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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
,

·

雁北建设银行对 1 9 8 5年竣工投产的 8 个基建
、

技术改造项目做了一次经济效益

追踪调查
,

发现能够达到预期效益的项目连一个也没有
,

有的甚至根本不能发挥任何效益
。

这些项目一年来所实现的利税
,

仅为预期利税的 34
.

5%
。

投资效益如此之低实在令人吃惊
。

效益不佳其实是多年来一直存在的老间题了
。

据统计
, “

六
一
五

”
期间

,

雁北全民所有制单

位共新增固定资产 7 亿多元
,

年递增率36
.

6 %
,

而同期产值
、

利税递增只有 18
.

7%
、

14
.

3%
。

也就是说
,

资金的投入与产值
、

利税的实现未能做到同步增长
,

呈现出一种投入多
,

产出少

的畸型发展态势
。

投资效益不高症结何在 ? 根据我们对部分企业的调查
,

投资中的不正常行为是影响投资

效益的关键性因素`
:

投资行为不正常的表现及对投资效益的影响

一
、

投资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和盲目性
。

有些项 目在投资前就缺少可行性研究
,

凭个别领

导的主观臆断
,

轻率拍板
,

结果是仓促上马
,

建成后生产经营困难重重
,

不仅效益很差
,

有

的甚至成为包袱
。

怀仁县新家园乡饲料厂 1 9 8 4年 4月上马
,

投资 6
。

8 万元
,

投产后因原料短

缺
,

面临
“
无米之炊

”
的境地

,

勉强支撑了 1个月就倒闭了
,

至今拖欠贷款 3
.

1万元
。

应县大

临河造纸厂从试产到正式投产
,

由于技术水平上不去
,

原料
、

销路均无保证
,

生产一直处于
“
半死不活

”
的困难状态

,

投资效益几乎等于零
。

投资盲目的另一种表现是项目重复
。

对于

一些
“
热门

”
项 目

,

各家往往一哄而上
,

竞相投资
,

缺乏合理的统一规划
,

材料争相提价
,

产品过剩积压
。

以麦片厂为例
:
山阴县 1 9 8 5年建成一个小型麦片厂

,

产品较畅销
,

经济效益

也较高
。

山阴县尝到甜头后
,

于 1 9 8 6年又引进瑞士成套设备
,

新建一座年产 2 千 吨 的 麦 片

厂
。

而同期右玉县也不甘落后
,

投资40 万元筹建麦片厂
。

由于多家竞争
,

麦片原 料 价格 猛

涨
,

同时市场销路日益变窄
,

不仅使筹建工程骑虎难下
,

亦使原有厂家处境维艰
。

再如
,

前

儿年由于煤炭较为紧缺
, 、

煤粉在市场很走俏
, 轰

· `

于是各地一哄而上竞建煤粉厂
,

结果形成产大

于销
,

再加上煤炭市场由卖方转为买方
,

致使众多的煤粉厂难以生存
,

相继倒闭
。

类似情况

还有许多
,

如啤酒厂
、

轧钢厂
、

糠醛厂等
,

其起因与后果莫不若此
。

二
、

投资牙散
,

有限的资金不能相对集中使用
。

由于资金少
,

项目多
,

决策者不是压面

保点
,

而是按项目切块
,

分散安排资金
,

致使项目小型化
,

达不到规模经济的要 求
。

全 区

1 9 8 6年地方投资完成的数额比上年减少 11 %
,

而建设项目却增加 15 %
,

有限的资金撒了胡椒

` 5 1 ,



面
,

影响了投资效益
。

投资分散的另一个弊病是照顾了一般性项 目
,

而真正有发展前途和效

益显著的项 目却受到排挤
。

如灵邱县花岗石加工厂
,

产品深受国内外市场青睐
,

目前已接受订

货合同 6 万平方米
,

然而该厂年生产力只有 2 万平方米
。

如果现在投资 50 0万元用于扩 建
,

两年后生产能力可达 4
.

5万平方米
,

增加税利 2 6 9
.

