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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实行离任税务检查制度

许 可

笔者认为税务机关对企业领导、财会办税人员应

实行离任税务检查制度。其具体办法是：企业领导、财

会办税人员如有工作变动。应由企业于人员调动通知

发出后一定期限内（可规定为三日内），书面通知主管

税务机关，税务机关对以下方面进行离任税务检查：一

查企业领导、财会办税人员任职期间所在企业是否发

生偷、欠等涉税问题，二查企业领导、财会办税人员是

否有欠缴个人收入调节税等涉税问题，三查财会办税

人员分管的会计帐簿、纳税资料等是否悉数移交。税务

机关在检查后作出“离任税务检查处理通知单”一式四

份（其中一份由企业留存，一份由税务机关存入企业纳

税档案资料，一份存入被调动干部（职工）档案，一份抄

送被调动干部（职工）新的工作单位）。对经检查确有问

题的，要追查有关人员的责任，并由责任人将企业或其

个人所偷、欠税款及罚款、滞纳金等追缴或补缴入库，

并办理好有关税务移交事项后，被调动人员方可离任。

实行这一制度的作用和好处：一是有利于防止或

减少一些人借工作变动之机进行偷、欠税等违反税法

的活动。从而有助于堵塞税收漏洞，强化日常的税收征

管工作；二是促进企业领导、财会办税人员学习和咨询

税法，提高本企业及其个人依法纳税的主动性、自觉

性；三是有利于保证税收事项移交的规范化、连续性；

四是有利于企业和有关部门考核干部、职工执行税法

及有关财经法律、法规的情况；五是有利于工作单位对

新调进人员在原工作单位遵法守纪情况的掌握了解，

为用人单位提供用人参考依据。

意见与建议利用收费票据违纪问题不容忽视

陈发印  王党全

税务发票，财政罚没票据和行政事业性收费专用

票据虽然都是合法的原始凭证，但其使用范围不同。笔

者在财务检查时发现，一些单位故意利用收费票据偷

税漏税，截留财政收入。1、税务发票与收费票据混用。

行政事业单位的收费并不都是行政事业性收费，单位

举办盈利性的文化技术培训，发售专业资料，召开专业

性会议，进行咨询服务等，属经营创收活动。按规定应

使用税务发票，并依法纳税。但一些单位却使用不含税

的收费票据。偷税漏税。2、罚没票据与收费票据混用。

个别执法机关收取罚款时，使用收费票据或其他收据，

纳入单位业务收入或“小金库”，从而截留了国家财政

收入。3、行业专用收费票据与普通收费票据混用。某些

行业收费，如工商部门各种收费，环保部门排污费，交

通部门养路费等在管理上有特殊要求，应使用财政部

监制的行业专用收费票据。但个别单位为逃避上缴上

级主管单位分成，却使用普通收费票据。这些问题都属

违纪性质，建议有关单位注意对这些票据使用的审查。

意见与建议不能把利润就当做经济效益

尤泽鹏

经济效益是在合理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前提

下，人们在经济活动中获得的符合社会和人民需要的

成果与劳动消耗（物化劳动和活劳动消耗）之间的比

较。用公式表示即：

这一公式说明，取得的成果越大，消耗的劳动越

小，经济效益就越好；反之经济效益就越差。

而目前很多人，甚至一些报刊中的文章把利润等

同于经济效益，如“××企业获得了 200 万元的经济效

益”，“××企业取得了经济效益 300万元”。这种说法

不够准确，因为在正常情况下利润虽然也可以说明经

济效益好坏，但有时只看利润额就说明不了问题，因为

利润是绝对数，是“果”。而经济效益是相对数，是“率”。

经济效益是一种产出与投入、利润与资金、效用与费用

的比较。因而考核企业最好应用“经济效益”这一指标，

少用“利润”指标去考核，更不能把“利润”就误解为经

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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