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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企业
“

三角债
”

的成因及对策

陆 正 华

�经济管理系�

摘 要

木 文论述 了
“
三角债 ” 现状及其造成的不利后果

，
分析 了造成

“
三角债

” 的宏

观和微观方 面的原因
，
提 出了解决

“
三角债 ” 一 系列对策

，
如调整产

、
几结构

，
建立

法规制 度
，
深化经济体制 改革和提高制 定政 策的科 学性等等

。

一
、 “

三角债
”

给我国经济带来的危害

所渭
“
三角债

”
指的是企业甲

、
乙

、

丙
、

三者之间相互拖欠货款的现象
。

在现实生活中

中
， “

三角债
” 只是企业间债务链的一种形象描述

，
它实际上还包括四角债

，
五角债等等

。

，’�汀几债 ”
使一些企业面临险境

，
甚至有人称之为

“
雷区 ” 。

二 角债不仅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
而且使我国一些原来经济效益较好帅企业

，
也陷入一 种

“
不死不活

”
的状态

，
失去了经营 自主权及 自我积累

，
自我发展的能力

。
比如

，
亚洲最大的

重型机器制造厂一一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重型机器制造厂
，
一亿多元的三 角债

。

使 它 被 迫

仔机一个多月
，
几个月后又面临着全面停产的厄运

。

就连我国最大的电缆厂一一沈阳电缆厂

也几乎是只见产品出去
，
不见货款回来

，
全厂流动资金迅速告馨

，
原材料无法购进

，
大部分

车间相继停产
，
企业每个月流失利税达�，

���万元
，
与此同时

，
国家重点 工 程的催 货 单 却

接连不断
。

还有的企业
，
不得不靠借高利贷维持生存

。

受三角债困扰的企业远不止 上 述 几

家
，
据统计

，
����年

，
黑龙江省

， “
三角债 ” 达 ���亿元

，
山东省达��亿元

，
江苏省也超过���

亿元
，
有的省欠交税利大量增加

，
以至形成了企业

，
银行

、

财政之间的大
“
三 角 债 ” 。

成

千上万个企业我欠你
，
你欠他

、

他欠我
、

环环相扣
、

圈里套圈
、

一损俱损
，
给我国经济带来

了严重的危害
，
主要表现是

�
��了减少了国家的财政收入

，
影响了靠财政拔款的事业单位

的发展
，
如教育

，
文化事业的发展和提高

。
���束缚了企业的生产发展能力

，
降低了企业的

竞争力
。
���破坏了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

。

为此
，
国家曾花费大量的财力和人力

，

来解决
“
三角债

”
的问题

，
但刚刚解决了旧的

“
三角债

” ，
新的

“
三角债

” 又随之而来
，
形成

新的环环相扣的结
，
难以解开

。

本 文于����年 � 户��日收到



二
、 “

三角债
”

