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制建设

关于加强财政法制建设的思考

宋功昕

（一）

近几年来，我国社会主义财政法制工作取

得了很大的成绩，对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

和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这是应当肯定的。但是也存在不少问题。当前，
财政法制上存在的突出问题是财经纪律松弛，

财政收支管理有些混乱。比如，在收入管理上

偷漏拖欠税收，擅自减税免税，乱开减收增支

口子，挤占国家财政收入；在预算管理上，化

预算 内为预 算 外，私 设 “小金库” 、“小钱

柜”，弄虚作假，骗取国家资 金，挖 国 家 收

入；在企业财务 管 理上，随 意化 挤冲摊，转

移、截留利润，商品乱行涨价，牟 取 非 法 收

入，滥发奖金、补贴、实物，甚至隐瞒私分以

及用公款请客送礼” 挥霍浪费等等。对这些问

题，尽管各级政府近几年采取了一系列整治措

施，也未能奏效。产生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是：

1.缺乏全局观念。一些地方和企业从自身

利益考虑，在发展经济上，不考虑财政特别是

中央财政的承受力，要求减收增支的调子越来

越高，减税让利的胃口越来越大。在规定范围

内不能满足自身要求的情况下，便想方设法，

肆无忌惮地闯 “红灯”，越 “雷池”，打着 “合

法” 的 招 牌 越 权减税免税，随意开减收增支

的口子，有的地方对企业不合理的减免税要求

也百般迁就，尽力满足，并由此 派 生 出一 些

“放水养鱼”、“养鸡下蛋”、“藏富于企业”

等 “灵活变通”措施，有的甚至不择手段地挖

国家收入，造成企业挤财政，地方挤中央的不

良倾向，使国家财政收入大量流失，连年出现

赤字。

2.法制观念淡化。“十年动乱” 把人们的

思想搞乱了，法制观念明显淡化。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后，提出一手抓建设、改革，一手

抓法制，举国上下通过普法宣传教育，无疑对

人们知法、懂法、执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但是，仍有相当一部分单位和个人法制观念淡

化的问题并未得到解决。有的对上级政策、规

定断章取义，为我所用；有的搞 “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有的越权行事，搞 “土政策”，
“ 小规定” ；有的以言代法，以权代法，与国

家政策、法规背道而驰。毋庸讳言，近年来，

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甚至屡禁不止，已成为

一种社会顽症。比如严禁搞楼堂馆所，严格控

制社会集团购买力，严禁用公款请客送礼，严

禁滥发奖金、实物，禁止在旅游区开会等等，

中央已是三令五申，但结果是言者谆谆，听者

藐藐，视 “令箭” 为 “鸡毛”，我行我素，禁

而不止，甚至逐步 “升级”，楼房 越 住 越 宽

敞，宾馆越盖越 “高级”，小车越坐越豪华，用

公款请客送礼，成为 “家常便饭”。
3.查处惩治不严。这是违法乱纪行为愈演

愈烈的一个重要原因。应当说，这几年，各级

政府对大检查是重视的，发文件，搞动员，组

织专门班子搞重点检查，领导出马 下 基 层 巡

视、督察，其规模、声势可说是不算小，但落

实处理时，往往遇到的 “麻烦” 甚多：找种种

借口，为之说情者有之；从地方利益出发，领

导出面担担子者有之；为照顾各种关系，予以

开脱者有之；怕 “家丑” 外扬，影响声誉，在

帐务上作 “技术” 处理，谎报数字者有之；当

有的问题与某个领导有瓜 葛，隐瞒 不 报，作

“内部处理”者有之。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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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有少数地方虽然查出问题一大堆，而在处

理时不是避重就轻，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最后不了了之；有的问题即使处理，也只是单

