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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市郊区财政志》已编辑出版，谨以此奉
献给湘潭市原郊区工作的创业者和开拓者，奉献给
一切关心、支持郊区财政工作的各级领导和各界同
仁。

郊区财政，是随着郊区行政体制演变而发展壮

大的。从报帐管理制到尚不完善的区级财政管理体
制，经历了几十年的艰苦创业历程。在市委、市政

府和区委、人大、政府、政协的领导、支持和监督

下，在市财政、税务、银行等部门的指导、帮助
下，在区属各部f-j、乡、场、企业的支持和全体财

政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下，认真贯彻党的路线、

方针、政策和财政法规，依法理财，为完成和超额
完成国家税收，平衡财政收支，壮大区财政经济，

广辟财源，增收节支，不断探索生财之道，用财之
方，聚财之策，加强财政管理等方面，做了大量的

工作。为支持和发展各项生产、建设事业，作出了

卓有成效的贡献。随着湘潭市城区体制的改革，郊
区现已分别划归新建的雨湖、岳塘两区，郊区财政已



完成其历史使命。为保存史料，原郊区财政局负责
’i：人特组织人员编辑了这本专业志。本志以马克思列
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翔实的史料为依

据，分6章、20节，如实记述了郊区财政工作的历
史和现状，供各级领导和从事财政工作的人员查阅

有关资料，研究分析郊区经济规律，以适应经济发
展需要。这是有益当代，惠及后人的好事。

值此志稿付梓之际，我们忝为原郊区工作的领

导成员，当然感到欣慰，特书序言，以示祝贺。

一九九三年元月

、亨夺，铩、丞婚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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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市郊区财政志》的编纂，是在中国共产

党十四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之际开始的，又是在湘
潭市城区体制改革中进行的。迎着改革开放的大潮

和新建区继往开来的新形势，着手编辑本志，全体
编辑工作者深感意义重大，以饱满的热情，严谨的态
度投入这一工作。自1992年lo月至1993年元月，仅
3个月的短时间内完成了郊区第一本社会主义财政

专业志。

本志取事主要从1981年市对郊区实行财政体制

起，为不中断历史，有些内容有所上溯，如机构沿

革上溯到清朝末年。但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和财政
管理章，因资料不金，仅以简略文字阐明1 981年以
前的史实，未展开记述。下限迄至1_992年，又由于

郊区财政体制变革，所以统计资料一般只到1991年

底止。而财政结算章则全以1 992年8月的数据为

本。按照“横分门类，以类系事，纵向记述，寓议
于记”的志书体例，金书设6章(财政机构、财政

体制、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财政管理、财政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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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20节，卷末设附录4篇。本志行文使用语体
文，纪年悉照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单位公布

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处理。记述内

容的详略，根据资料的实用价值而定，一般按“详

近略远、详特略同、详典型略一·般、详首创略常

见、详关键略过程、详实践活动略文件辑录”的原
则解决。本志因系专业志，对郊区的入口、土地、

农业生产、企业经济等基本情况概未收录。

本志突出郊区特点和专业特色。如财政机构

章，反映机构更迭与郊区区划变动的特点；财政体

制章，反映不同年度市对区、区对乡的财政体制演
变和调动区、乡两级理财积极性的特点；财政管理
章，反映区、乡两级依法理财的原则；财政收入与

财政支出两章，反映“取之有道，收之合‘法”和
“量入为出，量力而行”的原则；财政结算章，反

映收支结算与财产划分合理合法的原则；各章分别

插表，以表数代言，与精简记述配合，体现了财政
专业志的特色。总之，金书记述了郊区由贫血型财

政，逐渐增强造血功能，并在一定条件下成为能养

血、输血型财政的历史和现状。

本志以郊区财政年度决算为本，按区级财政发

展历程，由左争天同志集成统纂。有关数据，由
左争天和许美华同志负责汇集、整理、制表、审核



后提供的，肖垄、文启煌两同志奉献余热，发挥了修
志的专长，保证了本志的真实性、准确性和体例的完

整性。郊区财政局胡文学、许俊奇、田月香、左葵阳

等协编人员，分工负责，搜集资料，提供数据，摄

影、抄写，齐心协力，从而加速了编辑工作进程。

在编辑过程中，原郊区领导闵应章、陈泽声、
何炳霖三位顾问从修波篇目到审稿，不吝指教，并

为本志作序；市志办热忱支持，认真审核，将本志
编入《湘潭市地方志丛书》；市财政局、郊区人

大、郊区税务分局、郊区档案科、郊区区志办提供
了有关资料；刘更明、陈喜兰、戴丰强、马再军、

刘重凯、徐春华等同志给予了工作上的支持。统

此，表示衷心感谢。

盛世修志，有益当代，惠及子孙。本志如能对

“资治、教育、存史”有所裨益，如能同广大财政

工作者交上朋友，在新的形势下不断改革，胜利前
进，幸甚!幸甚!今天我们捧着这一本带着郊区泥

土芬芳的志书，感到由衷的欣慰。但由于我们水平

有限，时间仑促，疏漏和错误在所难免，敬请领导

和同志们批评鉴正。

编 者

一九九三年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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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财政机构

第一节 机构沿革

湘潭市郊区地域，清朝末年属湘潭县三都、上
四都、下五都和十二都之一部分。民国时期曾分属
昭阳、黄龙、正心和直属霞城乡。新中国建立前属

湘潭县株洲、易俗河、姜畲、黄龙乡一部分。这一
漫长的历史时期，境内乡镇财政属湘潭县财政机构

管理。主要负责开征田赋和多种地方附加税。

1949年8月，湘潭和平解放。同年10月湘潭城
关区改为湘潭市。1950年9月市政府决定以湘江为
界设立河东办事处和郊区(河西)办事处。其时，

两办事处的财政受市政府财政科管理。主要负责征
收公粮，管理境内财政收支，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
济服务。

1 951年12月市政府决定将郊区(河西)、河东
两办事处改为两区公所，作为市政府的派出机构，
分管农村工作。其时，两区公所均设确财政室，后
改为财政股，其财政收支受市财政直接管理。

1956年6月，市政府决定撤销河东、郊区(河

lIj



西)两区公所，成立湘潭市人民委员会郊区办事l
处。但未设立财政机构，只设有机关单位财务会?
计，直接向市财政报帐结帐。1 958年9月，为实现

人民公社化，政社合一，将郊区办事处改为郊区人

民公社，并设有财政部，负责公社收、支、往来核
算。

1960年4月，郊区人民公社建制撤销，成立湘
潭市河东、河西两个人民公社，实行城乡一体的人

民公社体制。其公社财政机构仍负责本公社收、

支、往来核算。

1961年2月，撤销河东、河西两个人民公社，
恢复湘潭市人民委员会郊区办事处。但未设立财政

机构，只设机关单位财务会计，直接向市财政报帐
结帐。

1963年7月，市人委郊区办事处设立财政科。
I 965年8月，撤销财政科，并入区行政科。均只负

责本机关财务收支，直接向市财政办理报帐结帐。
1 969年9月，市革命委员会[湘革]65号文件

通知，在郊区革命委员会下设湘潭市郊区财税管理
站：实质上是市财政的派出机构，为市财政负责全

区财政税收、经费拨款等方面的业务工作。
1976年11月，潭市发(76_]82号文件批复，市

委同意设立郊区革命委员会财政科。1 980年12月，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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