的主要成因分析

原因之一
�

流通环节出现货币不足
。

由于银行实行紧缩政策
，
抽紧银根

，
虽然甲

、
乙

、

丙企业都有适销对路的产品出售
，
并

且这些商品也都有购买者
，�

只是作为交易的媒介一一货币不足” 使买卖难以进行
，
为了克服

这一困难
，
人们不得不用债务链循环代替货币流通

，
达到商品交换的目的

。

在货币流通情况

下
，
资金循环是商品一一货币一一商品

，
即企业把商品销售出去

，
取得货币

，
再用货币去购

买原材料等生产要素
，
而在债务链循环的情况下

，
企业的资金循环变成了商品一一债权

，
债

务一一商品
。

即企业出售商品形成债权
，
企业购界厚材料等生产要素形成债务

，
实际上是使

务资金代替货币资金
，
再作为企业资金总量的一部夯参与资金循环和周转

，
使企业的再生夕“

得以为继
。

原因之二
�

企业资金实际短缺
。

某些企业的自有资金不能满足资金的正常需要
，
在得不到银行贷款的条件下

，
只有通过

拖欠货款的办法占有其他企业的资余
，
用于弥补自己的资金缺口 ，

这些企业的资金短缺是因

为
�

第一� 长期以来
，
有些企业一直是靠财政补贴过日子

，
一旦国家财政出现赤字

，
预算内

投资拔款和补亏拔款减少
，
就会造成这些企业的资金短缺

。

第二� 缺乏市场信息观念
。

虽然市场发生了变化
，
企业却还在生产一部分市场上相对过

剩 的产品
，
致使产品滞销

，
大量积压在库

，
产成品占用的资金无法转化为货币资金

，
结果出

现资金缺 口
。

第三 � 经营管理不善
。

企业出现了经营性亏损
，
不得不把一部分资金用于垫补亏损

，
因

而加剧了资金的紧张状况
。

第四� 违反财经纪律
。

有的企业将获得的银行贷款不是用于生产方面
，
而挪作他用

，
进

行 非生产性的建设
，
致使正常生产所需资金不足

。

第五 � 企业的生产经营过分地依赖某项建设周期长
，
投资须嗜冬大的建设项目

，
一旦国家

压缩基本建设规模
，
这些项目被迫停建缓建

，
作为供货单位的企业就不能按照合同 收 取 货

款
，
从而使企业资金难以正常周转

，
发生短缺

。

原因之三
� “

诸侯经济
”
割据的存在

由于市场的激烈竞争和市场发生疲软
，
以及企业的供

、

产
、
销各环节出现失调

，
流通渠

道 不畅
，
统一的市场被割裂

，
使得本来卸下了

“
三角债

”
包袱的企业

，
又重新背 上 了 它

。

“
三角债

” 间题 日趋严重
。

再则
，
一些地区本着

“
肥水不流外人田

”
的本位主义观念

，
宁愿

加温使全国经济受损
，
也不愿使本地区的经济受到损失

，
甚至一些基层承包企业

，
有意占用

其他企业的资金
。

因为国家考核这些企业不看占用别人资金的多少
，
而是只要效益好照样升

级
。 “

三角债
” 之所以持续不断

，
还有一个方面的原因

�

就是一些大型企业陷在债务链中
，

收回的债权比偿还的债务少得多
，
而且清欠后还要减少贷款

。

因此
，
刘于清欠

“
三角债

” ，

企业并不积极
。

此外
，
一些经济效益差的企业本来就是靠拖欠别人的货款过日子

，
一旦清理

了 件二角债 ” �

则失去了生存的条件和基础
。

笔者曾到一些企业作过调查
，
就发现有些企业

每月 亏损十几万元
，
它们正是靠拖欠别人货款来维持生产的

。



原因之四
，

、 �

企业资金补偿不足
。

企业资金补偿不足
，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
一是国家固定资产的折旧制度

，
虽 几 经 修

飞

订
，