8万元
。

这部分新增税利相当于 1 9 8 6年全县

财政收入的 47 %
,

灵邱县可凭此一举而彻底摆脱吃补贴的历史
。

然而
,

具有这样显著效益的

项 目
,

却因投资不足迟迟不能落实
。

三
、

引进设备脱离生产实际
,

不注愈配套性和适用性
。

怀仁县啤酒厂杀菌洗瓶设备能力

只有 5千吨
,

而引进的灌装设备能力为万吨
,

由于设备不配套
,

常常造成生产流水 线 的 中

断
,

使生产能力不能正常发挥
,

达不到预期投资效益
。

鹊儿山
、

马 口两个煤矿两年前各引进

了一套进 口采煤机组
,

价值达 1 1 4 3万元
,

这些机组一直
“
无用武之地

” ,

至今仍躺在仓库里

睡大觉
,

企业为此每年还得付贷款利息 27 万元
。

据了解
,

目前全区工业企业的设备利用率只

有 70 %左右
,

即使是设备最先进的国营煤炭企业
,

利用率最高的也达不到 90 %
,

仍有十分之

一的设备处于闲置状态不能发挥作用
。

四
、

投资者有盆外 延发展轻技术改造的倾向
。

许多投资者一味追求外延扩大
,

不重视技

术改造
,

不注意发挥更新改造项 目的 ` 短平快
”
作用

,

致使投资效益难 以在短期 内 见 效
。

“
六

·

五
”
时期

,

全区用于技术改造措施的投资远远低于基建投资
,

仅
一

占总 投 资规 模 的

6
.

6%
,

其中又有相当大的部分挪用于基建
。

例如
:
左云县店湾煤矿 1 9 8 5

、

19 86 两 年将 19 0

万元的技术改造措施投资全部挪用于搞基建
。

即使是在技术改造项 目上的资金
,

其结构和 比

例也不尽合理
。

全区 1 9 8 6年完成更新改造投资 3 8 1 1万元
,

其中真正用在更新设备
、

技术改造

项目的资金只占总投资的 3 0
.

4%
,

而土建工程则占到4 4
.

