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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史修志，受益当今，惠及后世。

《内江市东兴区财政志》上限自1989年11月撤县建区，下限截

至1996年底。为便于反映有的工作阶段的连贯性和工作面貌的完整

性，个别内容的上下限有所放宽。

本志台{：}编纂，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

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实事求是的

思想路线。编纂过程中，充分利用了区财政局机关保存的档案，并走

访了十余个区直机关。广征博采，精心编写，力求做到观点正确，内容

翔实，纵不断限，横不断档，文风端正。

本志是一部较为全面、准确、系统地记述和反映区财政局机关及

全区财政系统的机构沿革，全区财政工作各个方面情况的专门志书，

具有明显的专业特色、时代特色和地方特色。由于财政工作职能及特

点所使然，本志在一定程度上，也概略地反映了全区整个国民经济建

设及社会事业发展的情况。

值此世纪之交，自当承先启后；又逢千年更替，更须继往开来。走

过的历程值得回顾，历史的经验值得总结。“前有所稽，后有所鉴"，本

志的现实价值和历史价值，将随着迈向新世纪的进程而逐步显现。

本志书从开编到成书，凝聚了区财政部门领导和工作人员的心

血。但是，由于编纂人员水平有限等因，志书疏漏和谬误之处在所难

免，恳请大家批评指正。

浆c弓够，≥

编者

1999年1月20日

产1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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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1989年11月1日撤销内江县设立东兴区以来，区财政局机构名称、性质、

隶属关系均未发生变化，其主要职能从总体上说亦较稳定，即：从财力上保证政

府职能的实现，提供行政事业经费及一些社会经济支出资金；管理乡级财政；调

节区级经济，提高经济效益；管理行政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财务；平衡财政收支；

实行财政监督，管理会计事务等。 。

随着这些年的财税体制改革，区财政局的具体工作职能及管理范畴亦有若

干变化。主要是：(一)财政机构的增设。1993年至1996年间，为适应财政改革的

深化及财政工作的开拓创新，按区委、区政府及上级财政主管部门的要求，结合

实际，我区先后设立了一些直接归属区财政局管理的工作机构：区投资公司、区

国债服务部、区资产评估事务所、区国资局。(二)区财政局代区政府管理的区农

发办、区扶持办等机构更趋于完善。(三)1994年税制改革中，区财政部门的农税

管理机构(即农业税征收管理股)成建制移交给地税部门。但从总体上可以说，这

几年的管理职能及管理对象都明显拓展。

乡镇财政机构的名称、性质、职能、隶属关系这几年有过重要变化和调整．

1992年秋为适应全区乡镇建制调整，撤销办事处财政所，全区新组建为28个乡

镇(街道)财政所；1994年为适应税制改革，乡镇财政所全部撤销，重新组建为28

个乡镇财税所11995年因区内少数乡镇调整又新设5个财税所，加上我区与市

中区之问再次调整行政区捌，有关财税所亦互相划转。1996年，全区共29个乡

镇(街道)财税所，由区财政局和区地税局共同管理。

’财政体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之一。这几年，我区财政(财税)管

理体制改革的内容多，动作大。就全区而言，主要是：自1988年内江县时期起上

级对我区实行的“核定收支基数，递增包干，一定三年一的财政包干体制，于t992

年重新核定了收入总额和留解比例；1994年，中央对地方实行分税制的财政管

理体制，我区与全国同步实行税制改革，适时组建起国税、地税两套税务机构。上

级按照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划分，明确划分了我区财政收入(包括区财磅

固定收入、与中央共享收入和其他预算收入)，市财政确定了对我区财政税收近

还数额。税制改革中，区、乡两级财政具体负担的支出范围亦具体趔定；建国以事

一直由财政部门负责的农业四税征管工作移交给地税部门，自1996年起，上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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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区财政实行“以奖代补、以奖促平”的机制。就乡镇(街道)财政而言，主要是：

