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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越发展，财务与会计越重要。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财务工作越来越受到各级重视，财会人
员在单位经济活动各方面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突出。然而，伴随着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财会职务犯
罪的诱发因素也在不断增加。一些领导、财务人员在纷繁复杂的社会潮流中，不能正确把握自己的人
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思想意志逐渐被贪欲所侵蚀，进而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如何有效地遏制职务
犯罪，建立起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建
立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 
一、职务犯罪的特点及其财务表现 
职务犯罪是指国家公职人员滥用职权牟取私利，侵犯公共利益，腐蚀、破坏现存社会关系的行为，其
本质特征是以权谋私、搞权钱交易。目前，与财会相关的职务犯罪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重点岗位、重点人员犯罪多，危害大 
所谓重点岗位、重点人员犯罪是指发生在企业运转关键部位和关键岗位上的人员的犯罪，犯罪嫌疑人
大多是企业财务的单位财务负责人、经济师、会计师、供销员、材料员、计划员、出纳、结算员等，
虽然这部分人员不象企业的主管领导那样“权高位重”，却都掌握着企业的资金运作、材料采购供
应、项目预决算、合同签订和产品销售等，是企业直接面对外部客户的职能部门，与其他部门相比，
有更多的机会与客户发生业务关系。如湖北某市某区检察院在2001年至2004年5月，共立案查办各类职
务犯罪案件59件65人。其中有35人在单位担任会计或出纳，占53.85%。 
（二）作案手段的简单和复杂两个趋势 
一个趋势是简单：一般都是通过经管财物之便实施犯罪，或“虚报冒领”或“重复报账”，或“头大
尾小”或“收入不入账”，手段较为简单。如曾都区烟草专卖局某批发站访销部访销员梁某，利用担
任访销员的职务之便，违背单位货款“日清日结”的管理规定，将当天收取的卷烟销售款30602元不入
帐予以侵吞。又如某国有公司会计张某，在该公司的更名庆典活动中，利用收取祝贺单位礼金之便，
独收独支，将其中的礼金11896元截留据为己有。 
另一个趋势是具有智能性高、隐蔽性强、抗干扰性强的特点。这是由于国有企业中职务犯罪主体往往
文化程度较高，权利集中且缺少监督。其作案方式主要有重复报账、假票冲账；内外勾结、迂回贪
污；规避法律、鲸吞蚕食；明为公关，暗吞公款等。 
（三）涉案罪名集中 
犯罪的类型主要是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私分国有或者集体资产、职务侵占、挪用资金以及票据犯罪
案件。6件案件中，有4人涉嫌贪污、1人涉嫌挪用公款、1人涉嫌受贿。贪污、挪用公款案件占83%。这
与财会人员所从事的多为直接经手或管理企业财产的职位有一定的关系，这种岗位的特殊性也为财会
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实施犯罪提供了机会。 
（四）共同犯罪突出 
嫌疑人在犯罪过程中往往是受人指使，或者是受制于人，处于被动、从属地位，进行共同、伙同作
案。目前往往是受领导指使，或者共谋造成的。 
（五）企业中的腐败现象日益严重 
由于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存在弊端，发生在国有企业中的贪污腐败事件近年来呈上升趋势，并且已构成
当前腐败现象的多发区和高发区。如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私分国有或者集体资产、职务侵占、挪用
资金以及票据犯罪案件。 
综上所述，职务犯罪现象的现状，其产生与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微观层次上个人素质方面的，
也有宏观层次上制度结构方面的。企业财务人员的职权是由《会计法》和企业受托经济责任决定的。
财会人员有坚持原则经办业务的义务，正确核算企业经济活动，维护企业资产的安全、完整，发现、
纠正、防止舞弊，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会计资料，是企业财务与会计人员的职责。而不论从哪个
角度而言，财会人员的职务犯罪，既丧失了起码的职业道德，也是国家法律法规所不能容许的。 
二、导致财务内控失效，产生职务犯罪的主要因素 
（一）价值观念偏差 
1.金钱至上。不可否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金钱万能”、拜金主义不良风气有所抬头。一部分人
在拜金主义和不平衡心理影响下，容易产生贪污、挪用公款的犯罪动机，尤其是财务工作者，有进行
违法犯罪的客观条件，从而逐渐走上犯罪道路。 
2.追求享乐。在一些职员特别是年轻职工心目中，“吃喝玩乐”无疑最令人羡慕，“一掷千金”、
“香车豪宅”是最佳生活方式，而对诸如正义、勤劳、秩序等基本价值观念却不屑一顾。马斯洛的需
要层次理论认为，人的价值体系中存在着呈五级“金字塔”状的不同层次需要，从低级到高级依次是
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的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吃喝玩乐”引发的犯罪动机是生理
需要恶性膨胀的结果；而一部分人满怀抱负，急于实现“自我价值”，做“蛀虫”蚕食公款，这种物
质上的高层次需要的畸形发展也会引发犯罪动机。 
（二）企业制度的设计与执行不完善 
1.管理制度有漏洞。一是个别单位在用人制度上存在“二多二少”的现象，即领导任命多、暗箱操作
多，民主推选少、公开竞争少，致使个别道德品质差、政治素质低、法律意识淡漠的人走上了国家工
