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骗取财政贴息资金行政处罚案例评析

蔡复义

一、基本案情

某生物制品 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生物公 司”）是国家化肥 淡季商业储

备的具体承储企业。2006 年 4月，财

政部驻某省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以 下

简称“专员办”）根据群众举报，对生物

公 司承储化 肥 情况进行了检查，发现

生物公 司存在弄虚作假骗取化肥淡储

中央财政贴息资金等严重违规问题。

一是伪造现场，虚报数量。生物公 司

淡储期间化肥 进销库存月报 表反映，

2006年 3月底某堆场尿素库存 2810.7

吨，但专员办现 场盘点时，发现生物

公 司采取在氯化铵外侧面约 3—4层、

顶面 1层堆放尿素的手法，人为制造

尿素堆场假 象，该批尿素实际库存仅

约 500吨，虚报化肥 淡储库存 2300多

吨。二是虚构交易、编造假账。专员办

通过核对生物公 司的记账凭证、会计

账簿和入库单、库存台账等，发现该公

司编造尿素入库单和销售收入、应付

账款、存货等一系列假 账，虚构购进

尿素4473吨，以 应付检查。而真实的

交易和库存则另有一套账册记 载。专

员办检查发现，生物公 司通过上述弄

虚作假手段，骗取中央财政贴息资金

75313元直接 提现，用于发放公 司33

名职工的淡储补贴、工资等 55313元，

以冬储返还银行利息的名义支付给业

务单位 20000元，且均未在单位的银

行、现金账上记载反映。

2006年 6月，专员办对生物公 司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认 定生物公 司采

用虚报淡储库存量和购进量等手段骗

取中央财政贴息资金的行为，违反了

《 会计法》第 9条、第 13 条规 定和《 化

肥淡季商业储备管理办法》（国家发改

委、财政部第 26 号令）第14 条规 定，

依据《 财政违法行 为处罚处分条例》

第14 条规定，没收 生物公 司取得的

中央财政 贴息资金 75313元，并处以

7531 元罚款；同时，认 定生物公 司编

造虚假会计账簿，未将财政贴息资金

记入依法设置的会计账簿，违反了《 会

计法》第16条规定，依据《 会计法》第

43 条的规定，给 予生物公 司 5000元

罚款的行政处罚。

二、案例评析

这是一起生物公 司弄虚作假骗取

中央财政贴息资金的典型案例。专员

办在对本案进行处罚时，对生物公 司

的同一违法行为，给予了两次罚款的

行政处罚，违反了行政处罚“一事不再

罚”的原则。

首先，某省专员办认 定生物公 司

因违反不同法律规 范存在两种不同的

财政违法行 为是不当的。本案中，生

物公 司通过弄虚作假等手段骗取财政

贴息资金并直接发放的违法行为，从

不同的角度上看，似乎包括 两种不同

的违法行为 ：一是弄虚作假骗取财政

贴息资金的违法行为，二是通过以虚

假的经济业务事项和资料进行会计核

算、变造会计账 簿的违法行为。但是，

从性质上看，本案中生物公 司骗取财

政贴息资金的违法行为，是以 虚假的

经济业务事项和资料进行会计核算作

为手段 来达到骗取财政贴息资金的目

的，应当归属于骗取财政贴息资金的

财政违法行为。也就是说，生物公 司

弄虚作假和骗取中央财政贴息资金属

于同一种财政违法行为。

其次，对生物公 司给予两次罚款，

违反了“一事不再罚”原则。《 行政处罚

法》第 24 条规定，“对当事人的同一个

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 上罚款的

行政处罚。”这是行政处罚的“一事不

再罚”原则。该原则包括以 下两个方

面的内容：一是针对同一个违法行为，

一个处罚主体或者多个处罚主体 不能

根据同一个法律规范作出两次以 上处

罚。二是针对同一个违法行为，一个

处罚主体或者多个处罚主体不能根据

不同的法律规范作出同一种类的不同

处罚。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同一个违

法行 为违反了不同的法律规范，应当

根据不同的法律规范分别予以 不同种

类的处罚，如根据《 会计法》给予通报

批评，同时还可以 根据《 财政违法行

为处罚处分条例》给予罚款的行政处

罚，不能说 是违反了“一事不再罚”原

则。如果根据不同法律规范针对同一

违法行为作出同一种类的两次以 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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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如 根据 不同法律规范作出两次罚

