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强财政监督  严肃财经纪律
防 患 于 未 然

——浅谈维护财经纪律

刘国良  曹海林

近几年，由于各级党、政部门认真整顿财

经纪律，形势大有好转。但是有一些地方、部

门和单位，违反财经纪律的问题还相当严重。
有的擅自改变国家规定，挖走国家财政收入；

有的化大公为小公，变相截留应当上缴给国家

的税款和利润；有的乱挤乱摊企业成本费用，
抽调生产资金，搞计划外基本建设；有的随意

扩大开支范围，大搞吃喝招待，挥霍浪费，
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了国家财政

收入，破坏了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侵蚀

了我们的革命队伍，阻碍了四个现代化建设的

步伐。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维护财经纪律，已

经成为当前刻不容缓的一项重要任务。那么，
怎样使违反财经纪律的问题少发生或不发生

呢？我们认为，防患于未然十分重要，即把违

反财经纪律的问题消灭于萌芽之中。为了更好

地说明问题，有必要先对违反财经纪律的原

因，做一下简略的分析：

一、“四人帮” 的余毒未尽，遵纪守法观

念淡薄。在“四人帮”横行时期，许多合理的

财经制度、规定，被扣上“管、卡、压”的罪

名，打入冷宫。什么“需要就是计划”、“合理

就是合法”等论调到处泛滥。粉碎“四人帮”

以后，这些莫须有的罪名虽已除去，这些反动

论调虽经多次批判，但其余毒在一部分人的头

脑中仍有残存，遵纪守法的观念对一些人来说

仍十分淡薄。一些同志至今还认为，“财经纪

律框框太死”，“搞建设、办事业，方向是正确

的，违反点财经纪律不算啥。”在这种思想支配

下，一些人不受纪律约束，自认为是需要的就

做，自认为是合理的就干，使违反财经纪律的

问题不断发生。特别是某些地方、部门和单位

的领导者，对这些问题不仅不管，反而放纵、

包庇，有的竟带头违犯，甚至对财会人员坚持

财经纪律的正当行为，进行打击报复，这是一

种值得注意的倾向。
二、领导机关侵犯企业自主权，迫使企业

违反财经纪律。多年来，确有这样一种不正常

情况：一些领导机关任意侵犯企业自主权，向

企业摊派和抽调资金，把本来应当由企业支配

使用的资金调走，迫使企业乱挤成本费用，或

者截留国家利润、税款。这方面情况的发生，
企业当然有一定责任，但主要责任应由领导机

关来负。
三、财经制度、规定不完善，有 可乘之

机。建国三十年来，虽然颁发了不少财经制度

和规定，但至今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简便易

行的财经法规。有些制度十分繁琐，不便执行，
有的制度虽有条例，但无细则，有的制度明显

不合理，群众失去信赖，有些规定还是二、三

十年前制订的，与现在的情况出入较大。还有

新的情况已经出现，但新的制度没 有 及时颁

布，使下面无可遵循。财经制度、规定的某些

不完善，给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造成可乘之

机。土政策、土制度、土规定屡屡出现，违反

财经纪律的问题不断发生。
违反财经纪律的原因，当然不仅仅是以上

这些。但这是主要的几点，抓住了这几点，也

就把握了问题的症结所在。“病因”找到了，
下一步就该对症下药了。为了更好地维护财经

纪律，真正实现防患于未然，我们认为：
第一，要广泛深入地开展宣传教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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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人们遵纪守法的自觉性。根据当前一些人

头脑中残存“四人帮”余毒，遵纪守法观念淡

薄的情况，当前要继续深入地批判“四人帮”在

财经战线上散布的种种谬论，彻底肃清其余毒

和影响。要通过各种形式，对广大干部、群众

进行遵纪守法的宣传和教育，使人们真正从思

想上认清违反财经纪律对于革命事业的严重危

害，认清维护财经纪律对于加快四个现代化建

设的重要意义。使人们知道，什么是遵守财经

纪律，什么是违反财经纪律。知道违犯了哪一

条，应该受到什么处分。知道怎样依照制度、
规定，同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做斗争。从而，
提高广大干部、群众遵守财经纪律的自觉性。
在对广大干部、群众的宣传教育中，突出地宣