作人员岗位；二是工作管理制度不健全，工作环节上存在着某些漏洞。三是审批制度不健全、有章不
循、制度形同虚设；这些制度漏洞一方面为犯罪提供了机会，一方面诱发人的犯罪动机。 
2.教育内容不全面。就企业教育而言，绝大多数单位把企业效益和培养职工业务能力作为重点，而廉
政教育工作则是走走过场，教育形式化表现为政治思想学习、廉政教育形式重于内容，从文件到文
件，从会议到会议，千篇一律，空话大话讲得多，真话实话说得少。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职工缺乏正
确的工作态度，道德素质较低和法律意识淡薄。 
3.财务制度不健全。个别单位会计不遵守会计法，不坚持原则，年度审计走过场。一些处于基层的小
型独立核算单位或临时性机构，由于上级领导只注重效益，忽视管理，造成规章制度不健全，尤其是
财务方面的漏洞，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 
4.监督制约机制乏力。有的单位缺乏规范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单位内部财务、审计部门的监督和上
级领导对下级的全方位监督检查力度不够，使财务人员有机可乘。如胡某贪污案，胡某系某金属回收



管理公司财务科出纳，在单位破产还债期间，伙同本公司办公室主任兼政工科长周某，利用职务之
便，虚拟本单位职工名字，套取企业破产职工补偿安置金，共同贪污公款20660元。在此案中，其实施
犯罪的手段并不高明，但清算组在审核职工“明细表”时没有与企业在职职工名单进行严格地核对，
清算时也没有及时向公司职工公布受偿人员名单。整个过程缺乏上下监督、群众监督，以致周、胡贪
污犯罪得逞。 
三、加强内控防范职务犯罪的举措 
预防职务犯罪是一个全方位的系统工程，强有力的组织领导是保证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必要条件，科
学有效的工作机制是推动预防工作深入开展的可靠保证，而加强财务管理、完善内部控制也是预防职
务犯罪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加强企业内部控制，从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方面有效预防职务犯罪，应当
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规范企业财务制度 
首先，强化企业财务人员的职业道德观念。从事会计工作的人员除了必须具备上岗证书之外，还要进
行全面、系统地培训，内容分职业道德和基本操作两个方面，在培训之后，要进行严格的考核，确保
把培训工作落在实处，不流于形式，从而促使财会人员在实际工作中坚持原则，不徇私情。其次，考
虑在企业中实行会计委派制度。财会人员因惧怕企业领导手中的“生杀”行政大权，因此在实际工作
中屡开绿灯，这实际上是纵容了领导干部的违法犯罪。针对此种现象，可让会计人员由上级公司直接
委派，实行垂直管理，财务负责人直接对上级权力机构负责。 
（二）加强企业内部牵制 
加强企业内部牵制，是指对具体业务进行分工时，不能由一个部门或一个人完成一项业务全过程，而
必须由其他部门或人员参与，并且与之衔接的部门能自动地对前面已完成工作的正确性实施检查。这
种制约既包括在上、下级之间，也体现于相关部门之间。 
加强企业内部牵制，一是要加强授权批准控制，单位内部的各级管理层必须在授权范围内行使职权和
承担责任，经办人员也必须在授权范围内办理业务。例如制定《支票领用制度》，经办人员在领用支
票时必须持有经办人、部门主管和公司领导签字的“支票领用单”，缺一不可，并经财务部审核后领
取，这样不仅杜绝了先消费后报帐的被动局面，而且有助于实现层层把关、逐级控制；二是要加强预
算控制，预算内的资金实行责任人限额审批，限额以上资金实行集体审批，严格控制无预算的资金支
出。例如，在日常报销中，对于部门经理、副总经理、总经理给予不同金额的签字权；公司的重大事
项均通过总经理工作会讨论决定，必要时上报董事会。公司每年经营目标通过预算委员会下达，并且
每季度检查执行情况、统筹安排全年计划；三是要采取工作轮换制，根据不同岗位在管理系统中的重
要程度，明确规定并严格控制每一员工在某一岗位的履职时间。 
（三）加强企业财务内部控制 
建立科学、严密的企业财务内部控制制度，是安全、有效的财务管理工作基础。一是要选聘关键人
物，如机构负责人和财务部门负责人。古人云“上梁不正下梁歪”，一个公司甚至一个部门负责人的
业务操守直接影响着该公司或部门的形象、生存与发展。二是要把握关键部位，如审批环节、款项支
付、交接手续等。例如，公司业务招待费、通讯费归口办公室管理，费用报销时须由办公室主任验收
证明，由总经理签字及财务部审核并进行登记。三是要管理关键物件，如重要发票、银行票据、印鉴
等，严禁一人保管支付款项所需的全部印鉴。例如，根据内部控制不相容职务的要求，由出纳保管现
金、支票等，而各类印章由财务部负责人保管，出纳开具支票后，经财务部负责人审核无误后盖章，
并在备忘录上进行登记。 
（四）加强企业内部稽核制度 
一是要加强对原始凭证的审核与监督，对于不真实、不合法的原始凭证坚决不予受理。二是要加强对
实物、款项的监督，督促建立并严格执行财产清查制度。例如领料单逐笔登记入账，每月至少盘点一
次并须经财务部门稽核。三是要加强对财务收支的监督，对审批手续不全的财务收支应当立即退回，
并令其予以补充或更正。 
（五）加强企业内部审计制度 
内部审计作为企业内部控制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主要任务是监督本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是否按照
所制定的方针政策和计划执行；会计记录是否按照国家颁布的会计准则进行；会计报表能否正确反映
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本企业生产经营有无违反国家财经法纪等。要想充分发挥企业内部审计作
用，就必须将内部审计人员从会计、财务人员中分离出来，直接对董事会负责，真正发挥内审人的作
用，监督和保护企业生产、财产安全，监督企业朝着合理、合法的良性方向发展，从而有效地预防职
务犯罪的发生。 
（作者单位：江苏鸿达电力实业有限公司财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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