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娶财政局开展结对子活动，为联系乡黎乐乡送去慰问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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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县财政局本次修志是1985年修志工作的继续o《渠县财政

志》(1986。2000)是渠县第二部财政专业史志，它以比较翔实的史料

记述了1986年初至2000年底的十五年间全县财政改革与发展和财

政工作开展的史实，是历史的真实记载，是资政的可靠文献资料。

志书是一种特殊的著述。编纂好财政志，完整地记录渠县财政

史，不仅对承前启后、以志存绩、以史为鉴、激励今人、开拓未来影响

深远，而且对推动渠县财政事业和经济社会事业的发展意义重大。

改革开放以来，我县的财政工作、财政改革和财政理论探索都取

得了很大成绩，从正本清源到财政改革的逐步深化，财政职能不断完

善，财政实力不断壮大，财政宏观调控作用不断增强，为全县两个文

明建设和社会经济事业的健康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了集中财力、振兴国家财政的战略目标和

要求。这对于继续深化财政改革，健全财政职能，加强财政管理，优

化资源配置，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财政体制和促进国

民经济稳定增长，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我们

将抓紧深化财政改革，进一步加强财政管理，整顿财经秩序，健全财

政职能，提高财政宏观调控能力，建立健全公共财政框架，为全县经

济建设及各项事业的发展，为社会稳定和全面进步再立新功!

渠县财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名似
二oo二年九月



凡 例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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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实事求是的编纂原则。

二、上限1986年，下限2000年。

三、分章、节、目三个层次，按财政业务横排门类，纵

述史实。

四、采用财政档案史料，选用有代表性典型资料入志，

真实可靠。

五、执行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等7部门《关于出版物数

字用法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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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渠县位于四川盆地东部，华蓥山北段西侧。介于北纬30。38’。

31。16’，东经106。387—107。15
7 o东邻大竹县，北靠达县和巴中地区

的平昌县，南界广安地区的广安县，西接蓬安、营山两县。全县幅

员面积2013平方公里o 2000年总人口131．359万人，其中农业人

口117．14万人。辖16区镇，84个乡镇，694个村。渠江镇、天星

镇为县城驻地，三汇、临巴、有庆、涌兴为镇。主要矿藏有煤、

盐、石膏、石灰、膨润土、磷铁矿、石英砂、紫色页岩等。工业以

电力、采煤、盐化、铸石、冶炼以及水泥生产为主。渠县是四川农

业大县，是全国商品粮生产基地县，盛产水稻、小麦、玉米、红

苕、高梁等粮食作物及油菜、花生、甘蔗、黄花、青麻、烟叶、

茶、水果、蔬菜等经济作物。渠县还是全国生猪生产基地县，出栏

生猪116．09万头。渠县名优土特产品中最负盛名的有黄花，种植

历史悠久，七蕊黄花属上品，曾销美国、日本、香港等地。渠县酒

厂生产的濠山系列酒曾五度荣获省优、部优金奖称号。土溪酒厂的

红高粱酒1993年获国际名酒金奖。渠县果酒厂生产的优质广柑酒、

红桔酒6次获省优、部优称号，连续三次参加全国名酒质量评比，

均获金奖。三汇特醋是全国十大名醋之一，三次评为省优、部优产

品。渠县工艺美术厂所产竹编书画、瓷胎竹编产品，具有观赏、收

藏价值，数次获全国优质工艺品奖，产品打人国际市场。渠县旅游

资源丰富，历史文物、革命文物及其遗址不少。岩峰、土溪两乡的

汉阙有6处7尊，全部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占全国总量的四

分之一，为全国之冠，被誉为“汉阙之乡"o位于华蓥山麓的老龙

洞，洞长lO余华里，洞内暗河回转，可行小舟数里，岸边石岩上，
1



石笋、石芽、石幔，千姿百态，美不胜收。渠县地灵物丰，为财政

开源挖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古人云“财者，为国之命，而万事之本。国之所以存亡，事之

