， 遍及所有企业

单位和居民， 这些都是无法统计的）， 这也是造成1993年生产资料价格上涨40%、35个大中

城市生活费用指数上涨高达20％的主要原因。

自从去年下半年国务院加强固定资产宏观调控以后， 各地政府都加强了本地区的投资管

理， 投资热有所遏止。 但据国务院固定资产投资检查组的最新检查结果表明， 各地争上项

目、层层加码、投资规模过大、 规划不合理的现象仍然相当突出。 如不继续加强调控力度，

今年投资总规模必将突破， 通货膨胀的压力必将加剧。 因此， 要抑制通货膨胀， 仍要继续加

强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调控的力度。

2、要有效地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 必须根据我国经济 “双轨体制” 的特征， 对投资

规模进行 “双轨调控” 。 一方面要积极运用 一 些已经开始生效的市场经济的宏观政策手段，

另 一方面还要继续运用传统的 “直接控制” 手段， 包括行之有效的行政手段， 共同对投资规

模进行调控。 因为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 有赖于现存的经济体制，特别是经济的 “微观基

础＂ ， 我们要发展市场经济， 但我们的现在经济体制， 还不是市场经济， 宏观经济运行的

“微观基础＂ ， 还远不是市场经济的 “微观基础” 。 正因为如此， 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效的许

多宏观经济稳定政策， 包括投资政策， 在我国目前的体制条件下， 还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

这突出地体现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依靠行政纽带运转的国有经济部门， 目前仍然只能用行政手

段加以约束， 在地方和企业还缺乏自我约束机制的情况下， 还必须保留 一定的外部的约束。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非国有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 但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仍占有

主导的地位
＼
， 虽然从产值和国民收入形成来看， 国有经济现在已不占绝对优势， 但在投资总

需求形成来看， 仍占支配地位。 据统计， 近年银行储蓄转化为贷款， 约有80％流向国有企

业。 从企业直接融资的情况来看， 国有企业由千预算约束较软， “胆子” 也相对较大， 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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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金自然也较多。 所以去年国有企业投资在全社会投资中仍占三分之二以上。 因此，控制

固定资产投资规模， 仍然要以控制国有企业投资为主。

3、要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 首先要管住建设资金源头。 在现行经济体制下， 各类投

资需求， 最终都可归结为建设资金的需求。 管住了建设资金， 就可从源头上管住了投资。 自

从国民收入分配向地方、 企业和个人倾斜以后， 从宏观上来看， 地方、 企业虽拥有很大的财

力， 但从各个地方、 各个企业来看， 他们的财力还是有限的。地方和企业要进行大规模的投

资建设， 如果没有银行贷款的支持和发行债券、 股票的集资， 还是难以办成的。 因此， 严格

控制银行贷炊额度和债券、 股票发行额度， 在一定程度上就可以起到控制投资总量濬使投资

总规模保持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为了加强银行贷款的控制， 中央银行要将所有金融机构统 一 纳入国家信贷规模管理。 对

商业银行应实行国际通行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 国家通过运用存款准备金率、 中央银行贷款

利率等杠杆， 从源头上及时和灵活地洞节流入固定资产投资领域的信贷资金星， 并严禁用拆

借资金发放固定资产投资贷款。

各个地区、 各个企业发行的侦券和股京， 应由国务院证券管理部门根据国家计划控制其

发行的总额。 由于股金在企业经营期间不要偿还， 有的企业特别是原拟采用建设债券筹资和

贷款建设的企业， 都在争相改为股份制公司， 借以扩大资金来源， 进行新建、扩建， 这是值

得注态的。 因为企业实行股份制， 主要在千转换企业经营机制， 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

自负盈亏、 自我发展、 自我约束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 如果实行股份制上要是为了扩大建

设资金来源， 而企业经营机制仍然依旧， 政企关系未变， 约束机制不硬， 资产仍然虚置， 经

营并未自立， 盈亏不能自负， 很可能使企业股份制走入 “误区” ， 并给投资者带来很大的风

险。 因此， 对那些还不具备实行股份制条件的企业， 仍应采用其他方式和发行侦芬等向社会

筹资。 在目前公开发行的股票大都采用溢价发行、 有的甚至达到8 一 9倍的情况下， 不能按

股票面值控制其发行额度， 而应按其实际发行价格加以控制， 否则， 也会造成投资规模的失

控。 同时， 在确定投资贷款和债券发行额度时， 还必须充分考虑借用外资建设项目的配套资

金和外商投资项目的基础设施配套投资。

4、 近两年固定资产投资规榄膨胀的主要原因之 一， 是由千各个行业、 竹个部门、 各个

企业将大量资金投向房地产， 形成了 “ 房地产热” 和 “开发区热” 。 无疑， 我国的房地产业

需要有 一 个大的发展， 开发区对发展经济和对外开发也具有重要的作用。 但过去两年发生的

“房地产热” 和 “ 开发区热” 主要是以荻取高额利润为目的的地产投机行为引起的。 因为土

地是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 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 城市及市郊土地需求不断增加， 土地价格

