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政处分；经责令受理仍不受理或者不

依法转送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给予降

级、撤职、开除的行政处分。（2）复议机

关工作人员在复议活动中，徇私舞弊或

者有其他渎职、失职行为的，依法给予

警告、记过、记大过的行政处分；情节严

重的，依法给予降级 、撤职、开除的行政

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3）被申请人不提出书面答复或者不提

交有关证据材料，或者阻挠、变相阻挠

申请人依法申请复议的，对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

予警告、记过、记大过的行政处分；进行

报复陷害的，依法给予降级、撤职、开除

的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4）被申请人不履行或者无正

当理由拖延履行复议决定的，对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

法给予警告、记过、记大过的行政处分；

经责令履行仍拒不履行的，依法给予降

级、撤职、开除的行政处分。
（作者单位：财政部条法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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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正处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的重要时期，要保证国民经济持

续、快速、健康发展，就必须加强财政监

督。下面就如何加强和改进我国现阶

段财政监督工作谈点想法和建议。

一、提高对财政监督重要性的认识

在实际工作中，财政监督并没有引

起各级领导的足够重视，相反有相当一

部分领导重分配、调节，轻监督管理，认

为监督就是找问题、挑刺，管理就是束

缚手脚，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财政监督

是服务于财政分配、调节，没有财政监

督，财政分配、调节就不可能有序进行。
据统计，湖北省 1985—1997 年 13 年间

仅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共查出违纪

金额达84 .27亿元 ，其中：收缴财政

48.8亿元。另据媒体披露，一个企业为

应付上级监督检查，竟在财务方面设置

了“七本账”，一是虚增资信用来贷款的

“引资账”；二是为偷漏税而设置的“逃

税账”；三是应付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

“年检账”；四是应付财税检查的“检查

账”；五是虚报浮夸的“邀功账”；六是便

于非正常开支的“账外账”；七是只有法

定代表等少数人知晓的“实际营销账”。
可见，弄虚作假，违法乱纪已到何等严

重的地步，加强监督尤其是加强财政监

督迫在眉睫。国内外的经验表明，财政

监督是实现财经秩序有序运行的重要

保障，没有财政监督，就不可能建立完

整、稳固、平衡的财政体系。因此，各级

领导必须把财政监督职能与分配、调节

职能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

二、改革传统监督方式

由于现阶段经济运行秩序混乱，特

别是违法违纪方式手法日益复杂化、隐

蔽化、高科技化，传统的监督方式已不

适应新形势的要求。从手段上看，每年

主要靠一年一度的税收、财务、物价大

检查，全国上下动员，实施突击检查；从

方式上看，表现为一 种突击性运动式；

从时间上看，表现为集中性和非连续

性；从人员组成上看，表现为临时性和

不规范性；从处理结果看，表现为治标

的多，治本的少，给予经济处罚的多，处

罚责任人的少。由于长期采用不规范

的财政监督方式，同时又缺乏法律约

束，导致年年检查年年犯、上有政策下

有对策等不正之风渗透到各行各业。
改革传统财政监督方式要从以下三个

方面入手：一是加强法制建设，及早颁

布财政监督法或财政监督条例，规范财

政监督手段，强化财政监督处罚力度，

赋予财政监督部门既有检查权，又有扣

缴、划拨冻结账户等经济处罚权，同时

规定公、检、法、司、银行有配合财政监

督执法的义务以及法律责任。明确财

政监督在经济监督部门中日常监督的

主导地位。二是在方式方法和时间上

由集中性、突击性、运动式转为经常性、

规范性。三是成立专职财政监督队伍，

实行标本兼治，确保财经秩序有序进

行。

三、明确界定各经济综合监督部门

的职能分工

要搞好财政监督工作，必须明确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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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职能分工，形成监督体系和监督网

