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极为敏感的问题，即调整企业承包基数的问题。事实

上，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及时、合理地调整企业承

包基数，不仅有利于增加财政收入，而且可以避免由

于外部条件变化导致的企业 之间新的苦乐不均，有利

于企业在平等的条件下展开竞 争。这不仅没有削弱承

包合同的严肃性，而且进一步维护和加强了承包合同

的严肃性，完全符合国务院《 国营企业承包经营暂行

条例》 的有关规定。科学地调整企业承包基数是新形

势下财政发挥宏观调控作用的一个 重要内容，是提高

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的一个有效途径。也是解决

目前财政困难的重要办法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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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 整顿必须完善

经济监督检查机制

赵险峰

近几年来，国家财政 资金通 过各 种渠道 大量流

失，其数额之大，令 人吃 惊。仅1985 年至 1987年期

间，全国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 查出应交违纪金额

即达167.9亿 元，其中， 1985年 87.42亿元，1986年

41.28亿元，1987年截至11月底 39.2亿 元。1988年的

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仅至11月末这个阶段就查

出应交违纪金额44亿元。资金大量流失，不仅影响改

革和国民经济建设的步伐，而且破坏了 经济建设的环

境，加剧了基建投资和消费基金的 膨胀。

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确定了 “治理经济环境，整

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 方 针，这是消除我国

经济中潜伏着的不稳定因素，确保改 革和建设健康发

展的重要决策。实践证明：加强宏 观调控，理顺经济

关系，规范政府企业行为，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

秩序固然重要，但是如果没有与其 配套、完善的宏观监

督检查机制的正常运转，困 扰改革的财政资金流失问

题将无法治愈，基建和消费基金膨胀的势头也难以抑

制。如奖金税、工资调节税、个人收入调节税和建筑

税，是国家运用税收杠杆控制消费基金和固定资产投

资规模的重要措施，但由于征收和监督检查不力，近

年来全国个人收入调节税完成很不理想，奖金税、 工

资调节税的征收也呈下降趋势，建筑税跑冒滴漏的现

象十分普遍。由此可见，监督检查工作的 弱化，直接

影响了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性，使许多改革措施未达

到预期效果。因为，宏观经济调控与宏观经济监督具

有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密 切关系 ， 它们作 用的方

向、目的是一致的。正确认识这种关系，强化宏观经

济监督制约功能，是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

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 加强宏观调控机制的

重要内容。

一个时期以来，违反财经纪律问题之所以屡有发

生， 一些地方和部门“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歪风

之所以愈演愈烈，除了我国的经济监督机制尚不健全

外，对那些违法乱纪和“不行、不止”者的处理总是

宽容大度、避重就轻也是重要原因。因此，我 们必须

按照邓小平同志关于“措施定下来，要坚决执行，宁

可从严. 不可从轻。”的指示树立从严治理的思想。

并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 健全 和完 善经济监督 检查机

制。个人认为，应采取以下对策：

一、健全和完善监督检查体系，解决以权代法问

题。现在有些政府、部门和单 位领导，带头违反国家

政策、法纪。比如基建失控成为顽症的原由之一，是

许多非生产项目为各级领导批的首长工程，这些领导

同志擅自违反规定批条子、开口子。当检查部门查处

违纪问题的时候，有的领导私下打招呼，有的说情护

短，少数领导甚至用利益约束手段，使检查工作无法

进行。

要解决当前普遍存在的以权代法问题，必须健全

和完善监督检查体系。首先要强化监督检查部门的职

能作用，使之具有独立性，监督检查部门只对法律负

责，不应受各种行政的 干预，它应真正具有超脱地方

和部门利益约束的权力。只有这样，监督检查部门才

能对微观经济活动和政府经济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
其次是要建 立起包 括行政监 督、党的 监督、司法监

督、社会监督，以及经济主体相互和自我监督所组成的

全方位、多层次的多维严密监督体系。建议将监察部

和审计署由归口国务院改为直接隶属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实行系统和各级人大双重领导体制，以充分发挥

各级人大对各级政府行为的有效监督。这个多维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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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具有对外对内制约性较强的特点，既有规范的专

