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坚持从经济到税收的思路，强调积

极可靠的原则，既不抬高指标，也不压

低分配，把客观任务与经济发展实际以

及主观能动性正确地结合起来，使所编

制的税收计划真正符合经济发展的实际

水平；在执行税收计划的过程中，要以

严格的依法行政促进税收收入任务的完

成和超额完成。通过改革“收入计划任

务制”的管理模式，做到应收尽收，解

决“法律为任务让路”的问题，从组织

收入的机制上为依法治税创造条件。
（作者单位：广东商学院财税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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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构建新体制下的

财政监督体系

郭秀宏  张贻旺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和发展，建立和完善新体制下财政监

督体系，对加强财政监督和管理、 提

高财政运行质量，促进依法行政、 依

法理财、依法纳税，将具有决定性的

意义。

一、当前财政监督体系存在的突

出问题

1 .财政监督立法滞后。至今，国

家尚未出台专门财政监督方面的法律法

规。现行有关财政监督的法律规定大

多散布在各相关的财政法律、 法规或

政策性文件规章之中，可操作性、 权

威性大打折扣，极不利于财政监督的

组织与实施，严重影响财政监督职能

的发挥。

2.财政监督机构不健全。三大检

查停止后，很多地方财政监督机构存

在着机构名称不统一、归属不统一、

职责不统一等一系列的问题。有的将

原来的财政监督与三大检查合并组成财

政监督机构，有的是两块牌子，两套

人马；还有的集纪检、 行政监察、 财

政监督和三大检查为一身，多块牌

子，一套人马；有的县市人员配备空

缺大，无专人专职。

3.监督的方式和手段落后。现行

的财政监督运行机制基本上还是传统计

划体制下延续下来的，以集中性、突

击性、阶段性为主的事后检查，远未

建立一套包括事前、事中、 事后全过

程的监督检查制度，很难适应市场经

济的客观要求。在事后检查及处罚

上，仍存在不规范性和随意性。财政

部门内部各业务部门的检查过多过乱，

统一规划少，行政干预多，处罚程

序、 手续、 标准掌握不一， 造成无

效、重复检查多，单位负担重，监

督的作用和效率因而大受影响。

4 .监督缺乏层次，各环节严重脱

节。财政监督包括事前、 事中、 事

后三个主要环节，每个环节都有其不

同的重要意义，只有将三个环节紧密

结合起来，才能构成完整的财政监督

体系。但由于目前仍延续重分配、 轻

监督的传统作法，有事前、事中、事

后诸环节都没有给予监督应有的位置，

因此监督职能和作用很难发挥，特别

是事前和事中监督主要依靠财政各业务

部门，由于受自身利益所限，各业务

机构很难从财政整体利益去把握，造

成各个环节相互隔离，相互脱节，使

监督流于形式，整体效率偏低。

二， 从更新观念和健全法制入手，

建立和完善新型财政监督体系

1 .提高认识，转变观念。新时期

的财政工作将向加强财政监督、制定财

政宏观政策、调控宏观经济运行、规范

社会经济行为方面转变，财政监督在保

障财政职能，发挥财政管理作用方面将

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职能将更加

突出、更加重要。新时期的财政监督，应

当收支并重，内外并重，事前、事中、事

后监督并重，逐步建立一套以外部监督

为主、内外监督兼顾的全方位的财政监

督新机制。

2.加快财政监督法制化建设步伐。

财政监督作为经济执法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占有重

要地位。因此，要首先完善财政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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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体系，用法律来规范财政监督的

程序等相关问题，使监督的职责和职

权统一，权力和义务平衡， 用法律规

范和建立一套严密、 科学、操作性强

的财政监督体系。在完善财政监督立

法的同时，要加大执法的力度，将处

理违纪事件同处理责任人、 追究经济

责任与追究行政、 刑事责任结合起

来，做到依法监督，严格依法处理。

3.加强机构队伍建设，充实监督

力量，提高执法水平。结合新一轮政

府机构改革，根据新时期财政实现其

监督职能的需要，吸收一些地方成功

作法，应及早成立财政监督专门机

构，科学地定职定责，合理分工，确

保财政监督执法力量的合理配置。同

时，按照德才兼备的原则， 选拔政治

思想过硬、 工作作风过硬、 业务技术

过硬、 工作能力过硬的干部充实到各

级财政监督机构， 并大力加强在职人

员各项业务培训，跟踪高新技术和信

息化管理新成就，增强财政监督干部

整体素质、提高财政监督整体执法水

平。

4 .强化监督检查，建立和完善新

型财政监督机制。在监督范围上，建

立涵盖财政收支、 体现财政管理特

色，具备对财政运行全过程进行预

警、 监测、 分析、 矫正功能的财政

监督新机制；在监督方式上，实现三

个转变，即从原来侧重企业财务检查

向加强预算执行情况监督、 全面促进

财政管理转变，从过去侧重事后检查

向事前、 事中监控和必要的事后检查

相结合转变， 从单纯收缴违纪资金向

严格执法、 把处理违纪事件和处理违

纪责任人相结合转变。同时，逐步建

立和完善 “四 个机制”， 抓好 “两

类监督”。

建立 “四个机制”， 即通过进行

经常性、 日常化、 制度化的事前、事

中、事后监督，建立有效的财政预警

机制；通过对本级财政预算收入的监

督检查，建立有效的财政收入保障机

制；通过对财政支出分配效益的监督

检查，建立有效的财政支出监督机

制；通过对财政内部各业务机构的监

督检查，建立有效的内部制约机制。

抓好 “两类监督”，一方面是要

抓好内部监督，就是加强财政内部监

督管理，规范自身的理财和执法行

为， 彻底解决当前财政部门存在的

“灯下黑” 和 “暗箱操作” 的问题。

一是建立健全财政内部监管制度， 实

行权力制约和监督，防范以权谋私和

权力滥用。要制定配套的机关财务管

理制度，建立和完善财政内部各业务

机构的资金内部审批办法。财政资金

审批原则上以批准的预算为准， 确实

需要追加的也应进行严格审批，并实

行备案制度，以减少随意性和非规范

操作。二是将财政机关内部各项资金

纳入监督范围，规范管理，对资金的

合法性和使用情况进行监管。三是加

强对财政部门各所属单位财务收支和执

行财经纪律情况的监督检查，重点监

督财务会计制度的执行情况， 帮助其

建立内部控制制度。另一方面是要抓

好外部监督， 切实履行对外监督职

能。一是加强对本级预算收入的监

督，通过对预算收入征管部门征管质

量和国库办理预算收入收纳、划分、

留解、 退付情况的监督，保障预算收

入应收尽收，切实解决征管部门应收

不收、 征管不到位和截留上级预算收

入等问题。二是加强对预算资金的跟

踪问效，特别要抓好与财政宏观调控

和社会稳定关系密切的国债转贷资金、

社会保障资金、 粮食政策性资金、 扶

贫救灾资金的监督检查，切实纠正只

重收不重支，忽视支出监督的倾向。

三是加强对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监督，

重点是监督预算执行情况和执行国家财

会制度情况。四是加强预算外资金监

督，监督各单位实行 “收支两条线”

管理情况。五是加强对社会中介机构

执业质量的监督， 确保会计信息及

时、 真实、 准确和完整。

（作者单位：湖南省财政厅财政监

督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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