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系到大检查声誉和政府形象的问题，我们必须有足够的

认识，不容忽视。所有参加大检查工作的人员，都要严

格要求自己，率先遵纪守法，秉公办事，清正廉洁。各地

区、各部门的领导同志，不仅要抓好大检查工作，而且要

抓好大检查人员的纪律教育，保证不出问题。一旦出了

问题，要迅速查清，严肃处理。不仅要追究当事人的责

任，而且要追究单位领导人的责任。

国务院副秘书长安成信到会并讲了话。他说，要把

今年的大检查搞得比往年更好，一是要依靠群众，认真

检查；二是坚持原则，秉公办事；三是实事求是，不讲人

情。国务院大检查办公室主任、财政部副部长迟海滨总

结了大检查的基本经验，并对今年大检查工作提出了具

体安排意见。国家税务局副局长陈景新、国家审计署副

审计长罗进新、国家物价局副局长王兴家等有关领导出

席会议并讲了话。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计划单列市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办公室以及中央

部门主管大检查工作的负责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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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切实加强罚没收

入的管理，制止 乱罚款现

象，去年 4 月，河北省秦皇

岛市财政局在调查研究的

基础上，制定并实施了一套

较完整的罚没收入管理制

度。新的管理制度执行后，

市财政局对 84 个罚没执法

单位罚没情况进行了重点

抽查，没有发现截留、坐支、

挪用罚没款物现象，效果比

较理想。

新的管理制度主要有

十方面的内容：

一、实行执法单位注册

登记制度。要求无论地方

行政执法部门、经济管理部

门，还是中央省所属的驻秦

皇岛单位，都要到该市财政

局填报罚没收入执法单位

登记注册表。登 记的主要

内容包括：执法单位名称、

地址、单位负责人、联系人、

执行罚没的科室、执法依

据、执法范围。凡要求注册

登记的单位，必须是国家法

律、法规、条例及实施细则

中允许进行罚没的执法单

位或省政府以上部门明确

的具有行政处罚约束力的

单位。市财政局对登记注

册的执法单位进行罚没所

依据的文件作逐项审核，严

格把关，对与国家法律、政

策相抵触的罚款项目不准罚款；对由执法单位或无制定

罚款项目权的部门所制定的罚款项目，在未取得省级以

上有关部门认可前不准罚款。经过严格审核，反复研究

认定，确定全市共有 293 个单位可行使罚没权。

二、实行罚没收入许可证制度。对注册登记合格的

单位，核发市财政局统一印制的“罚没收入许可证”。许

可证分正、副本，正本由执法部门悬挂在执法科室墙上，

副本由执法人员执行公务时随身携带。同时为 了便于

群众监督，增强管理工作的透明度，通过报纸、电台、电

视台及时将已领取许可证的单位公布于众。

三、实行罚款票据领核销制度。除海关、外汇、铁

路、交通执法部门外其他执法单位，一律使用盖有“秦皇

岛市财政局罚没财务专用章”的罚款票据。各执法单位

在领取票据时，要对有关项目进行登记。收据使用时，

必须盖有罚没执法单位财务章方能生效；收据用完后，

将收回的票据号码及数量 与发放时的号码和数量相核

对，缺章少页的收据要附有经单位领导审核签字的说

明。在将每本收据收入数与其报表、缴库数核对无误

后，在票据封面加盖“秦皇岛市财政局罚没收入凭证验

讫专用章”，留归执法部门封存。

四 、实行罚没财物缴库制度。 凡千元以上的大案，

执法单位要在结案后三日内将款物缴库，不足千元的按

月缴库，否则，视作截留或挪用财政收入论处。为加强

罚没物资的管理，各县区财政部门和市直执法单位对罚

没物资要设帐立卡，严格出入库 手续，结案后，必须填制

“上缴实物登记表”，及时上缴财政部门。

五、实行会计报表制度。市财政局设计了“秦皇岛

市罚没收入收缴情况月报表”。每月终了后，各执法单

位要对罚没财物收、缴累计数和当月发生数如实填报，

并对有关情况加以文字说明。财政部门将根据报表所

列数字，核拨执法单位的办案补助费。

六、实行档案管理制度。首先对众多的执法依据进

行分类整理，然后将整理好的文件按照许可证编号，存

入档案。其次，编制罚没执法单位基本情况汇总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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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检索目录，并存入计算机软盘。

