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徽出县．财．政
一_，一_，_’一 、

●j

微山县财税志编纂．领导小组 编

酮啊■舶疆辅姐a11■缰1●●，o，I●●{1j柚{1_





鬟鬟常兰譬鬟妻要编纂领导小组《微山县税务志》硎笊仍q，J’殂

组长：尹克玉

副组长：高玉恒满忠享朱本智李健李取东

成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马怀湖史仍海刘珊朱耿玉宋彪

宋宜峰李善峰张诚张林杨福民

陶黎英顾克水

鬟鬟出嚣鐾鉴童耄编纂领导小组办公室《微山县税务志》刎笊媚q
1’m"J．A王

主任：朱本智

副主任：(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洪军孔繁怀刘道佩周印锋张为华

张树新赵玉柏郑遵岭

成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马志勇王晗田质刚周继舜康宪丰

《微山县财政志》编纂人员

顾问：张延根

主审：马汉国

副主审：朱兴惠

主编：尹克玉

副主编：周继舜康宪丰孔繁怀

编辑：(以姓氏笔划为序)

丁行平王洪军王万臣王敏刘兴东

刘奎元朱先群陈国伟陈震张伊真

张祥环范中华赵楠侯庆林董惠

]



鬟鬟常兰譬鬟妻要编纂领导小组《微山县税务志》硎笊仍q，J’殂

组长：尹克玉

副组长：高玉恒满忠享朱本智李健李取东

成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马怀湖史仍海刘珊朱耿玉宋彪

宋宜峰李善峰张诚张林杨福民

陶黎英顾克水

鬟鬟出嚣鐾鉴童耄编纂领导小组办公室《微山县税务志》刎笊媚q
1’m"J．A王

主任：朱本智

副主任：(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洪军孔繁怀刘道佩周印锋张为华

张树新赵玉柏郑遵岭

成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马志勇王晗田质刚周继舜康宪丰

《微山县财政志》编纂人员

顾问：张延根

主审：马汉国

副主审：朱兴惠

主编：尹克玉

副主编：周继舜康宪丰孔繁怀

编辑：(以姓氏笔划为序)

丁行平王洪军王万臣王敏刘兴东

刘奎元朱先群陈国伟陈震张伊真

张祥环范中华赵楠侯庆林董惠

]



鬟鬟常兰譬鬟妻要编纂领导小组《微山县税务志》硎笊仍q，J’殂

组长：尹克玉

副组长：高玉恒满忠享朱本智李健李取东

成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马怀湖史仍海刘珊朱耿玉宋彪

宋宜峰李善峰张诚张林杨福民

陶黎英顾克水

鬟鬟出嚣鐾鉴童耄编纂领导小组办公室《微山县税务志》刎笊媚q
1’m"J．A王

主任：朱本智

副主任：(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洪军孔繁怀刘道佩周印锋张为华

张树新赵玉柏郑遵岭

成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马志勇王晗田质刚周继舜康宪丰

《微山县财政志》编纂人员

顾问：张延根

主审：马汉国

副主审：朱兴惠

主编：尹克玉

副主编：周继舜康宪丰孔繁怀

编辑：(以姓氏笔划为序)

丁行平王洪军王万臣王敏刘兴东

刘奎元朱先群陈国伟陈震张伊真

张祥环范中华赵楠侯庆林董惠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丙乾题词

‘’一，

L，



国家税务总局党组书记．副局长项怀诚题词

I

j

J

l

●

1

●J■■1j．．I



山东省省长赵志浩题词



山东省财政厅厅长黄可华题词

l●●1J●●，11I

J■■■■■■■■1，1■■■●●●』●■■●■■■1



济宁市人民政府市长王仁元题词

[[



济宁市财政局局长张延根题词

I|1j—■■1、j

j—l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责任编辑：陈继武

装帧设计：殷宪文张根春

主要摄影：赵旭

绘 图：李乐乡

校 对：王洪军田质刚

靳宪鹏赵旭

微山县财政志
(内部发行)

