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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国营工业企业流动资金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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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国营工业企业流动资金存在的问题， 简单地用 “短缺” 两字是不能概括的，解决流
动资金的矛盾， 单纯靠增加银行贷款也难以奏效。 当前流动资金中的问题， 既体现了贯彻财

政信贷双紧方针所产生的效应， 又反映了经济运行中存在的深层次矛盾。 如果不对流动资金
的变化作深入的分析， 正视严峻的现实， 采取标本兼治的措施， 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流动资
金的矛盾， 以保证上海工业生产的稳步协调发展。 本文试对上海国营工业（包括中央工业和
地方工业） 1700多个企业近两年的情况作一 剖析， 以透视流动资金变化及其反映 出的一些深
层次矛盾。

上海国营工业企业流动资金近两年来出现了以下突出的变化；
变化之一， 资金占用增长超过了生产增长和价格上升幅度， 多占用了流动资金。 工业企

业流动资金的占用， 应与其生产的增长和生产资料价格的变化基本保持一致。 但近两 年来，
流动资金占用的增长幅度却明显超过了合理的限度。 1988年和1989年企业全部流动资金占用
分别比上年增长了28.8％和43.45% ，定额流动资金占用分别比上年增长23.42％和23.49% 。
如果剔除生产增长和价格上升因素（用工业总产值增长率和市人民银行测算的生产资料价格
指数， 1988年为129.55、 1989年为115.16加以调整， 下同）， 全部流动资金仍要多占用 79亿
元。 再以上泭地方主要工业局国营企业为例， 两年定额流动资金占用 分 别 比 上年 增 长了
25,8％和17.2% ，如果剔除生产增长和价格上升因素， 实际上多占用资金4.9亿元。

变化之二， 资金占用的增长快于产品销售收入的增长， 资金使用效益逐年下降。 近两年
定额流动资金占用增长率分别比产品销售收入增长率高出8,5和12.1个百分点。因此，流 动 资
金周转天数从1987年的85.24天放慢到1988年的89.14天和1989年的101,81天。 这等于多占用
流动资金56亿元。 同时资金利润率也在连续下降 。 全部流动资金的利润率这两年分别下降了
13,61％和24.53% ，定额流动资金的利润率分别下降了11.15％和18.6% 。 同期，上海地方主
要工业局国营企业定额流动资金占用增长率分别比产品销售收入增长率高出12.67和7. 18 个
百分点，周转天数从79.98天放慢到86.49天和95.56天。

变化之三， 资金占用结构不合理的问题日趋突出。 主要表现是， 在定额流动 资 金 结构
中， 成品资金上升过快；在全部流动资金结构中， 非定额流动资金比重增大（见表1)。

近两年定额流动资金结构发生了变化， 生产资金的占用额比较正常， 其增长率与生产增
长、 物价上升幅度比较接近， 在定额流动资产中的比例也基本稳定。 储备资金虽然在金 额
上有所增加， 但剔除生产增长与物价上升因索， 其实物俄却是有所减少， 在定额流动资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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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例也逐年下降，这主要是近两年资金和原材料供应紧缺所致。 同题突出的是成品资金，顶

表1

项

定额流动资产

储备资令

生产资金

成品资令

上消国估工＼Iv.介业冗额流动资产分布悄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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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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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6,257 2,697,631 
+23.42 +21.72

1. 158,886 1.298,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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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9 48.12 

720.508 918,997 
+ 22. 98 + 21. 55 

32.51 34.07 

321. 255 47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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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0 17.45 

年中的增幅分别为 48.4％和46,56%， 占定额流动资产的比亚逐年上升； 剔除生产增长和物

价上涨因素， 实际上多占用了资金13.6亿元。 成品资金的大幅度上升， 固然与 1989年下半年

出现的市场疲软有关， 但在1988年市场旺销的情况下， 成品资金仍多占用了4,1亿元，这就涉
及到产品的适销对路和企业的资金仵理等问题。

非定额流动资金在全部流动资金中的比重增大， 成为资金占用结构不合理的又一突出问
题。 非定额流动资金的比重已从1987年的31,49％上升到 19 88 年的 34, 35 %和 19 89 年 的

43,41%， 两年中绝对额增加了1.5倍。 其主要原因是应收预付货款金额急剧上升， 两年间荌
加了2 .35倍， 其增加额占非定额流动资金增加额的66.56%， 使其比重由 1987年的42.64％上

