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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财政是国家凭借其政治权力。集中分配部分社会产品用于满足国家行使职能及社会

公共需要所进行的活动与形成的关系。财政分配活动的主体是国家；财政分配的对象是

社会总产品；财政的目的是保障国家政权职能的需要，同时满足与执行国家政权职能有

关的那一部分社会的公共需要；财政的活动方式具有强制性、非等价性和无偿性的特

点。财政是一个国家赖以存在并履行职能的重要物质基础，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社会

经济发展的晴雨表，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

一般说来，财政具有三大职能：即分配职能、调控职能和监督职能。财政上述三项

职能，是财政本身所固有的、不可分割的三个方面。财政分配和调控过程，就是进行财

政监督的过程，财政分配和调控活动是财政监督的内容与依据，财政监督是财政分配、

调控职能的保障，财政监督寓于财政分配、调控的活动之中。财政部门是国家和各级政

府当家理财的综合职能部门，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要求财政部门要不断

改革、深化和完善财政的三项职能。

财政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阶级性，财政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虽有不同的外延和内

涵，但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和国民党统治时期，其财政是

“取之于民，用之于王”或“取之于民，用之于剥削阶级”，而社会主义的财政则是“取

之于民，用之于民”，这就是两种社会制度财政的本质区别。新中国成立，尤其是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财政改革的不断深入，充分调动了各级党

委、政府当家理财的积极性，财政收入取得了长足发展。1950—1990年，保山地区财政

总收入累计完成14．02亿元，年均收入3 420万元，年均递增10．1％；财政总支出累计

完成20．11亿元，年均支出4905万元，年均递增17．5％。其中：用于基本建设的投资

占10％；用于农业的投资占10．7％。财政收支的逐年扩大，保证了全区党政机构的正

常运转，基本保证了全区扩大再生产的投入，促进了全区工农业生产、科学、教育、文

化、卫生等事业的发展，增强了抵御各种灾害的能力。为保山地区国民经济持续、稳

定、健康发展作出了贡献。

编纂<保山地区财政志>是一项复杂而艰辛的系统工程。既无切实可行的模式效

仿，又无现成完整的资料可查阅。清末、民国时期的资料犹如凤毛鳞角，解放后的资料

丰富但杂乱。杜斌臣同志受领撰稿任务后，在本局历届领导的关心领导下。在保山地区

史志办、省财政史志办的指导帮助下，在省、地、县(市)各有关部门和本局各科室的

大力支持下，自1987年7月起，经7年零lO个月的辛勤耕耘，四易其稿，于1995年5

月完成了53万字的初稿。1994年1月。又聘请已退休的原保山行署史志办主任、副编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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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高镇仁同志代为修改。为使<保山地区财政志>更加突出财政主线，对编纂税收部分

本着“保留税收主要构成，对其具体内容由税务志详述”的原则，又由编辑人员进行认

真修订，删去了税收征管和具体操作的部分内容(1983年1月1日成立保山行署税务局

后的税务志由税务部门另为编纂)，进而编定出版。值此，我代表地区财政局对参与编

纂、审定志稿的全体同志表示衷心的谢意!

<保山地区财政志>记述了上自清末，下至1990年共100多年财政工作的历史和现

状。篇目合理，体例完备，资料翔实，史实准确，图文并茂。既有各个时期财政工作的

方针、政策、管理体制可供参考，又有历代各项财政收支数据可供利用，实为保山地区

一部不可多得的社会主义财政新方志。

以史为鉴，古为今用。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留后人之史志。愿<保山地

区财政志>对全区财政干部和有识之士研究财政工作，深化财政改革，振兴保山财政，

繁荣保山经济发挥积极作用，这就是我们潜心编纂<保山地区财政志>的初衷。

保山地区行署财政局局长丁恒源

一九九九年七月’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遵循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进行编纂。

