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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小金库”一直以来被认为是孳生腐败的一大温床。近日召开的反腐倡廉专项治理工作汇报会上传

来的消息显示，在“小金库”专项治理工作中，今年全国累计查出“小金库”58225个，涉及资金266.54

亿元，给予行政处罚1942人，组织处理3242人，党纪政纪处分1862人，移交司法机关处理623人。 

    《法制日报》记者了解到，尽管“小金库”专项治理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公众仍质疑“小金

库”过多、过于泛滥。 

    “小金库”手法多样难定义 

    尽管公众在现实生活中经常听到“小金库”一词，但究竟何为“小金库”，“小金库”又是如何操

作的，这些问题对公众来说可能还比较陌生。 

    “很多部门都会有‘小金库’。在我们那里，连屠宰办都私设‘小金库’，另立账号，巧立名目报

销发票，代签代领应退还屠商的款项。”一名退休后定居在北京的地方干部告诉记者，他因为长期在政

府部门工作，对“小金库”已经见怪不怪了。 

    对于“小金库”的存在方式，记者走访了审计部门。北京市朝阳区审计局的一名工作人员告诉《法

制日报》记者，根据他的经验，私设“小金库”通常有4种手法。 

    “第一种就是在账户过渡时设立‘小金库’。”这名工作人员说，“在机构调整合并、前任与后任

会计人员交接时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单位利用机构合并的机会，将部分账款隐匿、转移至‘小金库’，

从中列支招待费、福利费。” 

    这名工作人员分析说，比较常见的方式则是往来款项核销后收回不入账、收入不入账两种手法。 

    “有的单位在核销了对某单位的应收账款之后，又从欠款单位收回一部分欠款，却未按规定进行账

务处理，而是将收回的欠款以存单的形式形成‘小金库’。这几种手法都是可以查出的，关键在于盘点

库存现金时要谨慎查验。”这名工作人员说。 

    据北京市朝阳区审计局工作人员介绍，设置“小金库”的最后一种方式是利用虚假票据套取现金。

有的单位将一些大额的虚假票据报销，套取现金，存入“小金库”。对一般的虚假票据，比较容易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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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可对票据本身是真的，而内容是假的这一类票据，查验难度就比较大。检查时，需对某年某一类支

出数额大的款项延伸审计时间，查找原因，询问相关人员或者通过举报线索才能发现。 

    尽管审计专业人士总结了4种设置“小金库”的方式，但业内专家认为，目前对“小金库”的研究和

认识尚不够深入。 

    “在过去的若干年里，党政机关、专家学者、社会大众对‘小金库’问题已经有了很多讨论，包括

‘小金库’的定义、性质、存在的原因、难以根治的原因、危害等。新近的一些讨论涉及到小金库资金

的来源、去向的分析，也试图把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搞清楚。”清华大学廉政治理中心主任任建明教授

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有人认为，‘小金库’之所以存在，主要原因在于一些单位领导要为小团体谋私利或为单位谋福

利、财政预算体制上存在弊端、一些部门权力过大、对企事业单位管理不严、打击整治措施不得力等。

但是，这些观点值得商榷。”任建明说。 

     “应该看到，一方面，‘小金库’的存在，在某种条件下为‘法人犯罪’如组织行贿提供了一定的

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在打击私设‘小金库’行为的问题上，存在着国家利益与集体利益、个人利益之间

的冲突。如何协调三者之间的利益很重要。”中央党校教授林喆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小金库”要害在“一把手” 

    据了解，今年7月，中国对外贸易中心曾向下属某贸易公司董事会发出《监察建议书》，通报该公司

“小金库”情况及中心纪委给予主要责任人员党纪处分的决定，并建议公司召开专门会议，研究给予相

关责任人政纪处分问题。 

    中国对外贸易中心的通报显示，2008年1月至2010年9月，该贸易公司设立和使用“小金库”261万

元，其中隐匿收入112万元，包括未入财务账87万元；开具劳务、印刷、培训、装卸费发票套取现金149

万元，包括假发票42万元。已使用185万元，包括以提成奖、年终奖、总经理基金等名义发给个人74万

元，余额76万元挂在公司财务往来账上。 

    上述案例只是遍布各地的诸多“小金库”现象之一，但从中也可以看出，“小金库”治理的两大难

点在于“利益均沾”和“一把手决策”。 

    “‘小金库’屡禁不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一些单位通过搞创收，把一部分

经营收入通过不列入规定账簿核算的方式截留下来，变成集体的‘小金库’，组织职工旅游外出、聚餐

活动等，作为职工福利的来源。这笔钱本来是要上交给财政的，却被扣留下来成了集体内部的活动经

费。由于其本身是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努力积累的血汗钱，又有为集体成员谋利的性质，所以有深厚的

