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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安庆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编纂志书历史悠久。

《安庆市财政志(1978--2002)}经过编纂人员两年多辛勤笔耕，即将付梓出版。它系

统、完整地记述了安庆市的生财、聚财、理财历史，是安庆市一部重要的专业志书，服

务当代，有益后世，意义深远，可喜可贺。

财政是国家行使职能的物质基础，既是国家最重要的政务之一，也是我们党执政最

重要的领域之一。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是我们党执政为民原则在财政工作方面的具体体

现，这一原则始终贯穿于安庆市财政资金的配置和管理的全过程。改革开放以来，在中

共安庆市委、安庆市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安庆市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财政改革不断深

化，为财政收入保持较高的增长幅度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体制基础，财政实力不断

增强。从安庆行政区划调整后的1989年到2004年，财政收入从3．68亿元增加到

33．12亿元，增长8倍，年均增长53．33％。随着财力的不断增强，财政对国家政权建

设以及经济建设的保障能力不断提高，1989—2004年，财政支出从3．66亿元增加到

39．9亿元，增长9．9倍，年均增长66％。安庆市财政通过资金投入和制定实施相应的

财政政策，有力地促进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支持了各项改革措施的出台

和重要方针政策的实施，促进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安庆市财政志(1978--2002))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安庆

市财政工作的面貌，内容丰富，资料翔实，系统地提供了这一时期财政资源配置的历史

背景和依据，以及发挥财政调节经济、促进稳定发展等职能作用的经验和做法。这对借

鉴历史，指导现实，提高科学理财能力，必将起到积极作用。

当前，财政部门要抓住东部产业梯度转移，中部崛起的历史机遇，依法理财治税，

着力提高科学理财能力，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努力实现市委、市政府提出的战略

目标。反思过去，审视现在，用科学的发展观谋划未来，加快建立公共财政支出体系，

充分发挥公共财政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有效地实现财政与经济的良性循环。

，编纂《安庆市财政志(1978--2002))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编纂人员精心设计

篇目，历经三载，字斟句酌，积句成章，数易其稿，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其敬业奉献精

神令人钦佩。

在此，谨向参与编写的人员和一切支持编纂工作的单位、个人致以谢意。

2005年



凡例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为指导。全面、系

统记载了改革开放以来安庆市财政改革的进程和财政状况的变化。

二、本志上限为1978年，’下限至2002年，部分内容适当上溯下延，主要章节及重

大事项延伸到成稿为止。

三、本志采用述、记、志、图、表、录表述方式，志为主体，图(照片)列卷首，

表随文出，录附书末。行文为现代语体文、记述体。按横分门类、纵述史实的结构编

排，分为篇、章、节、目四个层次。以概述和大事记为总摄和索引，各篇、章前撰写扼

要引言，起提纲挈领作用。

四、本志注重反映地方特色、专业特点和时代特征，在篇目设计时，对有上述特点

的内容作了升格详叙。全志分为志8篇35章83节，专记2篇4节，特载1篇5节及附

录。

五、所列统计数字，以档案资料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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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1

概 述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全党工作的重点应该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上来”的决定，历史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安庆市财政部门在市委、市政府