猛涨， 而对地产增值部分并未征收应属国家所打的土地增值税， 房地产投资盈利畸高， 导致

千军万马争投房地产。 经过去年上半年的清理整顿和今年上地增值税的片征， 房地产投机行

为得到遏止， “房地产热” 和 “ 开发区热” 已经降温， 但是导致房地产热和升发区热的机制

并未改变， 探层次的问题依然什在， 只要放松管理， 就4j,＇；他死灰复燃。

土地是新建、扩建工程项目的载体， 土地的扯用和批姐， 各尖开发区的建立， 就是上地

投资开发和工程项目投资建设的升始， 如果放松管理， 势必造成投资规模失拧， 一旦没有贪

金， 必然导致大量土地抛荒， 到处都是半拉子工程。 我国本来就是一个人口多耕地少的国

家， 建国以来， 随着人口急剧增加， 城镇迅速发展， 加上土地征用管理不严， 人均耕地面积

日趋减少。 1990年我国人均耕地面积已由解放初期的3.1亩减少到1. 36亩， 如果按照近年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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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发展下去， 人均耕地而积很快就会降到1亩以下， 到那时必然会使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
生产和供应陷入困境。

由十大歉城郊来地用 三
r房地产的片发， 趾束种植面积不断减少， 而蔬菜需求量却随着农

业人口不断涌向城市而日益增加， 使蔬菜供需矛盾加剧， 菜价成倍增长， 这也是近年大中城
市生活费用指数不断上升、 一般城市居民对菜价等上涨难以承受的 一 个主要原因。 因此， 必
须根据国民经济计划、 土地利用计划、城市建设规划和固定资产投资计划，严格控制土地的
征用和批租，控制各类开发区的建立。

要防止 “房地产热” 和 “开发区热” 的死灰复燃， 必须加强房地产开发的计划管理。 各
地的房地产开发建设投资， 必须纳入固定资产投资计划， 房地产信贷规模必须同时纳入国家
信贷计划和固定资产投资计划。 对市场需求有限的花园别墅、 高级公寓、 高级宾馆等， 要严
格按规定程序报批，对赛马场、 高尔夫球场、 度假村等高消费项目不予立项， 不核发规划许
可证， 不供应土地， 不予以贷款。 同时必须集中土地出让的审批权限， 禁止廉价批租土地，
防止各地政府用批租土地收入来扩大投资建设规模。

5、 在投资主体多元化、 建设项目审批权限下放以后， 为了全而掌握固定资产投资规
模， 便于加强宏观调控， 确保资源的合理配置， 对建设项目应建立项目申报登记制度。所有
建设项目， 不论是按现行制度规定应报批的建设项目， 还是企业自主立项的建设项目， 凡总
投资在一定数量（如 一百万元）以上的， 均应在批准项目建议书或企业作出立项决议以后，
按规定向当地投资主管部门办理申报登记。 投资主管部门对申报的建设项目， 应在规定时间
内， 根据国家产业政策、 地区发展规划或城市建设规划、土地利用计划、产品市场供求情况，
以及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等有关规定， 给予登记证明或提出否定意见。 没有登记证明的项
目，投资计划管理部门不核发投资许可证， 七地管理、 城市规划、 城市建设和环境保护等部
门不予办理有关手续， 银行不得给予贷款。 有关部门根据建设项目申报登记情况， 进行动态
监测， 定期分析投资总规模和产业布局变化趋势， 并向社会公布有关产品已经形成和正在建
设的生产能力， 为宏观调控提供决策依据， 为企业提供建设项目立项的参考。

我们要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当然应该重视价值规律。 但也要看到， 价伯沌律具有盲
目性，特别在目前市场机制还极不完善， 许多领域市场机制还不能发挥作用的忻况下， 单靠
一只市场询节无形的手， 是不能调节好资源配置的。 还必须有 一只有形的手， 以社会利益为
本位进行宏观调节， 来实现再生产规律， 确保社会再生产的良性循环。 所以述设项目的投资
由企业决策，并不排斥项目立项要经过有关部门审查登记。 同时一 个现代化建设项目的能否
建成， 建成后能否顺利进行生产和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 需要有很多配套项目的建设和协作
企业的配合， 只有经过有关部门从宏观上进行反复平衡和审查， 才能把有关问题考虑得更周
到， 才能保证项目建设的建成和发挥作用。

为了强化投资风险约束机制， 防止任意扩大投资规模， 应建立项目法人责任制和实行建
设项目资本金制度。 所有生产经营建设项目， 都要根据项目总投资的 一定比例（ 一般应为总
投资的50%， 使长期负债与资本金保持在1:1的比例）予以注册登记。 注册资金必须使用企
业自有资金。 企业进行投资建设， 凡需要向银行申请贷款或直接融资的， 应捉供有资格的机
构出具的企业资产和财务状况的审计报告， 银行和国务院证券管理部门根据企业资本金、 项
目预期经济效益及其佳还能力和银行投资贷款额度、 债券发行额度等， 决定是否给予贷款，
是否准予直接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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