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检查

财政部长谈大检查
本刊记者

本刊讯 记者从前不久召开的全国税收财务物价

大检查工作会议上获悉，从 1985 年开始的全国税收财

务物价大检查，到 1994 年底，全国累计查出各种违法

违纪金额 1 383 亿元，上交财政 925 亿元。这是一组了

不起的数字，不仅对严肃财经纪律，防止国家财政收入

流失，平衡财政收支，强化财政管理起了重要作用，而

且对确保财税改革的健康运行，促进经济发展，推动廉

政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根据国务院的部署，1995 年

的全国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已经开始。召开这次会议，

旨在总结交流几年来大检查工作成绩与经验，学习贯

彻全国财政工作会议精神和《国务院关于开展 1995 年

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的通知》文件规定，部署和安排今

年的大检查工作。

提高对大检查必要性的认识是搞好大检查的重要

前提。对此，财政部副部长张佑才作了深刻分析。他认

为，继续开展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是改革、发展和稳定

的需要。提醒我们，由于一些地区、部门、单位和个人纳

税意识不强，法制观念淡薄，监督工作乏力，财经纪律

松弛，加上有些规章制度不够配套和完善等原因，目前

经济领域中各种违法违纪行为仍很普遍，有的还相当

严重。特别是一些单位和个人乘财税改革之机，巧立名

目，采取各种非法手段偷税漏税，逃税骗税，侵占和截

留国家收入等现象，仍然时有发生、屡见不鲜，严重干

扰了财税改革的顺利实施，危害了国家和群众的利益，

破坏了正常的财税秩序，影响了社会稳定。有鉴于此，

在全国范围内继续开展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势在必

行，非搞不可。

实践证明，开展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和加强日常

性的财税监督，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 下强化财

税监督的有效形式，二者互相促进，互为补充，相辅相

成，不可偏废。特别是在目前一些地区、部门和单位纳

税意识和法制观念不强，各种违反财经法纪的行为比

较普遍的状况下，强化财税监督检查，必须“双管齐

下”：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各个职能监督部门和社会中介

机构的作用，不断加强日常的监督检查；另一方面还要

继续坚持搞好一年一度的集中性的大检查，两种形式

同时并举，才能有效地遏制各种违反财经法纪行为的

产生和蔓延。强化日常性的监督检查固然重要，大检查

的作用也不可忽视。由于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具有时

间集中，权威性强，涉及面广，震慑力大的特点，在某种

程度上说，甚至还可以起到其他监督检查所难以起到

的作用，这是大家公认的。我们不妨想 一想，如果去年

不搞大检查，不通过检查严肃处理并打击那些偷逃增

值税、消费税等违法违纪行为，我们的税制改革和分税

制财政体制改革就不可能那样迅速落实到位，就不可

能那样顺利地实现平稳过渡，就不可能在当年就取得

明显成效；如果去年不搞大检查，不通过检查把流失掉

的 170 多亿元的违纪收入追回国库，实现财政预算平

衡就有可能受阻，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和廉政建设就要

受到冲击，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说，继续开展大检查

是改革、发展、稳定的需要，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需要，是严肃财经法纪，加强宏观调控，增加财政收

入，确保国家预算平衡的需要，是加强廉政建设，推进

反腐败 斗争的需要，意义深远，作用很大，切不可有丝

毫放松。

关于今年如何抓好大检查工作，财政部部长刘仲

藜提出了如下几点要求：

第一，要进一步提高对大检查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大检查已经连续搞了 10 年，它的许多做法基本上被社

会各界所接受。实践证明，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大

检查对维护经济秩序是有效的和必需的。在完备的财

税监督体系和机制尚未建立起来之前，这种作法必须

坚持下去。但目前，仍有一些同志对大检查不很理解，

加上开展大检查又是一项检查人、处理人、得罪人的工

作，有些同志难免存在 一些厌战思想和畏难情绪。这个

问题不解决，将影响大检查的顺利进行。为此，各地区、

各部门必须有充分思想准备，并采取各种措施，做好各

方面的工作。各地区、各部门要尽快根据国务院《通知》

精神，结合各自实际，提出具体的贯彻实施意见和方

案，连同国务院《通知》一并转发下去，将今年的大检查

工作尽快开展起来。要通过各种新闻渠道，向企业单位

和广大人民群众反复宣传《通知》中的各项规定，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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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大检查的重要意义和作用；要反复宣传大检查的