位受罚，至于单位领导和当事人却很少追究，
最多也只是来个书面 “检查” 应付了事。

（二）
“没有规矩难以成方圆”。为了适应深化

改革的要求，治理财政领域 里的某 些混 乱 现

象，切实改革目前我国财政法规、制度不够健

全、不够完善的状况，必须加快财政立法的步

伐。当前，要以治理整顿为契机，坚持党的四

项基本原则，坚持生产力标准，围绕建立社会

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的要求，积极稳妥地把财

政法制建设工作向前推进，建立一个适合我国

国情的社会主义财政法 制体系。根 据 现实 情

况，在加强财政法制工作中，应当着重在“完

善、充实、稳定、提高” 八个字上作文章。
所谓完善，就是要完善财政立法。当前，

我国的财政立法工作有两个突出问题：一是财

政法规老化。有些法规，比如《预算决算暂行

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农 业 税 条 例》、

《契税暂行条例》以及工商税收的一些基本法规

等，都是五十年代颁布的，以后虽然通过单行

法规、制度作过一些修改、补充和调整，但不

少法规仍然停留在暂行阶段，立 法 程 序 不完

备，没有通过最高权力机关正式立法。二是财

政法规出现 “空档”。比如国营企业扩大经营

自主权以后，需要建立财务自我约束机制，而

现行财政立法却难以促使企业财务自我约束机

制的形成。以上这两个问题，迫切需要我们在

治理整顿中通过完善财政立法工作来解决。
所谓充实，就是要对现行财政法规的某些

条款和内容作必要的调整和充实。我国现行的

财 政法 规 很多，随着改革的深入，情况的变

化，有的存在一些空隙和漏洞，有的反映出不

规范、不具体，法律约束力不强的弱点。为了改

变这种状况，必须对现行法规中的某些条款和

内容作相应的调整和充实。
所谓稳定，就是要保持财政法制的相对稳

定。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一场长期的、极其

深刻的革命，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在经济体

制改革的进程中，要保持财政法 规的相 对 稳

定。在制定 财政 制度、规 定时，要持慎重态

度，不能朝令夕改。
所谓提高，就是要提高财政法制的规范化

程度。社会主义财政法制，作为人们理财的行

为准则和规范，必须讲求规范化，应当具有明

确性、严肃性、固定性、可行性的特点，做到

立法有据，有法可依，切实可行。近年来，法

制权威性锐减，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与法制本

身不够规范也不无关系。有些财政法规用词不

够严谨，定性和处置标准抽象，不够具体。比

如 “一般不得如何”，“原则上不准怎样”，
“视其情节 轻重，酌 情 处 理”、“情节严重

者，从严处理等等”。但是何为轻，何为重；

何为严重，何为不严重，没有 具 体的 数量标

准，具有 弹 性。这 样，不 仅给执法者造成困

难，而且为那些嗜 “对策”成瘾 者 以 可乘之

隙。因此，提高财政法制权威的关键，在于提

高财政法制本身的规范化程度，尤其是定性和

处置标准要明确具体，不能含糊其辞。

（ 三 ）

社会主义财政法制是理 财 之规，治财 之

矩，也是建立 社会 主义 财政新 秩序的重要保

证。然而，再好的法制，如果不能付诸实施，
法制就成为纸上谈兵，流于形式。因此，在加

强财政法制建设过程中，要采取过硬的措施，
狠抓财政法规的落实，真正做到以法理财，依

法治财。
一是要大力加强财政法制宣传教育，提高

人们执法的自觉性。要采取多种形式、多种途

径广泛深入地宣传财政法制，加强法制教育，
使人们知法、懂法，转变那种把财政法规视为

行政法规的陈旧观念，提高执行财政法规的自

觉性。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要把加强财政法制

宣传教育与加强党的四项基本原则教育、传统

教育和艰苦奋斗教育紧密结合起来。要通过正

反两个方面的典型事例，引导人们从一些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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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中解脱出来，比如“上有政策，下有对