领导下，坚决贯彻中央决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加快财税改革

步伐；自力更生，顽强拼搏，增收节支，培植财源；深化改革，强化管理。财政面貌发

生了很大变化，财政实力逐年增强，财政状况明显好转。

财政收支规模不断扩大。1988年原安庆地区和安庆市财政收入32980万元，财政

支出38363万元，比改革开放前的1977年分别增加21303万元和28082万元，增长

1．82倍和2．73倍。2000年安庆市财政收入达255020万元，比行政区划调整后的1989

年增加了218243万元，增长6．93倍，平均每年增加19840万元，年递增19．25％；

2000年全市财政支出达212230万元，比1989年净增175653万元，增长4．8倍，平均

每年增加15968万元，年递增17．33％。财政实力不断壮大，财政职能逐步健全，使得

财政调控能力不断增强，推动了安庆的经济改革和各项社会事业向前发展。

1993年，安庆市财政收入打破了在4亿元左右徘徊的局面，全市财政收入首次跨

上5亿元台阶，达到59997万元，比1989年增长63．13％；财政支出56318万元，比

1989年增长53．97％。1994年以来，安庆市财政进入历史上发展最好时期。1994年一

2000年，安庆市财政收入连跨10亿元、15亿元、20亿元、25亿元四个台阶。1995年

全市财政收入在全省16个地市中从1990年的第六位上升到第三位，怀宁、桐城成为安

庆市首批财政收入超亿元县。

县、乡财政实力明显增强。“七五”以来，县级财政形势十分严峻，不仅收支规模

小，可用财力少，而且赤字逐年扩大。1990年8县累计赤字6769．2万元，到1993年

达到13981万元，年递增27．3％，高出同期财政收入14．4％的增长幅度。根据省政府

决定精神，为促进县乡财政上台阶，安庆市财政局从1993年起，在全市开展了县乡财

政上台阶活动，市、县政府与省财政、乡镇与县(市)政府分别签订上台阶目标责任

书。到1995年安庆市有6个县(市)被省财政列为县级财政上台阶扶持对象，签订了

为期4年的上台阶目标责任状(其中桐城市还进行了二轮扶持)，累计获得扶持资金

11000万元(不含财政周转金)。各县(市)都分别成立了由县(市)政府领导任组长，

有财税、金融部门参加的财政上台阶领导小组。经过努力，签订合同的县(市)均超额

完成了省定目标，累计获省财政奖励4223万元。在发展经济，增加财政收入的同时，

强化预算管理，各地相继采取了一系列增收节支保平衡的硬措施。1993年市本级和桐

城、怀宁实现收大于支、收支平衡。1994年不仅实现了当年全市收支平衡，各县(市)

还全部消化了历年赤字13981万元。到2000年，各县连续7年全部实现收支平衡、略

有结余。在工资改革增支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不仅做到了当年工资当年足额发放，还