款的处罚，就属于违反了“一事不再罚”

原则。

本案中，某省专员办认定生物公

司采用虚报淡储库存量和购进量等手

段骗取中央财政 贴息资金的行 为，违

反了《 会计法》第 9 条、第13条规定和

《 化 肥淡季商业储备 管理办法》第 14

条规定，根据《 会计法》和《 财政违法

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的相关规定，分

别给予罚款的行政 处罚，违反了《 行

政 处罚法》第24 条有关对当事人的同

一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 上罚款的

规定。

根据《 财政违法行 为处罚处分条

例》第 14 条规定，企业 和个人有“以

虚报、冒领等手段骗取 财政资金”行

为的，责令改正，调整有关会计账目，

追回 违反规定使 用、骗取的有关资金，

给予警告，没收 违法所得，并处被骗

取 有关资金10 % 以 上 50 % 以 下的罚

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处 3000 元以 上 5万元以 下

的罚款。本案中，专员办应当按照这一

规 定，对生物公 司的违法行为进行处

理处罚。

本 案给我们的启 示是：在财政

行政 处罚中，不仅要做到认 定事实清

楚，还需要 对违法行 为进行正确 的

定性，只 有如 此，才能够正确 选择适

用的法律依据，确保行 政 处罚合法、

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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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纵横我国消费需求将成为

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

梁 达

在其他经济指标仍处于低位运行

的形势下，国内消费需求表现 为一枝

独秀，继续保持较快增长速度，内需

旺盛在很 大程度上弥补了外需不足。

在世界经济仍未见底、国内经济增势

减弱的新形势下，我国消费需求的巨大

潜在动力决定了其将在今后经济的发

展中起决定性作用，成为未来经济发

展的第一引擎。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测算，在一季

度 G D P 增速 6.1% 中，净出口 对经济

的贡献 是负0.2 个百分点，最终消费

对经济的贡献 是 4.3 个百分点，最终

投资对经济的贡献 是 2 个百分点。在

驱动经济的三 驾马车中，最终消费大

大高于投资与净出口 的贡献，充当了

第一驱动力，对 G D P 增长形成有力支

撑。另据 统计，反映居民和社会集团

实物性消费增长的指标——社会消费

品 零售总额今年一季度，实现 29398

亿 元，同比 增长 15% ，扣除 物 价 因

素，实际 增长 15.9% ，同比 加 快 3.6

个百分点，比 上年 全年加 快 1.1个百

分点，数据显示出实物性 消费需求增

势强 劲。从 商品 市场看，汽车、房地

产等龙头消费市场出现回 暖，农村家

电消费快速增长。国内消费市场特点

主要表现 为 ：一是 汽车市场销 售量

大幅提 高。受税收减免、汽车下乡等

刺激政 策推动，汽车产销逐 月回 暖，

库存不断下降。一季度国产汽车销售

267.88 万 辆，连续三 个月超过美国、

日本，成为全球销量第一大国 ；全国

汽车产销率达到 101.3% ，行 业 库存

创两年以 来新低。二是房地产市场出

现回 暖迹象。一季度全国商品房销售

面 积 同比 增长 8.2% ，销售额 同比 增

长 23.1% ；北京、上海等重要城市商

品房成交量回 升。三是在国家“家电下

乡”政 策有力推动下，农村消费快速

增长。一季度下乡家电产品 销售额 40

亿 元，其中 3月份销 售额 22.4亿 元，

环比上升 72% ，带动农村消费增速提

高至 17% ，短期改 变了多年来农村消

费持续慢于城市的格局。

综合各种因素分析，由于我国经

济发展的趋势看好和消费特有的以 下

因素决定了今后 较长一段 时期，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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