策”的分散主义；“钱用于地方建设，挖挤点

把没啥”的本位主义；讲阔气、比排场的享乐

主义；一切向钱看的 “拜金主义” 等。只要党

的四项基本原则、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在人们

头脑里扎下根，就会为提高执行财政法制的自

觉性打下牢固的思想基础。
二是要强化财政财务监督机制，建立财政

监控网络。近两年来，根据中央关于越是开放

搞活，越要加强监督检查的精神，各级财政部门

相继建立了监察机构，配备了人员，开展了工

作，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从目前来看，与形势

发展的要求远远不相适应。为此，必须强化财

政财务监督机制，建立财政财务监控网络。首

先，县以上财政部门都要设立监察机构，基层

财政所配备监察员。对监察人员的配备，要本

着精简的精神，做到少而精，既要有较好的业

务素质，又要有较高的政治素质，特别需要具

有铁面无私，敢于碰硬的品格。同时，对财政

监察工作的职责范围和权利都要明确而具体，
并要在有关法规中固定下来，使财政监察人员

的工作具有法律保障而勇于司其职，尽其责。
其次，为了充分发挥各部门特别是企业单位财

会人员的理财作用，可逐步把财会人员的配备

使用和培训纳入财政管理。要根据城乡商品经

济和个体经济发展而流通领域内管理机制又不

健全的状况，在工厂、商店、交易所和乡村普

遍设立财政监督员和护税组织，形 成 监 控 网

络，以有效惩治和打击 “官倒”、“私倒” 以

及偷税、漏税、抗税不法活动。再次，要加强

部门协作，紧 密 配合 税务、工 商、物价、银

行、监察等部门，建立协调监控制度。通过以

上三个方面的措施，逐步形成纵横交错的监控

网络，为保证财政法制正确执行创造一个良好

的环境。
三是要坚持从严治财，切实有效地查处和

打击违法乱纪行为。财政领域里的违法乱纪现

象是破坏财政法制，扰乱财政秩序的孽根。因

此，从严治财，必须治本。
首先，在指导思想上要大小并重。诚然，

查处违法乱纪行为乃至腐败现象，突出大案要

案无疑是十分必要的，但对一般违纪问题也不

可放松。
其次，在检查方法上要有主有从。近几年

一年一度的 “三查”及其取得的巨大成绩无疑

应当肯定。但是，检查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收多

少钱，而更重要的在于制止违法乱纪行为，保

证财政法规的正确执行，形成一个良好的财政

秩序。但是，屡查屡犯的事实证明这个目的现

在并没有达到或者说没有完全达到。因此，笔

者认为，今后应侧重于狠抓经常性检查，把经

常性检查放在主要位置，至于年度检查可以根

据各地情况自行安排，不宜强求一律。
第三，在处理问题时，要执法如山。古往

今来的事实证明，严明执法是扬正压邪、克乱

求治、弘扬法威的关键所在。要解决目前财政

经济领域里违法乱纪屡禁不止的问题，就必须

在“严” 字上狠下功夫，动真的，来硬的，切

实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而要

做到这一点，就要具有不徇私枉法的品德，过

“人情关”的勇气，破 “关系网”的冲劲，实

事求是的作风，不管官民，只要问题落实，证

据确凿，就要根据具体情节，按照有关法规，
该撤职的撤职，该处罚的处罚，该 法 办 的 法

办，严惩不贷。
四是要加强自身建设，把财政干部的思想

和行为纳入依法理财的轨道。加强财政法制建

设，建立财政新秩序，要有一支过硬的财政干

部队伍。因此，在加强财政法制建设的同时，
必须加强财政干部队伍建设。要大力加强思想

政治工作，搞好业务培训，努力提高干部的政

治素质、业务素质和依法理财的水平，真正做

到 “打铁先得本身硬”。尤其要 加强 廉 政建

设，秉公理财，廉洁理财，做到管财不贪财，

用财不谋私，理财不徇情，治财不枉法 。公生

明，廉生威。本身过得硬，监督就有力量，就

能在财政领域里同违法乱纪行为的斗争中，无

攻不克，无坚不摧，使我们的财政队伍真正形

成一支严明财政法制，稳 定财 政秩 序的 主力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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