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鳊纂领导组成员

前排左起：郁江进杨云书 忻德昆 陈昌迷王汝维

后排左起：李云青 陆学富 王守伦赵进元 郑四代

财政志审稿会议全体人员合影



太理市财政局办公楼



《
<《

斗
描
·
枉
电
婶
督
督
《
蒜
《
吲
睬
畦

采
<却

斗
《
·
K嚯

婶
蕾
碡
憾
蠕
《
吲
辞
晕

望

。詹
1一■■●—●■■■■■■■，lJ|1●．●一_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原太理县财政局旧址

原凤仪县财政局旧址



太理市风仪镇财政所

大理市七里桥乡财政所



走理市上和水泥厂

走理市周城民族扎染厂



大理市喜洲江上抽水站

走理市种鸡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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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lJ 百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大理市财政志》在市人民政府和市志办公室的关怀与指导、帮助下，通过局内各科

室的通力合作和编纂同志积极努力和辛勤劳动、不断修改、审定，终于排版付印了。它

的编成，将为我们总结过去，服务当前，思考未来，有着重要的意义，确实是一件可贺
●

可喜的大事。

财政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运用行政权力，在参加一部分社会产品的分配与再分

配过程中和有关方面所发生的关系，是国家政权活动中不可缺少的支柱。财政是经济的

集中反映，经济决定财政，反过来财政又影响经济，所以，财政工作具有不同于其它部

门工作的性质和特点，又与其它部门工作紧密联系，不可分割。

《大理市财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南，运用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本着详今略古的编写

原则。本志除辑录了清末及民国时期部分有史可稽的财政资料外，重点以翔实的文字、大

量的数据，叙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理市财政收支和管理情况及机构沿革等方

面的内容，全面地再现了大理市在社会主义各个时期，财政活动的轨迹和经济发展的总

体概况。 二一
一

志在于记事存史，以资借鉴。《大理市财政志》汇集的历史资料和大量数据，全面翔

实地反映了大理市经济建设和发展的综合情况，其中的每一个数据和问题，都如实地反

映了全市人民的社会实践活动和广大财政工作人员，几十年来在党的教育培养下，为探

索“生财、聚财、理财、用财”之道，作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本志出版后，对帮助

人们了解大理市财政工作状况和指导今后工作，都具有十分重要作用。因此，希望一切

关心、热爱财政工作的同志以及想了解大理市经济发展情况的同志，能认真读一读《大

理市财政志》，相信会从中受到启迪。

尽管志书篇幅浩繁，也难能将大理市财政取得的成就包容，难免挂一漏万。本志在

历史资料辑录，理论阐述，成就总结等方面，如有不妥，敬请批评指正。

．忻德昆

1993年12月



凡 例

一、本志全称《大理市财政志》，是记述本市财政工作的历史和现状的第一部社会主

义新方志，由市财政局主持纂修。

二、．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

针、政策为准绳，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指导思想，实事求

是地记述大理市财政工作的概貌。

三、本志断限，上限力求从财政发端开始记述，其中农业赋税追溯到夏、商、周三

代。按详今略古的编写原则，古代从略，民国稍详，重点记述新中国建立后的发展变化，

下限断至1989年。

四、按照地方志“述而不作，叙而不论，通典不录，逾境不书”的编写原则。本志

以财政收、支、管为主要记述内容，对财政体制演变，各种税收源流，均作如实记述，做

到以类叙事，横排纵写，寓观点于记叙之中。
‘

五、本志结构采用章、节、目体，用语体文论述。全志分概述、大事记、专章、附

录四大部分，专章共五章27节，约2．1万字，附图片14张，表格56张，力求图文并茂。

六、本志的纪年、朝代年号沿用通称，加括号注明公元纪年；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

立后的年份，一律用公元纪年。

七、本志行文中的称谓，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次后出现用简称，力求通俗易懂和

规范化，引文用引号标明，一般不注明出处。

八、本志行文中的货币和计量单位，按当时的规范书写，新中国成立后的货币和计

量单位，按国家规定标准书写。

九、本志的资料和各类财政收支数据，主要来源于大理、下关、凤仪等县的档案资

料和地方财政决算资料汇编，凡入志资料，均经过考证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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