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强日常监督、专项检查，要从重查轻罚

向查罚并重转变，要进一步强化财政内

部监督，促使各部门依法理财、科学管

理。
三是避免重复检查。目前财税监

督、审计监督与社会监督等各监督主体

之间存在责任交叉、内容重叠、监督对象

一致的问题，造成了多头检查、重复检

查。为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目前正协调

审计、国税、地税部门，研究可行办法。

同时，我们将从规范系统内部检查入手，

实行财政系统对外检查职能归口管理，

由财政监督机构一头对外的办法，提高

财政监督机构在整个财政管理工作中的

地位。

法制监督

开创 财政监督新局 面

——访安徽省财政厅厅长朱玉明

本刊记者

记者：去年，安徽省平稳地实现了由

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向以财政收支为主

线全面开展财政监督工作的过渡，卓有

成效地进行了财政收入质量专项检查和

财政支出专项检查。朱厅长，请您介绍

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朱：去年大检查取消后，厅党组多次

召开会议，经讨论研究达成共识。认为

大检查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特定

时期的历史产物，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

不断深入，大检查已经不能适应市场经

济体制的要求。大检查取消后，财政监

督工作不但不能削弱，而且还要加强。
为此，我们确定了财政监督工作的新思

路，即以加强和完善财政管理为中心，以

强化财政职能为目标，实行收支监督并

重，内外监督并重，做到经常性监督与专

项性、突击性监督相结合，财政监督与财

政管理相结合，事前、事中与事后监督相

结合，财政监督与其他经济监督和社会

监督相结合，逐步建立涵盖财政收支、体

现财政管理的监督新机制。
工作思路明确后，结合安徽省财政

工作的实际情况，去年我们以在全省开

展财政收入质量 专项检查为切入点，向

全省发出《关于开展全省财政收入质量

专项检查的通知》，目的是加强财政税收

管理，强化对收入征管工作的监督，提高

财政收入质量，确保财政收入任务的完

成。重点检查 1996 年以来各级财政、地

税和有非税收入征收任务的部门依法组

织财政收入的情况。检查历时 3 个月，

自查面达 95% 以上，全省抽调 1 438 人，

组成 401 个检查组，对 2 360 个部门单位

进行重点检查。通过检查，基本摸清了

我省近几年财政收入的情况，查清 了问

题，找出了原因，研究制定 了改进措施，

为今后加强财政管理，提高财政收入质

量，促使财政良性循环打下了基础。
根据以财政支出为中心，全面履行

财政监督职能的设想，我们把今年定为

财政支出管理年，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对

财政资金分配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重

点对全省基本建设投资、农田水利建设

支出、粮食风险基金、国有企业下岗职工

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资金、社会保障

资金、公检法支出、科教文卫支出以 及专

项支出在 500 万元以上的项目进行监督

检查。采取全方位的跟踪监督方式，以

确保资金发挥最大的使用效益。
记者：目前安徽省财政监督机构队

伍建设和法制建设的情况怎样？

朱：以前我省的财政监督工作比较

薄弱，机构设置不统 一，人员配备也严重

不足，无法适应新时期财政监督工作的

需要。为尽快改变这种状况，在各级党

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我省的财政监督

机构建设以及人员配备都有了较大的改

观。目前全省 17 个地市和 70 个区县基

本都设立了专职财政监督机构，其中有

5个地市成立了财政监督局（处）。各地

都充实了大量的精干人员到财政监督机

构队伍中，全省财政监督队伍已达 289

人。当然，这与适应全面行使财政监督

职能的需要还有差距。今后我们要继续

加强财政监督机构的建设，赋予其更大

的监督检查权和行政处罚权，并进一步

充实财政监督人员，提高人员素质。在

加快财政监督法制建设方面，我们按照

既保证地方财政监督工作开展的需要，

又要提高财政监督立法水平的原则，先

后开展了三个层次的工作。第一层次是

草拟了《安徽省财政监督条例》，目前已

被省政府列为今年财政立法的第一项内

容。第二层次是草拟并出台下发了财政

监督几个专项检查的办法，为我们今后

开展专项检查提供了法律依据。第三层

次是制定下发了一系列财政监督规章制

度和工作守则。另外，我省各地结合实

际，都制定了一些工作规则和监督检查

制度。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不仅为财

政监督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依据和保

证，而且加快了财政监督工作迈向制度

化、规范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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