1991年、1992年、1993年，区政府陆续改革和完善乡级财政的包干体制，使其更

好地做到事权和财权相结合，凡乡镇范围内的财政收支，原则上都下划到乡镇政

府管理；通过对财政基数的调整，使其更加符合乡镇经济发展的实际；更好地兼

顾了区乡两级财政利益，更大地调动各级积极性，特别是增大了乡镇级的预算安

排和使用财力的自主权及财政管理的主动权。1995年，为适应分税制改革，区政

府对各乡镇(街道)亦实行分税制；1996年，区政府在分析原体制积极作用及不

足之处的基础上，从当年起对乡镇(街道)统一实行新的财政体制。即：划分收支

范围，确定包干基数，包干上缴(补助)，超收分成。当年10月，区政府决定对乡镇

(街道)建立“以奖代补、以奖促平"的管理机制。这几年在其他方面亦进行了不少

改革，主要是：推行财税目标责任制；改革行政事业单位预算管理办法；改革财政

投资体制；改革国有企业会计核算制度及国有资产收益收缴办法；改革粮食流通

体制等。改革是前进的动力。通过一系列改革，打破了陈旧的管理模式，摒弃了

过时的管理方法，为财政工作增添了活力，对进一步理顺财政体制和财政工作的

各种关系，调动各级发展经济、当家理财、增收节支的积极性，起到了重要作用，

收到了显著效果。

支援生产，发展经济，培植财源，拓展税源，始终是财政工作的基本立足点和

出发点。成立东兴区以来，尽管财政极为困难，资金调度极其紧张，但区、乡镇财

政部门始终把支持生产放在重要位置，想方设法筹措资金，支持生产建设。财政

部门不但及时安排拨付救灾抢险资金和支援农业生产资金，尽力保证粮食收购

资金的兑现，还积极争取扶持项目，先后争取到国家和省设立的川中中低产田土

改造工程、长江中下游防护林体系工程、中小型水利工程整治和瘦肉型猪基地

县、扶持财政困难县、扶持丘陵大县等中央和省扶持项目。每年都争取到无偿资

金和有偿资金实施农曲综合开发工程，有效地改善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条

件。积极扶持企业，培植税源。每年都挤出一定资金，帮助企业解决流动资金和

技术改造资金的困难。有助于搞活企业，启动市场。

在财政收入很不稳定，每年增支因素很多的困难条件下，我区认真按照预算

法规定，编制平衡预算。从199A年起，在预算编制上实行零基预算，不搞基数法。

为使预算正常执行，各级政府及各级财政部门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着眼全

局，采取措施，加强宏观调控。区蚕、区政府不断强化对财政工作的领导力度，各

级党政领导也逐步增强了当家理财观念。各级在抓好发展生产的同时，大力抓好

2 j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各项财政牧入的征收管理，改进和完善征管办法，不管城乡都既抓重点收入，又

抓零星收入。1990年一1996年，全区财政收入以年递增16．02％的幅度增长，到

1996年，达到7310．0万元。

在预算执行中，强调硬化，不开减收增支口子。统筹资金，合理调度，突出重

点，有保有压。每年的财政支出，都首先保职工工资，然后保维持正常工作运转的

最低需要。尽管财力十分匮乏，仍尽力保证支农资金及其他生产性支出；尽管资

金调度压力重重，仍倾力保证教育经费(特别是教师工资)，认真落实公检法支出

等经费。

加强财务管理，强化财政监督，是财政部门重要职责。区财政局近些年在抓

好农业、企业、社会文教行政事业和社会保障事业财务等各类财务管理的同时，

还特别加强了预算外资金管理，1994年、1996年区财政局两次代区政府起草了

关于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的地方法规，经区人大常委审议批准后，由区政府颁发

全区执行，行政事业单位纳入财政专户储存渐趋正规。全区1990年一1996年的

预算外收入17548．6万元(其中：财政部门1984．6万元，行政事业单位13012．4

万元，国有企业1990年一1992年949．2万元)。社会集团购买力管理、公费医疗

管理等，亦得到加强。国有资产管理更加强化和规范化。

过去几十年的内江县时期，有县无城的经济基础特征非常明显：“农业大县、

工业小县、财政穷县’’，是对几十年内江县经济的高度概括。撤县建区后，一方面

城市建设需要大投入，而城市经济的建立发展有个过程；另一方面进入九十年代

后曾长期作为我区重要财税收入来源的糖、纸等轻化产品越来越不景气，尤其是

甘蔗生产和蔗糖销售严重萎缩，使区财政少了一大收入来源。而且，我区工商企

业普遍规模小，家底薄，缺少拳头产品，市场竞争能力差，加上某些大气候环境影

响，经济效益普遍滑坡，不少企业一蹶不振。因此，企业上缴财政的所得税收入，

比八十年代大大减少。另外，某些政策和体制方面的影响，以及各级各部门包括

财政部门自身工作上的不足等，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下，撤县建区后财政困难连

年加剧，财政资金严重人不敷出，可用财力难以维持正常的工作运转，赤字巨大，

财政资金调度持续紧张，疲于应付。长期以来的‘‘吃饭财政"，常显露出难以为继

的窘困。从根本上说，财政困难是经济困难的反映。财政困难加剧，又严重地翩

约了经济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

。面对日益严竣的财政困境，区委、区政府及全区各级党政领导、各级财政部

门和全区广大人民群众，不是安于现状，不思上进，也不是心灰意冷，怨天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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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穷则思变，穷则思改。在区委、区政府领导下，在上级党政和上级财政部门的

