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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序

“盛世修志，隔代编史”，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史料、志书是记载和传

承社会文明的重要工具，读史、览志是察古知今、继往开来的必要途径；“治天

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o足见史料、志书之“存史、资治、教化”

功用。

为系统地总结与反映济宁市财政改革发展的历程，展现全市广大财政工

作者团结一心，开拓奋进，多方聚财，依法理财，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成果，

继上届志书编纂完成后，《济宁市财政志》(1991--2000)又正式出版。她是一

部全面、准确记载与回顾“八五”、“九五”时期济宁市财政发展变化历程的部门

专业志书，是一本较为完整的财政史集，是向新世纪的献礼!

《济宁市财政志》(1991—2000)，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

指针，本着尊重历史、求实存真的原则，用翔实丰富的资料，多角度、多层次、多

侧面地记述了济宁市财政10年间发展变化的基本情况。内容全面，体系完

善，地方特色及专业特点突出。她是广大财政工作者丰富知识，开阔思路的良

师益友；是总结经验，做好工作的有益借鉴。该志书的出版发行，对今后济宁

市财政工作的开展，必将起到承前启后的积极作用，有益当代，惠及后人o

1991—2000年，是济宁市财政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广大干部群众在市

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锐意改革，团结拼搏，全市经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

取得了空前发展，人民群众生活有了较大改善，社会面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o

lO年间，地方财政收入达152．25亿元，财政支出累计完成209．60亿元。自

1996年起，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强化收入征

管，大力培育新的财源，调整优化支出结构，坚持依法理财，全市地方财政收入

持续快速增长，财政调控能力显著增强。“九五”期间，全市财政总收入达到

182．5亿元，是“八五”时期总收入的2．95倍；财政支出总量达到148．5亿元，

是“八五”时期的2．43倍，lO年连续实现财政收支平衡。重点领域支出规模的

不断扩大与增强，对落实各级党委、政府的重大决策，解决社会突出问题，缓解

改革与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发挥了重要作用。



2 济宁市财政志

《济宁市财政志》(1991—2000)，在国家财政部、省财政厅和市政府史志办

公室的关怀指导下，在各县市区财政局、局属各科室单位的鼎力支持下，经过

多方努力，圆满完成了编纂任务。在此，谨向关心支持本志编纂工作的各级领

导、兄弟单位及编纂人员，表示衷心感谢!

往不识无以信今，今不识无以喻后。希望济宁市各级财政干部职工，认真

阅读这本志书，以志为鉴，以史为镜，继承传统，更新观念，高举邓小平理论伟

大旗帜，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开拓创新，与时俱进，为济宁市财政的

改革与发展，为开创全市财政工作新局面，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济宁市财政局局长张延根
二00二年十二月

11，lllII；。l|。lj，JI



凡 例

1．本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本

着尊重史实，求实存真的原则，客观翔实地记述济宁财政的发展演变过程。 ·

2．时间断限。上限述自1991年，下限截至2000年。为使记述完整，个别事件适当上

溯。

3．体例。采取述、记、志、图、表、录诸体并用，以志为主。横排类目，纵写史实，以时

为序。前设图片、序言、凡例、目录、概述、大事记。篇章设财政体制、财政收入、财政支出、

财政管理、财政监督、开发区财政、党团组织、教育、机构沿革、县市区财政10篇46章，尾

设编后记。章下设节，节下设目。

4．记述范围。以济宁市2000年底行政区划为准。

5．行文。本志使用现代规范的语体文书写，行文使用汉字简化字。全书以文字记述

为主，适当穿插图表，力求言简意赅，文图并茂。数字书写以1987年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

等7部门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准；计量单位名称、符号的使用，

以1984年国务院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单位名称与符号方案》为准；标点符号的使

用，以1990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部门发布的《标点符号用法》为准。

6．记述。按照直书其事，述而不作的原则，寓褒贬于记述之中，少作评述。

7．称谓。以第三人称直书单位名称，一般用全称，特殊情况下用简称。人名一般直

书其名。 ．

8．纪年。一律采用公元纪年，用阿拉伯数字全称书写，数字前省略“公元”二字。

9．本志资料以各县市区财政局、市财政局各科室单位提供为主，市局史志办查阅档

案资料为辅。个别图片资料从个人收藏中征得。

10．1994年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后，济宁市地方财政收入统计数字均不包含上交中

