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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润祥

《武乡县财政志续编》经过编辑人员的共同努力，即将

付梓出版，顿感释然。

财政部门作为政府重要的经济职能部门，发挥着极其

重要的作用。为了给关心、支持本县财政工作的领导和同

仁们提供较为详实的基础资料；为了给武乡的经济发展提

供科学的依据；为了促进全县财政状况的根本好转，特编纂

本志。

本志是《武乡县财政志》的续编本，主要搜集了从1995

年到2001年武乡财政方面的资料，着重反映了这一阶段武

乡县财政部门在执行国家财政政策、法规和财经纪律等方

面的工作，以使本志进一步发挥强化监督、深化管理的作

用。

以志为鉴，资政育人，昨天是今天的历史。通过对本志

的阅读，以期起到借鉴的作用，诚如是，也就达到了本志的

编纂目的。

2001年I 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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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 述

武乡县位于长治市北部，全县总面积1600平方公里，

原辖5镇16乡、393个行政村，约2l万人口。2000年撤乡

并镇之后，设5镇9乡。

武乡财政曾经历了艰难的创业和辉煌的历程。有关武

乡财政历史曾在1995年出版的《武乡县财政志》中较为详

细地作了记载，本书是年鉴的归纳，重点记载1995—2001年

期间武乡财政历史。

1995--2001年正处于二十世纪末和新世纪初的交替时

期，这七年又是“八五”计划最后一年，“九五”计划时期和

“十五”计划的第一年，祖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迅猛发

展，改革进一步深化，港、澳顺利回归，国人欢欣鼓舞。武乡

也同全国形势一样，各行各业呈现良性发展势态，勤劳的人

民奋起赶超，致力于脱贫致富，推动了全县经济的发展。七

年中，武乡财政在困境中积极探索，改革中奋力开拓，加大

管理力度，强化职能作用，在促进各项事业发展，维护全县

稳定，发展区域经济等诸方面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经济与财政辨证统一关系表明：财政的振兴依赖于经
·1·



济的发展，只有集中精力抓经济，才能有充裕的财源，才能

确保政权机关的正常运转和社会的稳定。近几年来，武乡

财政工作致力于财政解困脱补，积极发展区域经济，巩固基

础产业。一是农业的基础得到巩固。把支农放在首位，积

极争取上级各类支农资金，及时拨付专项资金，在选项、论

证、立项、跟踪问效，监督使用等方面层层把关，重点支持和

发展结构调整产业，以期把经济优势变为财政优势，推进了

农业技术进步步伐，增强了农民科学种养加的意识和科学

致富的积极性，增加了财政收人和农民人均收入。二是服

务重点企业，开辟地方财源。凡是县政府确定的重点项目

和潜力产品项目，财政都给予大力支持，想方设法筹措资

金，重点是：马堡煤矿30万吨生产线，柳沟铁厂扩建，电石

厂技改，焦化厂红旗3号炉改造，水泥厂12万吨生产线，虽

然其效益尚未完全发挥出来，但在全县各级财源的开发和

建设中发挥了较大的作用。三是鼓励各种经济成份的产业

发展，建设多元化财源结构经济。小城镇建设、乡镇企业、

第三产业是实现多种成份产业发展的依托，鼓励其发展壮

大是实现财源多元结构有效途径。近几年在财政职能范围

内，给予了大力支持，如“洁世”净化气、化工产品、金属镁产

业等一些产业产品有望成为武乡县支柱财源。

七年来，全县“一财两税”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财政政

策、财经法规和财经纪律，认真执行了国家工商税收制度和
· 2 ·



各项改革政策，建立和完善了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集中

征收，重点稽查”征管机制。全体财税干部职工艰苦创新，

奋力拼搏，无私奉献。坚持依法治税，扩大申报成果，改革

征管模式，完善各项制度，打击不法行为，为确保财政征收

奠定了基础。

七年来，武乡县财政局坚持科学用财、合理分配、统筹

安排，保证重点，兼顾一般的理财原则，充分利用一切可用

财力，以确保各项改革进行和各项事业的发展，确保全县经

济的繁荣和社会的稳定。财政支出重点用于城建、水利、教

育等基础性工程，此外，积极引进外资项目贷款，重点发展

种养加项目，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改变了全县农村人口缺

医少药的状况，解决了“就医难、看病难、吃药难”的顽症。

四

财政管理的主要职能之一是规范财政资金的合理流向

和资金的正确使用。七年间，武乡县财政局致力于各个具

体的环节，从点滴抓起，重点在预算内外资金、会计管理工

作、国有资产管理、企业内部财务管理等方面加大力度。相

继出台了若干管理办法，确保了财政管理工作有规可循，依

章办事。形成了“以制度管理行为，以行为规范管理”的良

性格局，为财政的各项工作顺利开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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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财源建设