升到1989年的57.02% 。此外， 发出商品金额两年中上升了90%， 对非定额流动资金比重增加

也有很大的影响。

变化之四， 企业流动基金严重不足， 比重直线下降。 （见衷2)

表2

流动基金全额（万元）

伉动杠金占全部流动资金来源％

流动菲金与定额流动资产之比％

上泪闰背工业令业流动其金悄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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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3, 8 1 8 16 37. 3 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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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5 1, 4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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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8 9, 3 8 5 

25.59 22.06 20.95 118.04 
1
15.92 

34. 58 30. 71 29. 18 26. 37.25.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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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绝对额来看， 企业流动基金这两年稍有增加， 但增幅只有11% ， 远远跟不上流动资金
占用的增长率， 从而使流动基金占全部流动资金来源的比重从19.87年 底 的 25. 59% 下 降 到

1989年底的15.92 % ，与定额流动资产之比从1987年底的34. 58％下降到1989年底的25.56% 。

究其原因， 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生产资料价格调整后企业储备资金的增值部分很少用于补
充流动基金。 根据工业企业1987年储备资金数额和1988、1989两年的上海生产资料价格指

数，计算调价增值部分约为 40亿元。 再根据典型涸查的结果， 执行中央和地方省级机构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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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河价措施， 企业储备资金增值部分约占总增值量的三分之 一， 以此推算约为13亿元。按现
行财务规定， 这部分调价收入应全部增加国家流动基金， 不能另作他用。 但实际上， 两年来
国家流动基金仅增加了1.9亿元， 只占13亿元的15%， 还有10多亿元资金已化作企业利润，由
财政、企业和职工个人三者分配掉了。 另 一方面是企业用生产发展基金自补流动基金进展缓
慢。 从1984年开始自补流动基金工作， 经过前四年的努力， 才补充了2.87亿元。 近两年银行
运用利率杠杆促进企业自补， 对流动基金占定额流动资产比例不足30％的企业采取了加息措
施， 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1988、1989两年自补了4.9亿元。 尽管这样， 企业流动基金严 重 不
足的局面仍未得到根本扭转。

变化之五， 应收预付款和应付预收货款的差貊发生了反方向的变化， 加大了资金来源的
缺口。 上海作为一个加工工业城市， 又具有一定的产品优势， 历年来在工业企业结算资金方
面处于有利地位，即应付预收货款总是大于应收预付货款，能够经常地占用其他地区和部门的
资金。 但近两年这一情况发生了逆转： 从1987年底占用他人资金19.1亿元，跌至1988年底的

10.8亿元， 到1989年底反被他人占用资金8.8亿元， 这一进一出， 增加了资金缺口达27 .9 亿
元。 上海地方国营工业企业的情况更为严重， 由1987年底占用他人资金26.8亿元，转为1989

年底被他人占用资金8.6亿元， 两年中资金缺口扩大了35.4亿元。 这固然与市场疲软、原材
料和资金紧张有关， 但不可否认，上泭工业产品优势的逐渐丧失和上海工业企业资金管理中
存在问题， 也是其主要的原因。

变化之六， 银行贷款大幅度增长， 对中央银行基础货币的依赖加重。 近两年银行工业流
动资金贷款增长迅速， 从1987年底的100,9亿元， 上升到1989年底的176.4亿元， 两 年 增 加
74.8%。 贷款与定额流动资产的比例， 两年来从56.2％增加到65.4%。 从上海工商银行新增
贷款的资金来源看， 储蓄存款和对公存款的比重逐渐降低， 对人民银行借款融资的比重日益
增加；考虑再贴现因素， 新增贷款对中央银行的依赖程度已从1987年的25.9％增加到1989年
购3%。 也就是说， 银行越来越依靠增加基础货币供应来维持上润工业生产。 但这种靠基础
货币支撑的银行贷款大量投入， 仍填不满企业资金缺口的 “无底洞 ” 。 于是， 企业专用基金
参加周转和未交税利的数额明显上升。 上泭地方国营工业企业专用基金参加周转数由1387年
底的15.35亿元增加到1989年的36.3亿元， 上升了1.36倍。 长此以往， 将对企业更新改造和
设备大修带来不利影响。 同时， 上海国营工业企业未交税利也从1987年底的1.03亿元上升到
1989年底的9.56亿元， 增加了8.53亿元。

