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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鸡市财政志》和大家见面了，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

修志工作，在我们这一代尚属首次。本市行政区划和机构变动频繁，资

料散失情况比较严重，给修志工作带来一定困难。在宝鸡市地方志办公室指

导下，我局成立了编志领导小组，从1984年下半年开始，经历了拟定篇目、搜

集资料、试写初稿，印发局内科室讨论、领导小组审查等阶段，先后作了四次较

大修改，最后由市志办批准定稿，历时三年有余。全卷14章，27节，约15|万字。

上限自清乾隆年间(以前也有点滴记述)下限至1987年底止。本志资料丰富，

语言简练，重点突出，观点明确，如实反映了我市解放以来各个时期的财政

收支，财务管理和经济社会发展概况，体现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社会主义

财政，对今后进．一步做好财政二[作、开展财政科学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参考资

料，达到“鉴"“用”兼具、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的目的。

根据“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本志记述历代财政的内容虽然不多，

但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历代统治阶级的财政和人民群众的负担情况，资料还

是很宝贵的，本志记述的解放初期的财政，特别是有关供给制的一些资料，

具体反映了我党艰苦创业、为政清廉的好传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三十

多年来收支数字表明，我市财政在坚持“收支平衡，略有结余力、“发展经济，

保障供给”的方针、坚持“量力而行尽力而为’’支持生|产建设事业的发展等方

面是卓有成效的。本志根据丰富的历史资料，运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实事求

是地作出总结与肯定，对今后工作无疑是有所裨益的。

】



《宝鸡市财政志》是在市党政领导的关怀和市志办公室具体指导下

完成的。在编纂过秘川J，还得到省、l“档案馆、11j统计局、‘11丁公安局档案室

等单位的大力支持，本局一些老同志，特别是聘请的两位退休同志作出了很

大的努力，在此谨致以诚挚的谢：蓉。由于我们水平有限，错误、疏漏之处在

所难免，望各界朋友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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齿台 吉
刖 青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政治、经济形势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拨

乱反正，政通人和，改革、开放、搞活政策带来了百业兴旺，社会主义经济欣

欣向荣。在盛世修志的热潮中，承市志办公室的：指导，我们编纂了《宝鸡市财

政志》，借以回顾过去，存留历史，服务当前，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物

质文明建设起“鉴”“用”兼备的、作用。

编纂工作是1984年7月开始耐，在市财政局《财政志》编纂领导小组的直

接领导下，由两名退休干部具体办理，越二年八月，基本脱稿。

为使志书符合历史真实，工作上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历

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阋查研究，实事求是，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

资料性的高度统一。

志书资料，除查文献，访知情人外，绝大部分源于省、市档案局、省财政

厅、市统计局、公安局和市财政局档巢资料，并经过考证核实。但因志书断修

时间长、五十年代初期新设的宝鸡市建制又迭次变动以及“文化大革命"十年

动乱等原因，历史资料散佚不全。民国时期只有宝鸡县的点滴档案资料。1984

年以前的现实资料中，仍含有原属市辖的武功县和杨陵区在内。

本志分类编排，用记事体，以章、节结构，依时顺叙，以志、记、表、图、

录形式，用语体文综合表述。对历史纪年均注有公元。对有必要而又不好概括

的历史性重要文件，均全文收入“附录”专章。

断限时间，本着“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原则，上限自1766年(清。乾隆

三十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各个时期的财政状况，根据有关史料，只

略述其梗概。下限至1987年，着重记述了新中国以来宝鸡市的财政史实。

在编纂工作中，承蒙市财政局和有关部门的支持、帮助，特别是李世录同

志抽出一定的时间和精力协编企业财务部分，始成此志。在此深表谢意。

对编纂社会主义新志书，我们没有经验，水平也很低，虽勉强成志，谬误

之处，在所难免，诚望阅者多加指正。

编者 一九八七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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