2%
,

比国家规定的土建不得超过总

投资 20 %的标准高出24 个百分点
。

五
、

投资者对非生产建设抱有偏好心理
。

不少地方的政府
、

主管部门和企业不愿把资金

投入到生产领域
,

而对非生产建设却兴趣十足
。

据统计
, “ 七

·

五
”
期间全区预算内非生产

投资占全部基建投资的 23 % 以上
,

比 “
六

` 。

五
”
时期的 12 % 高出近 1 倍

。

如果加上各地 自筹

资金中用于非生产项 目的投资
,

粗略测算
,

非生产投资的比重大约占全部投资的 40 — 50 %
。

对于主管部门和企业来说
,

非生产投资的对象是办公大楼和住宅
,

而地方各级政府中非生产

投资的重点则是大量进行城镇建设
,

且又多集中在楼
、

堂
、

馆
、

所上
。

1 9 8 6年各县的楼
、

堂
、

馆
、

所建设大都占到非生产建设的 85 % 以上
。

非生产投资过高带来的后果是
: ( 1 ) 非生产

投资多了必然会挤掉生产投资
,

此增彼减
,

使生产项目难以按计划如期完成
,

从而制约了投

资效益的提高
。

( 2 ) 即使是营业性的楼
、

堂
、

馆
、

所
,

如果兴建过多
,

超过了实际需要
,

也难以获得较高经营效益
。

如怀仁县城内
,

弹丸之地仅大型宾馆
、

招待所就有
、

5处
,

由于客

流量小
,

各家经营普遍陷入困境
。

为了节约经费
,

地区规定地区级会议今后不再到县里开
,

,

这无疑是雪上加霜
,

使本来就很不景气的各县旅馆经营业处境更加窘迫
。

六
、

有些投资者投资的政治动机大于经济动机
。

首先
,

有些领导片面地认为投资规模越

大政绩越显赫
,

新上项 目越多成就越突出
,

因而不顾客观是否需要
,

立据是否充分
,

强行铺

摊子
、

上项 目
。

其次
,

由于政企合一
、

政企不分的体制弊病仍然存在
,

部分企业为了追求行

政建制的升格
,

把扩大固定资产做为提高行政级别的手段
,

因此千方百计争投资
,

而很少考

虑投资效果
。

由于这种倾向
,

使投资逐年成倍扩张
,

而效益则相对地呈下降趋势
。

1 9 8 6年
,

全区基建超概算的项目占全部基建项 目的 80 % 以上
,

由于投资效益是个定数
,

并不随着投资



量的增加而增加
,

因此必然会产生
“
高投资低效益

” 的效应
。

甚至有的项 目还出现 了投资越

多
、

效益越差的
“
反 比

”
现象

。

山阴县麦片厂的例子就很典型
。

该项 口原计划投资 3 50 万元
,

经过两次追加
,

概算已达 59 5万元
。

据测算
,

在生产
、

销售情况正常的情况下
,

如果投资 3 50

万元
,

项 目建成后年获利润 6 6
.

8万元
,

10 年后可收 回投资
;
如果投资51 5万元

,

年获利 润 只

有40 万元
,

35 年后才能收回投资 ; 如果投资 59 5万元
,

年获利润仅为 30 万元
,

扣除年付 贷 款

利息 30 万元后
,

企业将一无所获
,

建厂投资根本无法收回
。

当然
,

导致这种现象 的 因 素 很

多
,

但是投资者的投资动机缺少经济观念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
。

投资行为不正常的表现 当然不止这些
,

集中在一点上讲
,

就是投资者花钱彩划及
,

不注意

效果
。

投资中之所以出现种种不正常行为
,
其根源在于有投资决策权的人对投资不负经济责

任
,

不承担投资风险
,

责
、

权
、

利相脱节
,

因而缺乏 自我约束
、

自我调节的意识和追求最佳

投资效益的动机
。

改善投资行为和提高投资效益的主要途径

提高投资效益主要应解决 3 个层次的问题
: 一是要纠正雄资观念上的偏差

, 二是要解决

投资体制上的问题 , 三是针对目前投资中出现的间题采取一些补救措施
。

首先
,

投资者必须廓清各种消极的非经济思想
,

树立正确的投资观念
,

这是提高投资效

益的先决条件
。

( 1 ) 树立投入产出观念
。

投资者要有高度的责任感和强烈追求最佳效益 的

欲望
,

要学会利用有限的资金创造出尽可能多的财富的本领
。

( 2 ) 树立科学决策观念
。

投

资者要依据市场法则和经济规律进行投资活动
,

在铺摊布点时既要考虑实际需要
,

又要顾及

自身的承受能力
。

同时
,

一项决策应有几个预选方案
,

对方案的可行性
、

技术性和经济效益

做出科学鉴定
,

·

通过权衡利弊
,

选出最佳方案
,

从而减少投资失误
。

( 3 ) 树立规模经济观

念
。

投资者要认识到投资资金的分配和运用只有相对集中
,

才能取得较大的经济效果
,

而资

金分散化实质上是对投资的一种浪费
,

不符合社会化大生产的特点
。

( 4 ) 树立 内涵挖潜观

念
。

投资者要摒弃单纯追求外延发展的作法
,

把投资的重点从立足于新建
、

扩建转移到企业 的

技术改造上来
,

促使企业加快技术改造步伐
,

以求得投资效益最优化和最大化
。

( 5 ) 树立

发展生产观念
。

投资者要正确认识生产建设与非生产建设的关系
,

明确投资活动 的 经 济 性

质
,

决不能囿于其他目的而本末倒置
。

今后不宜再以企业数 目
、

职工人数
、

固定资产的多少

等
“ 量 ”