，从以上变化可见， 两年来流动资金多占用高达79亿元， 而流动资金流失达39亿元（其中
少补流动资金约11亿元， 结算占用款逆转27.9亿元）， 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增加75.5亿元。 这
缺口42,5亿元中， 企业以专用基金参加周转21亿元、拖欠应交利税8.26亿元的方式进行弥
补。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上海工业流动资金间题的实质， 是资金短缺与资金多占同
时出现， 资金投入与资金流失并存。 资金多占表现为流动资�相对于生产增长和物价上涨及
产品销售增长而过多占用。 资金流失一方面表现为国家和企业的流动基金没有随生产扩大和
物价上涨得到应有的保值和增值， 相反却在不断贬值， 而其贬值的部分已被作为利润瓜分。
另 一方面表现为原先作为上海工业企业资金来源的应付预收款差额发生逆转， 资 金外流。
资金多占和流失数额118亿元， 大大超过银行贷款的投入额75.5亿元，使流动资金缺口急剧扩
九虽然银行靠增加基础货币供应量来维持企业的再生产， 但还是无法满足企业的资金需
求． 这就是上海国营工业企业面临的严峻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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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分析了流动资金的上述变化的基础上， 有必要对资金的流失和多占问题及其解决办法
作进一步的思考。

1.关于企业流动基金的流失问题。
从前面分析的情况看， 近年来工业企业流动基金的流失情况十分严重， 不仅省以下机构

调价所引起的库存物资增值部分金额被作为企业利润分配掉， 而且国家和省级机构调价形成
的库存物资增值部分也没有能 按规定全部补充国家流动基金。 同时企业用生产发展基金自补
流动基金的数额也少得可怜， 这就造成企业流动基金比重连续下降。 长此以往， 势必给经济
正常运转带来日益严重的同题。 从微观上看， 企业流动基金比例缩小， 相应的负债比 例扩
大， 使企业承受风险、 处理意外损失的应变能力和对宏观政策变动的适应能力减弱， 更谈不
上具有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可能。 从宏观上看， 企业流动基金的流失， 实际上涉及国民收
入分配， 也就是库存物资的调价增值部分能不能作为国民收入分配的同题。 很清楚， 库存物
资的调价增值部分， 首先它不是企业新创造的价值， 不应作为利润分掉；其次它是企业在生
产资料价格上升情况下维持简单再生产所必需的， 不能 从生产领域中抽走。 现在把这部分企
业基金分掉， 再由银行来填补窟窟， 其实质就是把银行信贷资金转化为财政收入、 企业留利
和个人可支配收入。 在财政信贷双紧的情况下， 其结果无非是： 近期财政将这部分收入用于
弥补赤字， 企业部分留利用于参加周转；但作为财政收入和企业留利， 最终还是 要用 于支
出。 这与增 加个人可支配收入一 样， 扩大了总需求与总供给的缺口， 加重了通货膨胀压力。
生产资料价格上涨， 本来可以部分弥补总需求与总供给的缺口， 现在这提价的部分又转为需
求， 缺口并未得到弥补， 这势必推动新一 轮的价格上涨。 如遁此道， 何以缓解供求矛盾， 又
岂能根治通货膨胀。 因此， 对流动基金流失问题， 不仅要从微观上， 更重要的是要从宏观上
看到其不良后果。

流动基金的流失，还与现行会计核算中 “币值不变假定” 和财政、企业的短期行为 有关。
“币值不变假定” 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 “历史成本会计” ， 曾在建国后的30年里起过积极

的作用， 但它已明显地不适应近几年物价连续上涨的现实情况。 仍奉此为圭泉， 必饼造成历
史成本背离现行成本， 从而出现成本失实；帐面盈利高于实际盈利， 出现虚假利润。 在这种
情况下， 本应把流动资产增值部分充实到流动基金中去， 才能维持企业简单再生产。 但财政
和企业都从短期利益出发，把流动资产增值部分当作利润分掉。 ．此举对财政而言，近乎于竭泽
而渔l对企业而言， 无异于坐吃山空。 这种只图眼前、 不顾长远的短期行为如持续下去， 必
将给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带来严重损害。