兑现了拖欠工资等历史欠账1．7亿元。安庆市财政实现了从财政赤字逐年扩大向财政收

支平衡、略有结余的根本转变，县级财政状况逐步得到改善。“七五”末，8县财政收

入为17237．8万元，支出28160．4万元，累计赤字6769．2万元。“八五”末，8县财政

收入达到59190万元，比1990年增长2．4倍，年递增28％；财政支出63849万元，比

1990年增长1．27倍，年递增17．8％，8县(市)不仅消化了历年滚存的财政赤字，实

现收支平衡，还有净结余889万元。2000年，8县(市)财政收入为107349万元，支

出143054万元，分别为“八五”末的1．82倍、2．24倍。有7个县(市)财政收入进

人亿元县行列。“八五”、“九五”期间，安庆市财政收入市县两级基本上是平分秋色，

县级财政收入增幅高于市级。同时，乡镇财政上台阶工作也取得突破性进展，2000年

末，全市乡镇财政收入达到59271万元，占据县(市)财政收入半壁江山。全市217乡

镇中，财政收入在500万元以上的有43个，并涌现出一批如晋熙、华阳、高河等财政

收入1000万元以上的大乡镇。

财政收支结构明显改善。长期以来，安庆市财源结构单一、不尽合理，财政收入主

要来自国有工业企业，尤其市本级偏重于石化行业，市场风险很大，且地方税收所占比

例小。1994年实行新的财税体制后，安庆市财政局对全市的财源结构进行了分析研究。

特别是1998年，由于石化行业出现巨额减收，加上严重洪涝灾害和东南亚金融危机冲

击等因素影响，财政收人出现大幅度回落(1998年全市一般预算收入为205490万元，

比1997年减收近2亿元)，在这种情况下，全市财政部门对财源状况进行了更深的调

研，适时调整了财源建设和经济发展的思路，大力扶持非公经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

1994年以来，全市来自主体税种的增值税、消费税收入所占份额稳中有降，来自农业

特产税、营业税、所得税的收入所占份额逐年上升，地方收入的份额由1994年的

46．8％上升到2000年的56．83％，提高了10．03个百分点。从财政支出结构看，2000

年财政用于基本建设及支援农业生产等生产建设性支出为8841万元，占支出总额的比

重为3．98％；教科文卫事业费2000年达77740万元，比1989年增长4．7倍，占支出总

额的比重为36．7％。

财政分配关系逐步理顺。根据国务院和省政府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决定，从

1994年1月1日起，安庆市、县(市)两级财政体制由原来的“分级包干”体制改为

“分税制”体制。宿松、枞阳两县乡镇于1995年，其他各县乡镇及市辖四区于1996年

全面实行“分税制”体制，并实施“以奖代补”办法。财政体制的调整进一步理顺了各

级财政关系，促进上下级财政分配关系向健康方向发展，财力分配的透明度逐步增强。

改变了过去“减税让利”、“以税养税”的传统做法，实行“以财养税”的新思路。此

外，通过实施《两则》、《两制》，变过去对企业财务直接的微观管理为间接的宏观管理，

统一了企业的财务会计制度，为企业走向市场、平等竞争创造外部条件，进一步理顺了

政府和企业分配关系。结合机构改革，重新界定了财政供给范围，规范资金供给渠道。

同时，开展“两清三核”工作，清理核减财政供给人员，硬化行政事业单位经费包干办

法，打破单位预算“基数加增长”的习惯做法，积极推行“零基预算”、“综合预算”、

“部门预算”等办法，对乡镇实施“零户统管”措施，尤其是2001年、2002年分别实

行的县(市)级、市级公共财政支出改革，彻底改变了单位经费支出预算只能上不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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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单位之间苦乐不均等现象，在理顺财政与供给单位关系上迈出了实质性一步。

国有资产管理逐步规范。1988年11月，安庆继北京、上海两市之后设立了国有资

产管理的专门机构——安庆市国有资产管理处，安庆市国有资产管理工作开始起步。十

几年来，开展了对企业、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存量管理和在产权变动中国有资产评

估、处理情况的调查和监督，以及接受企事业单位委托进行资产评估的确认。1992年，

首次完成了建国以来安庆市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工作，全市登记的国有资产总额为

14．19亿元。从1993年到1999年，历时七年完成了全市的清产核资工作，摸清了“家

底”，界定了产权。党的十五大以后，积极推进产权制度改革，支持企业改组、改制，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盘活存量资产，形成规模效益，认真配合有关部门组建企业集团

工作，先后组建了安徽华茂集团有限公司、环新集团有限公司、中辰集团有限公司等，

并将安徽华茂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包装上市。



4 安庆市财政志(1978—2002)

大 事 记

1949年

4月23日，安庆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安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收国民党政府财

政办事机构。

5月‘，任命盛浪石同志为安庆市政府第一任财政科长。 ．

6月20日，成立皖北安庆行政区人民专员公署。随之成立财粮科，科长马肇修。

1950年

△专署财粮科下设财务、审计、秘书3个股，业务管辖范围包括安庆市和怀宁、

太湖、宿松、望江、潜山、岳西、桐城、桐庐八县一市。

1952年

1952年初，安庆、池州两专区专员公署合署办公，仍设财粮科，科长孙华屏。业

务范围由原来的8县扩大到13县，增加了贵池、青阳、铜陵、东流、至德5县。

1955年

会议决定，市政府财政科改为安庆市财政局，局长周光

改称为“安庆专员公署财政科”，张超任科长。

195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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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

△财政、税务部门合并重新组建安庆市财税局。

1971年

△撤销地区财税局革委会，成立安庆地区革委会财政金融局。

1973年

△10月9日，成立安庆地区革委会财税局。

10月，市财政局、税务局分设。

1977年

1978年

1月，对预算内国营企业实行财政专管员制度。

1979年

△安庆地区革委会财税局改称为安庆行政公署财政局。

1980年

△池州地区撤销，原池州地区的贵池、东至、石台三县划归安庆地区，安庆行署

财政局业务范围由原来8县扩大到11县。

△经省财政厅同意，对潜山、东至两县进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新型财政

体制试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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