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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莘县财政志》是莘县建县两千多年来第一部全面记载莘县财经历史和现状各方面

资料的综合著述，是莘县社会主义新方志事业的又一重要成果，在莘县的三个文明建设

和第二轮修志工作中必将产生积极影响，并发挥资政、教育及存史作用。对此，我谨向

在全县财政工作中做出积极贡献的莘县财税工作者和在志书编纂中付出努力的同志表

示感谢。

财政是国家为实现其各种社会职能而参与社会产品的分配活动，与国家的产生和

发展相适应，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体现不同性质的分配关系。莘县自秦朝置县，历经了

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建国后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并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全

面建设时期。莘县历史上是农业县，在封建和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下，收入来源主要是

田赋，财政收支以实物和力役为主要形式。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财政收支由实物

逐渐向货币形式转化，财政管理日趋完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莘县作为革命老

区，根据地的财政收支仍以实物为主，兼有部分集市贸易税收。财政工作为革命战争的

胜利、政权建设、地方生产和救灾等作出重要贡献。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初期，财政收支

全部采取货币形式，财政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与计划经济和再生产过程相联系。

收入表现为税金和国营企业上缴利润等形式；支出除一小部分用于行政费和国防费外，

大多用于社会扩大再生产和社会集体消费，体现了与劳动人民根本利益一致的分配关

系，具有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显著特点。但由于频繁的政治运动和生产关系等方面的

原因，莘县财政仍处于缓慢发展状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莘县经济社会发展速度

不断加快，财政也逐步摆脱“吃饭财政”困境，财政收入大幅度增长，为现代化建设积累

了大量资金，为改变莘县贫困面貌做出了积极贡献。2005年地方财政收入1．4亿元，在

第十个五年计划中，同口径平均增长9．4％。2005年分别是1978年和1987年财政收入

的43．6倍和13．5倍，比上一年增收1708万元，增长43％。近10年来，莘县财政实现了

收支平衡。2005年莘县县级总财力达到53076万元，当年共完成财政支出53035万元，

累计净节余41万元。莘县财政实力的不断增强，有力地支持了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

发展，同时，莘县经济的迅速发展也说明了财政工作的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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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何以知前，何以明今，何以预后?公务之暇，我尝思考这一问题。时逢县委、县政府

倡导修志，局领导班子研究确定：开修莘县有史以来首部财政志，全局参与，刻期成书。

不到一年时间，30余万字的《莘县财政志》告竣付梓。这无疑是我县财政事业的一项重

要成果。希望它能成为广大财经工作者丰富知识、开阔视野、明晰思路的良师益友，成

为各级领导制定政策和正确决策的参考资料，在莘县的全面创新和进步中发挥积极作

用。

阅史明志，继往开来，服务当今，谱写新章。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我们修志的目的

所在。莘县居于中华民族的摇篮区域，具有数千年的文明历史，这是莘县的文化底蕴，

也是我们今人的骄傲。建县两千多年来，莘县财政经历了封建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地

社会“取之于民，用之于君”的漫长岁月；经历了服务抗战、解放全中国的烽火年代；经历

了建国后恢复建设、政治运动和改革开放全面发展的沧桑巨变，财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