各项政策规定，把政策交给群众，同时，要做好企业单

位领导和职工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解除他们的思想

顾虑，争取他们的配合和支持，引导他们主动地自查自

纠，把各种违纪行为解决在自查之中。

第二，要集中全力搞好今年的大检查工作。开展

1995 年大检查是党中央、国务院作为促进改革开放和

经济发展，推动反腐败斗争深入进行的一项重要措施

提出来的，国务院专门发了《通知》，财政部还会同有关

部门相应制定了几个配套的制度、办法和文件。希望各

地区、各部门严格按照国务院《通知》和有关文件规定，

切实把今年大检查工作抓紧抓好，抓出成效。为了确保

今年大检查的质量与效果，各地区、各部门务必把乘财

税改革之机，采取各种非法手段，偷逃增值税和消费

税，擅自降低所得税税率，扩大税收优惠范围，随意减

税免税，隐匿、截留财政收入，非法转移国有资财等违

反财经法纪行为作为大检查的重中之重，认真查深查

透，并依法进行严肃处理。

为了保证今年的大检查工作取得更大成效，各地

区、各部门要特别注意做到“三严一结合”：一是检查要

严。把财税体制改革和物价改革中出现各种违反财经

纪律的问题作为重点中的重点，花大力气、下苦功夫认

真进行检查，并力求查深查透。国务院《通知》中明确的

其他重点问题，也要一查到底，不能蜻蜓点水，草率收

兵。这是维护大局的需要，务必把它搞好。二是处理要

严。对于查出来的违法违纪问题，一定要依法严肃处

理，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特别是对那些

私自印制、贩卖、使用假增值税发票，以及采取其他非

法手段，偷逃同税、骗取出口退税、截留收入、牟取私

利、贪赃枉法等严重违纪行为，一定要从严处理，不能

手软。三是收缴违纪款项要严。对查出来的各种应交违

纪资金，必须及时足额地全部收缴入库，该交中央的交

中央，该交地方的交地方，不得混库，更不能拖延不交

或少交免交，如有拒不交库的，由银行依法划款扣缴。

如果我们对那些在财税物价改革中出现的违法违纪问

题，特别是对那些性质严重，情节恶劣的重大违法违纪

案件，不严格检查，不严肃处理，不按规定如数收缴其

违法违纪收入和处以罚款，不仅不足以震慑违法违纪

者，使他们吸取教训，幡然改过，而且还会严重影响财

税改革和其他经济改革措施的顺利实施和深入推进，

对此，决不能掉以轻心。四是要把检查与治理有机地结

合起来。要从根本上消除社会上存在的各种违法违纪

问题，光靠大检查和专项检查是难以完全做到的，必须

在搞好大检查和专项检查的同时，强化综合治理工作。

为此，各地区、各部门的财政监督机构和大检查办公室

及其派出的检查组，都要主动向有关部门提出完善财

经制度的建议，并督促他们及时改进；帮助企业和单位

规范财务管理，建立健全财务制度，强化内部约束机

制，把监督与服务、检查与治理、治标与治本紧密结合

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达到严肃财经纪律的目

的。

第三，要继续做好各项日常性的专项检查工作。各

级审计部门、物价部门、财政监督机构和大检查办公

室，除了在大检查期间内，集中全力搞好大检查工作

外，还要在国家计委、审计署、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和

地方政府的统一安排下，选择一些影响较大的带有倾

向性的热点问题，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安排一些

日常性专项检查工作，并切实把它做好。财政部派驻各

地财政监察专员办事机构，在参加大检查的同时，要继

续做好监交、催收中央财政专项收入、审查中央企业决

算、开展中央预算收入对帐等日常的监督管理工作。同

时，要积极配合有关司局，选择一些重点问题开展专项

检查，既要满足监督检查工作需要，又不要把战线拉得

太长，重在增强检查深度和力度，确保检查取得实效。

各级财政监督机构和大检查办公室以及财政部派驻各

地的专员办，在布置工作时，要统筹规划，妥善安排，做

到大检查和专项检查工作两不误，以利于把大检查逐

步过渡到以日常监督检查为主创造条件。

第四，要大力加强队伍建设，不断提高执法水平。

搞好财政监督检查和大检查工作的前提，是要培养一

支精干、高效、廉洁的财政监督检查干部队伍。从总体

上说，各级财政监督和大检查人员的政治业务素质是

好的和比较好的，作风也比较过硬。他们兢兢业业，任

劳任怨，勇于开拓，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是

值得称道的。但也确有少数人政治素质较差，政策水平

较低，在查处违法违纪问题时不能严格执法，有的甚至

执法犯法，影响很坏。这个问题要引起我们的重视。我

们的财政监督检查人员，处在财政监督检查第一线，是