央两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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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市市直行政事业单位财政统

一发放工资实施意见》的通知

(2000)⋯⋯⋯⋯⋯⋯⋯⋯⋯⋯(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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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市位于山东省西南部，省属地级

市，辖市中区、任城区、曲阜市、兖州市、邹

城市、泗水县、微山县、鱼台县、金乡县、嘉

祥县、汶上县、梁山县。总面积11168平方

公里，人口786．4万。

济宁市人杰地灵，是孔、孟、颜、曾等古

代文化名人的出生地和主要活动地区；梁

山因《水浒传》一书名扬天下，因此，济宁有

“东文西武”之美誉。济宁市煤炭资源储量

丰富，是全国八大煤田之一；水陆空交通发

达，京沪铁路、石新(乡)铁路、京九铁路、京

杭大运河从境内通过；嘉祥机场开通至北

京、佛山航线。丰富的资源，发达的交通，

构成了济宁市经济发展的综合优势。

1991--2000年，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和改革开放史上非常重要的10年，也是

济宁市财政改革和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

10年。

财政体制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财政

收入持续快速增长。1993年前实行“定额

上交加比例递增，超收分成”财政体制。兖

州、邹城、曲阜实行定额上交办法；市中区、

市郊区、金乡县、嘉祥县、汶上县、鱼台县、

泗水县实行收入全留、定额补助办法；微山

县实行收入全留、不交不补办法。1994年

起，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充分调动了

各级增收的积极性，财政收入稳定增长。

1991年济宁市地方财政收入72164万元，

1995年106354万元，2000年277829万元。

1991--2000年，平均每年增长16．16％，其

中“九五”时期年均增长16．96％，是“八

五”时期的2．39倍。2000年按老口径计

算，济宁市地方财政收入亿元县(市、区)12

个，比1995年增加6个。市高新区地方财

政收入亦突破亿元。财政实力的明显增

强，为全市社会稳定、改革发展，提供了强

有力的财力保障。

财政宏观调控能力显著增强，支出结

构调整取得重大进展。济宁市各级财政干

部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济宁市初步掌

握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改善和

加强财政宏观调控的经验。按照中央“适

度从紧”的财政政策，为经济的“软着陆”做

出了贡献。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

支出管理制度不断创新，支出结构不断优

化。逐步加大了对社会保障、科技教育、文

体事业、公检法、行政管理等社会公共领域

的投入和支持力度。1991—2000年共支出

209．60亿元，其中“九五”时期148．58亿

元，是“八五”时期的2．43倍。全市用于企

业挖潜改造的资金达13．3亿元，是“八五”

时期的6。33倍；科技支出2亿元，是“八

五”时期的2．85倍；农业支出14．2亿元，

是“八五”时期的2．02倍；教育支出33．1

亿元，是“八五”时期的2．39倍。重点领域

支出规模的不断扩大，对落实各级党委、政

府的重大决策，解决突出问题，缓解改革和

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发挥了重要

作用。

传统理财观念进一步转变，财政管理

水平不断提高。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新形势，济宁市各级财政干部不断提高

政治意识、经济意识、调控意识、法制意识、

监督意识、服务意识、改革意识和开放意

识，深人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

理财方式和工作方式；不断转变增收、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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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管理、平衡等计划经济条件下传统的财