从1994年起，武乡县与全国同步进行了分税制的财政

体制改革。以1993年的财政决算收入为基数，将全县的税

种划分为三大类：即中央税、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地方税。

中央与地方共享税中的75％在集中征收后返还地方；25％

上缴中央，超收部分按一定比例返还地方，地方税全部留给

地方。其目的是调动中央、地方两方面的积极性，推进区域

经济的发展。从1995年至2001。年七年期间一直执行这一

体制。财政部门按照分税制的正确导向，适时地调整培植

地方财源的思路，确定了‘‘巩固基础财源，壮大地方财源、扶

持后续财源，建设新兴财源”的指导思想，把财源建设的重

点放在可增加县级财源的支柱产业和企业方面。

1995年预算内农业投入282万元，重点发展了农业基

础工程及水利灌溉、植树造林等项事业。为预算内工业企

业解决间隙资金40万元，主要扶持柳沟铁厂等厂矿的技改

工程，投放支农周转金64万元，重点发展有潜力的乡镇企

业和农村种养加项目。

1996年预算内农业投入441万元，占预算93％，超过

省、市规定要求。投资绝对额比J995年增加159万元。重

点发展农业基础工程及水利灌溉、农机具配套。农技开发、
·d·



植树造林j全年投放支农周转金55万元，重点扶持东良饲

料厂、涌泉乡寨上砖厂、畜牧奶牛厂、大有果树场、石盘育肥

厂、窑湾乡光明建材厂、洪水镇办焦化厂等企业。’

1996年按照市局安排部署，积极考察论证“摘补工程”

项目，选择全县新的经济增长点，并及时上报，力争及时立

项。全年为电厂、水泥厂、马堡煤矿等企业筹措技改资金

740多万元，新上或更新改造了一批重点项目。

此外，想方设法为企业排忧解难，在资金调度十分困难

的情况下，为柳沟铁厂等企业解决短期间隙资金120万元，

确保了企业的正常生产。

1997年预算内农业投入353万元，占预算的95．92％，

达到省市规定进度。主要支援农田水利，水土保持，农村合

作生产组织，农技推广、植保，农村草场和畜禽保护，农村造

林和林木保护，粮食自给工程等。全年投放支农周转金62

万元：重点扶持了故县建材厂、洪水焦化厂及社会服务体

系建设等。

1997年按照省市要求组织力量，对全县范围县营工业

企业进行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确定了上报项目，并被列人

省市扶持重点，争取资金750万元，其中：马堡煤矿30万吨

煤矿生产线投资200万元，水泥厂12万吨扩建生产投资250

万元，八一电石厂技改工程投资300万元。此外，县财政局

想方设法为县营骨干企业排扰解困，先后为电石厂、焦化

厂、柳沟铁厂、王家峪煤矿等企业解决技改资金和流动资金

14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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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支农生产性资金支出是当年的重中之重．，全年

涉农性支出累计达777万元，占预算的96．5％。

1998年，按照县委、县政府经济战略重点，积极服务全

县财政收人上台阶项目和摘补项目，在基础财源、后续财

源、新型财源、主体财源各有侧重，使武乡县财源建设进一

步巩固，强化了全县财源建设的基础。先后为国有地方企

业的水泥厂、马堡煤矿等企业争取各类资金1600万元，为

落户武乡县的私营企业争取各类资金400万元，并从资金

到位、使用、效益等方面加强督促，自始至终跟踪财源建设

的管理，并不定期对生产性资金，基建资金进行检查，确保

了全县各种生产性资金及时足额到位，不误工时。

1999年支农支出全年拨付653万元，占调整预算的75．

1％。当年出台了《武乡县财政性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明确

了立项、申报、审批管理、监督等环节，并确定了按进度拨付

资金，并进行跟踪问效，确保了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益不断提

高。‘

1999年工业企业的财源建设方面，立足工业的能源、化

工、建材和农副产品四条产业链，重点是扶持上交税金50

万元以上的优势企业和10个优势产品，积极向上级反映本

县企业发展前景和面临困难，全年共争取各类资金210万

元，重点用于水泥厂、柳沟铁厂、焦化厂等企业。

2000年县财政局支农工作重点按照产业结构调整的方

针、政策，投人重点有所侧重。主要是千园万场建设，为全

县兴起的千园万场工程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推进了全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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