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 务院关于开展
1988年税收、财务、

物价大检查的 通知
国发〔1988〕65号

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 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 构：

近几年进行的税收、财 务、物价大检 查，对于维护 国家财 经法纪，稳定经济和推进改革起到

了积极的作用。为 此，国务院决 定，从今年10月起在全国 范围内继续开展税收、财 务、物价大检

查。现通知 如下：

一、检查的指导思想。开展1988年税收、财 务、物价大检查，是治理 经济环境、整顿 经济秩

序、深化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是加强宏观调控机制的一个重要方 面。在检查中，要特别强调按

照 国家财经政策和法律、法规办事，严 肃财经 纪律。要把收 缴 各项违反法纪的收 入同严格查处各

种违反法纪的行为结 合起 来，该收的钱要及时足 额地收 缴入库，该处理 的违反法纪问题要严 肃处

理；要把开展检查同 遵纪守法的宣传教育结 合起来，增强广 大干部群众的全局观 念、法制观 念和

纪律观 念；要把查处违反法纪案件同总结 经验、完善规章制度结 合起来，研 究制定新形势下防止

违反财经法纪的有效措施。各级财政、税务、审计、物价和其他有关部门，要在当 地政府的领导

下，加强协作，密 切配合，把1988年的 大检查工 作一抓到底，抓 出实效。
二、检查的范围和重点。这次 大检查，主要是检查国营、集体、私营和联营企业，以 及行政

事业 单位和个体工 商业户的下列违反法纪问题：非法侵占、偷漏、截留、私分应 交国 家的税 款和

收 入，以 及虚报亏损、骗取国 家 财政补贴 的；违 反 国 家物价政 策和法规，乱 涨价、乱收 费，钻

“双轨制” 价格的空子，高价转 手倒 卖铜、铝、镍、钢材、石 油、化肥等重要 生产资料和 紧俏消

费品 ，或以 物 易物，非法 牟取差价收 入的；滥发 奖 金、补贴、实物，用公 款请客送礼、游山 玩

水，擅自 购买 专控、禁 购商品 或超过控 购指标 购买商品 ，任意扩大消费基金的。此外，对外经济

交往较多的地区、部门和单位，还要检 查截留应 交外汇收 入、私自将外汇存放境外等违反外汇政
策和法规的问题。检 查的重点是：

（一）中央企业、省（自 治区、直辖市）属企业和 其 他 大 型企业。这些企业规模大，收 入

多，是发展国民经济的骨干力量。把 他们列作检查重点，有利于稳定经济，增加国 家财政收 入，

也 有利于促 进企业在遵纪守法方 面，为全国做 出表率。
（二）各类公 司，包括各种贸易性公 司、金融性公 司、技术开发公司、劳动服务公 司和综合

性公 司等。其中有些公 司政企不分，官商不分，通 过 拉 关 系、走 后门，投机钻营，随意加价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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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从中牟取暴利，扰 乱 市场，危害很 大。把他们列 为 检查重点，有利于稳 定物 价，繁荣市场 ，

搞好生产流通，增加国家收 入。
（三）各级经济主管部门和 有罚 没收 入的机 关单位。这 几年，在一些经济主管部门和机关 单

位中，擅自 截留应 交款项，挪用各种生产性资金，乱 建楼堂馆所，乱 购高档办公设备，挥霍浪费

国 家资财的现象有所发展。少数工作人员弄权渎职，敲诈勒索，贪污受贿的问 题也时有发生。把

他们列作检 查重点，有利于防止奢侈腐败，改进作风，保持 为政清廉。
各部门、各单位首先要认真进行自查，并在自查的基础上开展重点检 查。重点检查面，一般

不少于30%。其中对中央企业、省（自治区、直辖市）属企业、各类公司、经 济主管部门和 有罚

没收 入的机关与单位的检查 面要达到50% 左右。
对地方财政收 支的检查，由审计署、监察部和财政部另行部署。
三、检查中几个具体政策问题的处理。1986年和1987年，经国 务院批准的国 务院 大检 查办公

室《 关于税收、财 务、物价大检 查处理 经济违纪问题的若干政策界限》 及其《 补充规 定》，要 继

续贯彻执行。根据 当前的实际情况和存在的主要问题，今年的 大检 查，特别要掌握好 以 下 几点 ：

（一）坚持 “自查从宽，被查从严，实事求是，宽严 适度” 的原 则。前几年的 大检查，从总

体上讲是坚持 了 这一原 则的。但是，对有些违反法纪问题也存在着处理 不严 的情况。在今年的 大

检 查中，对有违反法纪行为和屡查屡犯的单位及其直接责任人员，一定要严格按照《 国 务院关 于

违反财政法规处罚的暂行规定》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管理 条例》处以 罚款，并给予必要的行

政处分，构成犯 罪的由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决 不能姑 息迁就。与此同时，也要防止 出现对
某些问题处理 过严的现象。对于改革中确因 政策界 限不 清而 发 生的经济问题，应请示省、自 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或国 务院 大检 查办公 室后再作结论，不要草率处理；对 于确因财会人员业 务

