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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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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款。江苏省某市一个制衣有限公司，对小规模纳税人

销货不开发票，隐瞒销售收入 263 万元，偷逃增值税 40

余万元；湖北省十堰市大检查中查出 15 户企业开具的

普通发票收入挂“往来”帐或直接转利润，少计销售收

入 380 余万元。

D、以货易货、自用商品及转让材料、销售废品不计

销售。有的企业开展以货易货贸易，将收入直接增加

“实收资本”，不计入销售收入；有的企业把“库存商品”

用于本企业基建项目和职工福利，不计销售收入；还有

的企业将转让材料和销售废品收入直接冲减成本或计

入营业外收入，逃避缴纳增值税。

企业所得税——国家财政收入流失的无形“漏洞”

在 172.3 亿元应交违纪金额中，企业所得税为

18.09 亿元，比上年同期统计数字增加了 7.61 亿元，增

长了 72.6%。偷漏企业所得税，主要是隐瞒应税所得

额，现择其三例：

A 、收入不计帐。偷漏企业所得税最常见的手法，

就是经营收入或其他收入不入帐，有的另立帐户、私存

私放或以个人名义存入小金库；有的存放下属单位或

投资单位；还有的企业收益长期体外循环，逃避纳税。

B、利用假发票、挤占成本，减少应交所得税。假发

票是最大的偷税黑洞，不但黑市上有出售套印税务章

的“卖票”生意，而且还有不少商业服务部门为招揽客

户与购货企业合谋作假，明明卖出的是提包、时装，发

票 上开的却是办公用品、工作服；卖出的是烟、酒、手

表、羊绒衫，发票上开的却是餐费；还有各种带有回扣

性质的服务业发票，票面开的数额大于实际支付的金

额，中间差额有的进了单位“小金库”，有的进了经办人

腰包。

C、收益长期挂“往来帐户”，逃避纳税。收益长期挂

“往来帐户”，也是较为常见的逃税手法，不少企业将各

种应税收益长期挂在“应收款”或“应付款”往来帐户，

不按规定结转收入，逃避纳税。

财税制度不完善、政策不配套，宣传滞后形成的

“漏斗”

