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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财政，作为一项以政府为主体，通过政府的收支活动，集

中一部分社会资源，用于履行政府职能的经济活动，是实现政

府职能的物质基础，肩负着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的重

要使命。随着时代变迁和经济发展的不同需求，财政管理体制

和财政承担的具体职能、财政管理的主要目标，都在不断发生

变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的具体职能和管理目

标主要是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促进国民经济稳定增长与发展、

有利于社会稳定和有效发挥财政管理的监督职能。

经济是财政之源，财政乃庶政之母。改革开放以来，济

南市经济的蓬勃发展，促进了财政实力的显著增强；同时，日

益充实的济南财政，也为企业和社会各项产业提供了极大的财

力支持，逐步形成了财政和经济的良性循环发展。济南市财政

也和全国各地财政一样，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秉承求真务

实、开拓创新的精神，积极探索财政支持经济发展的新思路、

新举措。济南市各级财政部门牢记财政为民谋利、为社会谋发

展的根本宗旨，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时刻把人民群

众的冷暖挂在心上，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



谋，不断优化财政管理，围绕改善民生，极尽节俭，使财政更

加惠及百姓，让广大城乡居民充分沐浴公共财政的阳光。

纵观历史，济南财政的改革与发展，充满了艰辛坎坷，今

天的成果来之不易。 《济南财政志》的编纂，历时年余，博考

旁稽，搜纳贤资，浩瀚近60万字，力求资料的真实与全面，颇

费了一番心血。按照略古详今、唯真唯实、客观全面的原则，

以大量翔实的历史资料，向读者呈现了济南财政的改革发展之

路和由／j,至iJ大、由弱到强的发展历程。

“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

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研读此书，不仅可详知济南财政20年

历史——所谓存史，也可窥见济南经济和社会发展之一斑——

所谓广见，又可激人深思发展之不易、令人倍加珍惜眼前之成

果——所谓教化，更可为我们今后的工作提供借鉴和帮助——

所谓资政，可谓读一书而受博益也。

是为序。

弓侈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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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编纂过程中，坚持实事求是，本着真实、客观、全面

的原则，记载济南财政事业发展的历史。

二、本志记载时限，上限起于l 986年，下限断于2005年年

底。为便于查找资料，对1 985年以前的内容，以附件的形式附在

志书后面。

三、本志记载内容，本着删繁就简、略古详今、立足当前的原

则，记载1986"-'--2005年财政事业的发展变化情况。

四、本志用语体文，述而不议。

五、纪年，一般采用公元纪年，视情括注历史纪年。

六、地名、称谓，采用当时的名称。

七、统计数据，一般采用统计部门的数据；部分采用市财政局

统计资料。

八、以篇、章、节编排，采用志书体裁，照片、图表根据所属

内容穿插在有关章节中。

九、志书资料来源于市档案局、市统计局、市史志办、市财政

局档案室和各承编单位提供的资料，均经各承编单位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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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SHIJI火事记

大 事 记

1986年

1986年1月，建立济南市财政职工中等专业学校。

1986年2月，建立山东济南会计师事务所，为财政局所属科级事业单位。

1986年12月，全年一般预算收入合计79，736万元(市本级收入63，717万

元，县区收入16，019万元)；全年一般预算支出合计43，991万元(市本级支出

28，700万元，县区支出15，291万元)；当年收支相抵赤字5，674万元，累计赤

字3，315万元。

1987年

1987年2月，惠熙和任济南市财政局局长。

1987年3月，张家福任济南市财政局副局长。

1987年3月28日，山东省副省长马长贵来济南市财政局视察工作。

1987年12月，全年一般预算收入合计87，776万元(市本级收入73，869万

元，县区收入13，907万元)；全年一般预算支出合计47，427万元(市本级支出

33，612万元，县区支出13，815万元)；当年收支相抵结余283万元，累计赤字

3，032万元。

1988年

1988年12月，全年一般预算收入合计101，042万元(市本级收入69，825万

元，县区收入31，217万元)；全年一般预算支出合计53，824万元(市本级支出

27，969万元，县区支出25，855万元)；当年收支相抵结余195万元，累计赤字

2，837万元。

1989年

1989年12月，全年一般预算收入合计1 12，610万元(市本级收入73，226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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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县区收入39，384万元)；全年一般预算支出合计70，712万元(市本级支出

37，304万元，县区支出33，408万元)；当年收支相抵结余820万元，累计赤字

2，017万元。

1990年

1990年1月lO日，举行济南市首届会计知识大赛。

1990年12月，全年一般预算收入合计123，793万元(市本级收入78，678万

元，县区收入45，115万元)；全年一般预算支出合计81，932万元(市本级支出

36，903万元，县区支出45，029万元)；当年收支相抵赤字2，739万元，累计赤字

4，756万元。

1990年12月，张木铎任济南市财政局局长。

1991年

1991年3月，王凌云任济南市财政局副局长。

1991年10月8日，第三届十城市财政工作联谊会，在济南市南苑宾馆召开王丕

俊副市长参加会议。

1991年12月，济南市财政驻厂员管理处进行机构调整。调整后内设7个处

室：办公室、政工处、综合业务处、省级企业财务处、工业企业财务处、商业企

业财务处、外资企业财务处。

1991年12月，全年一般预算收入合计134，492万元(市本级收入85，805万

元，县区收入48，687万元)：全年一般预算支出合计88，400万元(市本级支出

37。874万元，县区支出50，526万元)；当年收支相抵赤字991万元，累计赤字

5，747万元。

1992年

1992年4月，成立济南市经济开发投资公司，为局级事业单位，实行企业化

管理，经费自收自支。

1992年9月，建立济南市国有资产评估事务所，为处级事业单位。

1992年12月，省会计中专济南分校与济南市财政职工中等专业学校合并，建

立济南市财政财会业务培训服务中心，保留济南市财政职工中等专业学校名称，

为县级事业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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