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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艾纶

◆州财政局现任
领导陈建平(中)、怒

友嘎(左)、杨寿春(右)

州财政志穑评审会议会场一角



m穑评审会议合影

190～年原局长孟庆全一中一离休后回六库与全体干部合影



1997年省财政厅副厅长赵钰到怒江州指导工作时与州财

政局职工合影

1999年省财政厅肖副厅长到怒江州指导工作时与州财政局职

工合影。前排(中)肖晓鹏、(右)副州长和六中、(左)局长黄琮



自治州财政局办公大楼

干部职工住宅区一角



离囊

2001年8月竣工的自治州财政局办公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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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财政局

获州级以上表

彰的部分奖状

锦旗

自治州四十周年庆典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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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建设项一坪铅锌矿

矿矿山

目之一ll兰坪铅锌一九五一财源建设项

财政扶持的贡山县独龙牛养殖项目



自治州民族印刷厂印刷产品

自治州民族印刷厂生产车间



序

志书是以一定的体例和规范编纂的文献典籍。也称作政书或

政史。志书分为省志、市志、州志、县志及各种专业志。通过志书，

反映记述各种政事的历史和现状，以达到本身所发挥的“资治、教

化、存史”的功用。志书不仅为当代提供有用的资料，而且给后人

留下一份珍贵遗产。

财政志是志书中记述有关财政方面的专业志书，它反映有关

历史阶段上的财政状况和问题。

1986年4月15日，云南省财政厅制发关于《编纂云南省财政

志有关问题的通知》，根据通知精神，为填补本州财政志空白，在中

共怒江州委、州人民政府的关怀领导和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及其

办公室的直接指导下，决定进行编修州财政志。为使修志工作能

够起步和进行，特聘请我州长期从事财政工作的退休干部艾纶同

志担任采集和编写。为了编好这部怒江州财政志，编纂者克服了

种种困难，振奋精神，认真负责，坚持广征博采，反复核实，先后查

阅有关档案卷宗，出版刊物资料，特别是建国建州以来至1995年

系统完整的来往文书及有关报表数据，分门别类记人纪录，辅之以

向知情人访问座谈，相互印证，基本上达到各种有关资料纵不断

线，横不缺项，翔实可信。

编纂财政志，收集资料是基础，自1992年底开始，至1995年

的3年，编纂者共收集资料达100万字以上纪录在册。在这个基

础上，认真制定了篇目，又经过1996年的删繁就简，整理编写，怒

江州财政志初稿基本完成。1997年用6个月时间，按州志办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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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目，编成怒江州志财税篇约稿，尔后又继续完善专业志。怒江州

财政志，除概述、大事记、附录不列章外，共分财政机构、财政收入、

财政支出、财政管理和财政监督五章，其中财政管理一章份量较

大，它包括：财政管理体制、预决算及综合财政管理、预算外资金管

理、税收管理、财务会计管理、国有资产和地方基金管理以及单位

行政事务管理。

自1954年建州开始到1995年，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已胜利地

度过4l周年，在中央和省委的关怀领导下，各项建设有了长足进

步，正沿着党的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阔步前

进。然而回顾本地区，长期处在底子薄、基础差、条件困难的状况

下，不论经济、文化各个领域的建设与一般地区比较，仍然存在相

当差距。从地方财政情况分析，改革开放17年来，经济有了大的

发展，但还存在企业经济效益不高，财政收入尽管增幅可佳，但因

基数低，而财政支出的需求，则与El俱增，财政收支形成反差，县与

县间也不平衡，州本级财力有限，无力调控。省政府对怒江州历来

采取优惠政策，长期给予财政补助，扶持照顾。但自1993年起，县

财政收支出现了赤字，加之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实施，本州地方财政

困难加大，如继续下去，将带来严峻局面，如何才把民族地方财政

搞上去，这是值得深入探讨和不断实践前进的重要课题，我们粗浅

的看法是这样。

第一，应从本地区的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搞好财政。怒江州

处于峡谷、民族、边疆的特点，也就区别于一般地区，在开辟财源，

增加财政收入方面，应坚持合理开发地方资源，做到人无我有，以

经济效益为中心，坚持长期不懈努力，逐步创造有利因素改变面

貌。另一方面，也不能离开国家和上级财政的支持，有效地把资金

管好、用好。在确保供养人员工资发放的同时，每年抽出一定财

力，用于支持建设事业和培训科技实用人才，发展民族经济，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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