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务院关于放宽固定资产投资审批权限和简化审批手续的通

知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9/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5_c36_329028.htm （１９８７年３月３

０日） 目前，在固定资产投资管理中，审批权限过于集中，

手续也很繁琐，出了问题难以分清责任。从根本上解决这些

问题，要靠经济、政策体制的改革。当前，要在加强宏观管

理、严格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前提下，进一步简政放权

、放宽审批权限，简化审批手续。部门、地方和企业在固定

资产投资方面的权限扩大以后，必须相应承担投资决策的责

任和风险，并定期向上级机关反馈有关信息，接受上级机关

的指导和监督。各部门、各地方要切实做好需求预测工作，

认真制订行业、地区的发展规划，努力搞好综合平衡，控制

投资规模，引导资金投向，调整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

现将有关具体办法通知如下： 一、放宽审批权限和简化审批

手续 （一）煤炭、石油、石油化工、冶金（钢铁）、有色金

属、铁道和电力七个包干部门 １．凡已列入国家“七五”计

划的大中型基本建设项目、预备项目和限额以上技术改造项

目，其项目建议书仍由国家计委审批：设计任务书尚未审批

的，改由各包干部门在国家“七五”计划已确定的基本建设

投资和技术改造投资总额内自行审批，报国家计委（技术改

造项目同时报国家经委）备案。建设项目的外部协作配合条

件（包括能源、原材料的供应和运力安排等）以及技术改造

项目需要的银行贷款，均由各包干部门自行落实。国家“七

五”计划内建设项目需要增加的投资和在计划外增加项目需

要的投资，各包干部门可以在项目之间调剂或自行筹措，国



家不再增加投资。部门自行筹措资金增加项目，要报国家备

案。 如果建设项目的投资和能源、交通、原材料等外部条件

不落实，包干部门可以自行削减新上项目和推迟一部分建设

项目的进度：凡影响“七五”计划投入产出包干任务和新增

生产能力计划的，应报国务院批准。 对列入国家“七五”前

期工作计划，主要在“八五”期间建设的大中型基本建设项

目，其项目建议书和设计任务书（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审批

，仍按原有规定执行。 ２．各包干部门在安排基本建设和技

术改造年度计划时，可以按照国家“七五”计划规定的建设

项目、新增生产能力、投入产出包干任务和其他建设要求，

在国家核定的分资金渠道的年度计划投资规模内，对所有基

本建设项目和技术改造项目的投资进行自主安排。其中大中

型基本建设项目和限额以上技术改造项目，经国家计委按系

统工程的要求进行综合平衡和审核后，纳入国家年度计划。

各包干部门应多安排扩大本行业短线产品生产能力和发挥现

有企业生产潜力的建设，压缩非生产性建设和其他建设；对

于本部门或其他部门的重点建设项目所急需的配合工程及其

投资，都必须认真安排。对新开工的大中型基本建设项目，

要严格控制。 ３．各包干部门在年度计划执行中，为了加快

重点建设项目的进度，我增加短线产品生产能力，需要在项

目之间调整投资的，可以按资金渠道自行调整；需要增加投

资的，可以自行筹措资金，由国家计委报经国务院批准，另

加投资计划指标。 （二）非包干部门 １．大中型基本建设项

目和限额以上技术改造项目的审批权限，按原有规定执行。 

２．在年度计划的安排中，大中型基本建设项目和限额以上

技术改造项目，由国家计委按项目核定投资；小型基本建设



项目和限额以下技术改造项目，在国家计委核定的投资总规

模内，由部门自行安排。 改建、扩建项目同时使用基本建设

投资和技术改造资金的，企业可以将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两

种资金捆在一起使用，但应分别纳入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的

投资计划规模，并分别进行统计。 ３．在年度计划执行中，

为确保计划投资的大中型基本建设项目和按合理工期组织施

工的大中型基本建设项目所需投资，部门可以在大中型项目

之间按资金渠道调整投资，不需报国家计委审批。技术改造

投资，在确保国家重点支持的项目所需投资后，部门可以在

项目之间按资金渠道调整投资。 （三）地方项目 １．由地方

投资安排的地方院校、医院及其他文教卫生事业的大中型基

本建设项目，其项目建议书和设计任务书均不再报国家计委

审批，改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计委审批；同

时抄报国家计委和有关部门备案。 ２．在年度计划的安排中