二、本志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凡涉及全局性的重大历史问题和事件，均根据中

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精神撰写；坚持

详今略古，古为今用，力求用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着重记述和揭示保山地区财政

工作发展的全貌及客观规律，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三、本志按。通合古今，详近略远”的原则记述，上自清代末期，下至1990年。

个别史实追朔到清代初年，下延至1994年。

四、本志以记、志、述、图、表、为表述方式，由概述、大事记、各篇(分志)三

大部分组成。概述叙议结合，提要勾弦，总揽全志；大事记用编年体，纵述保山地区财

政历年的大事、要事、新事；各篇(分志)按事物性质设章、节、目，横排纵述，分别

记述各类事物的历史和现状。二、三级目的序码分别以(一)、(--)、(三)⋯⋯和1、

2、3⋯⋯表示。

五、本志采用语体文、记叙体，文风力求严谨、朴实、简明、流畅。引用史料均按

原件照录。

六、本志的历史纪年，清代年号用汉字书写，民国年号用阿拉伯字书写，在各章、

节、目开头记述时用括号加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采用阿拉伯字书写的公

元纪年。志中的“解放前、后”均以1949年12月28日保山人民行政专员公署成立的

时间为界，此前为解放前，此后为解放后。

七、本志所用数据，解放前的以档案、图书资料为准；解放后的多数是保山地区财

政局的年终决算报表和其它档案资料。个别也使用阶段统计数。数字书写均用阿拉伯数

字。

八、本志的计量单位，清代、民国时期使用区内当时通用的石、斗、升、合和仙、

厘等；解放后，除农业税因历史原因仍使用市制外，其余原则上使用公制。解放后的金

额数据，均以现行人民币的元为单位。

九、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保山地区财政局和各县(市)财政局的档案，其次是地区

档案馆、省档案馆、省图书馆的档案、史料和<云南省志财政志>稿，少量资料还来自

社会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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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一)

保山地区，西汉属益州郡；东汉永平十二年(公元69)设永昌郡。唐代属南诏设

永昌节度。宋代属大理国，大理国后期设永昌府。清代，永昌府辖腾越、龙陵两厅和镇

康、湾甸两州。清末，迤西道移治腾越(今腾冲)。民国2年(1913)废府设县，迤西

道改名腾越道；民国19年裁道，设第一殖边督办署，辖12个县、10个行政委员会。民

国28年，裁督办署，设腾龙边区行政监督。民国31年5月，怒江以西被日军侵占，在

保山设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民国37年，改为第十二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治所

移往腾冲，辖4县、7设治局。1949年12月28日，设保山区人民行政专员公署．辖8

县、2设治局、5个民族行政委员会，1953—1955年，保山专区先后划出10县、l镇，

保山专区仅辖保山、腾冲、昌宁、龙陵4县。1956年，裁保山专区并入德宏自治州。

1963年，复设保山专区，并从保山县析出施甸县，保山专区共辖5县。1967年。成立

保山专区军事管制委员会。1968年，成立保山专区革命委员会。1969年，德宏州撤销，

合并保山专区。1971年1月1日，保山专区革委会改称保山地区革委会。1971年，恢

复德宏州，保山地区仍辖5县。1978年12月，保山地区革命委员会改名保山地区行政

公署。1983年，保山县改为保山市，全区共辖四县一市。

自清朝以来，随着社会制度的变革，保山地区财政先后经历了封建君主制财政、半

封建半殖民地财政、社会主义新型财政三个阶段。

(二)

清代初中叶，中国财政是封建君主制的国家财政，一切课税权由王朝财政总揽，实

行统收统支的中央集权制，所有地方政费开支，都在王朝规定的税收项下拨留支用。清

代末期，随着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不断发展，财政由高度统一集中逐步变为地方自筹自