A 、国有资产向“三产”转移，中央财政收入大量流

失。有些国有企业利用国有资产和资金办“三产，利用

国家的税收优惠政策，转移收入，逃避纳税，甚至把“三

产”作为企业的“小金库”，随意支用。

B、事业单位漏交企业所得税。根据《企业所得税暂

行条例》第三条规定：下列实行独立经济核算的企业或

者组织为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其中包括：有生产、经

营所得和其他所得的其他组织。但不少事业单位不知

道自己应该依法申报纳税，而且一些税务征收机关也

未将其列为征税对象。如去年大检查，在京抽查了五家

报社，共查补企业所得税 340.7 万元，倘若由此推断，

事业单位漏掉的税收显然更大。

C、企业集团统一纳税，大多数未足额缴纳税款。经

有关部门批准，一些企业集团实行总公司统一并表核

算缴纳企业所得税。这种纳税方式不利于对其进行财

政监督，一方面从集团总公司汇总的财务报表中，难以

看出并表单位各种数据是否真实、合规；另一方面集团

下属单位，特别是在外地的下属企业，由于在总公司统

一纳税，当地税务部门未将其纳入日常检查范围。因

此，从近二年财税大检查情况看，企业集团下属单位财

务管理混乱，漏交税款现象比较普遍，集团总公司大多

数未足额缴纳企业所得税。

D、不少企业未按权责发生制依法纳税

权责发生制是我国会计核算和缴纳税收的一般原

则，从大检查暴露出来的问题看，相当一部分企业未按

此原则进行会计核算和缴纳税款。不少企业单位经济

业务发生后，不按规定记帐、作“收入”，有的企业在“往

来”科目挂帐，有的企业索性不记帐，货款收回后，有的

企业调帐记“收入”，有的企业仍不作帐记“收入”，千方

百计推迟纳税时间，占压国家税款。

（二）

综上所述，“漏斗”形式尽管繁多，但大体有两类：

一是有意偷逃税收的真“漏斗”，二是由于改革措施不

配套，制度不完善形成的漏洞。因此，对“漏斗”问题，应

区别情况，采取不同措施予以综合治理。对前者，必须

严格执法，坚决堵住；对后者，则应通过深化改革，调整

政策，完善制度，来加以解决。

思考之一：加强税收法制宣传的力度

税，是企业和公民对国家应尽的义务。因为他们在

经济活动中消耗国家资源，享受社会服务，就应当为国

家承担相应的义务，这是责无旁贷的。但一些企业和公

民的纳税意识淡薄，不愿尽纳税义务，甚至把偷逃税当

作致富的捷径。如果大家都不自觉履行纳税义务，对于

应交的税，能拖就拖，能逃就逃，国家税收少了，国家机

器就无法正常运转，政府就无法调济贫富，就无法进行

公用设施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社会就不会安全和稳

定。因此，要把税收法制宣传，提到爱国主义和依法纳

税是公民义务的高度，认真抓，反复抓，并不断加强宣

传的深度、广度与力度。通过反复宣传，使大家明确，依

法纳税是每个经济细胞在公平合理的环境下经营竞

争，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保障。进而把国家依法征

税的强制性同企业公民依法纳税的自觉性紧密结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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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思考之二：净化执法环境，促进严格执法

有法必依，执法必严是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秉

公执法，必须有一个良好的执法环境。目前，一些地方

和部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他们擅自开口子，制定

“土政策”，不向或少向中央交税，藏富于企业，然后再

向企业摊派或集资，搞自己的项目，无视国家税法；执

法机关对违法单位的处理，大多罚款了事，以罚代纪、

以罚代刑现象十分普遍，有些违法户对经济处罚毫不

在乎，公然声称“罚吧！反正都是公款”；少数执法人员

殉私枉法，对查出的违法违纪问题，大事化小，小事化

了，甚至为被查单位出谋划策，逃避纳税；个别领导干

部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的现象也屡屡发生。因此，必须

把执法提到与立法工作同等重要的位置，净化执法环

境，首要的是树立并维护法律权威，把社会各方面及

社会成员的行为都纳入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使之

人人遵纪守法，依法办事；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要以

执法的公正严明来保护执法环境的纯净，不论领导干

部，还是平民百姓；不论大企业，还是个体经营者，都

应当做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违反国家法纪时，都

应当依法受到追究。只有这样，良好的执法环境才能

在有益的社会大环境中生成，一个保障法制运行的有

效机制才能逐步完善起来。

思考之三：建立高层次全方位财税监督体系

为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我国

财税监督体系必须实现历史性转变，即由低层次、单

项监督向高层次、全方位监督转变。

多少年来，我国财税监督主要是由执法监督部门

对企业单位进行自上而下的低层次单项监督，实践证

明，这种监督形式缺乏对执法监督部门执法公证性的

制约，从而出现各种执法不严、违法不纠以及少数执

法人员渎职堕落、以至走向经济犯罪等不良现象。因

此，建立高层次、全方位的财税监督体系刻不容缓。这

一监督体系应具有监督层次高，监督主体明确和监督

范围多元化，制约性较强等特点，其内涵应该由以往

仅对企业单位执行财经法令，缴纳税收情况进行检查

监督，扩展到对财政、税务部门执法情况进行监督、检

查以及对社会中介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是否依法履

行职责的监督等。通过强化监督体系内各监督主体相

互间制约功能，来约束和纠正执法监督中存在的偏差

和越轨行为，增强执法和履行社会中介职责的透明

度，使人民群众的意志充分体现在立法和执法的全部

过程中。

责任编辑  袁 庚

理财广场

突出三全一严  新钢成本管理

大改观

新余钢铁有限公 司总经理办公 室

围绕学习邯钢经验，我们新余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我们的体会是：成本管理工作要

突出地抓好“三全一严”，即全员全过程全方位地抓成

本管理，严格实行成本否决权。根据这个思路，今年以

来，我们在上游产品持续涨价、钢材销价大幅滑落、资

金供给极度紧张、原料供应频频告急的困难形势下，保

持了公司队伍稳定、生活稳定和经营秩序稳定，逐步扭

转了生产经营被动局面。1 至 7 月份，实现利税 6 167

万元；可比产品成本总额比上年同期下降 4 980 万元，

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一）坚持全员抓成本管理

成本管理工作要落到实处，必须将全体员工都动

员起来，真正做到全员重视成本，全员抓成本。为此，我

们首先抓宣传发动，统一全员思想，提高全体员工抓成

本的自觉性和积极性。我们加强了成本与市场、成本与

效益、成本与产品竞争力、成本与员工实惠等方面的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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