体现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特征。随着社会制度和经济体制的变革，莘县财政由建

国前的“积弱积贫”、建国初期的“缓慢发展”到近十年的快速增长，彰显了社会主义制

度的优越和党在新时期经济政策的英明，彰显了县委、县政府突破经济“瓶颈”、致力跨

跃发展决策的正确，彰显了莘县人不甘落后、勇立潮头的创业精神和全县理财人依法理

财、科学理财的干事能力。通过修志，反映时代的变迁，记录经济的兴衰，理清财政的脉

络，保存一方文献，促进文明发展，激发人们爱岗敬业、不断创新的精神，实在是一件有

益当今而又惠及后世的好事。这是我们编修《莘县财政志》的初衷，也是编纂工作中始

终坚持的理念。

《莘县财政志》立足当代，贯古通今，上溯莘县发源、财政初建，中述体制更替、沿革

变迁，近现代着重记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老区财经工作，突出反映建国后，特

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莘县财政工作的发展变化以及在经济社会进步中的重

要地位和作用。编纂工作按照社会主义志书新观点、新资料、新方法的要求，体现思想

性、资料性和科学性的原则，广泛搜集资料，严格考证史实，认真推敲文辞，力求达到观

点鲜明正确，资料丰富详实，体例完备严谨，文风端正通俗，做到可读、可信、可存，使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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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前有所稽，今有所鉴，后有所期。但愿该书的问世能为莘县的经济发展、精神文明和

政治进步增添一份色彩。

志书编修中，得到了市、县领导的热情支持和兄弟县市的无私帮助；县、乡财政工作

者在不影响正常业务工作的情况下，以极大的热情为修志搜集资料并撰写稿件；县史志

办的同志悉心指导、笔削文辞，严格把关，做了大量工作。借此，一并表示感谢。同时，

因财政工作涉及面广，编纂时间仓促，书中难免疏漏错讹，恳请领导、同行和广大读者不

吝赐正。

财政局局长王俊君

二Oo六年十月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

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全面准确地记述莘县财政的历史和现状，做到

思想性、资料性和科学性的统一，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服

务。

二、本志采用述、记、志、图、表、录等体裁。述分全志概述和分志无题概述。概述

总揽全局，彰明因果；无题概述串门类大略，彰启承关系。记为大事记，以重大事物发

生的时间为序，纵勒莘县历史大略和财政的发展轨迹。志即各专志，以类立题，横排

门类，纵陈始末。图包括地图和照片等，列卷首，力求文图并茂。表即各种表格，一般

随文编排，文表相应。附为附录，载录有存史价值而又不宜编入其它体裁的重要内容

(与专志内容联系密切的附在有关章、节后)。

三、本志坚持古今兼收和详近略远的原则，上限至事物发端，下限止于2005年。

部分内容记至终稿时间。

四、本志以莘县现行所辖境域内与财政相关的事物为记述范围，不越境和职司范

围而书。现境内历史上各县有关财政内容尽可载入本志。

五、本志采用现代语体文、记述体，力求规范、准确、简明、严谨。各种称谓首次出

现使用全称，过长且重复出现时可用约定俗成的简称。单位名称前不用第一人称(如

“我县”、“我局”等)，人物称谓可直书其姓名，一般不加“同志”“先生”等，必要时可

冠以职务。计量单位要尽可能使用现行规范的名词。数字除序数外均使用阿拉伯数

字。

六、本志资料均经考证核实，务求真实可靠，持之有据，引用原文不注明出处。

七、历史朝代和民国纪年加注公元纪年，建国后用公元纪年。公元纪年使用阿拉

伯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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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 述

