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强财政监督  严格财经纪律

《财政》评论员

加强财政监督，严格财经纪律，是相辅相成的两件事。抓好这两件事，对于打好实现四 个现

代化的第一战役，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 高的方针，有着重要的现 实意义。

（一）

华国锋同志在五届人大二次 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建立 和完善包括监督制度在内

的各项 制度，以 防止 我们的干部从人民公 仆变成骑在人民头上 的老爷。财政监督是国家整个监督

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同党政监督机关不同之处在于，财政监督是通过组织社会产品分配的客

观过程中的监督，是通过财政业务活动和日常管理中的监督。或者说，财政监督是寓监督于服务

和促 进之中，监督是为 了更好地服务和促进。
财政监督可以 表现 为事先、事中和事后，是大量的经常的随时随地发生的，运用得好，它是

一种十分有效的监督形式。比如，办工厂，搞建设以 及其他各项事业，都要有一定的资金，都要

编报事业计划和收 支预算。财政部门在汇总和审查计划和预算的过程中，要看收 入是否积极可靠，
支出是否宽打窄用，是否符合国家计划和国家政策的要求，等等。这种事先监督具有“防患于未

然”，从全局进行综合平衡的作用。又如，计划和预算成立以 后，收 入要定期上缴，支出要按时拨

给，而且 各单位要按规定报送会计报表。在预算执行过程中的监督，既比较灵敏，又比较准确。
这里，事情办得好或者办得不好，硬碰硬的数字是铁面无私的见证人。你说你的企业办得好，为

什么应当上缴的利润不能及时足 额地上缴呢？你说你办事很节约，为什么事业办得不多而经费反

而超支呢？一切重大的经济活动和业务活 动，都躲不开财政监督这面镜子。面对这面镜子，一切

空话、大话都是无用的，要凭硬碰硬的钱的数目字。一切办事拖沓、不讲效率、不按客观经济规

律办事的官僚主义的真面目，都会在这面镜子里反映出来。所以，有的同志说，监督，首先就是

反映。从一定意义上说，善于监督，就是要善于反映。当然，财政的监督也 有它的局限性，往往

只是提出问题，还不能回 答为什么会这样和怎样解决它。但是提出 了问题，就 有征兆可寻，有端

倪可察，可以 帮助我们去调查研究，进一步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再如，年度终了，要报决算。
决算不但报花了多少钱，手续是否完备，更重要是要检查效果。这一般属于事后监督。但通过检

查，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从对今后改进工作来说，又是一种事先监督。
社会主义社会存在财政监督，是一种客观必然性，而不是人们主观上想要不想要或喜欢不喜

欢监督的问题。列宁曾指出：“统计和监督是把共产主义 第一阶段‘安排好’并使它能正 确地进行工

作所必需的主要条件。”（《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第四 百六十页），列宁把 “由国家

实行统计和监督的思想灌输到群众的意识中去”，看作“是一个社会主义自觉性反对资本主义无政

府主义自发势力的斗争”。他说：“在产品 的生产与分配上不报告不审核的情形，这便是断送刚开始

的社会主义事业，这便是盗窃国库（因为现在一切财产都是属于国库的，而 国库就是苏维埃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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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大多数劳动群众的政权）”。（《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二 百 三十二

页），随着经济管理体制和财政体制的改革，随着财权的适当下放，财政监督不是可以 削弱，而是

必须加强。

（二）

加强财政监督，一条重要任务就是同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作不调和的斗争。财经纪律是根据

国家的财政经济政策，明确规定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划清界限。它是正确执行财政经济政策

和合理进行分配和再分配的保证。“加强纪律性，革命无 不胜”。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没有监督

不行，没有纪律也是不行的。
粉碎“四 人帮”两年多来，党中央、国务院针对林彪、“四 人帮”十年严重破坏，财政监督削

弱，财经纪律松弛的状况，十分重视加强财政监督和财经纪律的工作。一九七 七 年，国务院、中

央军委严肃处理 了辽宁省旅大市严重违反财经纪律的事件；一九七八年，党中央、国务院 又严肃

处理 了河南省驻马店地区严重违法乱纪的事件，大大伸张 了 革命正气。广大群众对此拍手叫好。

从那时以 来，许多地区、部门和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努力加强财政监督，整顿财经 纪律，作出 了

很大的贡献。
但是，尽管如此，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仍然对中央指示和国家法令置若罔闻，自行其是，

