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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编辑说明

一、‘滁县地区财政志l是记述新中国成立以来滁县地区财政

业务工作的专志．本志综合记述全区的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和财政

管理方面的主要业务工作，对各县(市)和地直的财政工作．一般不

作记述．对财政系统内部的党、政、团、群和政治愚想工作，一律不

作记述．

二、本志所列史料均以现行行政区划(六县一市含地直)为准，

不包括1965年前曾归属滁县专署管辖的江浦、盱眙、吧东兰县，以

及195641961年蚌埠专署专直的数据、资料。个别年份、硬目确难

划清的。均加脚注说明．

三、本志上限始于1949年，下限止于1992年．

四，本志设篇、章、节、目四个层次．均以事命题．标次第序码．

少数章记述内容较少，剐直接在章下设耳(或不设目)记述．部分章

节辅以图表说嘎．

五、本志资料来源。安徽省睹案局、安徽省财政厅挡案室、财政

志办公室及有关处室、滁县地区行署档案局、滁县地区行署财政局

各有关科室及二级机构．宿县地区行署财政局财政志办公室，以及

部分经核实的玎碑资料．

六、本志数据处理原则t ．

1．本志数据除个别项目(如农业税)外．均引自滁县地区地方

财政决算报表·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2 编辑说明

2．财政收入与支出各类，款、项的归并，以1988年后国家预算

科目为主，参照以前年度科目设置确定l

3．为了保持与决算报表的可参照性，对一些各年度归属不同

款、类的相同的收支项目，一般不作调整(除第．1条外)，仅在相关

表格中以括号列示并加以说明． ．

’

4．基本建设投资、企业挖潜改造资金、科技三项费用和流动资

金属经济建设费支出，1968年以前均予各部门事业费内列支．现

按1988年国家预算科目予以调出．

5．1955年2月货币改革前的金额，均按一万元旧币比一的比

率折合为新币． 、

’

七、为反映历史原貌，部分计量单位仍沿用习惯称谓。



目录 3

目4录

概述⋯·0Q U·I QOO QO@Og．g QO·⋯⋯⋯_⋯⋯⋯⋯⋯⋯”⋯·⋯⋯⋯(1)

第一篇财政收入⋯⋯-⋯⋯⋯⋯⋯⋯⋯⋯⋯⋯⋯⋯-⋯⋯(13)
第一章农业税收⋯⋯⋯⋯⋯⋯⋯⋯⋯⋯⋯⋯⋯⋯⋯⋯(J6)

第一节农业税⋯””⋯⋯⋯?·⋯．．．··f⋯⋯⋯⋯⋯⋯⋯(16)

第二节其他农业税收⋯⋯⋯⋯⋯⋯⋯．．-‘⋯”⋯·“(28)

第二章工商税收⋯⋯·唧⋯⋯⋯⋯⋯“⋯⋯⋯，00 O·,1一⋯·(32)

第三章企业收入⋯⋯⋯⋯⋯⋯⋯⋯⋯．．⋯⋯⋯⋯⋯⋯”(38)

第一节上缴利润⋯⋯⋯⋯⋯⋯．“⋯··j⋯_⋯．¨⋯⋯(38)

第二节基本折旧基金⋯⋯⋯⋯⋯⋯⋯⋯⋯⋯⋯⋯⋯(‘0)

第西章公债-国库券⋯⋯⋯⋯⋯“··O 010 0@··@0@It-j⋯⋯叩”(44》

第五章其他收入⋯·一⋯⋯⋯⋯⋯⋯”·,IPQ··o．．．⋯五·：⋯(47)

第六章补助收入⋯⋯⋯⋯⋯m·⋯⋯“⋯⋯⋯⋯⋯⋯o(53)
_t

’“

． 。

々。；

第二篇财政支出⋯⋯⋯⋯⋯⋯⋯⋯⋯⋯⋯⋯⋯⋯⋯⋯⋯(55)

第七章净上解支出⋯⋯一⋯⋯⋯⋯⋯⋯⋯⋯⋯⋯⋯⋯(58)

第八章经济建设费⋯⋯⋯⋯⋯⋯⋯⋯⋯⋯⋯⋯⋯⋯⋯(60)

第一节基本建设投资⋯⋯⋯⋯⋯⋯⋯m⋯⋯⋯⋯南(60)

第二节企业挖潜改造资金⋯⋯?⋯·⋯·：⋯⋯⋯⋯⋯”(67)

