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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节地区财政志终于定稿付梓。主编糜崇>--j同志再三催我作

序，也许是因为我就任地区财政局长时间较长的原因吧o

- 这本志书的出版，使我们可以系统地阅览毕节地区有资料佐证

以来的财政状况。纵观毕节地区财政发展历史，真可谓沧海桑田。

在封建社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土为王土，民为子民，这就

决定了封建王朝统治机构所需的支付，自然要通过贡、役、税、赋等手

段榨之于民。毕节地区是地处边远的羁糜之地，虽然历代封建王朝

也采取过一些诸如“军屯"、“改土归流”、“摊丁入亩”、“一条鞭法”等

政治经济政策，但鞭长莫及，影响甚微。深山老林之中，人民过着极

贫的生活，贫而疾，疾而怨，怨则乱。长期以来，统治者对这一地区采

取无可奈何的“抚镇"之策o

民国期间，战事纷乱，军阀割据，乡党匪霸勾结横行。乱世之争，

各取所需，当然要夺之于民，中央政府的税收制度，朝令夕改，演至后

来，官僚资本以国债发行、“金元券’’施行、巨额货币投放市场等手段，

夺民于转瞬之间。物价’飞涨的速度，令人瞠目结舌，购买一头牛的

钱，两三年间连一粒米也不能购买了。地方政府省、县两级之间没有

预算约束规定，为各种摊派，苛捐杂税的泛滥，敞开了tz／子。毕节地．

区于此不但没有幸免，更要承受乡党匪霸的压榨，处处充斥着官商军

阀、地方强权的诈民之术o

!卜侈



毕节地区历史上也曾有一些仁人志士，作了不少利民之事，如通

九驿、置盐政、疏航道、修学馆、引农耕等，但难拯民于贫苦之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走上了社会主

义康庄大道。“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我国的财政是“取

之于民，用之于民"。从封建王朝的榨于民，纷争乱世的夺于民到共

和国的用于民，历史发生了飞跃性的进步。由此，社会经济得到快速

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高。经过几次财税体制的改革，特别

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毕节地区财政经济状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

统计资料表明，1978年我区国内生产总值为6．45亿元，为1949

年的3．1倍；财政收入为4607万元，为1949年的17．7倍；农民人均

纯收入为81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区财政经济得到较快的发

展，至1998年，我区国内生产总值为113．65亿元，财政收入为

14．23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228元，分别为1978年的17．5倍、

30．9倍、15．2倍。地区财政收入从全省9个地州市的挂末位置上升

到第3位。这期间取得这样好的成绩，主要得益于两点：第一，中央

和省的改革开放政策、地委行署强有力的领导、干部群众穷则思变的

拼搏精神，使生产得到发展，财源得到开拓。第二，抓住了烟叶政策、

市场空缺、技术改造的机遇，敢于集中资金，倾斜投入到“两烟"这个

当时最大的经济增长点上。通过“两烟"的迅速积累，带动各项事业

的发展。

目前，毕节地区财政用于生产建设的资金逐步扩大，财政前景

向好。

毕节地区资源丰富，人民勤劳，公路、铁路通达之时，就是毕节财

政经济开始升腾之日，我们期待着毕节人民告别贫穷走向富裕，创造

更加辉煌的财政经济业绩o

《盎司涩膏蔫鐾鬈挑Ⅷ¨褪《盛翱搿霭蔫蟛l：。；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财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用出效益，是党

和人民所托，是公仆应尽的职责。用之得当，生产发展，人民生活质

量提高，是民众福气；用之不当，得不偿失，无异于荒耗民财，有负于

民。公仆们当审慎为之!

