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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峨山彝族自治县财税志》，是峨山县第一部全面

系统记述峨山县财政、税务工作的专业史料，它填补

了旧县志只记田赋应征总数，不记内容实质的空白。

‘《财税志》如实记录了峨山财政在不同性质的社

会制度下，不同的生财、聚财办法和财政资金不同的

投放方向及使用范围。反映了新旧社会两重天的财政

性质。是对人民群众，特别是对青年进行爱家乡、爱

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共产党的乡土教材。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峨山财政、税务部门，

在发展峨山经济中，经历了曲折前进的历史进程，从

挫折和失误中逐步学到要怎样才能为全县各族人民当

好家，理好财。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财税部门在?改革、开放、搞活"中，努力开拓

创新，为振兴峨山经济，改变经济文化落后面貌作出

了贡献。峨山县财税工作的发展过程，既有成功的经

验，也有失误的教训，为今后全县的经济建设提供了

可资借鉴的史料。 。

方成粱

1989年7月15日



序 二

．《峨山彝族tJ治县财税志》按照“事以类从”和

“事近相聚”的原则，分收入、支出、管理兰篇，各

篇按其内容设章、节、目，‘’分别记述近百年来财政、

税收的规章制度，各种税的沿革兴废，稽征管理办法

及征收数字；财政资金的投放方向和用途。并力求从

财政收入的起伏和资金使用的效益中体现经验和别II，
了解何者足以效法，何者应以为戒，’以起到志书应具

有的“存史"、“资治”、“教化"的作用。 7|．

《财税志》．是从众多的档案、法令汇编、文献资

料中筛选出来的财税史料，可以说是一部浓缩白勺)肖案，

可为财税干部进行科研；‘改进作风，提高专业化、知

、识化水平提供有益的资料．o。。 ’．

．编修《峨山彝族自治县财税志》，是在全县经济财

政出现前所未有的增长速度，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

平有了较大的提高，全县各族人民安定团结的盛世环

境中进行的，历经两年零三个月，于1989年7月脱稿，

先后经过拟定篇目，搜集资料，编写修订，逐级审查

等阶段，都得到县志办公室的指导帮助，由于修志是

一项新的工作，加之编写人员水平有限，错误在所难

免，敬请读者指正。
鲁瑞云

1989年7月1 0 E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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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黼，
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

实事求是地如实记述峨山县财政、税务的历史和现状。

二、鉴于峨山县仅存的《康熙熠峨县志》和《咸

丰熘峨县志》，对财政、税收部分均只记录田赋应征总

额，、不记述征收内容。‘故本志上限时间从有资料时写

起，以反映财政、税收的典章制度和主要事项的本末、

功过和发展变化。下限则一律断至1988年。

三、财政、税收工作的职能涉及国民经济各部门，

要记述的范围很广。本志按照财税专业工作的主要内

容分为收入、支出、管理三篇记述。各篇的章、节、

目，使用1985年国家预算收支科目名称。虽然在不同社

会制度下国家财政、税收的性质不同，税名各异，但

征税对象则是相同的。以现在税名用追溯的办法记述

其沿革更替，以明来龙去脉。 ，

四、本志解放后引用的财政收支数字，均以列入

县级财政收支决算数为准。上级财政和企业、事业单

位的上级主管部门，用待分的财政资金直接拨给各单

位的钱和物资及虽经过县级财政转拨，但不列入县级
财政支出决算的部分，均不包括在内。

五、本志使用的货币金额，除解放初期币制改革

前的人民币折算为现在使用的人民币外，为保存其历

史本来面目，其余均按当时货币名称编列，不加折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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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山彝族自治县财税志领导小组名单

组 长：鲁瑞云 ．

副组长：阮肇福

组 员：李世武 普通发 周子璜

奎公差：普-通发
。

《财税志》编写组名单

主 编：周子璜
‘

编写人员：杨淑华

责任编辑：方成梁 、

封面题字：李树华

审定单位：峨山彝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会



序

‘《峨山彝族自治县财税志》，是峨山县第一部全面

系统记述峨山县财政、税务工作的专业史料，它填补

了旧县志只记田赋应征总数，不记内容实质的空白。

‘《财税志》如实记录了峨山财政在不同性质的社

会制度下，不同的生财、聚财办法和财政资金不同的

投放方向及使用范围。反映了新旧社会两重天的财政

性质。是对人民群众，特别是对青年进行爱家乡、爱

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共产党的乡土教材。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峨山财政、税务部门，

在发展峨山经济中，经历了曲折前进的历史进程，从

挫折和失误中逐步学到要怎样才能为全县各族人民当

好家，理好财。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财税部门在?改革、开放、搞活"中，努力开拓

创新，为振兴峨山经济，改变经济文化落后面貌作出

了贡献。峨山县财税工作的发展过程，既有成功的经

验，也有失误的教训，为今后全县的经济建设提供了

可资借鉴的史料。 。

方成粱

1989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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