第三节科技三项费用⋯⋯⋯⋯⋯⋯⋯⋯⋯⋯⋯·⋯“(71)

第四节流动资金⋯⋯⋯⋯⋯⋯⋯⋯⋯⋯⋯⋯⋯⋯⋯(72)

第五节农、林、水利、气象部门事业费⋯⋯⋯⋯⋯⋯⋯(73)

第六节支援农村生产支出⋯⋯⋯⋯⋯⋯⋯⋯⋯⋯⋯(77)

第七节其他经济建设支出⋯⋯⋯⋯⋯⋯⋯⋯．．．⋯⋯·(79)



4 日录

第九章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81)

第一节教育事业费⋯”⋯．．．⋯⋯⋯⋯⋯⋯⋯⋯⋯⋯·(81>

第二节卫生事业费O OO OtO⋯⋯⋯⋯⋯OtO OOI⋯⋯⋯⋯⋯(91)

第三节其他文教事业费⋯⋯⋯⋯JtOit0⋯⋯⋯⋯⋯⋯(98)

第十章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101)

第一节抚恤事业费⋯⋯⋯OOO Qlt 910 O 00 01 OIDO⋯⋯⋯⋯⋯(101)

、第二节退休、离休费⋯⋯⋯⋯⋯⋯⋯⋯⋯⋯⋯⋯⋯(102)

第三节社会救济福利事业费⋯⋯⋯⋯⋯⋯⋯⋯⋯⋯(103)

第十一章行政管理费⋯⋯⋯⋯⋯⋯⋯⋯⋯⋯⋯⋯⋯⋯(108)

第一节行政支出⋯．．．⋯⋯⋯⋯⋯·⋯⋯⋯⋯⋯⋯⋯”(108)

第二节政法支出t DOtOtOQD⋯⋯⋯⋯⋯⋯⋯⋯⋯⋯⋯⋯(1 18)

第十二章价格补贴支出⋯⋯⋯⋯⋯⋯⋯⋯⋯··⋯-ttO Q OO(126)

第十三章其他支出tott09 OOO⋯⋯⋯⋯⋯⋯⋯．．．⋯⋯·⋯”(128)

第三篇财政管理⋯⋯⋯⋯⋯⋯⋯tOt Qtt⋯⋯⋯”O t⋯⋯⋯·(135)

第十四章财政体制⋯⋯⋯⋯”⋯⋯⋯⋯⋯⋯⋯．．⋯⋯”(136)

第一节地、县(市)财政体制⋯⋯⋯⋯tDO一⋯·tttOt⋯(136)

第二节乡(镇)财政体制⋯⋯⋯⋯⋯⋯⋯⋯⋯⋯⋯⋯(143)

第十五章预算管理⋯”⋯⋯⋯⋯⋯⋯⋯⋯⋯⋯·ttttOO O D(147)

。

第一节预算⋯⋯⋯⋯⋯⋯⋯⋯⋯”⋯⋯⋯⋯⋯⋯⋯·(147)

第二节决算⋯⋯⋯⋯⋯⋯⋯⋯O gQtOt⋯⋯⋯⋯⋯⋯⋯(155)

第三节预算外资金⋯⋯⋯⋯⋯⋯⋯⋯⋯⋯．．．⋯⋯⋯(167)

第四节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OtO O QQ·⋯⋯⋯⋯⋯⋯⋯”(172)

第十六章企业财务管理⋯⋯⋯⋯⋯⋯⋯⋯⋯⋯⋯⋯⋯(179)

第一节固定资产⋯⋯⋯⋯⋯⋯⋯⋯⋯_⋯”!⋯⋯．．”(179)

第二节流动资金⋯⋯⋯⋯⋯⋯⋯⋯⋯⋯⋯⋯⋯⋯”·(180)

第三节利润分配⋯Qtt OtQ⋯⋯⋯⋯⋯⋯⋯⋯⋯⋯⋯⋯(182)

第十七章会计事务管理⋯⋯⋯⋯⋯⋯⋯⋯”⋯⋯⋯⋯·(187)



目录 5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会计职称(职务)评审⋯⋯⋯⋯⋯⋯⋯⋯⋯一(187)

财会干部专业培训⋯⋯⋯⋯⋯⋯⋯⋯⋯⋯⋯(189)

财政会计学会⋯⋯⋯⋯⋯⋯⋯⋯⋯⋯⋯⋯⋯(190)