‘群众基础’，而那些能扣留‘小金库’的领导往往为本部门或本单位的员工所称赞和拥护。现在要取

消‘小金库’，很容易遭到这个集体组织内部成员本能的反感甚至抵触，至少他们不会很积极地去配

合。”林喆说。 

    《法制日报》记者了解到，与“集体腐败”的特征相比，“小金库”真正的要害仍在单位或部门

“一把手”那里。 

    “多年来，各级政府部门包括企事业单位内部的公款吃喝问题以及对外接待任务都日益加重。在对

外接待中，尤其是下对上的接待资金需求巨大，其中肯定有不少这样的内部吃喝和外部接待资金要靠单

位的‘小金库’来解决。当然，单位和部门内部的其他私利，包括领导成员的贪污腐败，肯定也是‘小



金库’存在的另一个基本动因。‘小金库’能够产生，并非是笼统的集体使然，对于这个中央三令五申

的非法行为，肯定也不适合由一个单位或部门的民主讨论决定，甚至不能由领导班子集体决策。最大的

可能，就是单位或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也就是‘一把手’，或相关直接分管负责人的决定。当然，‘小

金库’的使用和支出也主要是由这较少的个人来决定。”任建明说。 

    对此，任建明建议，要想加大惩治“小金库”的效力，就要把目标放在“一把手”身上。“比说

如，凡是设立‘小金库’的单位或部门，对其‘一把手’或其他主要责任人先按组织程序免职，再视情

况依据党纪政纪和有关法律法规追究责任”。 

    整治“小金库”须建长效机制 

    有专家认为，正是因为“小金库”的上述特征，所以治理“小金库”很难从内部“攻陷”。 

    林喆认为，举报“小金库”很难，除非是“某个内部成员在创收时被排斥在外，没有分到钱，或者

他发现内部核心成员都分到了，而自己却被排除在外。通过一番利弊权衡后，他可能会去举报。举报往

往发生在‘分赃’不均的时候，所以受益者一般不会举报，谁也不想当恶人”。 

    那么，如何有效治理“小金库”？ 

    “小金库的来源有多种途径，但总的来说是因为权力背后的‘含金量’较高。所以，要对权力进行

监督，完善财政制度，减少漏洞或不科学之处，加大惩处力度，使建立‘小金库’得不偿失。一旦发现

‘小金库’，对建立者进行严惩，对揭发者给予奖励。对建立‘小金库’的惩罚要以5倍、10倍来罚，再

以总数的百分之二三十奖励举报人，以达到巨大的威慑力，使之不敢以身试法。”任建明说。 

    同时，任建明还认为，治理“小金库”，还需建立长效机制。“首先要深化财政预算体制改革，解

决预算内和预算外两本账的问题。在短期内，可以通过推动预算外资金的公开以起到预防的作用；要深

化‘收支两条线’改革。这项改革推行了一段时间，有一定的效果，但并不彻底，一些部门的行政性收

入仍然和本部门的预算挂钩。这既助长了部门创收，也为‘小金库’提供了资金来源；无论是哪个政府

部门，都不能在本部门、本系统内制定将行政性收费与集体、个人的工作考核挂钩的绩效考评政策。在

此之外，所有收费政策都必须进行公示，使交费人员容易获得这些政策和信息”。 

    其次，要大力推动职务消费制度改革。这类改革主要是针对政府部门的，比如，就差旅、考察、交

流、会议等职务消费项目来说，只要项目本身是必要和合理的，又经过了一定的决策程序，就要有充分

的预算支持，且由政府部门独立负担，要从客观上切断由上而下的摊派做法。同时，要从权力监督上探

索出能有效监督自上而下摊派行为的体制和机制，并且推行职务消费公开。”任建明说，第三要赋予各

个单位和部门必要的、合理的财权。这项建议主要是针对企事业单位而言的。事业单位根据其性质不

同，都应当有或大或小的正当的财权。不可否认，在现实中确实存在一些不合理、不适当的规定，限制

了事业单位应当自主的部分财权，客观上也强化了单位和部门设立“小金库”的动因。 

    对此，林喆也持有类似的观点。 

    “从整治‘小金库’的长效机制上来看，第一步要在财政收入中加大给各个单位留存的比重，使后

者有能自主使用的经费。扩大了资金的留存，地方或部门就会有积极性去申报真实的经营收入，不再藏

着掖着瞒着。财政透明了，就便于大家监督，腐败也就无处藏身。第二步就是要求税务部门的工作要跟

上，让这部分多留存的收入纳税。一切都变成了‘明’的，大家就会主动申报纳税，国家税收也就增加

了。通过这样两条途径，‘小金库’现象就会慢慢消亡。”林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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