所以成败，常必由之"o由此可见财政工作之重要。

渠县财政局是县政府管理全县预算内外收支，主管财税政策，

实施财政监督，参与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重要职能部门。配合县政

府聚财、理财、用财o 1994年前，既管收又管支o 1994年国家改革

财政体制，实行“分税制"，渠县分别成立了国家税务局、地方税

务局，形成财政、国税、地税机构分设，职能各别，相互依存的新

格局o 1986年全县财政系统职工167人，截止2000年增至437人。

局机关109人，内设股室16个。下设区(镇)级财政所16个，乡

级财政所83个。为加强国有资产管理和预算外收入管理，县政府

于1991年和1997年分别成立“渠县国有资产管理局”、“渠县人民

政府收费管理局”，归口财政，专司其职。县政府还先后设立与财

政相应的常设和临时的县级办公室与财政局相关股室合署办公。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财政，它是国家为执行各种社会职能凭借

政权力量而参与社会产品和国民收人分配的活动，其实质是国家在

占有和支配一定份额的社会产品过程中与各有关方面发生的分配关

系。

渠县财政收入从1986年的3190．9万元，到1999年的1．31亿

元，增长4倍多，并于数年前跻身于全省57个亿元县之列，但由

于人口基数大，供养人口多，全县人均财政收入仅101元，与全国

人均财政收入615．44元，全省237．5元相比，差距甚大，就是与

全地区人均财政收入132．87元尚差30多元。由此可见渠县财政仍

处在比较困难的境地，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收支矛盾加剧o 1994

年，国家实行税制改革，当年税收收入完成5158．3万元，占财政

总收入的89％o 1986年一1996年10年中，税收收入年均占财政总

收入的92％。其中工商各税占65％，农业四税占27％o其它各项

收入中，专项收入占同期财政收入l％，企业收入占l％，其它收
2



人占6％o从1996年起，省、地又将渠县列人转移支付补贴县和财

力倒差县，每年补贴近千万元。1997年，全县完成上划中央两税和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12234万元，为年度预算13519万元的97．

14％o其中地方收入7964万元，增长4．72％o 1998年，实现上划

中央两税和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人13212万元，比上年增长7．

2％o其中地方财政收入完成9092万元o 1999年，中央两税和地方

财政一般预算收人完成13081万元，同比下降1．22％，全县人平

财力100元。其中地方财政预算收人8719万元，同比下降4．1％o

其中降幅较大的项目主要有企业所得税完成仅44万元，占预算数

的56．4l％，同比下降30．16％；城镇土地使用税下降28．57％；

农业税因政策性减收下降13．49％；其它收入下降73．68％。2000

年，上划两税和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人完成13086万元，同比下降

O．34％o其中地方财政收入完成7028万元，同比下降1．14％o

随着各项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财政支出范围逐年扩大，各级

政权建设任务重，教育经费增幅较大，财政支出的负荷不断加重。

尽管困难不少，但财政局始终坚持“一保吃饭，二保建设”以及

“预算不打赤字，刚性支出不留缺口"的原则，适时调整支出结构，

做到量人为出，服务大局，力保重点，盘活存量，大力支持经济和

各项事业的持续协调发展，发挥了财政的基本职能作用，保证了全

县各项建设的基本需要o

1986—2000年全县财政累计支出140487．4万元。其中2000年

支出18396万元，比1986年支出增长442．96％，比1995年支出增

长87．12％。
‘

财政管理，是对财政的收支行为及财政资金依法进行行为规范

和约束，确保财政收入的依法征管和财政资金的合理使用的制约措

施。

根据中央财政体制改革，改三级财政管理为四级财政管理的精

神，渠县财政局于1984年在有庆区各乡开展建立乡级财政的试点

工作，建立机构，配备人员，确定“定权、定支、超收比例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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