关心和支持下，全区上下，齐心协力，发愤图强，艰苦奋斗，区财政局领导班子团

结一致，积极开拓，当好区委、区政府抓财政工作的参谋助手，带领全区财政系统

的干部职工，按照党和政府要求，搞好各项工作，深化财政改革。同时，不断加强

财政队伍自身建设，努力提高干部职工自身素质，为全区两个文明建设作出了应

有贡献。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功夫不负有心人。近三四年来，我区

财政状况不断改观，财政收入逐年大幅度递增。1994年，全区财政收入首次突破

5千万元大关，如果在当年财政支出中剔除全区职工工资调整因素的话，便可实

现当年财政收支平衡。1995年，作为全省财政“倒差县’’的我区，赤字额小于倒差

额，获得省上给予的财力奖励。1996年，全区财政收支品迭后，净结余98．9万

元，在连续11年赤字之后，终于在1996年实现了财政收支平衡，略有节余，这是

我区财政步出困境的一个重要转折点。1997年和1998年，更是一年一个新台

阶。不过，鉴于本志书内容一般截止于1996年底，所以，那是后话。

回首征途风雨，令人感慨万千。变化令人欣慰，成绩饱含艰辛。值此世纪之

交，更觉任重道远。机遇与挑战并存，困难与希望同在。东兴区财政将迈着更坚

实的步伐，迎着2l世纪的曙光，奔向更光明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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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9日

1月1 6日

1月1 7 El

1月1 7日

2月1 2 El

3月 日

大 事 记

1990年

区财政局1号文件通知，从1月15日起启用“内江市东兴区财

政局"印章，同时停止使用“内江县财政局"印章。

区财政局4号文件通知，将原内江县各区财政局所名称变更为

内江市东兴区凌家、郭北、史家、田家、高梁、白合、顺河财政所，

新名称从2月1日起实行。·

区财政局发文通知，更改局机关各股室及各乡镇财政所名称并

启用新印章。新名称从2月1 B起实行。

市编委2号文件批复，对行政区划调整后东兴区与市中区涉及

的财政所事业编制人员、农业税事业编制人员的划拨作出具体

规定，从2月1 IEI起实行。

区政府办18号文件通知，原内江县国库券推销委员会办公室、

公费医疗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办公室更名

(即原冠“内江县"改冠“内江市东兴区一)，三个办公室均设在区

财政局内，并从2月1 B起实行。三个办公室从2月1日起启用

新印章，原印章作废。
‘

邱明贵同志在区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关于1989年财政决算

和1990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

4月1 7日 区编委批复成立东兴街道财政所。c

5月11日一17日 举办财会工作达标升级培训班。

7月 区委、区政府调整充实区公费医疗管理委员会。

7月 区财政局、区珠算协会、区科协组织1400人参加全国首届珠算

科技知识竞赛。 一

7月30日 区财政局转发财政部《关于会计达标升级考核确认工作几项规

定》，并成立领导小组，对全区这项工作进行规划部署。 ，

8月21日 区政府151号文件印发《区扶持项目承包考核奖励办法》。

9月3日 内政府办公室119号文件印发《房产移交会议纪要》，凡属原财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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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 2日