而且、

靓定的折旧率水平有所提高
， 或乌其变化不够显著犷这种状况主要是由于财政承受

能力有瓜 欲在短期响敢革现行的折归制度
，�

必然导致财政收入大幅度减少
。

而从企业资金

补偿这丫角度半看
，

，

�
现行的折妇制度所规定的折泪年限仍显过长、 折旧率偏低获若采用综合

一

折旧率
，
又不利于根据洛类固定资产纷自然寿命和经济寿命确定合理的折旧率广使 固 定 资

产
，
特别是更新换代较快的周定资产的计提费用在各会计期间分配时完全背离了固定资产效

用递减规律
， 固定资产使用前期的折旧费用负担相对于固定资产使用效能来说偏轻

，
从而使

固定资产价值补偿亦即固定基金补偿� 远不敷更新改造之需
。 ‘

二是历史成本原则及由此确定
�

的会计技术方法
。

我国的会计制度规定
，

�

企业的各项资产都必须按历史成本计价
，
而以历史

成本为基础计算的生产成本往往偏低
，
因而

，
从产品销售收入中得到补偿的流动资金不足 以

维持简单再生产
。

三是在利润分配上
，
现行的所得税偏高

，
而企业留利中用于补偿流动资金

的部分偏低
，
当初规定���的所得税

，
少能充分考虑企业 自我积累

，
自我发展的需要

，
优先考

虑的是确保国家财政收入
。

所得税偏高和企业长期发展对资金增长需求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

了
，
与此同时

，
由于企业的短期行为

，
而国家对企业的财务状况 �流动状况

，
资金结构等�

一

不够重视及客观上固定资产更新改造资金来源紧张
，
企业宁愿将税后留利用于消费性分配和

更新固定资产
，
而不愿 自觉地补充 自有流动资金

。

原因之五 � 经济体制改革不配套
、

不完善以及政策的科学性不够
。

近年来
，
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

，
由于宏观调控体系不健全

，
承包前的企业资产没有严

格核定
，
在承包产值利润指标的同时

，
对于流动资金指标掺杂的水分未能加以 考 虑

。

如
�

某些资产损失
，
呆帐

、

亏损
，
以及待摊费用长期挂在帐上

，
大量 占压流动基金

，
造成流动资

金看起来不少
，
而实际用于生产周转却不多的局面

。

结果
，
一轮承包期结束

，
下一轮承包则

深受某害
， 而只能是前清后欠

，
造成

“
三角债 ” 循环不断

。

再者
，
国家在制定政策方面

，
只

是凭一时一事
，
没有从宏观调控上考虑

。

如
�

我国的化肥生产几上几下
，
而恢复生产又很费

力气
�

而且是边恢复生产
，
边进 口 ，

造成新的积压
。

为了确保一些企业的正常生产不受 ，’�
角债

”
的影响

。
国家制定了相应的倾斜政策

，
但政策的科学性不够

，
造成诸多失误

。

如有色

金属总公司有生产企业���家
，
保的��家都是冶炼等中间环节

，
而对选矿

、

药剂
，
机修却不

保
，
一旦它们停产

，
儿百个矿山都要停产

。

这样其它行业的生产也要受到影响
，
于 是 造 成

“
三角债

”
的恶性循环

。

以上分析表明
， “

三角债
”
持续存在的问题难以解决

，
不仅有企业 自身的原 因

，
还 有

产
、

供
、

销各环节失调的原因� 不仅有经济体制改革不配套不完善的原因
，
也有国家制定政

策方面宏观调控失灵的原因
，
再加上企业资金补偿不足及存在着

“
诸侯经济

，
割据等

。

欲要

消除
“
三角债

”
这个雷区

，
必须从这些原因入手

，
解剖麻雀

，
搞清资金到底沉淀在哪里

。

三
、

消除
“
三角债

”

