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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刊讯：全国 税

收、财务、物价大检查

工作会议于 9 月15日至

19日在北京召开，出席

这次会议的 有 全国 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和

计划单列市以及中央有

关部委负责大检查工作

的同志，共120人。会上

学习了国务院领导同志

有关大检查问题讲话的

精神，讨论 并 修改了

1987年大检查的有关文

件稿。财政部副部长项

怀诚代表国务院税收、

财物、物价大检查办公

室主任迟海滨在大会开

幕式上作了讲话，国务

院副秘书长白美清在大

会闭幕式上作了讲话。
白美清同志在讲话

中，谈了当前的经济形

势，强调了在改革、

开放中必须加强检查监

督，指明了1987年大检

查的任务。
白美清同志说，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的八年，是国民经济稳

定增长的八年。今年还

继续保持了稳定增长的

势头，这是我们当前经

济的 总 趋势，总的特

点。在肯定我们的经济

是长期稳定发展的同时，还必须冷静地分析当

前经济生活中存在的不稳定的因素。当前出现

的新问题，一个是财政收入增长指数下降，一个

是物价指数上升，企业成本提高。这一上一下，
影响财政收支百把亿元，国务院已经决定。要

采取从紧的货币政策和从紧的财政政策，使全

国的经济环境从比较紧张向比较平稳的方向发

展。如果我们坚持长期持续、稳定、协调地发

展，我们国家的面貌会有很大的改变，实现到

2000年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就不成问题。
白美清同志强调，在改革、开放中必须加

强监督。他说，几年来的实践证明，监督检查

是保障改革、开放、搞活顺利进行所必需的。
愈是改革、开放、搞活，愈要在宏观上加强管

理、加强监督检查。我们必须认识到：检查监

督不是权宜之计。它是加强宏观经济管理的一

项重要措施，有利于保障改革、开放、搞活的

顺利进行；有利于保障财政收入，促使经济稳

定增长；有利于堵塞漏洞，纠正歪风，加强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白美清同志讲，今年大检查的任务概括起

来，有两个方面：一是检查违反财经制度、财

经纪律的行为，认真进行处理，把该上交的财

政收入收上来；二是要预防 在12月 份突 击花

钱、突击用外汇、突击发贷款、发实物等现象。
这样既是开源，增加财政收入；又是节流，压

缩额外支出，使完成今年的财政任务有保障，
能为经济稳定发展提供一个宽松的环境。

项怀诚同志在讲话中对过去两年大检查工

作进行了回顾，对今年大检查中要注意的几项

工作发表了意见，并对有关大检查的几个具体

政策问题作了说明。
项怀诚同志说，今年的大检查主要是检查

1987年发生的违纪问题和1986年发生而未检查

纠正的问题。除了个别性质严重，情节恶劣、

数额较大的重大案件，一般不再往前追溯。对

1986年大检查中已经查出而未调帐、入库的违

纪收入，也要进行复查，追缴入库，并要没收

其全部违纪收入，企 业和 单位 不得 提取留利

和分成。
项怀诚同志说，今年主要检查三个方面的

内容：一是财政上的跑、冒、滴、漏，把该收

的 钱 收 上 来；二是价格上的胡作非为，刹住

乱涨价，乱收费的歪风；三是挥霍浪费国家资

财，慷国家之慨，公费旅游，游山玩水，大吃

大喝，滥发钱物等不良行为。这三个方面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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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有关会议上多次提出，需要认真解决的

问题。检查的重点对象是：工业、交通、商业

企业中的盈利或亏损大户；所有中央和省、自

治区、直辖市一级的专业银行、保险公司、信

托投资公司、外贸公司和工贸公司；各级业务

主管部门；由中央财政开支的粮油、棉花加价

款；问题较多的集体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对实

行利润上交包干和承包责任制的部门和企业，
重点是检查擅自提价、涨价，滥发奖 金、实

物，以及虚增利润，压低亏损，骗取超承包收

入等违纪问题。对各级财税部门和执法机关的

违法乱纪行为，也要进行检查纠正。
项怀诚同志强调：在今年的大检查中，对

查出违纪行为的处理，要以《国务院关于1987

年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的通知》和《国务

院关于违反财政法规处罚的暂行规定》两个文

件为根据。他说，在前两年的大检查中对被查

出来的违纪问题，一般都没有深究有关领导和

当事人的责任，以致不能很好地吸取教训，改

进工作。今年一定要严格按照《暂行规定》办

理。特别是对在自查中隐匿不报而被检查组查

出来的问题，要没收其全部违纪收入，并按《暂

行规定》有关条款，处以罚款和必要的 行政

处分，对屡查屡犯，执法犯法的，更要从严处

理。他还说，在今年大检查结束以后，要从全

国参加大检查工作组和检查组的成员中选出一

批能够正确执行政策，敢于坚持原则，工作认真

负责，作出显著成绩的先进个人，由国务院大检

查办公室进行表彰。各级政府和中央部门也应

表扬一批在这次大检中表现突出的先进个人。

《当 代中 国 财政》

结 束 语

本书是当代中国36年财政史的忠实记录。
当代中国财政36年光辉而又曲折的战斗历

程，说明了什么呢？
当代中国财政36年的历史给我们以怎样的

启示呢？

当代中国财政36年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

和人民政府运用财政的分配、调节、监督等职能

作用，在贫穷落后的基点上，逐步建立社会主义

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并不断巩固和完善以公有

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历史；是讲究包括

生财、聚财、用财在内的理财之道，不断支持

和促进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并在这

个基础上尽可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

需要和文化生活需要的历史；是通过财政体制

自身改革和配合其他方面体制改革，不断促进

和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历史。
一句话，这是一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

理同一个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久的东方

大国的国情结合起来，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建

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财史和创业史。

一
回首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具有伟大

国际意义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冲破了帝国主义

的东方战线，令人欢欣鼓舞。但是，当时中国

的经济状况十分困难和落后。在广大农村，老

解放区仍然以个体经济为主；新解放区地主、

富农占有70—80%的土地。全国工业产值中，
民族资本占45%，工场、作坊和个体手工业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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