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检查 上海市财政局一分局

检查小金库有新招

上海市财政 局一分局 在1989年大检查中，针对小

金库手法隐蔽，查处难度大的特点，运用一套 “查、

看、问、听、排、 核、 促”的七字清查方法，收 到了

较好效果。

查， 就是查收据凭 证。尽 管 企业 小金 库是帐外

的，但收、支、 存也有一定的手续，日常的收支往往

采用收据、白条等作凭证。该局从查收 据凭证的领购

数量和开具内容入手，从中发现和查清各种形式的小

金库。如在对某企业的检查中，发现该企 业1989年开

出收据对外收取 “头边 料 整理 费” 、 “四 技 现场津

贴” 、 “管理人员工资、 津贴”等情 况 ， 而这些收入

均未入帐。据此又对收据进行连号整理，发 现缺本、

缺页、 通过反复追究原因，使企业清理了存在的小金

库问题。

看，就是看企业的横向经济联系。 即通过审阅企

业单位有关联营、三产、协 作加 工、四 技 服务的协

议、 合同，从中发现并查清小金库的有关资金。如该

局在检查中发现某企业以 “三产”为名 与外地某单位

签订的协议中，有对方以 加工 费 名义支 付款项的内

容，就进一步跟踪追查加工费的去向，从而查清了这

笔加工费是以 “技协”名义 提取现金，返回给该企业

作为小金库，全部用于发放奖金的 事实。

问，就是问企业是否有容易产生小金库的一些收

入。如问企业出售下脚废料收入、 各种劳 务费收入、

罚没收入和 各类创 收收入 以 及各类 加价和浮动价收

入 、 “回扣”收入等是如何处理的，有 无 未入帐的情

况等等，从中发现线索，顺藤摸瓜，力求把小金库的

问题查得更深一些，更彻底一些。如该局在检查中了

解到某单位有罚没款收入，而且在某部门也有罚没款

提存情况，但长期以来帐面上没有反映 这笔收入。经

过反复追查，才基本查清其收入不入帐，私设小金 库，
用以滥发奖金的事实。

听，就是听群众意见。在检查中通过接触群众，

发动群众，听取群众对企业生产、销 售、分配等方面

的反映，比如 发些什 么奖，部门 分配上有 什么意见

等，从中了解小金库的线索。如对某一大企业检查时，

听到有一个车间的职工反映另一非生产部门发放的奖

金、副食品很多，是全厂最高的。他们根据这一反映，

重点对这个部门的奖金收、支、 存情况进行查核，进

而发现了小金库。

排，就是排疑点，明 确检查方向。如在检查一企

业时，发现某部门每月都有送现金给其他车间、部门

的情况。为此他们排出 “送现金”的 这一疑点，重点

查实该部门的现金来源。通过查收支，发现了用白条

作凭证，收取价外费用不入帐，私设小金库的问题。

核，就是核对帐面，核对企业上下发放奖金的项

目和金额。如在对某企业的检查中，发现各部门、车

间都有发放 “企业管理输出奖”，而厂部的奖金支出

中没有此奖金项目。出现全厂奖金发放数大，而正常

奖金来源小，从而发现不正当收入来 源。通过查核，

发现这些奖金主要来源于对外收费，没有入帐，从中

私设小金库。

促，就是促进企业全面清理小金库。他们把 已查

实的小金库情况反馈给被查单位领导，指出可能还存

在小金库的疑点，积极宣传有关政策，要求企业举一

反三，督促单位领导对小金库作全面地补课清理。使

被查单位感到思想上有负担，精神上有压力，不查不

行，非查不可，从而促使检查小金库工作逐步走向深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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