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政金融研究•--— _＿＿＿-—-- —-－ － ＿＿_＿＿＿＿_＿_ 

流动资金紧缺问题的财政金融思考

吴 群

流动资金紧缺间题已成为当前社会再生

产过程中的突出矛盾之一， 它严重困扰着企

业的生产经营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本文

试从财政金融角度就资金紧缺问题的现状、

成因及对策等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 一 ）

从1988年底起， 国家对过热的经济发展

实行治理整顿， 大大抑制了过旺的生产性需

求和最终消费需求。 但与此同时， 也产生了

流动资金紧缺间题。 市场疲软与资金紧缺问

题交织在一起， 使得当前国民经济的治理整

顿面临新的困难。

—市场疲软使得资金紧缺问题更加突

出。 集中表现在产成品库存大范围急剧增

加， “ 边贷款、 边生产、 边积压” 的状况使

得社会正常生产循环受阻。 企业成品资金的

大量沉淀， 必然会产生企业之间相互拖欠贷

款的现象， 从而形成 “三角债” 、 “多角
侦” 。

——市场疲软使得国家松动银根、 启动

生产循环的各项措施乏力。 为缓解资 金矛

盾， 银行从1989年第三季度开始， 多次投放

启动资金， 但由于没有打开市场， 使新增加

的贷款再次变成产成品或变成并未真正销售

的发出商品。 在企业间拖欠日趋严重、 资金

周转不灵的情况下， 国家又对大中型企业实

行了 “点贷” 政策。 由于大中型工业企业并

不是简单的封闭式循环生产， 它与众多的

中、 小企业有着密切的经济联系， 在资 金

不能正常周转的情况下， 这种点贷的办法，

其结果只能是银行集中贷给大企业， 其后又

分散地流向千家万户小企业。

从当前情况看， 银行有可能再拿出一 部

分资金贷给工业企业， 但由千正常生产循环

未打通， 企业得到了贷款， 只会生产出新一

轮积压的产成品。 再加上目前银行流动资金

贷款利率平均为 10.08% ， 已高于一 些企 业

的实际利润率， 企业目前也不大愿意更多地

接受银行贷款。

（二）

， 一般说来， 在经济发展过热、 社会需求

异常膨胀的条件下， 迅速采取抽紧银根、 大

力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等 “硬着陆 ” 政

策， 是会对社会再生产带来一 定副作用的，

但只要经济体制具有自我词控与适应的运行

机制， 经济发展并不会产生激烈的震荡和持

续的疲软。 我国当前出现的治理整顿初见成

效与持续的市场疲软和资金紧缺交织并存的

局面， 说明在资金紧缺与市场疲软问题的背

后隐跋着我国经济管理体制 存在的一 些深层

问题， 值得加以剖析与反思。

1. 只注重固定资全积累、 忽视流动贲

企积累的投资管理体制亟待改进。 长 期以

来， 我国基本建设项目投资安排只注重固定

资金积累， 新建、扩建项目的铺底流动资金

没有着落， 流动资金积累没有纳入基本建设

投资管理体制中， 这种 “单腿” 的投资体制

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 与1983年以前国营企

业流动资金积累靠国家财政每年给予适当投

入有关， 但1983年流动资金管理办法改为由

银行独家管理之后， 流动资金积累就缺乏必

要的投入机制给予保证了。 因此， 1983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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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尽管从形式上由哪 一级安排基建项目便