的方面来判断地方或部门的工作成绩
,

而应从
“
质

”
的方面

,

即投资效益发挥的如

何去评价和衡量
。

此外
,

应采取有力措施
,

杜绝以扩大固定资产谋取行政建制升格
,

少数管

理者升官的不正常现象
。

其次
,

对于 目前的投资体制必须进行改革
,

这是提高投资效益的根本保证
。

改革投资体

制的关键是建立投资者承担风险的经济责任制
。

投资风险是客观存在
,

然而在我国这种风 险

却由国家全部承担了
,

个人和企业实际上并无风险可言
,

这是导致长期 以来投资行为不正常

的一个主要原因
。

今后投资风险的
“
点

”
应由国家转向银行

、

企业及个人
,

投资决策者要承

担决策风险
,

资金经营者要承担经营风险
,

资金使用者要承担使用风险
,
每一个投资相关者

都要处于不同的风险之中
,

促使他们注重资金的营运效果
。

我们建议
: ( 1 ) 实行资金有偿

供给制
,

改变目前财政无偿拨款
,

银行按计划奉命放贷的作法
。

今后财政拨款和银行放贷都

要按
“
量

”
收费

,

并征收投资回收超期费
,

以抑制企业只争投资不管效果的倾向
。

( 2 ) 由



银行
、

财政等单位组成投资管理机构
,

其任务主要是
:
对项目进行经济

、

技术
、

效益等指标

的评估
、

研究
,

以决定其上与不上和投资量的多少 , 帮助建设单位搞好测算
,

挤 掉 预 算 水

分
,

管好
、

用好资金 , 监督资金的去向是否正常合理
,

并与资金使用者签定合同
,

规定投资

的使用条件
、

归还时间及效益指标
、

奖罚条件
。

此外
,

这个机构还负有不断向领导和社会提

供经济信息
、

业务咨询的义务和任务
,

使投资者运用这些信息作出正确判断
,

避免投资的盲

目性和重复性
。

( 3 ) 建立一套投资考核指标体系
,

明确投资者的责
、

权
、

利
,

把资金运用

的效益同运用者的个人利益捆在一起
,

做到投资既有动力
,

又有压力
,

促使投资决策和投资

行为合理化
,

L

增强投资者的效益观念
。

再次
,

对于目前投资活动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

要采取得力措施加以改进
,

这是提高投资

效益的有效途径
。

1
.

对在建项目进行一次全面普查
,

通过压缩不合理投资来挖掘效益
。

具体地说
,

对于

重复项 目要精简 , 对于
“
胡子

”
工程要紧缩 , 对于非生产项目

,

特别是楼
、

堂
、

馆
、

所
,

各

种活动中心
、

游乐园等要坚决压缩 , 对于重点项目要加强管理
,

杜绝浪费现象
;
对于计划外

项 目要严格把关
,

控制规模
。

总之
,

要采取各种手段
,

挤掉投资
“
水份

” ,

使投入的所有资

金全都能切实地发挥作用
,

实现其增值功能
。

2
.

对闲置设备进行挖潜
,

向闲置设备要效益
。

目前
,

全区闲置设备的数量相当可观
,

如果把这些闲置设备有效地利用起来
,

无疑会大大提高投资效益
。

有 3 个途径可以考虑
: 一

是尽快起用闲置设备
。

由于部分企业投资的盲目性
,

使购置的设备或因不配套和不适用
、

或

因自身技术素质差
、

或因产品无销路而长期不能使用
。

对这些闲置设备要采取对症措施尽快

起用
,

使其从
“ 睡眠

”
状态中苏醒并发挥作用

, 。

二是举办闲置设备调剂市场
。

由于企业发展

的不同步和对设备需求的层次有差异
,

在先进企业是淘汰的旧设备
,

而在较落后的企业却可

能正适合
。

因此
,

举办调剂市场是大有可为的
。

各系统应对闲置设备作一次全面清理
,

建立

闲置设备档案
,

在此基础上广泛进行调剂活动
。

对卖出企业来说
,

可以减少资产积压
,

并得

以筹集一笔钱再投资于先进设备 , 对买进企业来说
,

引进 旧设备既适用又省钱
,

可谓各有所

得
。

三是开展闲置设备租赁业务
。

对于一些暂时不能起用或调剂不成的闲置设备
,

可采用租

赁的办法
,

通过合同或协议
,

明确规定租赁期
、

租赁金及双方应负的责任
,

这样祖出方可获

得一笔租金
,

租入方可借
“
机 , 生

“
蛋

” ,

双方都有利可图
,

且又发挥了闲置设备的效用
。

3
.

