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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基层财政行政执法质量的关键

在于“规范”
尤明立  王广才  刘玉权

近几年来，各级财政部门紧紧围

绕加强财政法制建设，促进部门依法理

财这个中心，注重在执法管理、执法程

序、执法责任上下功夫，努力提高财政

行政执法质量，有效地促进了财政法制

建设的健康发展。但是，在具体的行政

执法过程中，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财

政行政执法特别是基层财政行政执法管

理虚位、执法程序缺位、执法处罚错位

等现象依然存在，

制约了财政执法整体质量和水平的

提高，阻碍了财政部门依法行政、依法

理财的正常运行。因此，提高基层财政

行政执法质量关键在于实现三个规范：

规范执法行为。规范的执法行为是

提高执法质量的重要保证，就行政执法

机关来讲，无论是执法单位的领导、 执

法单位的干部还是被执法对象都必须把

自己的行为置于国家法律法规的约束监

督之下。一是规范领导行为。领导行为

规范与否往往直接影响一个地方或一个

单位行政执法人员的行为，领导干部法

律法规意识和重视依法行政、 依法执法

程度，往往能决定一个单位执法质量。

因此，政府领导对财政行政执法要多支

持、少干预或不干预，在财政行政执法

过程中要尽量减少或杜绝电话问 “情

况”、 上门听 “汇报”、批示担 “责任”，

拍板定 “调子” 等一些不正常的以权压

法干预财政行政执法的行为。财政部门

的领导要高度重视财政行政执法管理工

作，特别是基层财政行政执法机关的主

要负责人更要提高自身的依法行政、依

法执法意识，规范自己的领导行为，解

决当前财政执法靠协商、靠协调，执法

刚性不够等现象，提高财政行政执法质

量。二是规范执法干部行为。作为财政

执法干部，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执法检查

只是监督管理的手段，帮助各单位严

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规范运作才

是目的。财政干部既要规范执法， 又

要优质服务，在开展行政执法活动过

程中，执法手续要完备，执法程序要

到位，检查资料要齐全、 执法处罚要

公正，执法行为要规范、 执法服务要

优质，做到执法先服务，以服务促执

法，将行政执法融入规范服务之中，

使执法检查做到公正、 公开、透明、

规范。三是规范被执法对象的行为。

财政行政执法检查是国家法律法规赋予

的职责， 是财政职能的重要组成部

分。被执法检查单位要积极配合、 主

动接受财政执法检查，正确对待执法

检查中查出的各类违纪问题，通过检

查不断纠正和规范自己的行为，使自

己的行为不越轨， 始终在法律法规规

定的范围内开展活动。

规范执法管理。要按照 “公开、透

明、适用、 连贯和统一”的执法原则，

从根本上加强对财政执法特别是基层财

政行政执法的规范管理，建立健全四项

制度：一是建立行政执法集中管理制

度。县级财政部门作为财政行政执法主

体机关，对财政系统所有的行政执法承

担执法责任，因此，要对财政系统执法

实行统一管理，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必须

高度集中，以减少财政内部单位在行政

执法上的随意性和重复性。财政内部所

属单位对外执法检查时，必须先写出申

请检查报告，由内设法制机构审核后，

由分管领导和局长审核批准后方可进

行，并实行统一口径对外，要坚决杜绝

执法检查各自为阵的现象。二是建立行

政执法查处分离制度。县级财政部门作

为具有行政处罚权资格的最基层行政执

法主体，行政处罚权只能集中不能分

散。进行执法检查的单位不得对单位

违纪问题直接进行定性处理，定性处

理的机构不得参与执法检查。定性处

理必须要由独立的内设机构进行，避

免检查、处罚出现不公正的现象。这

既是提高财政行政处罚质量的重要保

证， 也是公正执法、 规范管理的基

础，是彻底根治乱罚款、 乱处罚，营

造宽松执法环境的重要手段。三是建

立行政执法处罚审核备案制度。在严

格实行执法检查、 定性处罚分离的基

础上， 应 建立执法处罚审核备 案制

度。执法检查单位对被检查单位或个

人违纪问题依据法律法规确定处罚尺度

和处罚数额后，由内设法制机构对检

查卷宗资料的完整性 、 检查程序的合

法性、处罚适用的法律法规以及处罚

尺度的准确性进行审核备案， 以解决

目前财政行政执法出现的谁检查、 谁

定性、 谁处罚的现象。四是建立财政
行政执法处罚公示制度。财政部门对

外进行行政执法检查后， 在实施处罚

前要由财政法制机构对拟被进行行政处

罚单位以及处罚依据、 数额向社会进

行公示， 公示结束后，由局长签批向

被检查单位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使

财政行政执法接受社会的广泛监督，

提高行政处罚质量。

规范执法监督。加强财政执法监督

是确保财政规范执法的重要途径，财政

执法监督要由过去注重单纯的监督检查

被执法单位向注重全方位、多层次监督

转变，重点规范 “三个监督”：一是规

范财政执法内部自身监督。要在建立健

全财政执法责任、 执法督察、执法错案

和执法过错责任追究、 定期执法情况汇

报、 定期个案抽查等一系列执法监督制

度的基础上，建立多环节的内部执法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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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约束机制， 对所有财政内部各行政