传、表彰模范遵守财经纪律的单位和个人是十

分必要的。因为榜样的力量和影响会起到极大

的作用和效果，这是已被实践所证明了的一条

成功经验。
第二，各级领导机关和各级领导干部应当

带头遵守财经纪律，严禁侵犯企业自主权。我

们的财经制度、规定，是具有严肃性、强制性

和统一性的。遵守财经纪律对任何单位和个人

都没有例外。各级领导机关是国家政策、法令

的执行机关和社会的“公仆”；各级领导干部

是群众的带头人和人民的勤务员。领导机关和

领导干部只有带头遵守财经纪律的义务，决没

有违反财经纪律的权利。“上有所好，下必效

焉。”如果各级领导机关能自觉尊重企业 自主

权；能带头遵守财经纪律，那么，目前存在的

一些歪风邪气一定会迅速扭转，我们的财经制

度、规定一定能够维护好。
第三，完善财经制度和规定，堵塞各种漏

洞。鉴于我国现行财经制度、规定不完善的情

况，当前应抓紧对原有财经制度、规定作必要

的补充和修订。对于那些比较繁琐又不便执行

的制度应尽量简化；对于那些确实不合理的规

定应予废除；对于那些与现实情况出入较大的

老制度、老规定应予修改；由于新情况的出

现，而没有及时制定出新制度、新规定的，应

及早给予制定。尽快颁布一套较为完整的、 简

便易行的财经法规，并相应规定若干实施细则

（违反哪条哪款，应当受到什么处分，最好予

以注明），以便于广大财会人员和干部、群众

掌握。新的财经法规一经颁布，便应具有法的

效力（除颁布者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

解释或修订）。这些法规一旦受到触犯，便依

违犯程度和情节轻重，追究纪律或法律责任。
林彪、“四人帮”十年来的干扰破坏是严

重的，违反财经纪律的问题也是十分复杂的，
绝非靠行政手段所能迅速扭转。我们必须广泛

深入地开展遵纪守法宣传、教育，不断提高和

增强遵守财经纪律的观念，形成一个人人遵守

财经纪律，人人维护财经纪律的局面。我们欣

喜地看到，在粉碎“四人帮”后的 短短几年

内，各条战线迅速走向大治，形势越来越好。
我们相信，在中央和各级党、政部门的领导和

重视下，经过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财

经纪律一定会得到很好地维护，四个现代化建

设的步伐一定会大大加快。

小辞典  二则
小辞典

【小商品经济与资本

主义经济中的 竞 争】 在

私有制条件下商品生 产者

之间争夺经济利益的斗争。
小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都是以私有制为基础

的商品经济，在这两种商品经济中，都存在着竞争。但

它们之间的竞争具有不同的性质和特点。小商品生产者

以个体劳动为主，他们为了交换自己所需要的商品而进

行竞争。他们拥有的生产资料有限，生产规模较小，竞

争的规模不大。但他们之间的竞争会使他们两极分化：

使大多数小商品生产者破产，变成无产者；而极少数人

则发财致富，变成资产者。资本主义商品经营者是榨取

剩余价值的资本家，他们竞争的目的是为了争夺市场、
原料和投资场所，归根结底是为了争夺利润。在竞争中

大企业凭借经济上的优势，按“大鱼吃小鱼”的原则，
“打败落后者以确立自己的统治”（《斯大林全集》第

12卷第99页）。所以，竞争具有普遍性和剧烈性。
垄断前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特征是自由竞争。在这

个阶段，资本可以在各企业或各部门间自由转移，竞争

迫使资本家不断地改进生产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加

强对工人的剥削，来增强竞争能力。竞争分为部门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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