其他会计事务⋯⋯⋯⋯⋯⋯⋯⋯⋯⋯⋯⋯⋯(191)

财政监督⋯⋯⋯⋯⋯⋯⋯⋯⋯⋯⋯⋯⋯⋯⋯(194)

机构人员⋯⋯⋯⋯⋯⋯⋯⋯⋯⋯⋯⋯⋯⋯⋯(197)

机构沿革⋯⋯⋯⋯⋯⋯⋯⋯⋯⋯⋯⋯⋯⋯⋯(197)

主管人员⋯⋯⋯⋯⋯⋯⋯⋯⋯⋯⋯⋯⋯⋯⋯(200)

办公地址⋯⋯⋯⋯⋯⋯⋯⋯⋯⋯⋯⋯⋯⋯⋯(203)

编后记⋯⋯⋯⋯⋯⋯⋯⋯⋯⋯⋯⋯⋯⋯⋯⋯⋯⋯⋯⋯(204)



概 述



新中国成立后，滁县地区地方财政大体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1949年至1957年

1949年初，滁县地区全境解放．同年6月．原江淮一专署与四

专署合并，成立滁县行政区专员公署．专署下设财政处．管理财政、

税务、粮食、工商等工怍．其时，解放战争仍在进行，为了保证战争

和解放区各种建设事业的需要．新生的人民政权立即开始组织财

政收入．1949年春在新收复区补征1948年秋季公粮田赋．1949年

夏在全区范围内组织午征．并开始征收营业税等工商税和规费、罚

金．当年全区入库税款为24．6万元，并征收大米8954万斤，小麦

4743万斤，各种杂粮843万斤，火草667万斤。①

1950年国家实行“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各项财政收支全

都纳入国家预算。当年滁县专区归专、县管理的地方耐加收入仅公

学产收入一项．全年收入1】470元，粮食10315斤，地方附加支出

2万元．粮食1 14．8万斤．②

1951年起实行。划分收支、分级管理”的财政体，建立了中央、

犬行政区、省三级财政，专署以下均为省级财政的预算单位。当年

7月1日起，由地方附加统筹收支的乡村财政下划县(市)管理，不

列入国家预算。这一年，全区乡村|9I寸政收入244万元1支出141．5

①皖北行謦财政处·‘皖北区1949年财磅收支报告衷'．冀收支均为当年行政区

划绩计数．包括江滴、眙盱两县．

②皖北行署财政处：￡睨北区1950年度地方酣加归支决算总统计交，．包括江浦、

盱眙两县数字．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2 概述

万元(均包括江浦、盱眙两县)，主要用于教育(不包括叩学)、皖绣

和区以下行政经费开支。1952年，全区乡村914政收入106．3万元，

支出为215．3万元；其中用于经济建设方面的支出达49．4万元。

1953年起，县正式成为一级财政。但是，县级财政的自生汉很

小。当年，全区县级财政固定收入仅145．1万元，占全区预算支出

的25％。1954年起，随着地方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的发展，县级收

入的比重逐步增加。到1957年。全区财政收入达3321万元．其中

县级财政收入为857．2万元，占当年全区预算支出总额的74．

1％。①这一时期的经济建设费支出数额虽然不是很大，但其年均

增长速度达49．1％，大大高于其他费类。

1958年至1 965年

1958年，大批中央和省级企事业单位下放给专、县管理。扩大

了地方财权。之后，由于发起“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以

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的错误严重泛

滥，对财政工作冲击很大。这一时期，曾先后将专署税务局、蚌埠市

财政局和专、市建设银行并入专署财政局。在实际工作中，制定出

一系列脱离实际的高指标。农业税计税产量上调26．9_％，依率汁

征税额上调23．4％，并采取先预交、后结算的方法征收。l 958年和

1959年，全区七县预算收入分别比1957年增长12．3％和22．

6％。其中企业收入的增长速度最快，分别是1957年的2．75倍和

4．21倍。这两年的预算支出也分别比1957年增长20．4％和

23％。其中，经济建设费的支出分别比】957年增长115．5％和

①1956～1960年期间，滁县专署擞销．与宿县专署合并成蚌埠专员公署．此间射

政收支数字除特别注明的外，均为瑗行政区知的七县合计数．下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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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I 960年，国民经济困难的局面开始出现．当年预算收入2463．