士

微山县财税志编纂领导小组编
出

深圳山水印刷厂承印
枣

787

64插页

2002年11月第

％1092 1／16开本

43．125W张

一一兰g乎

800千字

1月第一次印刷

一

80024031



世纪之交，继1990年<微山县财政志>出版之后，介绍1986—2000年财政成就的

地方财政百科全书叫<微山县财政志>1 986—2000)问世了。这是微山县财政战线一件

大喜事，也是全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又一硕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着微山大地。特别是1 986～2000年，

全县经济迅速发展，各项事业成就斐然，政治安定，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微山县

财政事业在改革中不断发展，在发展中不断壮大。财政收支内容日益丰富，进出数额与

年俱增；管理水平逐年提高，理财之道日渐深邃，经验教训俱足珍贵。I 986～2000年，微

山县地方财政收入累计完成1 04505万元，加上劳改煤矿政策性增值税25％退库补助2721

万元，实际完成107020万元，为建县至I 985年55年累计收入的8．8倍。1095年，微山

县境内财政总收入(含上缴中央两税)首次突破亿元大关；2000年，微山县地方财政

收入突破亿元大关，境内财政总收入达到5亿元。财政支出，由1 986年的2551万元，

增至2000年的22525万元，增长7．92倍。连续1 4年实现财政收支平衡。真实地记载这

一时期的财政发展状况，对于当今和今后的财政工作，都富有参考价值，也为后人留下

翔实宝贵的历史资料。

盏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历代相沿，源远流长。古人视史志为“辅治之

书”，主张“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微山县财政志>1 986～2000)，

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本着

尊重历史、求实存真的原则，记述了微山县断限内财政的历史和现状，以达“存史，资

政、教化”之目的。尽管她尚不完善，但也堪称一部观点明确、资料翔实、体例完备、

时代特色突出的地方财政百科全书，值得从事财税、经济工作的同志一读，也可供全县

各级领导同志之“资政”。“财政是庶政之母”，以史为镜，借鉴既往，指导当今，垂范

将来。至于这部书的短漏之处，有待后人详志之略，继志之无，使之趋于完善。

“前事不忘，后亨之师”。望全县财税干部职工，认真阅读这部志书，全面了解和

掌握微山县财政的发展史，以志为鉴，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廉洁勤政，百倍努力，把

财政与各方面的关系理顺，把财政各项工作做得更好，为微山县日益富裕，为社会主义

中国更加富强，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微山县财政志>1086一zooo)，在济宁市财政局、微山县史志办关怀指导下，在

微山县财政局、微山县国家税务局、微山县地方税务局直接关心、支持下，通过全县财

税志士仁人和编纂人员的共同努力，圆满完成了编纂工作。借此，谨向关心支持本志编

纂工作的单位和个人表示衷心的感谢!向辛勤笔耕的编纂人员致以诚挚的敬意!

值<<微山县财政志>1 986～2000)付梓之际，略表心声，是为序。

微山县人民政府县长 矽印印
2001年1 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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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本

着尊重历史、求实存真的原则，记述微山县断限内财政的历史和现状，以达“存史、资政、教化”

之目的。

二、本志是1990年7月版《微山县财政志》的续编；上限自1986年，下限到2000年，个别

事项适当上溯或下延。

三、本志采取述、记、传、图、表、录诸体，以志为主，横分门类，依时竖写。前设序言、凡例、

概述、大事记；篇章分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财政管理，财政机构，党群组织，财苑撷英，已故领导

干部等七篇三十六章；尾设特辑、附录和编后记。

四、本志记述以史实资料为依据，秉笔直书、依时叙写。

五、本志以第三人称用现代语体文书写，以文字记述为主，适当穿插图表，力求言简意赅，

文图并茂，一般不作注释。

六、称谓。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第一次出现时，称“中共中央”、“中共×××委”、“中共微山

