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投产后的税前利润还贷，不能 随 意 扩 大范

围，堵住了扩大税 前 还 贷的口子。1982年以

来，他们对五家集体所有制企业的一般性设备

贷款，都与企业签订了纳税鉴定，坚持按照税

收政策规定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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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打击经济犯罪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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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阳江县税务部门，一年多来，通过

清查发货票，发现问题，提供线索，配合有关

部门破获了数十起经济犯罪案件。其中万元以

上的大案15起，有的案犯已逮捕法办，追补入

库的税款有20多万元，还没收了 一 批 走 私物

资，有力地打击了经济领域中的 严 重 犯 罪活

动。
同检察机关密切配合，联合行动。阳江县

税务部门在征管工作中发现，许多经济犯罪案

件往往同发货票管理上的漏洞有关。他们配合

检察机关，共同深入企业单位，从清查发货票

入手，发现了不少问题。例如，他们通过清查

发货票，查出了一个以兽医站党支部书记为首

的12人走私贩私集团，这个集团向银行贷款1.5
万元，非法套购走私手表1，100只，使用兽医站

的发货票，转手销售，金额达11万多元。在调

查这个案件的同时，又发现了一个走私惯犯，
盗窃了供销社发货票14份；一个综合商店的职

工，盗窃了供销社发货票12份，都是用来销售

走私手表，销售金额20多万 元。通 过 这 些工

作，给干部、职工以很大的启发和教育，使大

家看到了管好发货票的重要作用，认识到清理

整顿发货票的必要，许多税务人员和检察机关

的同志表示要更好地配合，共同开展打击经济

领域中犯罪的斗争。
突破重点，打开局面。据群众反映，儒洞

公社有个新办的“福利工厂”，一无资金，二

无设备，却做的是大宗生意。县税务局组织了

一个检查小组，由一位副局长带队深入企业查

帐查票，在检察机关的配合支持下，弄清了这

个“福利工厂”是由六个小商 贩 和几 个“飞

天”采购员搞起来的。他们用骗来的证明、发

票和银行帐号，与外县一个外贸公司签订了松

香购销合同145万元，从事买空卖空 活 动。又

利用外贸公司预付的部分货款作为周转资金，
搞商业投机生意54万元，偷漏税款 5 万多元。
通过这次检查，除补税罚款 3 万多元外，并已

交有关部门依法处理。突破这一户，影响一大

片，许多商贩纷纷到税务机关坦白交代经济上

的违法行为，有的主动上门补交偷漏的税款。
归纳清查发货票中发现的问题，推动企业

自查。阳江县税务局把清查发票 中 发 现的问

题，综合整理，归 纳为 七 种 类型，并通报全

县，以防止发生类似问题。
一是盗窃发票，私刻公章。有个运输社盗

窃了水产站等单位的发货票60份，私刻这些单

位的业务公章三颗，拿到广州搞咸鱼、海味等

的投机活动，营业 额 达22万多 元，偷漏 税款

1.3万多元。
二是挪用发票，搞违法经营。查处了一个

国营农场的副科长挪用农场的发货票，去搞桐

油、肥料等投机买卖，获暴利9，687元。
三是买卖发票，偷税漏税。有个爆竹厂，

以高价收买盗窃来的空白发货票，用于销售本

厂的鞭炮，偷漏工商税3.6万多元。

四是偷印发票。有个公社运输组，伙同印

刷厂个别职工，偷印发货票10本，被税务所发

现收缴，并处以罚款。

五是代开发票，包庇偷税。查获一个公社

的企业办公室，为人代开发票63份，金额27万

多元，索取 3 %的手续费，得 款8，100元，包

庇偷漏的税款达207万元。
六是非法使用已作废的旧发票。一个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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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加工厂，使用本厂已作废的旧发票，销售

米酒 2 万多斤，偷漏酒税4，500元。
七是内外勾结，贪污受贿。有个信用社会

计和大队支书合伙经商，贿赂税所干部提供发

票40份，销货金额18万多元，偷漏 税 款2.2万

多元。

健全制度，加强管理。在清理发货票的基

础上，阳江县税务部门报请县人民政府发出布

告，重申发货票管理规定，从四个主要环节上

加强管理：一是健全发货票的印制管理，对国

营企业申请印制发货票，严格审批登记制度，

并对印刷厂加强管理；二是健全发货票领用销

存制度，对集体企业申请领购的发货票，由税

务机关指定专人登记、审查、供应，税务机关

和集体企业单位，都要按月报送发货票领用、

结存报表；三是建立和健全发货票定期清点制

度，发现问题，及时查处；四是把发货票的管

理工作列为税务专管员的职责范围，专管员要

在日常管户工作中，把企业单位的发货票管起

来，防止漏洞，杜绝流弊。

全国重点中等财政（经）专业学校简介（一）

福建省财经学校  云南省财经学校

财政部人事教育司教育二 处

福建省财经学校
福建省财经学校是一所全国重点中 等财经专业学

校，座落于厦门市集美镇。学校的前身是原私立集美

商业学校，是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创建的。始创

于1920年 8 月，迄今已有62年历史。解放后，1952年

改名为私立集美财经学校。后经几次调整，1964年改

为福建省财经学校，由省财政厅主管。

“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中，学 校 共 毕 业学生

2，645名，为解放 前 29 年 的 3 倍多。1970年初被迫

停办。1973年恢复招生。复校以来， 共毕业中专学生

2，151名，并举办了各种形式的 干 训班35期，培训干

部2，892名，为全省财经部门输送了大 批的专业人材。

学校校园占 地77，000多 平 方 米，建 筑 面 积达

21，400多平方米。学校现在招收高中 毕业生，学制二

年。现设有工业企业财务会计、财政、税收、基建财

务与信用、银行五个专业。为了适应经济特区建设的

需要， 1982年秋季招收第一批对外财务与会计专业学

生。从1982年起，学校每年招生600人，在校学生达

1，200人。现有教职员工185名，其中讲师19名。

云南省财经学校
云南省财经学校，由云南省财政厅 领导。1981年

经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中等财经专业学校。学校的

前身为昆华高级商业职业学校。解放后曾改名为昆明

商业学校、昆明商业技术学校、云南省财经学 校等。

“文化革命”期间曾一度停办， 1971年复校。

学校校园面积97亩，建筑面积10，589平方米。 31

年来，学校为国家培养了上万名财经专业人 材。学校

现设有工业企业财务会计、财政、税务、民族税务、

基建财务与信用等五个专业。招 生 对 象 为 高中毕业

生，学制 2 年。现 有 在 校学 生800人，教职员工178

人，其中讲师15人。

自1974年以来，学校先后自编了 《 语文》 、 《 数

学》 、 《政治经济学》 、《 哲学》 、 《 工业会计》 、

《 工业计划》 、 《 统计》 、 《 财政基 础知识》 、 《 预

算会计》 、 《 银行会计》 、 《 工商企业财务》 、 《 珠

算》 、 《 应用文》 、 《 银行基础知识》 、 《 工程与预

算》 等15种教材。同时还编写了珠算习题、工业会计

作业试题集、书法浅识等辅助教材和参考 资料，保证

了教学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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