违反财经纪律的现象继续有所发生。手段 多种多样，这里不妨列举几 点。
“化、挤、占、摊”，挖国家收入。“化”，就是化预算内企业为预算外企业，把 赚钱的放到预算

外，自己使 用，把赔钱的放到预算内，由国家补贴；化全民所有制企业为集体所有制企业，或者

把企业的车间、设备无偿地转为集体经营，只缴税不缴 利，有的连税也 没交。“挤”，就是把 不属于

成本开支范围的支出都挤进企业成本，挤不进成本的就 挤进 “营业外支出”。“占”，就是资金周转

不过来占用应当上 交的利润和税款，或者有法不依，擅自决定减税免税。“摊”，就 是摊派各种款项，

什么人防工程、教育经费、兴修水利，……无不都在企业的身上打主意。这是第一种。
弄虚作假，转移国家资金。把已经缴入国库的税款和利润擅自退库，一退就是几 十万、百把

万、上千万，或者预算内的资金转到预算外，另立 “小 钱柜”，成 了搞铺张浪费的 “防空洞”。这是

第二种。
口 头上承认基建战线长，行动上 则是 “你长我不长”，或者 “说 起来长，砍起来痛”。计划内的

基建明减暗不减，上土建，甩设备，拖欠贷款，逼着财政“擦屁股”。计划外的基建，你说你的，

我搞我的，继续乱拉各种资金，甚至挪用银行信 贷资金和企业流动资金去搞基本建设。这是第三

种。
越权行事，随便开口 子，提 高开支标准，扩大奖金和补助 发放的范围。你 不是说 要办好事，

关心群众利益吗，我就 先下手为强，造成既成事实。有的地方和部门擅 自决定 给企业职工发岗位

津贴，给农村社队干部发生活补助 费。直至国务院发出通知 之后，有的仍听之任之，无 动 于衷，
不作纠正。这是第四 种。

摆阔气，讲排场，请客送礼，挥霍浪费，慷国家之慨。一个时期，从生产领域到非生产领域，

从国内工作到对外活动，从地方到军队，挥霍浪费成风。各种节日、送往迎来、搞协作关系、召

开会议 等等，都可以 成为请客送礼，大吃大喝的 “借 口 ”。有的甚至发展到私分国 家物资，生产什

么送什么，销售什么送什么，以 物揽权，以 权谋私。这是第五 种。
还有其它一些手法，不一一列举。
发生以 上问题，有的是由于不熟悉国家法令 制度而乱点头造成的，更多的则是本位 主义作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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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知故犯。违反财经纪律的人，有一般干部，也 有领导干部，而关键在于领导。在有些领导干部

的头脑里，不是把国 家政策法令放在第一位，实行 “依法治财”，而是把个人放在国家政策法令之

上，搞 “依人治财”，自己说 了算。不管他们 主观愿望如 何，客观上 起着一种损害国家的全局利益，

冲击和破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作用。不知 这些同志有没有想到：把应当上缴的利润和税款化去

了，挤去 了，占用 了，摊掉了，国家财政用什么保证社会主义的四 化建设？任意挪用各种资金，
挤占材料设备，拉长基建战线，打消耗战，国家的重点建设项目要到何年何日 才能完成？把艰苦

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丢在一边，乱搞楼堂馆所，铺张浪费，挥霍国家资财，在政治上和经济上

对我们党和国家会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应当扪心自问：这样做，究竟是在建设四 个现代化，还

是在破坏四 个现代化？

（三）

尽管削弱财政监督，违反财经纪律，已经给我们党的事业造成了严重后果，但是逃避监督，
违反财经纪律的人还有着各种各样所谓的 “理”。

“理”之一：就是你们单纯财政观点，单纯业务观点。他们对搞监督，讲纪律，很反感，很

恼火，说这是不政治挂帅，不相信群众，不走群众路线。显然，这是为自己做 了亏心 事的一种辩

解。在阶级 社会里，纪律和监督都是服务于一定阶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的，从来没有脱离一定的

政治和经济利益而孤立存在的纪律和监督。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工作对财政经济工作起保

证作用，但是不能代替财政经济工作。政治挂帅就是要使财政经济工作更好地为贯彻党的路线、

方针和政策服务。加强财政监督，并同一切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作斗争，就是为 了保证财政经济

政策的正 确执行和财政经济任务的顺利实现，它本身就是建立在政治挂帅的基础上 的。相反，如

果看到劳动群众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钱被少数人挥霍浪费掉，不痛心，不检查，不反对，“官官相

护”，听之任之，那才是政治不挂帅的表现。同样，我们讲财政监督，严格财经纪律，从来都是实

行群众路线，实行群众监督和财政专业监督的结合。劳动群众是生产建设的直接参加者和国家财

富的直接创造者，他们最接触实际，最 了解情况，大量违反财经纪律的现象都是通过他们揭发反

映出来的。离开了群众监督，财政部门的监督便寸步难行。发动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正