的对策建议

第一
、

实行一条龙服务
。

通过商品物资交易会
，
让物价

，
财政

、

税收
、

工商
、

信贷等经

济杠杆部门
，
相互配合

，
实行一条龙服务

。

有时银行一笔贷款就可 以救活几家企业
。

再者
，

搞好财政
，
信贷

、

物资的综合平衡
，
建议在贷款发放时

，
行业主管部门应与银行协调一改

，



提出一个包括长短期资金在内的可行方案
，
根据需要投入资金

，
并保证资金落实到需要的地

方
，
防止前清后欠

。

第二
、

调童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
，
使一些经营性差的企业破产

。

这是解决资金拖欠的根

本措施
。

由于一些经营性差的企业本身是靠别的企业供养
，

·

原先是财政补贴
，
后来是贷款

，

最后银行养不起
，
只能靠拖欠货款过日子

。

建议抓住当前宏观紧缩的有利时机
，
将这些经营

�

性差的
，
以及一些资不抵债

，
需要调整的企业坚决关停并转

，
并妥善处理其伎权债务关系

，

同时对必保企业实行倾斜政策
，
并监督其管好用好资金

，
提高效益

。

第三
，
理顺经济环境

。 “
诸侯经济

”
阻碍了经济发展

。
只要各自齐心协力

，
大力启动市

场
，
搞活流通

，
继续扩大资金的横向拆借融通业务

，
充分利用资金运营中的时间 差

，
地 区

差
，
调剂余缺

，
积极稳妥地发展资金市场

，
提高资金运营效率

，
打破

“
诸侯经济

”
的 条 条

枢仁的界限
，
逐步解决

“
三角债 ” 的问题

。

第四
、
适当改革财务

，
会计制度

，
逐步实现企业资金价值的完整补偿

。

首先
，
允许企业根据具体情况选择不同的存货计价和成本计算方法

，
使产品成才�帐面价

尽可能与实际接近
，
保证利润数额的真实可靠

。

其次是建议财政在预算时就安排一部分流动资金
，
不足部分由银行贷款解决

。

或者
，
将

产品涨价后收益用米补充流动资金
，
这样既增加了企业资金实力

，
又减少了贷款利息

，
使企

业资金增值
。

再次
，
严格执行结算制度

。

不要因结算使货款收不回来
，
银行应起监督作用

，
并负责催

款
。

可现在的情况却是
，
任何单位

，
部门

，
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不付款

，
承付不承 付 都 可

以
，
使企业的结算毫无保障

。

建议赋予银行对企业债权约束能力
，
尽量减少拖欠的款项

，
逐

步解决
“
三角债 ”

的问题
。

最后相应地减少所得税
。

把所得税率降为���左右
，
相当地增加税后留利

。
下万用于生产

发展的基金则定为税后留利的���
，
其余用于福利基金和奖励基金

，
这样使企业有了自我发

展的资金来源
，
并可保证企业有了活力

。

第五
� 加强立法执法工作

，
惩治行为不良的企业

。

建议尽快制定 《债权债务法》 ， 《票

据法》 ， 《结算法》 等经济法规 ，
使正常的生产销售经营活动有法可依

。

并运 用 行 政
、

经

挤
、
法津

、

道德等手段
，
使欠债的企业单位占不到便宜

。

还 可以实行由负债方付息
，
扣拖欠

单位工资总额等办法
，
来达到减少拖欠的款项

。

第六�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
提高制定政策的科学性

。

国家在制定政策时
，

各部门要认真

研究分析
，
努力协调一致

，
这样才能从宏观上加强调控

，
尽量减少或不造成失误

。

因为一旦

失误
，
危害性将是很大的

，
甚至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

。

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要进一步完善
、

探化
，
而彻底解决

“
三角债

”
间题

，
必须与深化改革结合起过考虑

，
并用深化改革的办法才

能加以解决
。

总之
，
只有采取以上各项措施

，
才能逐步消除 性角债 ” 。

�下转��页�



处理好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配关系
，
逐步提高知识分子待遇

，

缓解脑体倒挂的矛盾
。

�
、

大办整顿经济秩序
。

要从完善经济法规
，
健全市场规划

， 。

加强物价管理着手
，
整顿

流通领域的经济秩序
，
建立起既有竞争

，
又有秩序的市场

，

防止和减少由不正当交易行为而

带来的不合理收入
。

要迸一步清理整顿公司
，
重点整治那些依杖权力

、

倒买倒卖的官办公司和

役有资金
、

物资
、

靠投机钻营牟取暴利的皮包公司
。

要按照多渠道
、

少环节
、

开放式的要要

求
，
继续推进商品流通体制的改革

，
减少流通环节和中间盘剥

。

要推进廉政制度建设
，
坚决

及时查处贪污受贿
、

敲诈勒索和各种以权谋私
，
将权力转化为金钱的违法行为

。

要 加 强 对

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管理
，
使各种所有制形式成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必要补充形

式
。

�
、

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
正确认识个人收入分配不公现象

，
树立崭新的价值观

。

应该承

认
，
现实生活中的消极腐败现象和分配不公问题

，
是人们强烈不满的焦点

。
人们要求改变这

种混乱无序的状况
，
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

但不能操之过急
。

应从思想上
、

行动上
，
有计划有

步骤的进行
。
我们要广泛宣传平均主义思想的危害性

，
真正贯彻按劳分配原则

，
又要反对收

入过分悬殊
，
还要反对凭个人主观印象来笼统地进行横向比较

，
静态地看待人们相互之问的

利益关系的演变
，
忽视收入差距方面合理

、

不合法的之间的差别
。
总之

，
要在全社会广泛宣

传教育
，
使廉洁奉公

、

依法经营
、

依法纳税
、

效率优先
、

兼顾公平等观念深入人心
，
从而更

好地消除分配不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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