政观念和工作模式。在继续完善分税制改

革和收入增长机制的同时，财政支出改革

由点到面，全面推进。预算管理由“基数加

增长”，到实行“存量控制、增量调节”，直至

开始推行部门预算，预算管理制度发生了

根本性变革。财政支出从包揽过多，到逐

步开始清理规范，支出结构不断得到调整

和优化。支出管理方式由分散支付到实施

政府采购、集中支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逐

步提高。预算外资金由部门征收、部门使

用，到实行“票款分离”和“收支两条线”管

理，预算外资金管理逐步规范。财政管理

也由直接管理逐步转化为间接管理，监督

管理成效显著。

财政工作大多体现为利益分配关系，

是各级各部门关注的焦点，工作头绪多、难

度大，特别是涉及到利益调整的财政改革

措施更是如此。济宁市财政工作之所以取

得这样大的成绩，是市委、市政府对财政工

作高度重视的结果，同各级财政干部职工

政治过硬、业务熟练、作风优良、求真务实

密切相关。

财政实力增强，体制完善，为以后财政

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

是，还应该清醒地看到财政工作中的深层

次矛盾和问题，如财政收入结构不够合理，

可用财力增长缓慢，财政调控职能弱化；支

出制度不严密，资金使用效益不够高；财政

纪律比较松弛等。因此，新形势下财政工

作任重而道远。各级财政干部要认真实践

“三个代表”的莺要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

新，求进步，谋发展，不断学习新知识，研究

新问题，探索新方法，迎接新挑战，开创新

局面，为济宁市财政工作再上新台阶做出

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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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

大 事 记

1月，市财政局成立“财政收支自查领

导小组”，并指定专人调度情况。

1月，市编委下发《关于建立县(市)区

国有资产管理机构的通知》。据此，市财政

局、市国资局联合下发《关于加快组建各县

(市)区国有资产管理机构的意见》，对机构

设立时间、人员选配等提出了具体要求。

6月，世界银行副行长拉贾哥波兰先

生到曲阜市参观访问。

7月，成立济宁市利用世界银行贷款

领导小组办公室，副县级事业单位，挂靠市

财政局。

9月，市委下发63号文《关于改革粮

食经营体制的意见》，对粮食流通体制实行

稳定物价、放开销价、盈亏分离、委托办理

机制。

11月∞日，市财政局预算外资金管

理科更名为综合计划科。

11月，《梁山财政志》(1941--1990)正

式出版。

12月，市财政局成立共青团财政局机

关支部、驻厂员管理处支部。 一“

12月，金乡县在全省率先成立第一个

农税法制机构——金乡县人民检察院农税

检察室。

12月31日，市财政局成立收费罚款

管理科，与综合计划科合署办公。

12月底，《微山县财政志》(1953—

1985)，《曲阜财税志》(1940--1985)，《邹县

财政志》(1840--1989)，《泗水县财政志：》

(1886---1985)相继出版。

12月底，邹城市财政总收入突破亿元

大关，跨入全省财政亿元县(市)行列。

1992年

1月起，将市、县外贸企业下放地方管

理，济宁市率先实行了由外贸企业直接向

财政部门承包的政策。

1月底，全市城镇经济制度改革进入

实际运转阶段。

4月，成立山东省财政厅驻济宁市财

政局省直企业财政驻厂员科。

5月，市财政局党组书记、局长李准离

任。

5月，迟振邦任市财政局党组书记、局

长。

5月，市财政局副局长谭成义任市财

政局党组副书记。

7月，成立市经济开发投资公司，正县

级事业单位，挂靠市财政局。

9月，市财政局成立农业税征收管理

科。

加月，市财政局档案管理达到省二级

档案管理标准。

11月，谭成义兼任市经济开发投资公

司经理。

12月，《嘉祥县财政志》(1840-1990)
正式出版。

12月鲫日，市住房基金管理处更名

为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

1993年

1月，隋云宽任市财政局副局长、党组

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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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lO日，成立市财政局开发区分