用。

道光六年(1826)，永昌府所属腾越、龙陵两厅和保山、永平两县，按照王朝诏令

依据人丁和民屯田地多寡征收田赋。当时有民屯田地249526．4亩，实征粮19410．9石、

银9656．6两，加上杂款、均徭、商牲税、地租等，全年共收银18994．8两。

咸丰六年至同治五年(1856-1866)，太平天国革命席卷全国，滇西爆发了杜文秀

领导的以回族为主体的反清起义，建立了以大理为中心的政权。大理政权采取免苛派、

抚失业、兴制造、济穷困等措施，颁布了<军政管理条例>，规定府、厅、州、县署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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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多养闲人，一切官吏不准私索民间分文等等，减轻人民负担，保证财政正常收支。

同治十二年(1873)一月，大理政权失败，清政府为镇压仍然坚守在腾越(今腾

冲)、顺宁(今风庆)、云州(今云县)等地的回民起义军，向人民加倍掠夺，于同治十

三年开征厘金，永昌府和各县设立了厘金局。年收厘金8 000余两。

光绪十一年(1885)以后，永昌府所辖地区财政收支比较稳定，岁人银18 409两，

岁出银24 330两。收人中，永昌府8 846两，保山县3 352两，龙陵厅357两，腾越厅

5 854两。人不敷出部分由省协饷补助或就地摊派。

光绪三十四年(1904)，清廷为强化地方财政收支，下诏预备立宪，各县开始建立

自制财政。宣统二年(1910)省设咨议局，永昌府各县设立自治公所，厘金改按定额征

收，年征银1．8万两。

宣统三年九月六日(1911年lO月27日)以张文光为领袖的腾越起义在云南首先打

响了推翻清朝的第一枪。张就任滇西都督后，都督府各机关相继成立，委张映宝、张鉴

安负责财政局。九月十六日，张文光委刘明德为龙陵县财政局副总办，主管龙陵财政局

的工作。腾越起义后，由于军队不断扩大，军饷严重不足，滇西军都督府除将铁路银行

存款、盐款、关税及各种存款转为军用外，还发行银债8万两，并发动腾越各商号、各

族各界捐款资助，缅甸华侨也给了很大支援。是年初，清王朝虽颁布了试办预算案，但

还未及实行。封建王朝就彻底灭亡了。

清朝末期，永昌府所辖地区的财政，既无预算以计盈虚，又无结算以示实际出纳。

王朝财政赤字年复一年，债台高筑，不得不对农民无限制地残酷压榨和掠夺，致使封建

社会的阶级矛盾不断加深，激起人民的强烈反抗。

(三)

民国时期，国家政权长期被军阀集团所盘踞，各军阀利用手中的权利残酷压迫剥削

人民，大力发展官僚资本。有财无政。在民国时期的38年间，今保山地区屡遭摧残，

以致工商凋敝，历年财政基本上收不抵支。

民国元年(1912)2月1日，云南军都督府委军政部长、陆军第二师师长兼迤西国

民军总司令李根源抵腾越，裁减腾越起义军，然后调永昌兵人腾，并提出廉洁节俭、筹

办公债、整理财政等措施，全区财政有所好转，岁入上解省，岁出由省核拨按规定开

支。

民国2年5月，蔡锷调离云南，唐继尧继任云南都督，税收沿用清末旧制，腾越道

奉令执行中央政府颁布的国、地税法草案和国家地方费暂行标准，作为编制国家和地方

预算的依据。但由于政局不稳未能实施。民国3年，中央财政部颁布<契税条例>。唐

继尧通令各地恢复征收鸦片厘金，作为地方财政的一项固定收入。

民国4年12月25日，袁世凯称帝，云南宣布独立。此后，今保山地区的财政一直

服务于军阀混战的需要，国家和地方税收均由地方征收，解省留用。民国5年，护国军

兴，省政府向富滇银行借款80万元，发行护国公债1 000万元。民国6年靖国之役，唐

继尧为扩充军队与川、黔军阀争夺地盘，又发行靖国公债并向富滇银行借款110万元，

全省财政不断恶化，税源枯窘，人民负担沉重，生活极苦。民国8年，由于连年用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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