执法单位的行政执法隋况进行定期监督

检查， 加强和规范内部监督。二是规

范财政对被执法单位监督。目前财政

内部行政执法单位和内设机构较多，

为了避免财政部门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出

现重复检查、 多头检查的现象， 必须

高度集中行政执法权，实行执法检查

年度计划管理，检查信息资料共享，

除特殊情况外，每年对被执法单位只

能进行 1-2 次综合性检查， 为被执法

单位营造良好的工作或经营环境。三

是规范财政行政执法社会监督。在全

面推行财政行政执法处罚公示制度的基

础上， 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财政行政

执法社会调查、 咨询活动， 并在社会

各个阶层聘请一定数量的财政执法监督

员， 对财政行政执法程序、 执法服务

和执法纪律等情况定期进行社会调查，

接受社会的监督，随时反馈财政行政

执法情况和执法效果， 提高财政行政

执法质量。

（作者单位： 湖北省南漳县财政局）

经济天地
栏目主持： 李 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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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段时间来，国外特别是西方一些主流媒体和经济学家们对

中国的统计数据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质疑，尤其对中国近年来经济增

长率数据表示怀疑，认为在全世界经济一片低调的大环境下，

中国经济保持7%以上的增长速度似乎是太高了，不符合中国的

实际。对此，国内经济界一些专家出面进行了反驳，认为中国

的统计数字是真实的，是符合中国经济发展实际的。双方看法

差距如此之大，究竟谁是谁非呢？作为一个有 10多年统计工作

经历的统计人，在此发表自己的一些看法。

第一， 用感觉得到的数字可以证明感觉不到的 G D P增长速

度的真实可靠性。一是居民收入的大幅度增长，特别是金融资产

的大幅度上升。最近 5年，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

增长3.8%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 6.7% ，

都明显高于西方国家个别专家预测的增长2% 或负增长水平。近

5年来，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年均增长13.9%，居民金融资产大

幅度上升，比同期G D P名义增长速度快6.8个百分点。收入和金

融资产的增长是人们看得见、 感觉得到的， 没有经济的快速增

长，就不可能有收入乃至居民金融资产的快速增长。二是财政收

入的快速增长。最近5年，国家财政收入年均增长达17.2%，这

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三是外贸和出口大幅度增长。最近5年，

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年均增长达 12.0% ， 出口年均增长也达

12.0%。四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已经连续执行了近5年的积极

财政政策，前4年累计增发国债5100亿元，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

作用是巨大的。因此，中国G D P增长速度无论如何不会是西方

国家个别专家所说的负增长水平。

第二，中国的统计核算方法在许多方面已经与国际标准接

轨。1985年，我国统计部门建立了国家和省两级国内生产总值

核算制度。 1993 年， 国家统计局正式取消传统的国民收入核

算，国内生产总值成为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核心指标。随着国

民经济核算实践的不断发展，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正在逐步向

最新国际标准——联合国 1993年S N A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转

换，与此相适应，统计调查范围由传统的物质生产领域扩展到

非物质生产领域，统计调查方法也从全面行政报表的方式逐渐向

世界上多数国家采用的普查和抽样调查方法过渡。

第三，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计算是科学的 ， 其调整符合国际

惯例。国内生产总值基本上是按国际通行的核算原则，对来源

于各方面的各种类型资料进行加工计算得出的。主要资料来源包

括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统计资料，包括国家统计局系统的统计

资料， 如农业、 工业、 建筑业、 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 固定

资产投资 、 劳动报酬、 价格 、 住户收支统计资料， 国务院有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财政法制
	提高基层财政行政执法质量的关键在于“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