因此解决流动基金流失同题， 必须考虑币值变化， 以 “重置成本会计” 替代 “历史成本
会计” ， 必须纠正财政和企业的短期行为，偈持流动基金的原值， 并通过自补使 其逐年增
值， 以达到一个合理的比例。 从具体猎施来看， 首先， 国家应制订有关条例， 规定全部库存
调价增值部分只能用千补充流动基金， 保证国家和企业流动基金的完整无损；其次， 要加强
对企业流动基金的审计工作， 防止企业短期行为对流动基金的侵蚀；再次， 财政也要有长远
眼光， 把国家和企业流动基金的保值与增值作为企业承包的主要内容；最后， 作为统管流动
资金的银行也要按有关规定加强监督和管理， 并运用信贷利率等手段， 防止和制裁那些造成
流动基金流失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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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干企业流动资金占用过多的问题。
近年来上海国营工业企业流动资金占用过多的问题H益严重。完成同样数翌的产值和销

售额要投入更多的流动资金，这已成为难以扭转的趋势。究其原因，可分为两方面：
从宏观角度看，资金过多占用的问题与我们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和 货币供应机制存在的

问题有关。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走的是一条重外延、轻内涵、高速度、低效益的路子。表而看
来，产值很高，速度很快，但 这是靠更多的资金投入来维持的，实际上资金的使用效益却在
下降。 虽然近几年国家强调要走 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新路子，但在巨大的惯性推动下， 这个

弯子很难转过来。 一俟出现产值增长速度降低的情况，政府就会督促 银行扩张信贷，投放资
金，以防止生产滑坡。因此，货币供应总是被动地去适应货币需求。即使在紧缩时期亦如此，
只要企业呼声四起，紧缩就难以坚持下去，结果还是贷款大投放。企业的要求淌足了，生产
速度保住了，但资金效益又下降了。

从微观角度看，资金占用过多的问题与企业缺乏自我约束机制、放松资金管理有关。虽然
近几年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影响到企业多占资金的因素很多，但企业主观上的因素不容忽

视。现在不少企业传统的资金供给制思想仍根深蒂固，往往只算产出，不计投入；只向外要
钱，不向内挖潜；只向 银行要贷款，不向自身的科技进步、集约经营、强化管理等要资金。卜

靠国家不断 “输血“ 维持生存， 一旦 “针头” 拔掉，就难以苟且。即使那些从经济效益角度

考虑不该再经营下去的企业，国家也得养着它们。没有建立起自我约束机制的企业，在资金
由银行包下来的条件下，缺乏千方百计节约资金使用、 提高资金效益的内在动力。

在 这样的宏观和微观背杲下，我们依靠投入要素的高消耗来维持低效率经济增 长的顽
症就难以根治；于是，通货膨胀就成了保持经济增长的衍生物。

因此，要解决流动资金占用过多的同题，首先必须端正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真正重视

经济效益； 货币供应扯不能简单地成为产值增长率的函数，而要更多地与经济效益的高低相
联系，为企业节约资金占用创造一个宏观环境。其次， 必须促进企业建立和健全自我约束机
制，加强流动资金管理，落实资金责任制，挖掘资金潜力，节约资金使用，当前要特别注意
压缩成品资金和结算资金占用。要对企业资金使用情况加强考核，并使之与企业和职工的切

身利益挂起钩来，银行作为统管流动资金的部门，必须切实加强管理和监督；要明确企业的基

本开户行，以落实管理流动资金的责任。信贷员不能只管贷款，而要符全部流动资金，并通
过信贷和利率杠杆，促进企业减少资金沉淀，加快资金周转，提高资金效益。

在治理整顿工作中，把前几年经济过热掩盖着的企业流动资金流失和多占问题暴露了出
冞，使我们逐步认清资金短缺的根源所在，进而从宏观经济管理和经济运行机制的角度去探
索解决问题的对策。但是，解决流动资金的流失和多占问题，消除引起通货膨胀的陈患，还须

进行艰苦的综合治珅工作。 这个问题不解决好，不仅流动资金的短缺难以缓解，而且治理整
顿的目标也难以达到。为此， 虽然在解决深层饮矛盾的过程中，会使一些部门感受到痛楚，

但唯有认准方向，下决心坚持下去，才能取得治理整顿的更大成果，把国民经济引向持续、
稳定、协调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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