代表政府行使监督检查职权的。如果我们的政策水平

不高，思想作风不正，财经业务不熟，该查处的不查处，

该收缴的不收缴，该罚款的不罚款，该处分的不处分，

不仅会严重影响执法检查质量，而且也有损于政府和

监督检查人员的形象。因此，各地区、各部门在今后财

政监督和大检查工作中务必把加强自身素质培养和提

高摆到突出位置来抓：（1）要采取多种形式对现有的监

督检查干部进行培训，提出严格要求，加强教育和管

理，不断提高他们的政治素质、业务技能和执法水平。

（2）要不断充实人员。特别是要尽量多地把一些政治业

中
国
财
政
出
版
社



务素质高、懂业务、会查帐，具有中等以上会计（经济）

技术职称的干部，吸收到财政监督检查机构中来，以

利于开展工作。（3）要研究制定必要的管理制度和内

部约束机制，规范监督检查人员的行为，防止失职、渎

职行为的发生。（4）要坚持不懈地搞好队伍的廉政建

设。所有参加财政监督和大检查的人员，都要认真贯

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和财政部有关廉政建设和反腐

败斗争的各项规定，率先做勤政廉洁的模范，自觉地

做到不吃请、不受礼，秉公执法，不徇私情，不以权谋

私。如发现有执法人员失职、渎职和违法乱纪行为的，

一定要按规定严肃处理。

第五，切实加强对大检查工作的领导。为了保证

这次大检查工作搞得更加扎实有效，地方各级政府和

国务院各部门都要切实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都要

建立健全大检查领导小组，并指定一名主要领导负责

抓这项工作。各级财政、国税、地税、审计、物价、工商

行政管理和经济主管部门以及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事

务所等是开展大检查的主力军，除了坚持做好日常工

作外，都要全力参加大检查；各级大检查办公室是组

织实施大检查工作的具体办事机构，一定要在当地政

府的统一领导下，按照国务院《通知》和有关文件规

定，切实加强同有关部门的联系协商，努力做好组织

协调工作，迅速把方方面面的力量组织起来投入大检

查，互相支持，密切配合，共同完成国务院赋予大检查

的各项工作任务。

在这次会议上，财政部纪检组长金莲淑也讲了

话，对今年大检查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了明确。她评

价这次会议是团结鼓劲的会议，对搞好今年大检查必

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从大检查看中央财政

收入流失
赵险峰

（一）

近些年来，国家财政始终为一种久治不愈的社会

顽症所困绕，即国家财政收入通过各种不正当的渠道

漏入企业单位和个人口袋，漏斗的形式之多，漏掉的资

金数额之大，令人吃惊。仅从 1985 年起开展的一年 一

度的全国财税大检查，截止 1993 年底就为国家挽回流

失的财政资金 749 亿元。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

化，财税立法驶入“快车道”，社会各界对“两则、两制”

和新税法实施以来，“漏斗”现象是否有了根本好转尤

为关注。据有关部门统计，1994 年到 1995 年 1 月底全

国财税大检查共查出应 上交财政违纪金额 172.3 亿

元，比 1993 年增加了 64.37 亿元，增长 了 59.62%。但

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实际上国家每年流失的财政收

入何止 172.3 亿元？究竟是何原因形成越来越多的“漏

斗”，请看形式纷繁的“漏斗”现象：

增值税——税收流失的最大“漏斗”

在 172.3 亿元应交财政违纪金额中，增值税数额

最大，达 61.17 亿元，占 35.5% 。一些违法分子偷逃增

值税手法之恶劣，数额之大，令人瞠目。

A 、虚开、代开倒卖增值税专用发票

四 川省某一地区机电设备公司经理，去年三次携

带空白增值税 专用发票 250 套，到广州做“票”生意，大

部分专用发票联和抵扣联不填开，撕下交给买主自己

开。该公司按开票金额 1%提取手续费，而该经理则按

开票金额 1%收取“辛苦费”，到检查时，已虚开金 额

2.16 亿元、税款 3 685 万元，收取了开票手续费 17 万

余元。

B、弄虚作假、内外勾结、骗取出口退税。一些不法

分子拉拢串通外贸企业搞假出口，明明未出口或少 量

出口，却虚报大量出口；明明出口的是退税率低的产

品，却谎报退税率高的产品。

C 、销售不开发票或普通发票不计销售，隐瞒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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