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漾濞彝族自治县原财政局长黄汝林

财政，是国家为实现其职能而参与一部分社会产品分配

的过程中与社会各方面发生的分配关系。简而言之，财政工

作的实质就是统治阶级意志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体现。各级

财政部门的职责，就是依照国家的有关法规和政策，在辖区

内进行财政资金的筹集、分配、使用，并对此进行监督和管

理。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进程中，怎样才能使财政工作适

应不断发展的新形势、新需要，这是财政工作者面I临的重要

问题。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我们不断地总结过去，扬长避

短，面向未来，探索前进。《漾濞彝族自治县财政志》正是

为适应这种现实需要而编写的。

本志的编纂，肇始于1987年，至1994年已经形成了资

料稿，由于多种原因未能进一步工作。我于1998年到任后

即有心将前几任未完之事办成。困于人手，一直未能如愿。

幸有机缘凑巧，县志副主编崔绍全同志响应改革号召于

2002年4月提前退休，我即与之联系谋求协助，他亦乐于

为地方文史事业再作奉献。经精心编撰，去芜存菁，几易其

稿，终于不负众望，成书在迩。

前人称，“史编天下之大，志则录一邑之小”。就全国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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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一个县确实很小，这主要指空间范围。而专志著录一个

系统，自成体系，具有范围上的区域性，内容上的可靠性，

资料上的广泛性等特征。《漾濞彝族自治县财政志》还具有

纲目分明、突出个性、纵横结合、略古详今、编述结合、平

实客观之特色，以财政业务收、支、管为主线，详实、全面

地记述了漾濞自设县以来的财政运行情况，为人们了解历

史、探索地方经济运行规律提供了第一手资料。相信本书的

问世，将在资政方面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

《漾濞彝族自治县财政志》的编纂，凝结着全体修志人

员和审稿人员的心血。得到县委、政府、省州财政和县志办

的关心支持，我谨代表财政局全体干部职工，致以由衷的谢

忱。跨人新世纪，已过去两年了，让我们记住历史，在历史

成就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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漾濞彝族自治县财政局局长 李汝刚

地方志是我们伟大祖国众多文化遗产中的瑰宝之一。志

书“存史、政治、教化”的功能和作用，历来为专家、学者

和从政者所重视。财政局前几任领导对此有着极为深刻的认

识，并以高度重视、高度负责的精神，长期坚持抓志书编修

工作，终使《漾濞彝族自治县财政志》得以成书问世，为我

们今天和以后从事财政工作的人们提供了一部弥足珍贵的地

方文献资料。这是我县工作发展进程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一件

大好事!

《漾濞彝族自治县财政志》在编纂过程中，始终坚持：

“求实存真、详今略古”的原则，以翔实的资料、丰富的内

容，记述了我县地方财政的历史和现状，充分反映了财政工

作在全县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进程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和所

起的重要作用，记录了全县财政工作者为人民当家理财所作

出的奉献和成绩，总结了各个历史时期财政工作的经验和教

训；读之，可以明得失、求借鉴，对我们的实际工作有着重

要的现实意义。

我有幸在到任后参与了本志编纂后期的一些工作，深感

成书之不易。谨对各位前贤的艰辛付出深表敬意和谢意!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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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和同志们一道，让这本珍贵史料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书将付梓，蒙许、杨、郎诸同事及文、崔二位编辑诚心

相邀为序，坚辞而难以违二命，略记数语如是。

帆



凡 例

一、本志的编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

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编修方法、原则等

遵循国家有关地方志工作的各项规定。

二、本志记述形式为述(概述)、记(大事记)、志(专

志)、图、表、录、索引的有机结合，采用篇目体结构。

三、本志除引文和录文外，一律用现代汉语书面语记

述。有关语言文字、标点符号、数字用法、纪年法、图表设

置等技术要求，均执行国家现行规定。

四、本志使用的计量单位，1949年以前的沿用当时习

惯用法。1950年起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的

规定执行，其中人民币均按现行币值计算。

五、本志记述的各项业务指标，以2002年财政预算科

目指标体系为主线，此前各个历史阶段的指标按此主线作适

当归并。

六、本志使用的财政业务数据采用财政部门业务档案数

据，其他数据使用统计部门数据和县志数据。

七、本志基本断限年代为1912年至2002年，部分内容

适当前溯或后延，以能收集到的资料为限。

八、为使行文简洁，本志适当使用通用的简语、缩略

语，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新中国”、“中国共产党”

简称“中共”、“省人民政府”简称“省政府”或“省”、“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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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政府”简称“县政府”、“中共X X县委员会”简称“县

委”、“云南省”简称“云南”、“漾濞彝族自治县”简称“漾

濞”等，兹不一一列举。

九、本志附录，除财政工作总结三篇作统一标题处理、

表格数据作舍人处理外，余均原文照录。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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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漾濞彝族自治县，简称漾濞县，1912年始设县，1985

年改设彝族自治县。地处云南省西部、大理州中部、点苍山

之西，境跨北纬250127—250547，东经99。367—100。07 7，总

面积1 882．52平方公里，其中98．4％为山区。2002年末总人

口99 083人，其中彝族44 360人占44．77％，另有汉、白、

回、傈僳、苗等17个民族居住。耕地面积115 740亩，其中

旱地89 451亩，占77．29％。粮食总产量45 084吨，其中稻谷

34 481吨，占76．48％。财政总收人1l 317万元，其中本级收

3,2 447万元，占21．62％。本级收人中，税收收入1 610万

元，占65．79％。

民国初年，国家刚摆脱帝制，再加战乱频仍、时局动

荡，国家财政尚未走上正轨，地方各级更是混乱。新设的漾

濞县一切政事尚在草创阶段，财政事宜无专门机构办理，少

得可怜的收支预决算等业务，由署县知事办理。此后，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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