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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是关系国家盛衰的大政，国家赖以生存的基础。阿坝地

区财政则为本地区国民经济的综合反映。《阿坝州财政志》是

我州第一部财政专业志，是阿坝州志组成部分的一大卷，是财税

战线取得的二项重大文化成果。
。

志书，翔实地记述了清末以来到1990年问阿坝地区各个不

同历史时期财政税收的兴衰起伏，着重对建国后地方民族财政

预算内外收入、支出、管理及创业经营等情况作了记述，综合地

反映了全州政治、经济、教科文卫、社会福利等事业的发展情况，

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财经体制变化及改革情况和种

种财税活动史实。富有新旧不同社会制度的对比，正反两方面的

经验教训，使地方党政机关和财税部门的干部“前有所稽，后有

所鉴一起到“存史、资政、教化’’的作用。
‘

·

《阿坝州财政志》是全州广大财税干部职工共有的财税史

绩，也是修志人员+心血的结晶。希望财税战线的广大干部、职工

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精神，搞好财税工作，为振兴阿坝经济作出更

大的贡献。6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州长 泽巴足

一九九五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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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坝州《财政志》是本州第二一部财政专业志，始修于1990

年，1992年编成，历时三年。

本志本“详今明古一原则，上溯1840年，下迄1990年，记述了各

个不同历史时期的财政体制和赋税、财务管理情况。志书简述民

国时期及清代的史料，凡与财政有直接联系而能够搜集到的资

料如地丁银粮、土司贡赋、屯田租赋、田赋征银征实等则较为详

尽，以备后世稽考，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新制度和贯彻执

行财政税收新政策、方针以及有关经济社会发展史实则作较详

实的综合反映：财政收入着重于税种之演变、财源之变化以及民

族地区实施的减免、体制照顾等区别于外区的特点：财政支出财

统按国家1990预算支出科目的分类将各年细日调整归属，使前

后各年支出性质和口径基本衔接一致，使后之稽考者得一览而

知其梗概，如基本建设支出，五、六十年代系包括在各该项目内，

卫生部门的基建包含在卫生支出科目内：工业基建即包括在工业

支出内，以此类推，其他项目亦莫例外，以后年度要按当年预算

归属查寻历年数据则工作量大且不准确，前后无法对比，我们这

次修志即狠下功夫，将支出逐一按1990年科目调整归属，既科学

又不失真，可算是我们修志整理数据的一次尝试，使志书“一目



了然一真正起到资政和借鉴的作用。志书不仅详列建国后各年收

支及平衡数字而且简述其与经济社会发展有关的项目、史实及

效益的历程。财政来源于经济，财政反作用于经济的政策方针在

记叙中充分体现出来。志中数据核实，反映了政策和方向是我们

所引为欣慰的。1992年志成，油印本错漏较多，今特重校付印，但

谬误之处亦在所难免，随着历史的发展，财税战线智慧勤劳的新

一代风流人物；必将人才辈出，创造比前人更加辉煌的财政史

绩，振兴阿坝经济，续写财政更为绚丽的篇章。是为序。 。；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财政局局长
．．

《阿坝州志财政志》编纂领导小组组长王清才

一九九四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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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坝州志·财政志》

编纂领导小组及编修人员

，

●

顾 问 张化鲲 李高伟 康乐

组 长王清才 ．

副组长张鑫华 张履端

成 员 陈清霞 朱华勇 廖宏 冯盛刚

代廷义 江泽军 王耘 范春珍
●

-

编修人员 王志华 王贵华 代廷义

马定尚 邹凤兰 张履端



阿坝州财政局大楼

建州四十周年时部分老同志留影



财政志编纂领导小组人员合影

左起：前排郜风兰王志华王责华张履端王耘范春珍代廷义

后排江泽军采华勇康乐王清才马定尚

财政志修志人员合影

左起：邹凤兰王贵华张履端马定尚代廷义王志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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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民族地区财政经济发展研究会留影

四川省民族地区财政经济发展研究会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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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首届财政法规知识竞赛

阿坝州骨干企业 草坡水电厂



鹧鸪山车道万晓玲撮

阿坝大草原 桑正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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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一，《阿坝州财政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用辨证唯物主

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贯彻关于历史问题的两个决议，记叙阿坝地区财政的历史和

现状，并突出民族财政的特点． ，

二，本志史实辑录时间一般从1840年到1990年，记叙了清末，民国时期，特别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成立自治州后，地区财政的发展变化，并对有些事类的起源作

必要的追溯。

三，本志设统率全书的。概述”，按全篇分设。财政机构”，。财政收入。，。财政支

出”，。财政管理”等四章。以事项发生时间先后为序，排成节，目，并随文插列图表，以

求文省事明。所有事实、数字均经核实。财政收支数字以财政决算为准并按财政部所

订1990年国家预算收支科目归类，对开支较大，性质特殊如支持农村生产、基本建

设、优抚、社会福利救济，公费医疗、支援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部门事业费等支出与

以往年度归属不一的，则按1990年口径予以调整，以利于系统地和科学地对比记叙。

四、本志对全国性，全省性的财政方针，政策、规定，一般不录全文，着重记载阿

坝州的实施情况，成败得失，如实体现：对财政收入，只记述各项收入政策、措施的沿

革兴废和征收实绩，至于各个时期的政治经济情况，一般从略：对财政支出，重点记

述内含变化、标准制度、支出数额，至于各项事业的社会效果则略记重点项目，多数

不记：对财政部门参与的全省和各部门共办的工作，凡不具有财政特性的，一律不

记。 ．

五，为了便于记述，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简称建国后：公历纪年和民国纪

年一律用阿拉伯字表示；清代的朝代纪年一律用汉字书写；对机构称谓、地理名称，官

职称谓等仍用当时称谓：对货币和计量单位亦以当时当地通用的为准，不另折算，但

建国后在1955年3月1日以前流通的人民币均以旧币-1万元折合新人民币1元计算：各

项收支数字均以阿拉伯字记载。引文注释，采用页末注(脚注)，对建国后阿坝州财

政、税务局的资料引用，一般不予注释。

六、本志自1990年7月组成编写组开始搜集、整理资料，1991年5月起开始专人搜

集、整理建国前史料，同年10月开始编纂，12月底初稿大体完成。由于时间仓卒，难免

错，漏和记叙．失当之处，有待于日后补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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