七、实行财务管理评比制度。市财政局制定了《秦

皇岛市财政局罚没收入财务管理制度》，对收缴罚没款

物的帐务处理，办案费的使用等九个方面做了具体的规

定；同时，还据此制定试行了罚没收入管理工作评比办

法。

八、实行日常监督检查制度。财政部门要不定期地

对执法单位进行“三查”。一是查来源，即查罚没收入的

来源是否合理，有无乱罚款的现象；二是查管理，即查执

法单位对罚没财物的管理，是否符合有关制度的规定，

票据的管理和使用是否符合领销制度；三是查使用，即

查补助的办案经费开支是否合理，有无滥发奖金及实物

等违纪行为。

九、实行执法单位罚款项目变更申请制度。凡已办

理罚没收入许可证的单位，如需变更罚款项目或执法依

据，必须填制“执法单位变更罚款项目申请表”。填制内

容包括：现行罚款项目、执罚依据、执罚科室；拟新增罚

款项目、执罚依据、执罚范围、执罚科室；拟取消罚款项

目、执罚依据、取消原因、执罚科室、申请单位意见、批准

单位意见等。执法单位申请的增减罚款项目，必须经批

准后方可执行，并办理相应的增减罚没收入许可证副本

的手续。

十、实行群众监督举报制度。通过报纸、电台、电视

台等新闻媒介，公布举报电话、设置举报箱，及时对检举

揭发的案件予以妥善处理，并将处理结果通知举报单位

或个人，对举报有功人员酌情予以奖励。

预算管理

加 强 罚 没收入管理  

保 证罚 没收入及时入库

河北省蔚县财政局预算股

近几年来，我县罚没款物急剧增多，但是由于管理

失控，这项本应上交财政的收入流失现象严重。为了加

强对罚没收入的管理，保证罚没收入及时足额地上交入

库，我们针对罚没收入项目多、数额大、管理乱等问题，

及时采取措施进行整顿，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和比较完

整的管理办法，通过执行，收到了较好的效果。1990 年

上交财政的罚没收入由 1985 年的 2.6 万元增加到

44.4 万元；今年前 4 个月，共完成 36.83 万元，完成全

年预算的 92.1 %。我们的做法是：

一、加强政策宣传。过去各罚没职能部门认为，自

己罚款就应该自己支配使用。为了帮助克服这种错误

认识，我们召开有关部门参加的会议，向他们认真传达

贯彻财政部和本县关于加强罚没收入管理的规定；同时

抽调人员，组织力量，深入到现有的 25 个罚没职能部门

进行调查摸底，了解掌握罚没收入中存在的问题，进行

具体的宣传解释和指导。经过宣传，使各级领导和有关

人员都明白，罚没收入是国家财政的预算收入，各种罚

没款物必须 上交财政，私自坐支、挪用是违反财经纪律

的行为，从而提高了大家执行国家财经制度的自觉性。

二、实行罚没证统一管理。在调查摸底的基础上，

根据各职能部门的工作需要，我们设计印制了五联罚没

证（代现金收据）和没收物品票证，规定各罚没职能部门

必须使用这种统一的票证，不得擅自使用自制票据；同

时，建立了严格的票据领、销、用、查手续。为了便于罚

没职能部门进行结算，我们还专门印制了罚没管理手

册，用于详细记录罚没证的领取、销交、在用和办案费的

计提、核拨等情况。

三、建立严格的款物上交制度。我们规定，零星罚

没收入要按季全部上交县财政局，大宗罚没收入随收随

交；单位交款时必须附上所开的罚没证，经核对无误后，

填写交款书入库。没收的物品由没收单位上交财政变

价处理。具体办法是：没收单位填写没收物品移交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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