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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序

平乡县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商纣时期曾在今县境王固一带筑沙丘宫；秦统一六国，

于今平乡镇置钜鹿郡。历史上，平乡县无资源矿产之利，唯土产五谷，经济以农为主。民

风淳朴，勤耕织不事商贾。新中国成立后，勤劳的平乡人民，积极发展生产，特别是中共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坚持改革开放，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艰苦奋斗，开拓进

取，在短短的十年里，实现了全县人民物质生活的根本转变。1990年以后，乡镇企业异

军突起，初步形成了以自行车配件、塑料、化工、电器配件、制鞋、纸及纸制品、标准

件、建筑建材等为支柱的八大骨干行业。相继建成了河古庙、丰州镇、节固、杨村、停西

口、郭桥等六大专业批发市场。财政收入进入快速增长时期，1996年实现了财政自立。

二十世纪末期，在县财力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仍然挤出数千万元支持工农业生产，调结

构、扩规模、上档次、创名牌，向产业化、专业化、集团化、特色化发展。进入二十一世

纪以来，不断深化财政改革，完善县乡财政体制，实行了预算统编、账户统管、资金统

拨，逐步建立了预算编制、执行、监督相分离的运行机制，推行工资发放银行化，在全市

率先实行政府集中支付和政府采购制度，根据建立公共财政框架的要求，推行了以零基预

算、综合财政预算、早编细编预算为核心的预算改革。围绕富民强县的目标，大力培源壮

财，千方百计增加收入，在挤水份压虚收的情况下，仍然保持了财政收入的稳步增长，

2003年财政收入达5179万元，比1978年增长12．4倍。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我国的改革开放已取得了举

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国民经

济持续高速发展，神州大地展现出一派繁荣富强的大好景象。编写地方财政志是时代赋予

我们的历史使命，也是改进财政工作的客观需要。平乡县财政局，在地方财力仍不宽裕的

情况下，集群力、历艰辛、勤耕耘，编纂了近80万字的《平乡县财政志》，实属难能可

贵。通观全志、体例完备、观点正确、内容丰富、资料详实。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

唯物主义为指导，实事求是，全面系统地记述了平乡县财政的历史沿革，客观真实地记载

了新中国成立后平乡县财政收支结构、分配关系、管理制度和改革发展的兴衰更替，揭示

了培财、聚财、用财的特点与规律。既反映了党和国家对地方经济发展的巨大支持，又体

现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财政方针，更彰显了立党为公，

执政为民的根本宗旨。通过修志，既可保存地方文献、积累历史资料、总结经验教训，又

可为指导现实、把握规律提供参考和依据，对提高财政管理水平，深化财政改革有着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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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现实意义。

平乡县是河北省的贫困县之一，虽然财政收入逐年增长，但由于增支因素较多，财力

仍不充裕，客观地讲，正处于艰难爬坡阶段。《平乡县财政志》的问世，必将激励平乡县

财政战线广大干部职工，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团结战斗、发奋图强，积极探索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改革与经济发展的新思路、新策略，充分利用财政的杠杆作用，

围绕“中心”、服务发展、支持发展、促进发展、保障发展、培源壮财、依法理财、科学

理财、规范理财、为平乡县经济腾飞作出积极贡献!

乒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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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思想为指导，运

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秉笔直书，如实记述和反映有史以来平乡

县财政的兴衰更替、成败得失和各个不同时期的基本特点，本着详今明古的原则，着重记

述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县域财政的发展变化过程。

二、本志上限起于事物发端，下限一般止于2003年，大事记及个别章节顺延至2004

年。

三、本志由凡例、概述、大事记、专志、人物及附录、编后记等部分组成。概述综述

财政盈拙，总揽全书；大事记以时为序，采用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相结合的记述方法，记

述古今财政大事、新事；专志为全志主体，按事以类存，采用编、章、节、目的编纂体例

记述，文体采用规范的语体文；人物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对在财政战线成绩突出、贡献

