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纠正和抑制经济违法违纪行为，必须把检查手段和目

的统一起来。对违纪单位既要按政策规定给予经济处

罚，又要帮助落实整改建制工作才能从根本上杜绝违法

违纪案件。否则只满足检查到位，罚款到手，就“班师回

朝”，不仅不能巩固检查成果，而且还可能诱发被查单位

哪丢哪补的侥幸心理，造成屡查屡犯的被动局面。

纠正过去的“错位”现象，必须采取以下对策：一是

抓好“跟踪”教育。一些违纪单位特别是屡查屡犯单位，

往往是思想政治工作的薄弱单位。因此，检查人员对违

纪单位要特别重视督促和协助他们补好思想教育课，帮

助他们学法、懂法，从而达到守法。二是抓好整章建制。

大检查的最终目的是要完善财经制度，促进经济体制的

改革。违纪单位都程度不同的存在财经秩序混乱，执行

制度不严的问题。因此，必须帮助违纪单位查找制度上

的问题，进行治理整顿，促其整章建制，完善财经制度，

堵塞各种漏洞。三是完善检查手段，规范检查制度。对

被查单位，做到有错必纠，纠必促改，使大检查形成查、

罚、帮、改的一个完整过程，达到手段与目的的统一。

二、执法与立法分离

在大检查工作中，执法不严，有法难依和有法不依

的现象仍然存在。这种执法与立法分离的现象，是助长

违法违纪案件发生，违纪金额居高不降的又一重要原

因。

首先，执法不严。表现在对违纪案件的处理施之过

宽。历年大检查中，该收不收，该罚不罚的情况屡见不

鲜，甚至一些公开大会处理的典型要案也可以大事化

小，小事化了。对违纪单位偏重于经济处罚，而忽视对

有关责任者的党纪、政纪、法纪处理。

其次，有法难依。一方面，来自多方的干扰和阻力，

使检查人员难以依法办事。大连市物价部门自 1987 年

开始，连续三年召开全市大会，对 20余件典型案件进行

公开曝光处理。但是，截止 1990 年 7 月统计，实际收缴

入库的罚没款，只占应缴额的 29.8%。某些做“父母官”

的从中横加干涉，从各种不同的利益关系出发，为违纪

单位说情护短，致使具体检查监督部门难以依法办事，

处理问题瞻前顾后，难以公正，使一些已经形成决议并

昭榜于众的案子或从轻发落，或不知下落。结果，国家

该收的钱收不足，该入库的入不了。另一方面，有的法

规不完善，政策不配套，造成在具体执行中难以遵循落

实。

再次，有法不依。国务院明文规定：“对有意弄虚作

假，明知故犯，严重违法违纪的企业和单位，不能上等

级，评先进，有关责任者不能评定先进称号和专业技术

职称”。但实际执行起来并没有依法办事，有的照样上

了等级、评上先进。此类情况虽为数不多，但对大检查

产生的负效应不可低估。

执法与立法分离造成的消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一方面削弱了法律制度的严肃性，另一方面降低了执法

部门的权威性，同时给一些不法经营者以可乘之机。客

观上助长了经济违纪案件的发生。对此，首先，要加强

对大检查人员的思想、法制和职责教育，提高他们的思

想政治觉悟，增强秉公办案能力和严格执法意识。建立

大检查工作责任制，把检查与执法情况作为重要内容，

明确责任，制定奖惩措施，同评选先进，晋职升级，评定

职称，政绩考核等挂起钩来。其次，要尽快建立和完善

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方面的系统性法规，对法律责任范

围，执法程序以及执法情况的反馈，都要作出明确规定。

对有些行业性法规在检查中难以执行的要作适当调整。

再次，要协调经济监督检查部门与相关部门的关系，搞

好综合治理，依法办事。对当事人的处罚，凡是违反党

纪、政纪的，所在单位党组织和行政部门必须严格处理，

触犯刑律的，必须由司法部门追究其刑事责任，依法论

罪。

简讯

一册在手治“三乱”

企业不交冤枉钱

为进一步增强企业活力，给企业创造一个良好的外

部环境，湖北省宜城县政府作出规定，在县直企业实行

《企业收费摊派罚款登记手册》。

规定指出：对企业的各种收费都必须持物价部门颁

发的《收费许可证》和财政部门制定的行政事业收费票

证；所有单位和个人，凡是向企业收费、集资、摊派、罚款

以及要求企业捐款、捐物、借款和强买强卖等，都应如实

填入《企业收费摊派罚款登记手册》；各企业单位对乱收

费、摊派、集资、罚款的，应抵制交付，并及时向有关部门

举报，否则，要追究企业单位有关领导者的责任。

为切实加强对这项工作的管理，县政府成立了由财

政、监察、物价、审计等部门组成的专班，实行定期和不

定期地检查，并将检查情况向全县通报。

（宜城县财政局 李海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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