7万元，比上年减收1608万元．下降了39．6％l但是，预算支出却

比上年增长47％．其中经济建没费比上年增长1．2倍。除了基本

建设投资比上年增长50％外．主要是支援农村人民公社支出(专

案拨款)增长了3倍．达到61 4万元。1961年，国民经济困难加重。

当年预算收入】997．5万元，比上年下降19％；预算支出2．740．2

万元，比上年增长31％。其中，支援农村人民公社支出527．5万

元，退赔公社平调款支出349．7力元(均为中央专案拨款)，抚恤和

社会救济支出494．1万元。大批退赔款和救济款的支出，对保障人

民群众生活，发展农业生产，起到了积极作用。

J96l～1963年，全区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全部停止，农林水

等部门事业费显著增加，1963年支出t82．8万元，占当年经济建

设费支出的76．5N。

1963"-1965年三年调整时期，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

高”的方针，采取一系列经济、财政措施，全区的工农业生产逐步得

到恢复。鲤是，由于遭受的损失过大，到1965年止，全区粮食总产

量、工农业总产值仍未能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1962年～1965

年，除J964年因烟叶获特大丰收完成预算收入任务外，其余三年

均未能完成收入任务。这一时期，全区财政收入呈负增长，年均下

降2．1 9％。

程。

1 966年至1 976年

“文化大革命”期问，滁县地区财政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发展历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打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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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秩序和工作秩序。当年滁县专区预算收入虽然完成了省下达的

任务，但比上年减收434万元。1967、1968年，竣治、经济形势进一

步恶化，许多工商企业停工、停业，整个国民经济蹈入了严重的混

乱状态。1967年，全区预算收入仅完成省下达任务的66．3％，比上

年减收489．4万元。预算支出却因“文比大革命”和自然灾害等影

响，比上年增支832．9万元，当年出现赤字486万元。1968年实行

收支两条线的财政体制，没有下达年度预算收入任务，支出指标由

上级分配。这一年，预算收入虽比上年有所增加．但主要是以压缩

开支的办法来维持收支平衡。1969年，全区各级相继成立了革命

委员会，政治、经济局势相对稳定，工农业生产开始好转，当年预算

收入为3087．3万元，虽未能完成计划，但比上年增长了46．．3％．

1970年到1976年间，除1975年外，其余各年全区均超额完成预

算收入任务；预算支出也相应增加，】976年达到6590．8万元，比

1970年增长了一倍。

1966～1976年，滁县地区财政预算收入累汁为49895万元。

年均增长速度为9．28％。其中，农业税收入11222万元，占段算收

入总数的22．5；4；工商税收29256万元，占收入总额的58．6％I企

业收入9019万元，占收入总额的18．1％。全区财政预算支出累汁

为44756万元，年均增长速度为10．08％。其中，经济建设费支出

15498万元，占支出总数的34．6％I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支出

13333万元，占支出总数的29．8％，行政管理费支出7372万元，占

支出总数的16．5％；抚恤和社会救济费支出7049万元，占支出总

额的i5．6％。经济建设费类支出年均增长率11．2％，明显商丁其

他费类的增长速度。十一年问，除1967年．其余各年均做到了收支

平衡，略有结余。

但是，这一时期滁县地区的经济建设和财政工作，不能不受到

当时全国性的大环境的制约。由于“左”的思想的干扰，片面强调

“先生产、后生活”，造成基本建设投资比例失调，战线过长，投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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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差，企业管理混乱，经济效益全面下降；人口增长过快，人民生活

欠帐严重l财经纪律也遭到严重破坏。这些同题必将对今后地方经

济建设和财政工作产生不良的影响．

1977年至1992年

1976年10月，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文化大革命一宣告结

束，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在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一系列方针政策的指导下，在各级党政部门的领导下，滁县地

区财政坚持走务实、奋进、创新之路，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

】977年，滁县地区财政预算收入为7993．2万元，支出6052．9

万元I其中，经济建设费支出2583．7万元，占当年预算总支出的比

倒高达-12．7N，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支出1863．3万元，占预算总

支出的30．8％I行政管理支出872．3万元，占预算总支出的l‘1．

4％。

1978年。滁县地区遭受百年一遇的大早。全区实际减免农业

税6168万斤，减免税额近640万元。当年省追加救灾专款1320万

元。1979年又拨救灾专款1200万元。两年里。用于小型农田水利

和水土保持补助费的支出分别为1261万元和2183万元。这两年

经济建设费支出的比重，分别占预算总支出的46．5％和43．3％。

第五个五年汁划期问(1975～1980)，滁县地区财政预算总收入为

40769万元，其中．农业税收入占总收入的13．4％，工商税收占

66．O％．企业收入占20．O％I预算总支出为38452万元，其中，经

济建设费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高达40．J％，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