不熟而造成的错漏问题，只 要按照国 家的有关规定改正 过来，可 以 不追究责任。
（二）加强地方对中央企业的检查。委托地方检查中央企业，是搞好 大检 查工 作的重要措施

之一。地方各级政府要把 这项 工 作摆到重要 位置，按 照国 务院 大检 查办公 室确定的名 单，抽 调 力

量，分期分批地进行检查。地方在检查中央企业时要做到 秉公 办事，实事求是，严格 掌握政策。
地方查出中央企业 已入库的违反法纪金额，仍按规定给以 20% 的分成。中央企业要积极配合地方
派人检查，为地方检查创造必要的条件。中央企业对地方检 查如 有设 置障碍或进行刁 难的，主管
部门对查 出所属企业的违反法纪问题 如有 说 情护 短的，要进行批评，认真查处。对于查出的问

题，双方有争议的，由国 务院 大检 查办公 室审定或会同有关部门裁决。
（三）检 查承 包企业（包括实行财 务包干的部门和企业，下同）仍应 坚持 两 条原 则：一是对

承 包企业按照国家政策和承 包合同应得的经济利益，要 坚决 保护，不得侵 犯；二是对承 包企业违
反财经法纪和弄虚作假、投机取巧、非法 经营、牟取暴利的行 为，要认真查处。对于承 包企业 及

其主管部门自查 出来的应上 交财政的违反法纪的金额，可 以 抵 顶承 包任 务；对于被 查 出 来的违反
法纪金额要如数上 交财政，不得抵 顶承 包任 务。承 包企业如有虚增利润，虚盈实亏等行 为的，要
按照会计、成本法规加以 纠正，由此而 完不成承包任务的，由企业 用 自 有资金补足。

（四）为 了协调工作，防止重复检 查，在今年 大检 查期间，凡是年度财 务收 支经过审计部门
审计的，不再进行重点检查；凡是年度财 务收 支经过 大检 查重点检查的，审计部门也 不再进行审
计。

四、检查违反法纪问题的时限。这次 大检查，主要检 查1988年发生的违反法纪问题和在1987
年发生而 未检查纠正 的违反法纪问题。为 了巩固前几次 大检查的成果，对于1985年至1987年 大检
查中已经查 出的各项违反法 纪问题，可以 有重点地作一次 清理。对至今仍 未按规定补 交入库、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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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帐目和会计决算的，除责令其如 数补交外，要从重处罚。
今年 大检查的时间，从10月开始到春节前结束。在10月份要突出抓一下对物价的检 查，以 平

抑物价，稳定市场。在此 以 后，全面开展各项检查。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合理调配力量，妥善

安排各项工作，确保 大检 查和日常工作的顺利进行。
五、检查的组织领导。为了搞好今年的大检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和中央各部门，

都要切实加强领导，指定一名省、部级领导挂帅，充实和加强各级 大检查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
并派 出强有力的工作组和检查组，确保今年大检查的声势、规模、深度和成效好于往年。

各级大检查办公 室及其工 作人员要保持稳 定，机 构不 能 撤销，人员不能解散，工 作不能中

断。在今后若干年内，各级大检查办公室既要抓好每年一次的大检查工作，也要有组织、有重点

地搞好日常的监督检查工作。地方各级政府应根据 当 地实际情况，给办公 室适当确定编制，人员

从财政、税 务、审计、物价等部门抽调。办公 室原则上挂靠在财政部门，具体由各省、自 治区、

直辖市政府确定。
在开展大检查期间，各级财政、税 务、审计、物价部门，除 了搞好 日常工 作外，要集中力量

投 入这一活 动。各级 计经委、银行、工商行政管理、监察、公安及业 务主管部门要相互协作，积

极支持和参与 大检查工 作，并请各地检察、法院和纪检部门给 予大力 配合和协助。国 务院将继 续

从中央各部门抽调一批得力的干部，组成工 作组，到各地指导和推动这项工 作。
今年 大检 查结束后，要表彰一批工作组和检查组成员中有显著成绩的先进个人，同时，还要

对1985年以 来经过严格检查确无违反法纪行为的遵纪守法户进行表彰。
全国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的日常工作，由国务院税收、财务、物价大检 查办公 室 负责。

各地 区、各部门检 查结 束后，要向国 务院写 出总结报告，同时抄送国务院税收、财 务、物价大检

查办公 室。

国 务 院

1988年 9 月25日

简
讯 财政部召开事业单位专业技术

职务聘任制度理论研讨会

财政部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最近在

北京市延庆县召开了财政部事业单位专业技术职

务聘任制度理论研讨会。这次会议的 主 要 议 题

是：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探讨如何完善专业

技术职务聘任制度，使这项工作转入经常化、制

度化。会上，代表们就财政部门事业单位的高、

中、初级专业技术职务的结构比例，如何完善考

核、晋升、评审制度；如何使中青年优秀人才脱

颖而出，实行专业技术职务 “单轨制”、 “双轨

制”涵义、利弊等进行了讨论，这次会议还向人

事部即将召开的部分省市和部委专业技术职务聘

任制度理论研讨会议推荐了 6 篇优秀论文，

财政部顾问陈如龙同志到会看望与会代表，

并讲了话，  柴职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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