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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已进行多年，

对严肃财经法纪、增加财政收入起到了

很大的作用。当前，检查客体两极分

化，违纪手段多种多样，原有自查结合

抽查的检查方法已难以适应形势的要

求。由于抽查的方法具有明显的偶然

性、盲目性和主观性特点，不可避免地

会影响市场公平竞争，不利于进一步拓

展大检查工作，甚至导致腐败行为。因

此，要做好大检查工作，除端正工作态

度之外，还必须有一套科学的检查方

法。根据多年的检查工作实践，笔者认

为采用“净化滚动法”，即横向采取大小

循环净化、纵向采取行业滚动检查的方

法比较可行。
（一）大小循环净化。不论违纪大

小，全要经受大检查的“洗礼”。其方法

的要点如下。
1.抓大放小缩面。将违纪大户、亏

损大户、“回扣”源头、“三乱”源头，作重

点检查。非重点的“小”单位可集中检

查。
（1）抓违纪大户。违纪大户是大量

吞噬国家和他人利益的单位。大检查

初始违纪普遍存在，盈利大户也是违纪

大户。现在违纪趋势逐步减弱，违纪向

两极分化，盈利大户就不一定是违纪大

户。抓违纪大户与抓盈利大户有着本

质的区别。前者的目标是违纪，谁违纪

大就查谁，后者的目标是盈利，谁赚钱

多就查谁。目标不同、手段不同，效果

也不同。将检查重点由抓盈利大户转

到抓违纪大户，增强了针对性，减少了

盲目性，加大了检查的治本力度。在工

作中，对于近年内违纪比例超过 1% ，或

者虽不足此比例，但故意违纪、屡查屡

犯的，可定为违纪大户作重点检查，直

到“净化”。对违纪大户，不但要查处违

纪，还必须要求其自己分析违纪原因，

提出遏制违纪的对策，订出“净化”计

划。
（2）抓亏损大户。企业亏损的主要

原因在内部，在于领导班子、内部管理

和经营机制。调查亏损现象、分析亏损

原因，各个部门都有自己的出发角度和

科学方法，但都不如带有强制性的检查

接近实际，只有检查才能发现深层次的

东西。检查亏损企业虽往往没有入库

的违纪金额，反映不出检查的当期效

益，但可以转变企业的经营机制，增强

自主经营的能力，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是显而易见的。
（3）抓“回扣”源头。“回扣”与当事

双方利益紧密相联，造出不少窝案。抓

“回扣”的关键是抓源头。“回扣”收入，

或列作小金库，或进入个人腰包，一般

不会有帐面记录。但“回扣”的支出，不

可能没有帐务反映。“回扣”支出线索

连接着收、支各方，成了“回扣”的源头。
抓住这个源头，找到了问题的线索，再

查“回扣”的资金去向。
（4）抓“三乱”源头。抓“三乱”，除

了物价部门实施外，通过大检查，对有

关国家机关、行政执法部门、经济管理

部门及一些垄断行业的“三乱”行为进

行监督，也是一个重要方面。
（5）集中查小户。小户是相对于违

纪大户、亏损大户、“回扣”源头、“三乱”

源头而言的非重点单位。对它们进行

集中检查，主要是为了避免全面出击，

减轻各方负担，保证检查质量，提高检

查效率。
重点与非重点，大户与小户，并非

一成不变。小户检查后发现其违纪比

例超过确定标准或者情节严重，就让其

在下一年度升级为大户，作为重点检查

对象。大户纠正违纪，成了小户，则按

照小户的方法进行检查；如果违纪达到

了“净化”标准，则可免查。不断地大小

循环“净化”违纪，对被查单位可激励其

增强自我约束，练好管理内功，减少新

的违纪行为发生；对检查者可由此及

彼、由表及里逐渐缩小社会性违纪的阵

地，巩固并扩展大检查的成绩。
（6）缩小检查面。一是自定检查

面。检查既然确定了重点和非重点，其

时间安排、力量部署，就应以 重点的需

要为依据。重点检查安排之后的时间、

人力，再用于一般性检查。一般性检查

面受重点检查力量的牵制，不可能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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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完成，于是在一年之中就存在一个