财政是国家为实现其各种社会职能

而参与社会产品的分配活动，它与国家的

产生和发展相适应。莘县建县两千多年

来，与其相适应的地方社会产品分配活

动，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屈辱的半封

建半殖民地社会和曲折发展的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财政经济由“取之于民，用之

于君”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由“积弱

积贫”到蓬勃发展，体现了社会变革和人

类文明的进步。

一、境域沿革

莘县，位于山东省西部，聊城市西南

端，冀鲁豫三省交界处；建国后，由原莘

县、朝城县、观城县的全部和原范县、濮县

的部分及南乐县的几个村庄组成。北与

冠县、东昌府区为邻，东与阳谷县和河南

省台前县分别隔金线河、金堤河相望，南

与河南省范县交界，西边自南向北依次与

河南省清丰县、南乐县、河北省大名县接

壤。全境南北长68公里，东西宽32公

里，总面积1387．74平方公里。辖22个

乡镇，1154个行政村，总人口97．7万人，

其中，非农业人口14万人，少数民族有回

族等25个，1．25万人。

莘县地处黄河故道，中华民族的摇篮

区域，早在新石器时代，境内就已有氏族

部落存在。夏朝，境内西南部曾为国都；

春秋战国，莘地先后属卫、魏、齐；秦代置

阳平县；汉时，阳平、东武阳(朝城)、畔观

(观城)三县并立；隋朝大业二年(公元

606年)始称莘县；而后，为州、为郡、为

县，迭经更变。1958年12月，一度分属范

县、冠县，1961年7月，恢复莘县建置。

1964年4月，时称“南五区”的王庄集、观

城两区的全部和古城、古云、樱桃园3个

区的大部区域由范县划归莘县；1966年

“文革”之初，河南省南乐县的东节村、寨

节村和杨寨3个村归属莘县。至此，形成

今日莘县之版图。

境内地势由西南向东北倾斜，历史上

受黄河冲积影响，自然地貌坡洼相间，微

度起伏，沙、壤、粘土质分明，壤土面积大

且土层深厚。属暖温带季风气候区，四季

分明，雨热同季，光照充裕。徒骇河、马颊

河、金堤河、金线河以及鸿雁渠、仲子庙干

渠、范莘干渠、俎店干渠等纵横贯穿全境，

共同构成全县的排灌系统，特别是公元

2000年彭楼引黄入鲁工程的实施，大大

改善了莘县的水利条件，有力地促进了莘

县经济社会的发展。

二、经济社会

莘县历史上曾长期处于“农业大县，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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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弱县，经济贫困县”的局面，近几年开