，地方大中型项目和小型项目的基本建设投资，由地方在国

家按资金渠道核定的投资规模内，根据国家确定的投资方向

和投资政策，自主安排。在安排时，要注意加强农业、能源

、交通和原材料工业的建设，压缩一般加工工业和非生产性

的建设，严格控制办公楼、宾馆和各种“中心”、休养所以

及“一条街”之类的建设。地方分成留用的能源、交通重点

建设基金，必须按国家规定用于能源、交通建设，不得挪作

他用。 限额以下技术改造项目的投资，由地方在国家核定投

资规模内，自主进行安排。在安排中，要注意调整投资结构

，提高用于能源、交通和原材料工业投资的比重：增加用于

提高产品质量、降低能源和原材料消耗、加强综合利用的投

资，减少一般加工工业的投资；不搞长线产品和消耗高、技



术落后的项目。 （四）计划单列的大型联合企业和基本建设

集团项目 １．大型联合企业的基本建设项目、技术改造项目

和基本建设集团项目，凡已经国务院或国家计委审查批准设

计任务书或总体规划的，其中的单项工程，在国家批准的总

投资范围内，不再报批，由企业或集团自行办理，报国家计

委和有关部门、有关地方备案。但使用国家外汇和国家统借

外资的项目以及国家指定的项目，仍需按规定报批。 ２．在

年度计划安排中，大型联合企业和集团项目的单项工程投资

，在国家“七五”计划和年度计划确定的基本建设和技术改

造投资规模内，由企业或集团自主安排。 ３．国家重点支持

的大中型骨干企业，其基本建设项目和技术改造项目的单项

工程的审批和年度投资的安排，可比照上述规定办理。 （五

）横向联合投资项目 企业横向联合投资的大中型基本建设项

目，凡资金自行筹措，能源、原材料、设备以及投产后的产

供销、动力、运力等能够自行落实，而且已经与有关部门、

地方、企业签订了合同，不需要国家安排的，国家计委只负

责审批项目建议书；其设计任务书、初步设计等，均由有关

部门或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计委（建委）

审批，抄报国家计委和有关部门备案。何时开工建设，由国

家在年度计划中确定。小型项目的审批手续，由各部门或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自行确定。 二、改进技术改造

项目的管理 （一）国家直接安排的技术改造专项贷款占贷款

总规模的比重要逐步缩小，并应明确技术改造的任务、贷款

年限，贷款要集中使用。 （二）限额以上技术改造项目，其

项目建议书和设计任务书（可行性研究报告），经国家计委

会同国家经委审查后，由国家计委审批，一般不再会签。 （



三）国家重点支持的大中型骨干企业和企业集团的技术改造

，由国家经委根据国家的中长期计划，组织行业归口部门和

地方分类制订改造规划。各部门、各地方要组织企业制订总

体改造规划，其中规划总投资在限额以上的，经国家计委会

同国家经委审查后，由国家计委审批。规划总投资在限额以

下的，其审批权限由地方和部门自行确定。 （四）限额以下

技术改造项目，在部门、地方技术改造投资计划规模内，凡

是企业能够自己筹措资金、落实各项配合条件并符合国家有

关规定的，由企业自主确定。 三、调整部分企业建设项目的

限额 大中型基本建设项目的限额，按建设规模（建成生产能

力）划分的，仍按原有规定不变；按投资额划分的，能源、

交通、原材料工业项目由３０００万元提高到５０００万元

。技术改造项目总投资的限额，能源、交通、原材料工业项

目由３０００万元提高到５０００万元。其他行业的基本建

设项目和技术改造项目的限额，仍按原有规定执行。 总投资

在限额下，２０００万元以上的基本建设项目和技术改造项

目，由部门或地方审批后，报国家计委（技术改造项目同时

报国家经委）备案，以便及时掌握投资结构的变化和调整情

况。 四、缩短审批时间，提高办事效率 （一）项目申报单位

报审项目建议书、设计任务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必须事

先同各有关方面联系落实各项建设条件（包括资金筹措，建

设和生产需要的电力、燃料、原材料等的供应，外部运输的

配合等），并报齐各项送审文件、资料。对于资料不全、不

准或不符合规定要求的审报文件，负责审批的国家机关应在

１５天内通知申报单位补报需要补充的内容或将原件退回重

报。申报单位如弄虚作假，伪造情况和数据，使项目建设造



成损失的，要承担经济的和行政的责任。 （二）为减少文件

往返周转，地方申报大中型基本建设项目和限额以上技术改

造项目的项目建议书、设计任务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属

于跨行业的集团项目主报国家计委（技术改造项目同时报国

家经委），同时报送各有关部门：其他项目主报行业归口部

门，由行业归口部门提出审查意见后转报国家计委（技术改

造项目同时转报国家经委）审批。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