是加强财政监督的根本点。相反，自己违反财经纪律，对敢于抵制和揭露他们的群众穿小 鞋、打

击报复，那才是毫无民主气息和群众观点的霸王作风！
“理”之二，就 是你们框框太多，只讲统一性，不讲灵活性和特殊性。他们说，财政上 “打

酱油的钱不能打醋”，框得太死，必须打破。历史的经验证明：框框太多太死 不行，不合理的框框

应当打破；但“不以 规矩，不能成方圆”，没有框框也 不行，合理的框框应当坚持。不考虑具体情

况，笼统地机械规定 “打酱油的钱不能打醋”，没有任何灵活调剂的余地，是不适当的；但大的资

金界限必须划清，不能混 淆。比如，划清全民所有制资金和集体所有制资金的界限，不许 “一平

二调”；划清财政资金和信 贷资金的界限，不许随意拿银行的钱搞财政开支；划清流动资金和固定

资金的界限，不许随意拿流动资金搞基本建设。划清这些界限，“桥归桥，路归路”，是 完 全 必 要

的。所谓 “打酱油的钱 不能打醋”，正 是指的这些大的资金渠道。大家知 道，各种财政资金经过分

配确定之后，都有自己的供应渠道和专门用途，这些资金渠道反映 了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简单再生产

与扩大再生产的比 例关系，反映 了国民收入分配过程中积 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如 果这些资金可

以 随意混着用，打酱油的钱可以 打醋，势必出现你挤我，我挤你，造成经济生活的混乱状况。如

果打酱油的钱打了醋，调剂使用，不再打酱油，也未尝不可。问题不是这样。到时候他又拿空酱

油瓶到财政上要钱。多年来，基本建设横冲直撞，到处挤资金，挤了挖潜改造资金，挤了企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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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挤了企业大修理基金，挤了企业流动资金，挤了各项事业经费，结果是企业生产上 不去，市

政建设搞不了，职工生活改善不了，最后还得由财政来还帐，这个教训难道还不应吸 取吗？我们

坚持资金的供应渠道，坚持按 制度办事，决 不是说 不要照顾特殊情况。但是，这种特殊应是有利

于统一的特殊，是有利于全局的特殊，而不是破坏统一、损害全局的特殊。首先应有全局，而后

才有特殊。如果谁都强调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需要，不顾全局，各行其是，那还有什么一

盘棋，有什么有计划按比例，有什么遵守财经纪律可言呢！
“理”之三，就是你们眼里没有群众，束缚群众的积极性。他们说，开点口 子，拿点钱，是

为群众办好事，可以 调动积极性。由于林彪、“四 人帮”横行十年，给人民群众生活方面遗留下来

的问题确实很多，努力为群众多办些好事是完全应当的。党和政府在这两年已经做了很多工作，
这是有目共睹的。今后，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还要继续改善城乡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但是，
也 应当承认，目前国家的财力还有限，调整期间的各项生产建设事业都要发展，需要与可能的矛

盾相当突出。在这种情况下，好事只能有计划有步骤地去办，不可能一天都办完。办好事，同搞

建设一样，既要量力而行，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又 要尽力而 为，少花钱多办事，把事情办好。有

些好 事，如 提高工资和开支标准，扩大奖金和补贴范围，提高利润留成比例和扩大试点范围等，

从一个地方、一个部门来看，可能有一定道理，但从全局来看，引起连锁反应，国家财力物力就

负担不起。因此，我们决不能只顾局部的需要，而不顾全局的可能。勉强为之，事情往往会适得

其反。

（四）

加强财政监督，整顿财经纪律，势在必行，而且一定要把 它作为一项艰巨而紧迫的斗争任务

来抓。

加强财政监督，整顿财经纪律，关键是要各级 领导干部统一认识，以 身作则，严格按国家统

一规定办事，而不自行其是。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只 有带头遵守财经纪律的义务，
而没有超越于财经纪律之上的特权。在整顿财经纪律中，对于过去发生的事情，只要认真检 查，
核实情况，作出保证，可以 从宽处理。但是，对于今后发生的，不论什么人，一经发现查实，就

要绳之以 纪律；情节严重的，要依法处理，决不能再姑 息纵容。切 实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

加强财政监督，整顿财经纪律，就要把财政财务部门的专业监督与广大职工的群众监督结合

好，使加强监督的工作真正 落到实处。各级财政部门的监察机构，要积极 开展工作，同一切违反

财经纪律的行为作坚决斗争。南斯拉夫在实行社会自治体制，各企业独立经营活动较 强 的 情 况

下，不断强化社会簿记机关的监督作用，他们的经验是可以 借鉴的。

加强财政监督，整顿财经纪律，就 要对那些忠于职守、坚决抵制违法乱 纪行为的同志，大张

旗鼓地给以 表扬和奖励，而对那些进行打击报复、搞迫害的人，一定要严肃处理，依法制裁。不

处理，不制裁，就 不足以 平民愤，振士气。

加强财政监督，整顿财经纪律，还要建立和健全各项必要的财政规章制度。规章制度没有的

要尽快建立起来，规章制度同目前情况 不适应的要实事求是地加以 修订和改进，以 便做到一切机

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在工作中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有制度可遵守。

（转载《财政》1980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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