检查比例问题。这个比例，各地因条件

不同而异，不必由上级确定，可由自身根

据实际情况和治理目标的要求掌握。二

是把住两道关。首先把住地区、单位的

违纪比指标关。如能降到 1% 以下，社

会性违纪的大问题就基本解决了。其次

把住检查关。对非重点单位，实行行业

滚动检查。
2.做好基础工作。
（1）完善检查档案。建立和完善检

查档案，是最重要的基础工作。作为线

索的检查档案，一般应当包括如下四项

内容。一是检查客体名单——分地区、

分部门的全部检查对象名单，各单位的

经济性质、经营地址、电话号码、单位负

责人、财务负责人等情况，并及时按照变

化了的情况进行增添删减，保持与实际

情况相符。二是相关财会数据——平常

积累的各检查对象与检查工作有关的主

要经营指标，以及举报、调查得来的违纪

信息。三是单位被查历史。历次接受检

查、稽查、审计及其处理情况。四是违纪

发展趋势。综合上述信息得出的检查对

象遵纪守法情况、内外条件变化对违纪

产生的影响。充分利用电脑是完善检查

档案的重要手段。
（2）加强调查研究。这是不断完善

检查档案、提高其使用价值的一种措施。
一是自身矫正。利用调查得到的信息，

修正与现实情况不符的档案资料。二是

资料互补。上下级之间、地区之间，相互

利用档案资料扩大认识面。三是提高认

识。将资料上的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

识，找出地区、行业过去的违纪规律和现

在的发展趋势，以正确地确定行业滚动

检查及其随机抽样检查的对策。
（3）善待来信来访。给来信来访者

提供相应的方便条件，认真履行奖励举

报的承诺。对来信来访提供的检查线

索、检查证据，进行认真分析、研究，确定

其可靠程度，必要时，可对其中的疑点进

行咨询、调查，去伪存真后作为确定随机

抽样检查的重要参考资料。
（4）进行认真准备。准备工作的扎

实与否，决定着检查工作的进展和质

量。对于大检查的委托者和受托者来

说，每次检查对象不同，都是一个更新

的操作过程，都需要进行有针对性的认

真准备。检查委托者的准备，是相关检

查信息的准备和检查的组织准备。检

查受托者的准备主要有：了解被查单位

基本情况和主要问题；根据委托检查的

任务和被查单位实际情况，制定检查工

作的实际安排即检查计划；拟定检查的

表式工作底稿，确定检查的规模和目

标。
（二）行业滚动检查。这是对非重

点单位在行业违纪情况分类分层的基

础上，使用不同的力量进行随机抽样的

滚动检查。
1.分类分层随机抽样。根据近年

检查发现的违纪情况和当前发展趋势，

把应检查的行业按违纪程度的大小，依

次分为 1、2、3 类；每类行业再按违纪程

度大小，依次分为 1、2、3 等。检查时，

按照随机原则，分别用简单、机械、分

层、整群等随机抽样方法，使每一个参

加抽样单位，都有被抽查的机会。通过

随机抽样确定的样本，即作为检查对

象。
2.分年分轮滚动检查。根据本地

大检查近期规划安排，按照轻重缓急逐

年轮换，进行随机抽样检查。第 1 年集

中检查违纪程度大的第 1类行业。第 2

年检查第 2类的同时，对第 1 年已经检

查过的第 1 类行业，进行随机抽样复

查。第 3年检查第 3 类的同时，对第 2

年已经检查过的第 2类行业，进行随机

抽样复查。每轮两年，包括初查和复查

两次检查。第 2 年后的检查，不同行业

的复查与初查同在，显示出行业滚动的

检查。
3.分别使用检查力量。初查是对

各类行业进行随机抽查，面大任务重，

可以继续使用有偿委托检查的方法。
对初查只作阶段性付酬，待复查结束后

一并清算。因此，在检查的委托者和受

托者签定的《委托检查协议》中，要明确

初查与复查的劳务报酬关系、规定初查

合理的错漏风险指标，以保障复查对初

查的有效监督。复查是在初查基础上

进行的随机抽查，面小要求高，要对上

年检查责任和被查单位本年遵纪守法

情况进行两个不同方面的监督，因而可

让各地财政主管部门作为行政监督任

务执行，若是对中央单位复查，则可由

财政部驻当地派出机构执行。
总之，采用净化滚动法进行大检查

不仅可以收到对违纪行为标本兼治、推

动财经秩序好转、帮助企业转换经营机

制、增加财政收入的效果，同时，也有利

于减轻检查客体的负担，提高监督工作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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