络。我国经济综合监督部门，主要是财

政监督、审计监督、税务稽查监督、国库

监督。这些监督部门都是根据部门属

性确定各自的监督职责，基本上都是以

预算收支、财务收支及其效益和其他经

济运行质量作为监督对象，虽然在日常

工作中各自监督的侧重点不同，但由于

没有从法律上严格规定各自的工作边

界，因而存在相互扯皮的现象。加上在

实际工作中执行一些不合理的政策规

定，如检查收入分成、超收收入分成等，

导致执法人员、执法单位片面追求经济

利益，处罚尺度把握不严，使执法工作

在一定程度上变味，甚至出现执法检查

单位之间的严重内耗。为彻底改变这

一现状，建议借鉴国外经验，各执法部

门按部门属性定位，确定工作侧重点，

准确界定监督范围。譬如，财政监督应

是对财政收支过程中的日常监督和再

监督，确保财政收入支出安全有效，侧

重点是事前、事中监督。随着机构改革

和征、管分离，财政监督很重要的一个

职责应是加强对税务部门征管质量和

征税成本的监督，把该收的钱及时足额

收起来。税务稽查监督应是按照国家

税收政策和征管法规，对纳税人履行纳

税义务的情况进行审查监督，侧重点是

纳税环节。国库监督应是按照国家规

定的财政政策和体制，对国家预算收入

的收纳、划分和留解以及国家预算支出

拨付的监督，向上级国库和同级财政机

关报送规定的报表，协助督促企业和其

他有经济收入的单位及时向国家缴纳

应缴款项，对于屡催不缴的依法协助扣

缴入库，侧重点是财政收支划转结算过

程中的监督。审计监督应是对本级和

下级人民政府的监督，对财政决算，金

融机构、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使用财政

性资金，国有、集体企业及其厂长、经理

离任进行审计，是较高层次的事后监

督。财政监督与审计监督、税务监督以

及国库监督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在实

际工作中，需要相互配合，相互支持，同

时也要相互制约，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从

工作上形成合力，建立和健全完整的

监督体系和网络。

四、强化机构和队伍建设

目前各地财政部门的监督机构设

置不尽一致，绝大部分地方机构规格

过低，不适应新形势下财政监督工作

的要求，有的地方甚至是虚设，有其名

无其实；在人员安排上也是老弱病残

的多，年富力强的少，知识结构低下。

为提高财政监督质量，必须强化机构

建设，一级财政必须设立一级财政监

督专职机构，配备和充实知识层次高、

有专业技术水平、年富力强、精干高效

的财政监督队伍，进行专业培训，使他

们在日常工作中能够及时掌握准确运

用新的规章制度，确保财政监督工作

质量。
（作者单位：湖北省宜昌市财政监

督办事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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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

“两横一纵、纵横交错”

的财政监督框架

徐惠芳  徐忠烈

当前财政监督工作面临更开放的

空间和更广阔的领域，监督对象的活

动也更活跃、更频繁、更复杂。为避免

传统的事后监督造成的缺陷，应尽快

建立一个以“两横一纵、纵横交错”为

框架，多层次、全方位的财政监督新机

制，形成对财政收支和财政政策，内部

监督与外部检查，事前、事中与事后，

上下级之间，日常监督与重点检查相

互交叉、相互制约、有机结合的监督网

络，把财政监督贯穿于财政收支的全

过程，使监督更好地服务于财政管理，

为财政运行的良性循环创造必要的条

件。
所谓“两横”，即财政监督在横向

上对全部财政收入和支出两大环节的

监督检查。这是财政监督的中心任

务，也是确保财政收支安全、完整，保

证预算任务完成的重要手段，更是构

建特点突出、定位准确、功能齐全、运

转有效的财政监督体系的关键所在。
第一，对财政收入的解缴、征管、

入库、退付实行全过程、全方位的监

督。按照《预算法》、《预算法实施条

例》等法律、法规的要求，把工作重点

逐步转移到对本级财政收入征收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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