财政历史，纵横交错，管窥之见，是以为序。

、

毕节地区行署副专员 丁诗建

1998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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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毕节地区志·财政志》编写组的同志拿着贵州省地方志办公室

的批复递给我，并乐哈哈地说：“我们的财政志经过验收合格，同意印

刷出版了o"我听了后也非常高兴。这部近50万字的《毕节地区志·

财政志》，前后仅三年的时间，在编委的领导下，在编写组的艰辛努力

和省、地、县各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以及全区广大财政干部的积极配

合下，五易其稿，终于得以出版问世，真是可喜可贺。

《财政志》是一部浩大的系统工程，高度浓缩和总结我区各族人

民几百年来生财、聚财、理财、用财经验，是一部集文字记述和数据统

计为一体的典型志书。毕节是一个资源丰富、历史悠久、古老而又神

奇的地方，但又是贫困地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

党的正确领导下，全区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展生产，开辟

财源，使经济、财政发生了一系列巨大变化。一是“八五"末期的

1995年，全区财政总收入达到88827万元，比“一五”末期1957年的

1565万元增长了近56倍，比调整时期末的1965年增长了29倍，比

“文化大革命"末的1976年增加了31倍，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二

是“九五"初期，1996年全区由于充分发挥资源优势，狠抓了烤烟、卷

烟和乡镇企业的发展，广开了财源，财政收入达到了115448万元，比

1978年的4607万元增长了25倍，这又是一个巨大的变化。三是自

1988年起，经国务院批准，毕节地区建立了“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

·4。



验区，试验区建立后，全区人民紧紧围绕“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

控制"三大主题，充分发扬了“坚定信念，艰苦创业，求实进取，无私奉

献"的试验区精神，继续狠抓财源建设，不断增强发展后劲，1997年，

全区财政收入又上升到131388万元，比建立试验区前的1987年的

19565万元，增长了6．7倍，这又是一个巨大的变化。除“文化大革

命”时期外，尽管全区财政收入的增长呈直线上升，增幅不小，但是，

由于毕节地区人口众多，财政负担重，人均财力占有量很少；由于全

区自然条件差，灾害频繁，还有100多万人未解决温饱，这给我区财

政带来了很大的压力。财政是经济的集中反映，无论何时，只要财政

情况好了，社会经济就发展，反之，就会受到制约。财政又是国家实

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强化财政管理，这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

件下，提高理财质量，增加经济效益，促进财政振兴的重要问题，是一

条根本的兴财之道。因此，无论是财政体制，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培

植财源，财政管理和财政监督等，财政志都作了较为详细的记载，只

要留心仔细地看一看这部财政志，它将会给你带来很多有益的启示。

纵观全书，篇目合理，资料丰富，行文流畅，观点正确，是一部不

可多得的好志书。能把地区性、专业性、民族性较好地融为一体，则

是该志书的成功之处。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虽然也存在一些不足，

但与其成功比较是微不足道的，出版的意义则是永恒的。

我到财政部门工作的时间不长，总共只有两年零八个月，了解的

情况并不多，也没有更多的发言权。财政志编写组再三提出要我为

该志书作个序，真使我感到有些为难。不写吧，有负同志们的希望，

要写吧，又不知所云。好在我在财政工作期间，对《财政志》的编写，

作了点具体工作，使该书终于问世了，这就不需要我再用更多的语

言，而以此作为一件实事，共同向党的改革开放二十周年献礼，共同

对我区一个时期的财政历史作一个客观的交待。当然，事物是发展



的，历史是前进的，今后的财政发展史，还需要后来的同志不断去思

考，去努力，去总结和完善。我深信，全区的财政工作在新的历史时

期会更加灿烂辉煌，会更好地载入新的历史篇章。

毕节地区行署副专员 王明灯

1998年1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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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说明

一、《毕节地区志·财政志》为《毕节地区志》的一个分志，由地区

财政志编纂委员会编。

二、本志编写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四

项基本原则和《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及财政方面的有

关方针政策为准绳。

三、本志详今略古。上限自明初，下限到1996年底。个别史实

延至1998年。

四、本志所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内容，是指本地区当地

解放以后。

五、本志横排门类，纵写史实。设体制、收入、支出、财源建设、管

理监督、机构人员教育科研等内容。有关的一些照片载入书中。

六、水城县1971年划归六盘水市后，收支总数中不再包括。

七、收支的分类，以财政预算科目为主进行整理。属共同性、生

产性的支出(挖潜、革新、改造，流动资金等)进行分解，按使用对象归

并o ，，

八、地名按历史记载，改有新名的在第一次出现时括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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