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制监督

重在规范  力求治本

——访吉林省财政厅厅长矫正 中

本刊记者

记者：矫厅长，去年税收财务物价

大检查取消后，吉林省是如何实现工作

重心调整的？

矫：大检查是特定历史背景下采取

的特殊经济监督方式，在加强财政财务

管理监督，严肃财经纪律，整顿财经秩

序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进程的加快，财

政、税务、审计以及社会审计机构等经

济监督体系的日趋完善，由经常性的专

项检查取代集中性、突击性的大检查势

在必行。去年大检查取消后，我们抓住

专项检查这条主线，首先检查了预算收

入入库情况，先后对全省 9 个市（州）和

15个财政收入超亿元县（市）1996 年以

来截留省级财政收入问题进行了专项

检查，共查出截留收入 1.3亿多元。其

次，开展了对省直重点企业欠缴职工养

老基金和社会保险基金问题专项检查，

收缴欠缴“两金”1 亿多元，对维护社会

稳定，减轻政府负担起到了积极作用。
实践证明，一年一度的大检查取消后，

如果采取得力措施，切实加大经常性专

项检查工作力度，财政监督工作不仅不

会削弱，而且会得到加强。
在实现财政监督工作重心的调整

和工作内容的转变上，我们重点抓了两

点。首先是提高认识。财政监督工作

重在规范，力求治本，改革越深入，财政

监督的作用越突出。为此，我们理顺了

财政监督内部与外部的关系，把工作重

心转移到对预算收支全过程的监督上

来，改进工作方法，监督与管理相结合。
其次是确定思路。明确财政监督要“立

足块块、面向系统”，省管市、市管县、县

管乡镇，要有专门机构和专业检查队

伍，专项检查与经常性检查并重，以专

项检查为主。
记者：吉林省提出财政监督工作重

在规范，力求治本。对此你们是如何实

施的？

矫：从实践与发展看，财政监督最

根本的目的是要严肃财经法纪，规范财

政财务行为，促进科学管理。因此我们

在工作中，注意纠正为检查而检查和为

创收而检查的错误思想，积极探索财政

监督服务于财政管理、规范财务行为的

新途径。在工作中，通过揭露矛盾，制

定堵塞管理漏洞的措施，促进了财政管

理水平的提高。拿去年的“混库”来说，

我们向省政府提交的报告不仅反映了

检查出的问题，而且提出了详细的处理

意见和改进建议，引起了省领导的高度

重视。
把监督检查寓于规范管理中，帮助

被查单位整改，不仅治标、而且治本。
去年，根据群众举报，我们检查了省直

某部门所属的一个公司，发现该公司存

在严重的财务违纪问题。检查后我们

没有一罚了事，而是本着加强管理，重

在规范的目的，除给予一定数额的经济

处罚外，把该部门的主管领导、纪检组

长、审计处长、财务处长以及财政厅的

主管同志请到一起，通报案情，分析原

因，制定整改措施。这样不仅使当事人

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也使有关方面提

高了加强财务管理的自觉性，收到了非

常好的效果。
检查之后如何处理，一直都是财政

监督工作的难点。但如果没有严格的

执法，就不能达到检查的真正目的。要

严格执法，光靠检查部门是绝对不行

的，需要检查部门和当事部门的共同努

力。去年我们检查了省直部门所属一

单位，发现该单位有挪用国家专项资金

用于职工建房等问题，并有财务违纪现

象，且情节比较严重。我们除按规定给

予处罚外，对挪用专款建房问题，鉴于

已成事实，要求由该部门按省房改有关

规定处理，建议追究该单位主要责任人

的责任；对财务违纪问题，移交该部门

监察部门进一步调查处理。
记者：吉林省对下一步的财政监督

工作有什么打算？

矫：今年我们要通过扎扎实实的工

作业绩和廉洁高效的执法形象，进一步

提高财政监督地位，扩大影响。具体来

说，一是要继续抓好专项检查。在选择

省、市、县三级联动检查项目上多动脑

筋，多做文章。这样一方面可以扩大财

政监督的“规模效益”，另一方面也为强

化省、市、县三级财政监督体制，加大基

层财政监督力度创造条件。此外，我们

还将开展一些有针对性的专项检查，如

继续搞好“混库”检查，对省直地方储备

粮补贴资金管理使用情况进行检查等

等。二是加强财政监督检查专门机构

建设，争取在省厅机构改革中成立财政

监督专门机构。三是进一步加强专业

检查队伍建设，力求在建立独立的财政

监督机构的同时，省、市、县三级都建立

业务能力强，有战斗力的专业检查队

伍。四是加强法制建设，力争使财政监

督工作再上一个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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