始发生明显变化。建国前，农业以粮食种

植为主，亩产不足百斤，生活饥寒交迫。

建国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农村生产责任制为农业发展带来勃勃生

机，成为全国闻名的棉花生产大县和商品

粮生产基地县，困绕农民几千年的“温

饱”问题得到基本解决，人们一度为“粮

满仓，油满缸，男女老少着新装”充满幸福

感。1987年农业总产值5．24亿元，是

1978年的5倍，平均每年递增15．15％；

1996年达到13．04亿元，比1987年增加

2．45倍；2005年第一产业增加值23．5亿

元，比上年增长7．7％。2005年，农民人

均纯收入3366元；是1978年的20．7倍

和1996年的2．2倍多。随着农村产业结

构的不断优化调整，市场农业和高产优质

高效的农业发展速度不断加快，1990年

以后，特别是进入2000年以来，以塑料大

棚为主体的反季节蔬菜、蘑菇、香瓜等遍

布全县各地，被国家命名为“中国双孢菇

之乡”、“中国香瓜之乡”和“绿色蔬菜生

产基地”，鸡、牛、猪、羊等形成规模化养

殖；农业机械化、电气化、专业化程度越来

越高，农民进城经商、青壮年外出打工等

成为新时期莘县农村的一大靓点，全县在

外务工人员保有量达17万人，并从根本

上改变了传统的农业生产形式。2005

年，全县初步形成瓜、菜、菌、果、牧五大主

导产业。其中蔬菜播种面积74万亩，总

产243万吨，比2000年增加30万亩，总

产增长1倍多。全县绿色无公害农产品

品种20个，其中国家级认证16个，种植

面积40万亩。粮食年总产稳定在10亿

斤以上，2005年达到12．6亿斤，创历史最

好水平。近5年累计植树800多万株，发

展精品水果10万亩，完善农田林网60万

亩，新建绿色通道460公里，全县林木覆

盖率达到21％。2005年，全县肉类总产

14．5万吨，禽蛋总产7．5万吨，畜牧业产

值达到13亿元，比2000年增长94％。市

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到4家，农村

合作组织达到65个。随着全党对农村、

农民、农业即“三农”问题的重视，莘县农

业大县的传统观念和形式正在或将要发

生质的变化。
。

莘县工业起步较晚，建国后逐步发

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工业经济发

展速度加快，并迅速占据全县经济主导地

位。建国前，境内工业主要为服务于生活

和农事的家庭或联户手工业，原料多属自

产，技术多为祖传，产品全靠自销。抗日

战争时期，根据地军民曾兴办用于支援抗

战和生产自救的织布、造纸、制鞋等小型

工厂。解放战争时期，出现了酱园、车铺、

军装局等合作性质的集体企业。建国初

期，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形成一批以工业

为主的集体工业企业。1958年以“大炼

钢铁”为主要形式，工业发展欲速则未达。

1961年后，经过“调整、巩固、充实、提

高”，莘县工业又得到发展。文化大革命

开始后，工厂一度停工停产，文革后期新

建一批县属工业企业和公社支农企业，但

由于管理体制等问题，工业发展速度仍较

缓慢。1978年后，莘县工业由单纯生产

型向生产经营型转变，进入蓬勃发展时

期，纺织、化工、铸造、电力、石油、机械、食

品加工等渐成规模，皇冠牌筒纱、雁宾特

酿白酒、玉米淀粉、鲁雁牌人力三轮车、系

列耐热合金钢等工业产品连连获奖。工

业投入逐年增大。1991～1996年，全县累

计完成工业投入4．93亿元，其中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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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1996年两年投入4．1亿元；新建扩建

工业企业27个，其中产值过千万元12

家，利税过百万元18家，利税过千万元3

家。1996年工业总产值19．72亿元，为

1987年的8倍多。20世纪末，特别是进

入2l世纪后，莘县全力突破工业，大力培

植骨干企业，积极发展民营经济，加快建

设古云和县城两个工业园区，进一步优化

工业发展环境，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取得了显著成效。2005年，全县规模以

上工业实现销售收入72．8亿元、利税6．5

亿元、利润4亿元，“十五”计划中的五年

年均分别增长50．8％、61．3％和75．8％。

实缴税金过500万元的企业达到10家，

实现利税过千万元的企业达到21家，分

别比2000年增加7家和14家。全县民

营企业总数达到3700多家，比2000年增

加2200多家；民营经济实现增加值24．5

亿元、税收1．86亿元，年均分别增长

46．7％和35．4％。5年间全县累计利用

外资5262万美元，出口6059万美元，均

为“九五”的10倍。省级高新技术企业达

到5家，高新技术企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

业总产值的比重由2000年的6．9％提高

到2005年的17％。

建国后，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与农业

的比重不断变化，“十五”计划以来变化

更加明显。1949年分别为1．73％和

98．72％；1978年为35．5％和64．5％；

1994年为50．2和49．8％，工业总产值首

次超过农业总产值。此后，比重时有变

化。2005年，三次产业比例由2000年的

47．5：26．8：25．7调整为29：45：26，

二三产业增长18．5个百分点；地方财政

收入1．4亿元，5年同口径年均增长

9．4％。

建国后，莘县的城乡建设及社会各业

均得到较快发展。城区实施绿化亮化美

化工程，建成了省级卫生城市；农村于20

世纪80年代后，高大宽敞明亮的砖瓦房

基本取代了传统的“秫秸喇叭土坯房”。

“十五”期间，基本实现了“村村通油路”、

“村村通电”、通电话。市场林立、商贾云

集、物资丰富、货畅其流。冰箱、电视、摩

托车、汽车等逐渐进入普通百姓家。科技

取得全国先进县称号。高考本科上线人

数连年居全市第一，省级规范化学校达到

3处，县职业中专为国家重点中等职业学

校。城乡卫生设施条件明显改善。等等。

全县呈现安居乐业和竞相发展的新局面。

三、体制演变

财政管理体制是经济管理体制的组

成部分，属于上层建筑，随着国家政治经

济形势的发展变化而变化。

封建社会的财政管理体制实行高度

集中的中央集权式管理，课税的权力在中

央，地方按规定征缴，并在规定的税捐项

下拨留支用。明朝初年，实行赋役法。赋

以田为征收对象，分为夏税和秋粮两次征

收；役以丁(16～60岁)为征收对象，按户

丁人头征收银两，万历年间实行按地亩征

银的“一条鞭”制度。清初实行“地丁银”