9月2 9日

9月2 9日

10月

是年

2月2 7日

3月2 1日

3月下旬

政局房产公司管理的辖区内国有直管公房(含农村)均移交区

房管所。

区财政局与区房管所签订了《直管公房交接书》并造具移交表，

区计委、区建委监交。

区政府167号文批复区财政局《关于完善区工业发展基金办法

的请示》。

区政府168号文批复区财政局《关于恢复国营工交企业国拨流

动资金实行有偿占用的请示》。
‘

经区委常委批准，举办财政业务培训班，各办事处主任、各财经

乡镇长、财政所长参加。系建国后首次举办基层分管财经领导

人参加的业务培训。

全区完成财政收入2997．6万元，占预算的78．8％；财政支出

3427．7万元，占预算的113．8％；当年财政赤字442．2万元。

1 991年

区政府以37号文件印发《关于对办事处和乡镇实行财政包干的

通知》，实行新的包干体制。

邱明贵同志在区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上作《关于1990年财政决算

和1991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

区财政局下发80、81号文件，安排部署乡镇财政所达标上等级

工作和争刨文明财政所工作，并统一制发了“所长职责’’、“总会

计职责’’、“财税干部四职规范"等7项规范性制度。

3月底一5月底 顺利开展了全区行政事业单位财产清查登记工作。

5月22日 举办区第二次珠算比赛。

上半年 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会计法》实施情况大检查。

1 0月初 区财政局在原416医院护士学校新建的办公、住宅用房完工交

付使用；集中4天时间完成了局办公用房设施搬迁。

1 2月 收支预算执行结果表明，乡镇财政第一次出现巨额赤字，达

123．98万元，当年支大于收156．68万元。

是年 第一次组织全区乡镇财政干部参加省举办的乡镇财政干部岗位



是年

．是年

3月1 7日

3月一5月

4月一7Y]

6月8日

6月9日

7月8日

7月3 1日

8月

10月13日

是年

是年

培训考试，参考170人，671科，及格率93．74％，居全市第一名。

为国家税法宣传教育活动年。全区广泛深入开展农业“四税’’税

法宣传教育活动，收到好效果。

全区完成财政收入3364．5万元，占预算的105％；财政支出

3556．7万元，占预算的113％；当年财政赤字331．6万元。

1992年

邱明贵同志在区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作《关于1991年财政预算

执行情况和1992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

组织全局职工开展职能调查工作，于6月向区编委提交了报告。

全区清理1981—1991年的财政支农周转金。

市财政局重新核定财政收入总额留解比例，我区调整后的比例

为：上解市37％，留区63％。

区财政局印发37号文件，根据区编委34号文件批复同意区财

政局内部设立"国有资产管理股，，，对外挂“国有资产管理办公

室”牌子，从即日起国资办正式开展工作。

区财政局转发财政部颁发的《乡镇财政管理办法》。

区财政局印发68号文件，对乡镇建制调整后的各乡镇财政所，

明确工作人员所在单位(落实到人头，共216人)。

区政府先后以163号文件印发《关于乡镇建制调整中财税工作

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以171号文件印发《关于对新建乡镇实

行财政包干的通知》，对调整建制后的新乡镇的财政收支包干

基数上缴任务作了调整。

区财政局发出《关于建立乡财政总预算会计定期会议制度的通

知》，从11月起，每月二十八日区财政局召开定期会议(逢星期

顺延一天)，此制度坚持至今。

第二次组织乡镇财政干部近200人参加省举办的岗位培训考

试。参考人员185人，及格率及6科合格率均为全市第一名。

全区完成财政收入3319．9万元，占预算的96．4％；财政支出

3827．0万元，占预算的95．8％；当年财政赤字285．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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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日

1月

2月2 3日

3月5日

3月9日

3月1 7日

3月2 6日

4月2 1日

5月2 0日

6月1 8日

7月2 7日

9月20日

9月一12月

10月20日

10月25日

10月30日

12月26日

1 993年

开始建立本区住房基金。

为1991年一1992年参加全省乡镇财政干部岗位培训考试的合

格人员157人发放合格证书。

邱明贵同志在区二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关于1992年财政预算

执行情况和1993年财政收支预算(草案)的报告》。

区政府以27号文件印发《关于对乡镇实行财政包干的通知》，从

当年起，对各乡镇实行“划分收支范围，核定收支基数，上缴递增

包干，一定三年’’的财政管理体。疆。

区财政局印发开展总预算会计工作达标上等意见的通知。

全区财税工作会议召开。

区委组织部78号文件通知，免邱明贵党组书记职务，张鑫甫任

党组书记。

区政府6号文件通知，接区人大常委6号文件通知，任命张鑫甫

为区财政局局长。

区政府7号文件通知，杨建超、陈召学任区财政局副局长。

区政府以79号文件印发《住房资金筹集、管理和使用试行办

区政府以99号文件批复同意成立区投资公司。

全区财税工作会议召开。

开展违控检查，处结违控单位10个(违纪金额达160多万元，其

中进口小汽车4辆达130多万元)，补征附加费17．32万元，罚

款13．05万元。

区财政局以111号文件制发全区财政干部廉洁自律的7条规

定。

区委、区政府财政问题调查组拟写出《我区财政的严峻状况及出

路》专题材料，并上报省、市。

区编委以35号文件批复设立区投资公司并核定其编制。

区财政局机关全体职工及各财政所长计118人，参加区委区政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