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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历代相沿，源远流长。新中国成立后，

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十分重视地方志工作。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

呈现出政治安定、经济繁荣、百业竞兴的昌盛景象。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怀

下，新编地方志工作，在全国普遍地开展起来。形成了“盛世修志”的可喜局面。

编修地方志是一项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为子孙后代留下精神财

富、有益当代、惠及后世的崇高事业，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光荣职责。

查阅历代济宁方志，均设有“财政”篇章，或日“赋役全书"、或名“食货志"。

以地亩、人口、赋税征收、上解、地方坐支为主要内容。仅记收支，不提监管，既

不能全面反映该时期财政的状况，也无章法和规律可循。

新时期编修的《济宁市财政志》，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关

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本着尊重历史、存真求实、详今略古、立

足当代的原则，用新观点、新方法和翔实的资料记述了1840年以来济宁财政

的历史和现状。着重记述了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济宁财政发展的基本情况。既有传统的成功经验，又有应该记取的教训。融

思想性、科学性和时代性于一体，突出了地方特点及专业特点，能够起到资政、

存史、教育的作用。

编修《济宁市财政志》，是一项艰巨细致的系统工程。客观翔实地将济宁财

政一百五十多年来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兴衰演变史实，概括于方册之中，确非

易事。特别记述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济宁财政在生财、聚财、用财各个环节，

都能充分发挥财政的职能作用，继承和发扬老一辈财政工作者艰苦创业、廉洁

奉公、忠于职守、顾全大局的优良传统。这对于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更好地探

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开创济宁市财政工作的新局面大有裨益。

Fl▲



2 济宁市财政志

通读《济宁市财政志》，纵观济宁百余年来的发展史，联系财政实际，本志

在述其过程、详其始末、反映规律等方面，无论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基本

上达到了“像财政、像济宁、像志书"的要求。尽管她尚不完善，但也堪称一部观

点明确、资料翔实、体例完备、特色突出的地方财政百科全书，可供济宁市各级

财政干部在工作实践中借鉴和参考。至于这部志书的缺漏之处，有待后人详志

之略，继志之无，使之趋于完善。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希望济宁财政干部要认真阅读这部志书，全面了

解和掌握济宁财政的发展历史，并以志为鉴，继续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保持财

政干部艰苦、勤奋、廉洁、求实的作风。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为发展济宁经济，

振兴济宁财政，做出新的贡献!

《济宁市财政志》在财政部、山东省财政厅和济宁市史志办的关怀指导下，

在本局各科室、单位及编纂人员的努力下，圆满完成编纂工作。《济宁市财政

志》的问世，是济宁市财政系统的一件大喜事。借此，谨向关心支持本志编纂工

作的单位和个人表示衷心的感谢!向辛勤耕耘的编纂人员致以诚挚的敬意!

值《济宁市财政志》付梓之际，略表心声，是为序。

；罗．柳，泠<， 。

l
I

1996年12月



一、本志编写，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对建国以来重大历史事件的记述，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

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本着尊重历史、求实存真、详今略古的

原则，记述济宁财政的历史和现状，以达“资政、教育、存史"的目的。

二、断限。上限自1840年，下限至1990年，个别项目可根据内容需要，适

当上溯或下延。

三、记述范围。原则上以济宁市1990年行政区划为准，个别历史事件为了

说明当时原貌，则按济宁境当时区域记述。

四、体例。采取述、记、志、传、图、表、录诸体皆用，以志为主，横分门类，依

时竖写。前设序言、凡例、概述、大事记；篇章分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财政体制，

财政管理，财政机构沿革，党团组织、学术团体，职工教育，人物等八篇三十七

章；尾设附录和编后记。

五、记述。直书其事、述而不作，寓褒贬于史实记述之中。

．六、行文。以第三人称用现代语体文书写，全志以文字记述为主，适当穿插

图、表，力求言简意赅，文图并茂，一般不作注释。

七、称谓。单位名称，第一次出现时，写全称，复用时写简称。地名、行政区

域名称，随行文中的时间，写当时称谓(括注今名)。人名一般直书其名，不加职

衔，不冠褒贬之词。本志中出现的“建国前(后)"系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

(后)"。

八、纪年。清末和民国，均采用历史纪年，括注公元纪年。革命根据地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采用公元纪年，用阿拉伯数字书写。

九、本志资料，清末、民国以收集的档案资料和旧志书为主，图书、报刊资

料为辅。革命根据地，以革命历史文献和档案资料为主，老同志座谈回忆、口碑

{吒



2 济宁市财政志

资料为辅。建国后以济宁市财政局、统计局档案资料为主，有关部门和个人提

供的资料为辅。

十、计量单位。建国前使用历史时代的名称；建国后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计

量单位表》规定的名称。

十一、财政收支各项数字书写，建国前，银一般记到两，制钱、京钱一般记

到千文，法币、伪币、银元一般记到元，漕米一般记到石，盐一般记到引或担，粮

食一般记到斤。建国后，人民币以1955年3月1日币制改革后的新人民币为

准，必须用旧人民币记述的，在数值后括注。旧"字，金额一般记到万元，粮一般

记到万公斤；人口一般记到万人；地亩一般记到万亩。

盛零蓬羹囊罗，／奎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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