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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家财政以专项资金补助地方经济建设等逐渐增多。受财政经济发展的制约和监管力量的限制，造成专款被挤占、

挪用的问题比较突出。审计中发现主要有以下形式： 

一、虚列支出。较为普遍的一种方式，一般做法是财政或专款使用单位，列报支出(一般预算支出或专款支出)，实际并

未拨入专款使用单位或项目，直接转人暂存款项长期挂账，形成事实上的占用。 

二、虚假配套。有些上级专款需要下级配套(一盘是政府财政部门配套)，而下级实际并没有真正配套，但为应付上级检

查，采取虚假配套的做法。主要表现形式一是干脆就是不配套，也不做任何账务处理；二是虚走一笔账，如从部门单位

或乡镇政府调入资金作为配套，实际又原封不动地拨回，转圈后实际地方资金并没有用在项目上，而是套取了上级专

款。 

三、直接借用。这种现象主要发生在财政的专项资金专户或专款使用单位，将资金借出用于非专款使用单位或项目，违

反了专户管理、封闭使用、专款专用的原则。 

四、结转下年、平衡预算。财政部门对有些上级专款滞留在总预算，有些结转下年使用，有些直接平衡预算。 

近年来，挤占、挪用专款又有了新的表现形式具体表现为： 

一、转圈。财政部门或专款使用单位将专款拨下去后，通过一系列的账务处理，再将资金转回，有时是转回原账户，但

是大多数情况是转到其他账户以躲避检查。一般是发生在专款拨付比较频繁的年终和年初进行，如对某县财政决算审计

中发现，财政局预算外资金专户年初收到县科技局上缴的“非税收入”15万元，经检查上年总预算拨款发现，年底时拨

人科技局口蘑开发上级专款 15万元，经询问总会计和延伸审计发现系专款转圈。 

二、价差。即对专项资金的以物代资材料另立账户，采用低进高出的手段，套取专款资金用于单位经费支出。这种做法

较为隐蔽，如对某县水利局的审计中就发现，该局专项资金户与下属的一个物资供应站往来资金频繁，经调阅该站的账

目，实际上是1个库存材料明细账，该账户核算上级财政部门和水利主管部门联合集中采购后，拨入该局的专项工程材

料，但是该局在将此材料用于国债资金等专项工程项目时，却额外加价，形成大量的价差利润，短短的两年时间利润达

60多万元，用于招待费等机关经费支出。 

三、投资。即用专款投资成立企业或公司，实现利润后作为机关经费使用。如某县农业部门 1998年用支农专款30万元成

立苗圃，专款账户反映为对外投资， 2003年审计时经费账户反映收到苗圃上缴收入15万元弥补机关经费超支，专款至今

没有归还。另外有的单位用专项资金作为成立新公司或中心之类的注册资本，验资后再收回等。 

四、转移。即通过办理虚假会计业务将专项资金转移到其他账户或小金库中的做法。往往是专款使用单位在购置工程所

用物资材料或对外承包工程中，利用发票管理中的漏洞，从税务部门代开发票或从供货单位开具假发票等套取资金，存

人单位另立的账户中，用于单位和个人的挥霍。 

对挤占挪用专款的检查，要坚持、审计署要求的“账户人手、下审一级”的审计方法，检查中要注意收集上级下达专款

文件，注重向预算科索取历年来结转下年支出的具体项目，结合对专款对账表、总账和财政决算报表的检查、直接延伸

审计到项目使用单位的下一级或几级，详细审查单位往来款项，另外要对年终的大额专款支出作为重点详细审计，从中

发现问题。而转移资金等问题则必须在专案审计或有内部举报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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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河北审计》2004．6．34) 



 

中国内部审计协会.版权所有 LT科技制作 

协会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4号  

联系电话：010-82199846/47 电子邮件:xinxibu@263.net  

Copyright (C) 2003 .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