支出占30．5％，行政管理费支出占12．o％。

在这一时期，财政管理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
l 980年起，滁县被省列为财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县。1 983年



6

起，省对滁县地区全面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在

这种体制下·财政收入划分为地方固定收入、固定比例分成收入和

调剂收入，财政支出除特大灾害和抗旱防汛费由省专案拨款外，其

余各项目支出均划归地、县管理。财政收支包干基数确定后，地、县

在划定的收支范围内，多收多支；少收少支，自求平衡。财政收支包

干体制的实行，是财政改革的一项重大措施，它促使各级政府进一

步加强对财政工作的领导，重视地方财源建设，充分调动了地方增

收节支的积极性，同时也使地方能够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设置预

算，统筹调度财政资金，促进地方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的发展。

1986年起，根据第二步利改税后的税种设置，财政体制改为

“划分税种、核定收支、超收分成、分级包干”，重新划分了收支范

围。调整了包干基数。-1988年起，改为实行“定额上交递增、定额补

贴递减”的包干办法，调整了收支基数，改进了分成办法。j991年

起，又采取“保存量、盘增量、超收固定比例分成”的包干办法。这几

次财政体制的变化，主要是本着调动地方发展生产、组织收入的积

极性．简化结算办法的原则改进的，其分级包干、“分灶吃饭”的基

本内容没有改变。

实践证明，财政包干体制大大促进了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十

年来，滁县地区在工农业生产持续发展的基础上，财政收入获得持

续、稳定的增长，1992年财政预算内收入达41300万元，比1982

年增长了2．8倍，年均递增14．2％；地方机动财力也有大幅度增

加，是实行包干体制前的2．1倍，年均增长16．3％。

1980年后，滁县地区在农业税征管和乡(镇)财政建设方面。

作出有意义的探索和改革，取得明显的成绩。

1981年9月，行署批转财政局《关于包产(干)到户后农业税

征收、减免工作的意见》。《意见》报据国务院和安徽省现行农业税

的政策规定和大包干后农村经济情况的变化，对农业税的征纳，以

及起征点减免、灾情减免和社会照颐减免的范围、标准和审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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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都作出明确规定，对新时期全区农业税征管工作发挥了积极的

指导作用。

1982年4月．行署财政局对来安县半塔区农业税征收和集体

提留实行“包干上交、提留统管”的办法进行调查。《调查报告》认

为，半塔区的做法合理地兼顾了国家、集体和农民的利益，较好地

解决了农产品交售期国家、集体单位多头、多项、分散向农民要债

筹款的矛盾，受到干部和群众的普遍欢迎。行署财政局在全区推广

了半塔区的做法。

】984年，行署财政局向全区转发了全椒县农业税由征收实物

改为征收代金的文件。要求全区都实行这种新的征收方法。早在

1980年，行署财政局就根据全区粮食生产形势的变化，开始指导

部分县进行农业税折征代金的试点工作。天长、凤阳连续六年午季

一季就完成全年农业税征收任务．充分体现了这一新的征收方式

的优越性。1985年，安徽省财政厅通知全省，农业税一律实行折征

代金的征收方法。目前，这一征收方法仍在继续执行。

早在1970年，’滁县地区即尝试建立公社一级财政。1980年，

恨据农村经济发展和财政改革的需要，行署财政局开展农村人民

公社财政的建设。1982年，在天长进行试点，1983年，全区加快了

公社财政建设步伐，}984年．农村人民公社、大队改为乡(镇)、村

建制后，人民公社财政改称乡(镇)财政。到1985年底．全区264个

乡(镇)垒部建立了乡(镇)财政。随着乡(镇)经济的发展和财政改

革的深化。乡(镇)财政管理体制逐步完善，乡(镇)财政也不断发展

壮大。1987年开始又进行建立乡(镇)金库的试点工作．1992年，

乡(镇)财政收入占县级财政收入的比重达到32．3％。

这一时期，滁县地区在企业财务管理方面也进行了不断的探

索和改革。

1978年起实行企业基金制度，凡是完成国家规定的各项经济

技术指际的企业，可按照一定比例提取企业基金。1980年起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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