#I-／JH杂派等。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

朝廷颁诏以明万历年间规定的额数为准，

“永不加赋”，实际上地方仍有“违规”以

其他名目暗中加赋的现象。雍正初年

(1723年)，实行摊丁入亩，地丁合一，耗

羡归公，并成为清朝统一的赋税制度。

鸦片战争后，清廷内外交困，割地赔

款，金银外流，朝政腐败，横征暴敛，税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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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乱，各种税捐增至20余种，致使百姓苦

不堪言。

民国初，北京政府整理税制，公布中

央税和地方税法草案，实行分税制，中央

财政收入主要是关税、盐税、统税，地方财

政收入主要为田赋和营业税等。后随着

军阀混战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国民党

政府随意增加税捐名目，苛捐杂税一度增

至200余种，并预征下年地丁赋税、派发

地方公债等。1930年，地方财政开始实

行预算制度，经省批准后按预算执行，除

地丁税、杂税外，其他税款直解上级局。

1939年，莘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

开始为自筹自支，随用随筹，没有定制。

后逐步实行按“合理负担”征收公粮，开

支实行供给制。1942年，建立一套财政

制度，按1．1累进税征收农业税，以保证

部队和地方的吃用支销。为补充财政来

源，县财政科曾经办红契、工商费和市场

税收。1944年实行“分任自给”办法，按

政策和标准收支，余数上交，不足部分给

予定额补助。1946年实行中央、省、县三

级财政体制，统收统支，标准由中央规定。

建国后，县建立一级财政，财政管理

体制从高度集中的“统收统支”，逐步向

“统一领导，分级管理”过渡。为适应社

会主义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在财政

管理体制方面不断进行权益调整。中共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适应实现四个现代

化的要求，国家对财政体制进行了一系列

的改革，在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上，先

后实行了“划分收支，分级包干”和“划分

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扩大了企业

的财权，加强了地方理财的责任心；在国

家与企业的财政关系方面，改变国家对企

业统得过死的状况，先后试行了企业基金

办法，各种形式的利润留成办法和盈亏包

干办法，对企业利润改上缴制为征税制，

以及以多种承包方式确定国家与企业的

分配关系，企业能够多收多留，既保证国

家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又使企业留利增

加，增强后劲；在固定资产投资体制方面，

把国有的基本建设投资供应制度由财政

无偿拨款改为通过建设银行有息贷款，定

期偿还；建立基本建设基金制，推行投资

包干制和项目招标、投标制。1985年后，

按照“利改税”后设置的税种，财政收人

划分为中央、地方和中央与地方共享三

类，支出仍按隶属关系划分。市、县均实

行“收入全留，定额补助，补助逐年递减”

的管理办法。1994年起执行国务院《关

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分

设中央和地方两级税务机构，一级政府一

级财政建一级金库。按照分税制管理体

制，县财政主要承担县政权机关运转所需

经费以及本级经济、事业发展支出。分税

制后，中央财政按基数逐级返还，市对县

税收返还执行全国统一规定。1997年县

设地方税务机构。自2000年开始，中央、

省财政对财政贫困县实行转移支付补助

资金的办法，包括一般性转移支付和政策

性转移支付两部分。2002年，中央、省、

市、县对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和营业

税的分享比例进行了划分。2005年，为

缓解财政贫困县的财政困难，省、市先后

行文对财政体制调整完善，上级对莘县的

原体制补助并入“两税”税收返还基数。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财政体制

将不断改革和完善。

乡级财政管理体制，建国前不详，建

国后逐步明确完善。1951年，县为半级

财政，区费用由县财政支出。1952年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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