局。

4月，市财政局制订《济宁市预算外周

转金管理使用办法》。

4月，谭成义当选为市政府副市长。

5月，曲阜市成立农税检察室。

7月1日起，全面执行财政部颁布的

《企业财务通则》和《企业会计准则》(简称

“两则”)。

7月，市级财政系统全面清理通讯工

具、交通工具，并印发了通知。

8月，《金乡县财税志》(1840--1990)正

式出版。

9月，财政部地方预算司副司长马金

铎到泗水县视察指导财政工作。

9月，马垄任市财政局副局长、党组成

员。

9月，《鱼台县财政志》(1840---1990)正

式出版。

11月，邹城市财政局被国家财政部、

人事部授予“全国财政系统先进集体”称

号。

1994年

1月1日起，全市改革“包干制”财政

体制，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

1月1日起，全市开征个人所得税，取

消奖金税。

1月起，全市各级财政对行政事业单

位实行“零基预算”管理办法。

2月，市财政局制订《济宁市财政局党

组廉洁勤政守则》、《济宁市财政局会议制

度》。

4月4日，山东省利用世界银行贷款

项目大检查会议在曲阜市召开。世界银行

中蒙局局长尼古拉斯·霍普先生、世行驻中

国代表处首席代表彼得·鲍泰利、世行官员

水利专家郑兰生先生及省市领导180人参

加了会议。与会人员前往曲阜市南辛镇万

亩井灌项目区检查。此次活动菲律宾《大

公报》予以报道。

4月，市财政局印发《行政机关通讯费

用管理办法》。

5月，财政部农业司司长张震国一行

到梁山县指导工作。

5月，金乡县在全省率先成立收费管

理局。

7月，市国资局制订《国家股权代表考

核奖惩试行办法》，对鲁抗医药企业集团实

施授权经营。

7月，市财政局副局长隋云宽任市局

党组副书记。

8月，市地税局局长孙永剐任市财政

局党组副书记。

9月30日，成立市财政局财政信用资

金管理科。

9月，张延根兼任市经济开发投资公

司经理。

1995年

1月，市财政收回建设银行济宁分行

代行的财政基本建设管理职能。

2月23日，市财政局增设税政科、基

本建设财务科。

3月，市财政局党组印发《关于1995

年反腐败工作的实施意见》。

6月，全市各级国资部门围绕《国有企

业财产监督管理条例》，开展了声势浩大的

宣传月活动，并摄制专题片《火热的六月》。

6月，市财政局印发《财政局党组关于

不准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法公务宴请和不

准用公款参加高消费娱乐活动的具体规

定》。

7月1日起，全市行政事业性收费票

据统一印制、统一发放，建立收费票据准购

证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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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市财政局制发《济宁市住房公积

金管理暂行办法》和《济宁市公有住房出售

收入管理暂行办法》。

8月，市财政局印发《济宁市财政局财

政周转金管理办法》。

9月，市财政局开发区分局出台《关于

鼓励企业进区开发的若干规定》。

n月，市财政局与市黄淮海平原开发

办联合下文，将1988年后的农业综合开发

有偿资金，由农业综合开发办移交市财政

管理。

11月，嘉祥县对预算外资金管理体制

进行了根本性变革，变两权不变为“还所有

权于政府，还管理权于财政”，实行预算化

管理。此项工作在济宁市属前列，比国务

院颁布《关于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的决定》

早8个月。

1996年

3月，市财政局发起成立中国“孔孟理

财”思想研究会。

5月，济宁市利用世界银行贷款领导

小组办公室撤销，职能并入市财政局。

5月，市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办公室

撤销，职能并入市财政局，由每年一次的大

检查变为日常监督检查、专项检查。

5月，市财政局副局长张延根任市局

党组副书记。市财政局副局长隋云宽调市

地税局任局长。．

5月，全省财政系统乒乓球比赛在济

宁举办。

6月，市财政局印发《关于统二办理市

直行政事业单位机动车辆保险的通知》。

7月，市国资局局长吕凤怀任市财政

局党组成员。

9月螂日，市财政局在财校举办
全市财政系统第一期微机应用技术培训

班。

12月底，济宁市连续10年实现财政

收支平衡。

12月底，任城区、金乡县地方财政收

入突破亿元。

1997年

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事业单位财

务规则》，取消原全额、差额、自收自支预算

管理办法，实行“核定收支，定额或定项补

助，超支不补，结余留用”的预算管理办法。

1月，市财政局开发区分局对土地出

让金管理实行“缴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

金登记”制度。

1月，曹旭东任市财政局纪检组组长。

3月，成立济宁市纺织国有资产经营

有限责任公司，并经市政府批准由市国资

局授权将纺织行业全部资产由其统一经

营，具体行使国有资产出资者职能。

4月，市财政局增设社会保障科、世界

银行贷款科、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办公室，

撤销收费罚款管理科。

5月16日，市国有资产管理局改为副

县级行政单位。

5月，按照新的会计证管理办法，全市

统一组织了会计人员建档、换证、年审工

作。 {

7月。市中区在全市率先推行了预算

外资金“票款分离”管理办法。

7月，市财政局纪检组长曹旭东任市

局党组成员。

舯月，市政府印发《济宁市国有资产

管理暂行办法》，该办法在全国属最早颁发

的国资管理法规。

11月，《济宁市财政志》(18,40--1990)

正式出版。

11月，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开设

“168”个人住房公积金电话查询系统。

12月底，微山县地方财政收入首次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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