调整不合理的投资结构
,

通过结构性调整来提高投资效益
。

重点要放在 3 个方面
:

一是要适当提高农业和轻工业的投资比重
。

从整体上看
,

全区生产性投资呈现一种 “ 头重脚

轻
、

根基不稳
”
的失衡现象

,

表现为重工业投资多
,

农业 与轻工业投资少
。

全区 1 98 6年农业

投资仅占总投资的 5
.

7%
,

工业投资占总投资的 90 % 以上 ; 工业投资中
,

重 工 业 的 比 重 占

85
.

9%
,

轻工业只 占1 5
.

1%
。

这种投资分
叼

配格局
,

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全面
、

均衡发展
。

农业

是经济的基础
,

对农业投资的过少会导致基础的不稳定 , 轻工业具有投资少
、

见效快
、

收益

大的特点
,

适当增加对轻工部门的投资
,

可 以为国家提供更多的建设资金
。

二是要适当压低

煤炭采掘业投资
,

提高煤炭加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投资比重
。 “ 六

·

五万 时期
,

雁北地区煤

炭采掘业的投资比重占工业总投资的 5 5
.

3%
, 1 9 8 6年又占到 5 6

.

2%
。

而加工业和运输业的投

资比重则逐年有所下降
,

如 1 9 8 6年公路建设投资只有 1 2 3 7万元
,

比上年减少 59 %
。

雁北煤炭

资源丰富
,

是本地区经济的主要支柱
,

加强对煤炭工业的投资无疑是正确的
。

然而经济发展

是一个有机整体
,

如果投资只集中在一点上而不顾及与其有机联系的其它部分
,

缺少行业之



间的互补性
,

那么经济的发展将是不正常的甚至会产生抵消作用
。

此外
,

由于对煤炭加工业

等设施投资不足
,

因而形不成以深加工
、

精加工产品为主的资源优势
,

煤炭经济 效 益 的 全

面
、

充分发挥亦受到制约 , 更为严重的是
,
当前煤炭的初级产品在市场上 已呈产大于销

,

多

数企业因产品严重积压不得不采取
“ 以销定产

”
的限产措施

,

如果继续把资金大量地投入到

煤炭采掘业
,

势必会形成投入大产出小的状况
。

三是要适 当增加技术改造投资
。

由于受
“
重

基建轻技改
”
投资倾向的影响

,

企业多年来存在的设备老化
、

技术陈旧
、

效益下降的状况难

以得到改善
,

影响了企业的自我改造
、

自我发展的能力
。

据对全区机械工业现有设备
、

技术

状况的调查
,

60 年代以前的设备占现有总设备量的 12 % 以上
,

技术水平落后的设备占到 63 %
,

且没有一台机器
、

设备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

朔县的三家机械加工业
,

设备使用率平均为 45 %
,

其中农机厂只有 34
.

6%
,

就是说有一半以上的设备由于老化和陈旧 已经失去了使用价值
。

我

们认为改变这种状况要从两个方面入手
,

一方面要破除
“
重基建轻技改

”
观念

,

增加对技术

改造项目的投资
,

另一方面要改变现有信贷政策
,

使之为企业的技术改造提供优惠条件
。

按

照现行信贷政策
,

基建贷款利率低于技术改造贷款利率
,

这实际上助长了
“
重基建轻技改

”

的倾向
。

按规定企业只能用技术改造后实现的新增利润偿还技术改造贷款
,

事实上这部分资

金常常连贾款利息都还不了
,

影响了企业进行技术改造的积极性
。

因此
,

建议有关部门尽快

修改这些规定
,

以鼓励企业走内涵型为主扩大再生产的道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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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民族社会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暨首届理事会召开

19 8 7年 3 月 17一 2 0日
,

年会暨工业社会学研究会

在湖北省天 I’1 县竞陵镇召开了湖北省社会学学会第三届

民族社会学研究会成立大会
。

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民族社

卿,,.!
.

…!!;
,枷

会学研究会章程
, 选举了研究会的领导机构理事会

。

在首次理事会上
,

着重讨论了

民族社会学研究会在
“ 七

·

五 ”
期间的研究计划和当前迫切需要研究的主要课题

。

(郭 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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