由哪一级解决铺底流动姿金的规定， 但是，

事实上绝大多数基建项目立项时就留下缺

口。 计划部门由千只管固定资产投资， 在审

批项目时对所需流动资金往往不加过问， 而

企业自有的财力一般也是首先满足本身所需

投资， 铺底流动资金也难以落实 。 当项目建

成后就出现了谁也不管配套流动 资 金 的局

面。

我国现行每年安排企业流动资金贷款增

量的基本依据是经济增长率和物价上涨指

数。 应当说， 如果投资管理体制中包含汃动

资金积累机制 ， 按照上述办法确定的每年社

会生产所需流动资金贷款增损与实际需要是

可以大致平衡的。 但事实上， 现在项目投资

所需铺底流动资金增晕也是靠银行贷款来解

决的。 这样做的结果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两种

情况， 要么是大景挤占其他企业维持正常生

产的资金需要， 要么是造成信用膨胀。 如果

再从银行长、 短期资金来源的角度考虑， 目

前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贷款已超过长期信贷

资金的来源。 在这种情况下， 银行不可能、

也不应该把短期贷款用于新建企业铺底资金

的固定占用。 这是我国近年来资金紧缺间题

的探层原因 之一。

为了弥补投资管理体制上的欠缺， 1983

年以来， 国家财政尽管由于流动资金管理办

法的改变而退出了流动资金投资领域， 但仍

从财务制度上要求国营企业逐步建立流动资

金自补制度， 按照财务制度规定， 国营企业

每年应将生产发展菇金的10一30％用于补充

流动资金。 这一办法的实行， 对提高企业自

有流动资金的比重， 缓解流动资 金紧张状

况， 减少银行贷款和利息支出等方面都 起了

积极的作用。 最近财政部工交司对华东地区

国营工业企业自补流动资金间题作了调查，

结果表明， 1988~1989年， 华东全区 国营工

业企业从生产发展基金中补充的流动资金分

别为4.96亿元和7.31亿元， 占生产发展基金

提取数的比例分别为12％和20%。 由于企业

自补流动资金的比例逐年上升， 到1989 年

末， 企业自补的流动资金占全部自有流动资

金的比重， 已由1988 年 的14.3%上升到

16.2%。 可以设想， 如果没有这一行之有效

的规定， 我国流动资金紧缺问题将会更加严

重。

2. 银行现行体制和管理办法， 不利于

资全顺畅流动和有效利用。 这一间题主要表

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是资金区域性很强， 缺

乏资金向更有效的方面聚集的机制。 以前人

民银行是有能力在大范围内调动资金的。 金

融管理权限下放和实行银行企业化管 理以

后， 对各地努力吸收存款、 加强资金管理起

了很好的作用。 但是， 也造成各地区主要顾

及自身利益， 而很少考虑整体资 金 运 用 效

益， 形成资金区域割据的局面。 据了解， 目

前资金割据的区域， 已到地、 市一级， 有的

甚至分割到县一级。 二是专业银行之间以条

条为主， 行与行之间在资金、 贷款规模等方

面都不能词剂使用。 例如， 农行资金的使用

季节性很强， 在未开始大量收购农副产 品

时， 有一定的备用资金， 由于没 有 贷 款 规

模， 资金不能使用；而工商银行却因缺乏资

金来源， 贷款规模运用不足。

3. 地方保护主义的盛行阻碍了有计划

商品经济条件下责全的循环和周转。 在市场

疲软状况下， 各地区 都采取了封闭市场、 保

护地方产品销售的做法， 而这种做法所保护

的往往是地方的落后产品， 使得我国有计划

商品经济在运行和发展过程中又碰到了一道

新的 “筒笆墙” 。 这种保护落后、 抑制先进

的地方保护主义， 堵塞了多样化的 流 通渠

道， 与建立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流通渠道是格

格不入的。

4. 企业经营不善造成贷金使用效益下

降。 近年来， 企业流动资金的使用效益逐年

下降， 投入产出率低下。 华东地区1989年国

营工业百元流动资金利润率仅为14.48%，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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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减少 8.89元。 企业流动资金使用效益