县财政局党组”、“中共微山县财政局支部”，复用时，简称“党中央”、“×委”、“党支部”。其他机

构，第一次出现时，写全称，复用时写简称。

七、本志采用公元纪年，用阿拉伯数字书写。

八、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微山县财政局档案、文书、报表和微山县档案局、微山县人事局、

微山县国家税务局、微山县地方税务局等有关部门及知情人士提供的资料；同时，参考《财政规

章制度选编》、省内外有关财政志书等资料。

九、本志对已病故的副科级以上老干部作了简介，以表悼念。

十、重要文件和财政统计资料在特辑和附录中集存，以辅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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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志 简 介日U．忑 。问 乡r

1990年版本《微山县财政志》，由康宪丰

总纂，其概要已载入安徽科技出版社出版的

《中国专业志要览)315页，列微山县地方志

丛书之八。该志书上限1953年，下限1985

年，记述了断限内微山县财政发展的概况。

首凡例、概述、大事记，正文设组织机构、财政

管理体制、财政收支、财政财务管理、财政监

督检查、赋税、杂志7章28节，以后记殿后。

组织机构：着重介绍微山县财政机构的

设立。1953年10月，建立微山县，同时设立

微山县财政科。1956年1月10日，县政府

改称人民委员会，财政科改称财政局。1958

年5月，精简机构，财政、税务两局合并，称微

山县财政局。1961年11月，财政、税务分设

为财政局、税务局。1965年10月，再次合

并，称微山县财税局。1982年3月，财政、税

务再次分设。

财政管理体制：着重介绍微山县财政体

制变革：“高度集中、统收统支”，“收入分类分

成”，“收支下放、总额分成”，“总额分成”，“定

收定支、收支包干”，“总额分成”。

财政收入：1954年(1953年3个月未计

在内)一1985年，累计收入12242万元；其

中：“一五”计划时期262．8万元，“二五”计划

时期1826．4万元，“三年经济调整”时期

739．2万元，“三五”计划时期1252万元，“四

五”计划时期2107．9万元，“五五”计划时期

1664．5万元，“六五”计划时期4388．8万元。

财政支出：1953--1985年，累计支出

20709万元；其中：“一五”计划时期385．1万

元，“二五”计划时期1578．6万元，“三年经济

调整”时期1309．3万元，“三五”计划时期

1935．9万元，“四五”计划时期3315．7万元。

“五五”计划时期5309万元，“六五”计划时期

6875．4万元。

财政平衡：1954—1958年，结余；1959—

1960年，赤字；1961--1962年，“0”；1963—

1966年，赤字；1967--1985年，结余；至1985

年末，累计结余2．4万元。

财政财务管理，主要包括：国营企业财务

管理、基本建设财务管理、行政事业财务管

理。

国营企业财务管理：试行企业基金制度，

实行基本折旧基金制度，试行利润留成制度，

实行利改税。

基本建设财务管理：1950年12月，政务

院财经委《货币管理实施办法》规定：凡国家

年度预算内对国家事业基本建设的投资，由

中央财政部指定专业银行统一办理拨付，并

负责监督执行；1958年，财政预算内基建拨

款由财政部门直接管理；1973年10月，国务

院重申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按计划、按进

度、按预算、按程序”原则拨款，同时恢复建设

银行建制；1979年试行基本建设“拨改贷”；

1980年，财政部将基本建设投资管理的职能

委托建设银行代行。

行政事业财务管理：按照“统一领导，分

级管理”的原则，实行预算主管单位、所属预

算单位、基层预算单位“三级预算管理”；按照

行政、事业单位性质，分别采取“全额预算管

理”、“差额预算管理”、“企业化管理”等形式，

积极推行“预算包干”办法。

最后，正文还对清产核资、控制社会集团

购买力、税收财务检查等财政监督以及工商

税收、农业税收、契税等赋税作了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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