职监督，又有广泛的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在抵制、

约束以权代法弊病中，将会发挥有效作用。
二、综合运用经济、行政、纪律、思想政治工作

和法律手段，五管齐下。在新旧体制转换、缺乏自我

约束力的 “过渡态”时期，仅靠经济手段来约束违纪

行为是不够的，由于用经济手段处罚往往是由违纪单

位整体来承受，即使追究企业单位 领导的 责任，在经

济处罚上因顾及其生活，数额也是很微小的。如果对

违纪严重的企业单位领导，在经济处罚的同时再采用

思想政治工作及行政、纪律或法律制裁手 段，那就具

有较强的威慑作用。厂长、 经理一旦违纪，不 仅在经

济上要受处罚， 在个人荣誉 上还要受到行政处分、甚

至法律制裁。所以 ，坚 持 “五 管齐下”综 合治理方

法，才更有助于解决一些违法户 屡查屡 犯， 只忏悔、

不改正的问题。

三、公平执法。公民在法律 面前人人平等是实行

法治的基本原则， 不论是各级领导，还是平民百 姓：

也不论是国营大户， 还是个体经营者，都应 享有平等

的法律权利，特别是在违反国家法纪的时候， 都应依

法追究。如果个体户偷税几千元被罚款、判刑. 大公

司、大企业违纪上百万乃 至 数千万元却至 多 补交了

事，不受任何处罚，只抓小、 不抓 大，政府和监督检

查部门就会失信于民。因此，只有真正做到在法律面

前人人平等，政府和监督检查部门才会具有权威性，

软监督才会转变为硬监督。

四、抓紧经济立法，完善经济法 规体系。法 规是

监督检查的依据。但是，我国现行经济法规体系的构

成尚缺乏统一性 和严密性，对 某一问 题的 规 定和解

释，各相关法规条款往往相互矛盾和不协调，不但使

监督检查部门无所适从，而且工作中时常出现碰车现

象。现行经济法规对新形势下违法违纪界限缺乏明确

具体的规定，致使检查工作常因法规和政策依据不足

而无法结案。在一些企业和个体户钻法规不完善的空

子时， 监督检查部门束手无策。因此，有关 部门应抓

紧经济立法和对现行经济法规进行清理的工作，该立

法的立法，该废除的废除，该修改补充的修改补充.
不断完善适应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 发展的经济法

规体系。

五、提高监督检查队伍的素质。监督检查人员是

监督检查诸要素中最积极最基本的因素，是 确保监督

检查效率和质量的重要方面。在提高 监督检查人员的

素质上，除了要进行必要的业务培训外，增强监督检

查人员依法工作的责任感，也是一项不可忽视的重要

内容。我认为，目 标管理方 法和利 益 机制的紧密结

合，是提高监督检查人员依法 工作责任感的 最佳途

径。目标管理过程包括：目标制订、目 标实施和成果

考核三个阶段。监督检查目标管理的 具体做法： 1、

制订检查目标。将检 查总目标 在横向 上分 解为检查

面、差错率、入库率等若干指标；在纵向上实行层层

分解，目标落实到人，组成 一贯 到底的目 标连锁体

系。 2 、检查目标的实施。检 查目标确定并分解后，

检查人员应紧紧围绕目标，结合各自特点， 运用专业

和法律知识为实现目标而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 3 、

目标成果考 核。可 采取 综合考 核法，具体步骤是：

（ 1）考核达标程度。根据检查成绩值与各项目标值

之比评价成果。（ 2）评定努力程 度。依照目标难度

大小及检查人员努力情况， 作 出正 确评定。（ 3）对

达标过程中出现的非检查人员责任和 努力所能排除的

客观因素，采用适 当的 修正值 对初评目标 值进 行修

正。（4）将评定成果与检查人员的职称评定、晋级

及奖金分配紧密挂钩，增强目标考核的透明度。

六、建立检查信息协作网络。目前，地方监督检

查部门因受现行体制和区域限制，对企业单位和个体

户跨地区违法乱纪问题，缺乏 必要的监督手 段和 措

施。一些单位和不法商贩钻此 空子，在外地进行违法

乱纪活动。比如一些企业 生产的产品，在当地尽管短

俏，市场上却见不到，而拿到外地去卖高价。其缘由

在于， 本地产品在当地市场的销 售价格，检 查部门经

常检查，但到外地去涨价，就可逃 避本地检查部门的

监督查处了。在开放搞活新形势下，监督检查是不该

有 “真空地带”的，有必要 在各地监督检查部门间广

泛建立起相互贯通、 反馈及时的信息和协作网络，并

使其制度化， 堵塞跨地区违法乱纪、逃避监督检查的

漏洞。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工作研究
	治理、整顿必须完善经济监督检查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