显著的生人，采用以事系人的方法散记于有关章节；对于专志难以包容而具有一定价值的

资料则附录于后。 。

四、本志以文为主，辅以图表、照片，力求图文并茂。

五、本志纪年，公元1949年10月1日前采用历史传统纪年，括注公元纪年，之后采

用公元纪年。(志中所称“民国初中期”系指公元1912年至1937年7月7日)

六、本志为便于记述，将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简称为新中国成立。

七、本志数字书写，以国家《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准，除历史文献

摘引，固定词组，习惯用语外，一律用阿拉伯数字。

八、本志以副科级以上任实职人员写简介，其他股(室)人员列表，县级以上先进集

体、先进个人列表。

九、本志数据，以县统计局数字和县财政局总决算报表为依据，缺漏和有误差年份以

财政总决算报表为准。

十、本志资料来源：北京、南京、大连、省、市、县档案馆，旧志、史籍、报刊、县

财政局档案及经考证鉴定的口碑资料。

十一、本志为便于计算和对比，新中国成立后至1955年的财政收支，除注明旧币外，

其他均统一折算为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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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额预算管理⋯⋯⋯⋯⋯⋯⋯⋯⋯⋯⋯⋯⋯⋯⋯⋯⋯⋯⋯⋯⋯⋯⋯⋯⋯⋯(

二、差额预算管理⋯⋯⋯⋯⋯⋯⋯⋯⋯⋯⋯0 0⋯⋯⋯⋯⋯⋯⋯⋯⋯⋯⋯⋯⋯(

三、自收自支单位管理⋯⋯⋯⋯⋯⋯⋯⋯⋯⋯⋯⋯⋯⋯⋯⋯⋯⋯⋯⋯⋯⋯⋯⋯(

第四节农业财务管理⋯⋯⋯⋯⋯⋯⋯⋯⋯⋯⋯⋯⋯⋯⋯⋯⋯⋯⋯⋯⋯⋯⋯⋯⋯(

一、支农专款的管理⋯⋯⋯⋯⋯⋯⋯⋯⋯⋯⋯⋯⋯⋯⋯⋯⋯⋯⋯⋯m⋯⋯⋯⋯(

二、农口事业费的管理⋯⋯⋯⋯⋯⋯⋯⋯⋯⋯⋯⋯⋯⋯⋯⋯⋯⋯⋯⋯⋯⋯⋯⋯(

三、农口“事改企”管理⋯⋯⋯⋯⋯⋯⋯⋯⋯⋯⋯⋯⋯⋯⋯⋯⋯⋯⋯⋯⋯⋯⋯(

第七章国有资产管理⋯⋯⋯⋯⋯⋯⋯⋯⋯⋯⋯⋯⋯⋯⋯⋯⋯⋯⋯⋯⋯⋯⋯⋯⋯⋯(

第一节管理机构⋯⋯⋯⋯⋯⋯⋯⋯⋯⋯⋯⋯⋯⋯⋯⋯⋯⋯⋯⋯⋯⋯⋯⋯⋯⋯⋯(

第二节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

一、行政事业单位基本情况⋯⋯⋯⋯⋯⋯⋯⋯⋯⋯⋯⋯⋯⋯⋯⋯⋯⋯⋯⋯⋯⋯(

二、资产清查，建账建制⋯⋯⋯⋯⋯⋯⋯⋯⋯⋯⋯⋯⋯⋯⋯⋯⋯⋯⋯⋯⋯⋯⋯(

三、国有资产处置⋯⋯⋯⋯⋯⋯⋯⋯⋯⋯⋯⋯⋯⋯⋯⋯⋯⋯⋯⋯⋯⋯⋯⋯⋯⋯(

四、非经营性资产转经营性资产管理⋯⋯⋯⋯⋯⋯⋯⋯⋯⋯⋯⋯⋯⋯⋯⋯⋯⋯(

五、国有资产产权登记⋯⋯⋯⋯⋯⋯⋯⋯⋯⋯⋯⋯⋯⋯⋯⋯⋯⋯⋯⋯⋯⋯⋯⋯(

第三节企业国有资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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