不高， 有客观因素的影响， 但企业内部各方

面基础工作茜弱， 经祑管理不善也是亟耍原

因。 主要表现在： 一是产品的质阰、 花色品

种跟不上消费者需求， 销路不佳， 产品积

压；二是资金的管理使用制度不健全， 盲目

购进和生产， 不合理占用的资金增加； 三是

消耗上升， 损失浪费严重； 四是为完成承包

合同和多提效益工资， 少计少摊成本， 不及

时处理积压物资和产品， 不按规定核消财产

损失， 造成虚盈实亏， 等等。

（三）

投资管理体制的先天不足造成了我国流

动资金运行只有贷款汶有积累的机制；银行

企业化的改革使得资金划地为牢， 难以充分

流动和有效使用；产品结构不合理， 资金使

用效益差， 使得流动资金沉淀和萎缩， 这几

个方面应当说是我国当前流动资金问题的实

质之所在。 要根本改变流动资金紧缺状况，

只有针对问题的实质提出相应对策。 为此，

提出以下几方面的构想：

1. 迁步迼土流动资全积累机制。 主要

包含三方面的内容： 一是把流动资金积泉纳

入投资管理体制之中， 各项计划安排的项目

投资必须同时安排与之相配套的流动资金需

要， 不能留缺口， 也不能搞 “ 钓鱼” 项目；

二是建立企业自补流动资金制度， 从 1991年

起， 所有的国营企业都必须每年拿出生产发

展基金的10一30 ％补充流动资金， 提高企业

（上接第49页） 的外汇调剂市场真正起到平行外汇

市场的作用， 首先要扩大外汇交易来源， 允许私人

拥有的外t页可在调剂市场上自由出售，其次要控制
外汇需求和用途， 购汇单位必须凭进口许可证或其
他合法凭证， 以稳定市场汇价，菜三耍建立和健全

外汇交易的制度和程序， 避兔直接的行政干预。
实行过渡性的双重汇率制， 对外贸进出口起调

节作用的就有两种汇率：官方汇率衵平行外汇市场
汇率， 既然我们通过前面的分析， 已经知逍调低官

方汇率对改善贸易条件无益，那么是否可以通过调

自有流动资个占令部资全的比重， 烟加企业

自我发性能力；三是通过调整银行收入上缴

财政比例的办法逐步恢复银行、 财政共管流

动资金的体制， 国家财政每年必须适当安排

增拨流动资金的预贷指标。

2. 改革现行银行管理体制和结算办

法， 促进银行史好地发挥资全供应、 管理与

监督作用。 首先， 国家在制订对银行系统的

考核办法时， 要避免以利润指标作为评价效

益好坏的主要拊标， 促进银行更好地发挥其

供应、 眢理和监督的职能。 银行应当认真贯

彻执行国家的各项信贷政策， 以调节经济、

促进生产发晟为主要职责。 第二， 应加强专

业银行之间的配合与协调， 人民银行应充分

发挥其调节信贷的作用， 搞好资金的统一调

度， 将有限的资金用足、 用好、 用活。 第

三， 紧缩信贷不能仙 一刀切， 应充分利用信

贷、 利率杠杆促进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

整， 对大中型国营企业应加以重点支持， 对

亏损企业要区别对待， 特别是对一 些基础管

兜工作扎实， 但因各种客观因素致亏的大中

型企业， 不能简单地降低其信用等级， 不予

贷款。 第四， 强化结算纪律， 对企业的往来

结算， 银行应积极发挥其监督作用， 杜绝企

业之间的无理拖欠， 对不执行结算纪律， 无

理拒付贷款的企业应给予必要的经济制载，

银行自身更不能随意延压票据， 拉长结算时

间。 第五， 适当增加流动资金的贷款规模，

保证企业正常的简单再生产和必要的扩大再

生产所需流动资金。
~~ ～~---－~ ..-－、一～－－·一～

整平行外汇市场汇率来改善贸易条件呢？回答是肯
定的。 事实上， 由供求双方决定的平行汇率在官方
汇率高估的条件下必然自动贬值， 如果一视同仁地
扩大地方和企业邯门的外汇留成额度， 统一留成比

例， 允许企业在外汇市场内买卖外汇， 就有利于调

动外贸企业创汇的积极性， 缓和汇价偏高抑制出口
的状况， 也不会使进口企业受到贬值条件下进口成
本上升的打击， 对稳定匡内市场和物价有利。 同
时， 也使市场发挥作用， 平衡和牍通外汇资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