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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姚大金

时迁空变，一个千年在日历中消逝;斗转星移，又一个百年迎

着新时代的曙光走来。在这世纪元，年，金秋季节，迎来了我们的母

校一一云南财贸学院 50 周年华诞。 50 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

是短暂的一瞬，然而云南财贸学院却饱经曲折而复杂的发展历程。

此时此刻，编写一部枝史，回顾我校走过的道路，科学地总结和正

确地认识经验教训，以启迪今人和后人努力奋进，把云南财贸学院

办得更好，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多做贡献，无疑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情。

云南财贸学院的前身是成立于 50 年代的云南省财贸干部学

校。云南解放后，急需一大批经济管理干部。为适应这种需妥，

1951 年成立了云南省、财政干部学校、商业干部学校、供销干部学

校和银行干部学校。 1958 年 6 月 30 日，中共云南省委决定将上述

几所"小干校"合并，组成云南省财贸干部学校("大千校")0 1964 

年 3 月，云南省财贸干部学校被撤销，恢复建立商业、合作、财政、

银行、粮食五所"小千校"。"文化大革命"中几所干校遭到严重破

坏，学校停办，校舍被占用，教师干部下放"五七千校"劳动。后经

有关部门积极努力， 1973 年 6 月重新恢复粮食、商业和财政金融

干部学校。 1978 年 6 月 19 日，中共云南省委决定将上述三所干校

再度合并恢复成立云南省财贸干部学校，为局一组建制，直属省委

财贸政治部领导。 1979 年 3 月 30 日，云南省政府批准在财贸千校

内开办财贸大专班，实际上是为创办本科大学作准备。 1981 年 8

月 26 日，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云南财贸学院。 1998 年 2 月，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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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府决定并报经教育部批准，云南经济管理干部学院与云南财

贸学院合并，成立新的云南财贸学院。

云南经济管理干部学院的前身是成立于 1979 年 11 月的云南

省工业干部学校。 1983 年 3 月，云南省政府决定将其校名是改为

云南经济管理干部学院。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云南财贸学院已经是一所以经济学和管

理学为主，兼有法学、文学、理学和工学的多科性财经院校，具有学

士和硕士学位授予权。各类学生达1.7 万人。作为云南省属重点

大学，她为云南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古人云"以史为鉴，可知兴替"。编写这本校史，目的就是给

我们提供一部史鉴。书稿摆在案前，我数番拔阅，脑海中始终在思

索着一个问题:财院 50 年历史凝聚着什么?我以为至少有以下几

点值得我们永远记取和发扬光大:

1、围绕中心育人才。学校存在的价值在于它是人才的摇篮，

古今中外元一例外。云南财贸学院对社会的贡献也在于她为云南

培养了一大批经济管理人才。财贸千校存在的 30 年中，虽然形势

变幻无常，但她，所承担的干部培训教育任务始终没有间断过，一大

批经济管理骨干和领导干部是从这所学校的大门出去的。据粗略

估算在财贸千校接受过培训教育的干部达数万人之多。云南经济

管理干部学院 20 年，主要承担全省工业、交通等系统干部培训和

学历教育任务，有 2 万 3 千多名骨干在该院接受过教育 o 云南财

贸学院成立以来，为云南输送了近万名全日制本专科毕业生。他

们中的大多数已迅速成长为业务骨干和领导骨干。学校以育人为

本。我们要始终坚持以培养人才为中心，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

不要偏离这个中心。

2、抓住机遇壮实力。我们常说机遇与挑战并存。的确，机遇

与挑战常常是相伴而生的。抓住了机遇就能战胜挑战。云南财贸

学院之所以能有较大发展，尤其是进入"九五"以后，实现了跨越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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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目标，一条重妥经验就是要牢牢抓住历史给予的发展机遇。

西部大开发、高校扩招、两校合并、教学评价……，这些都是"天赐

良机"。幸运的是，这些大好机遇都没有与我们失之交臂。

3、锐，意改革求发展。改革是发展的动力。财贸学院诞生于我

国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她与改革开放息息相联。这些年，学校内部

管理体制改革、教学改革、科研改革、人事分配改革、后勤改革一天

也没有停止过。是改革为学院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今天的一切元

一不是改革成果的凝结。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求得发展，发展才是

硬道理。财贸学院未来的发展，仍然需要通过改革去推动。

4、同心同德度难关。财院 50 年发展的道路是不平坦的，充满

着曲折和艰辛。远不讲干校 30 年教职工艰苦奋斗打基础的岁月，

单说财院成立后的 20 年，困难元时不在。想当初，校园几十亩、教

师百把人;忆往昔，那么多大学纷纷要求推迟国家教学评价，唯独

云南财贸学院主动申请提前。……我们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全院

师生和职工。是全院师生员工同心协力、团结奋斗、励精图治，使

学院一步又一步地迈上了发展的新台阶。

5、求实创新攀高峰。财院的历史说不上辉煌，学校的今天也

无法与国内名牌大学相比。但我们感到骄傲和自豪的是，财院的

变化不是吹出来的，而是发扬求实创新精神实实在在的回报。财

院人最喜欢一个"实"字一一实事求是、说实话、做实事，求实效。

我深信，这种精神定能鼓舞一代又一代财院人去创造更加美好的

未来。

50 年过去，弹指一挥间。这部《云南财贸学院校史》将唤起我

们对母校美好的回忆，将激励我们奋发进取。借此，书出版之机，我

荣幸地代表学院向为财院建设做出重大贡献的历任领导和师生员

工，向所有关心、支持学院发展的校友和社会各界的朋友表示诚挚

的谢意!同时，也感谢参加本书编写的同志们。

谨此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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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茸代云南省财贸干校全貌

云南财贸学院第一级学楼



团结奋进的领导班子

云南财贸学院西区班学楼



优美的校园

环境

相具规模的

图书馆

现代化的

运前场



副省妖梁

公卿、 省政协

副王席刘树生

参加 "立德国

际金融学院"

挂牌仪式

献〉，

江津民总节记

接见全国优秀大学

毕山生

( -j.非击三为云南

财贸学院优秀毕illL

生马锦林〉

原副省t是赵淑~5(

视察学校



全校班职

工盛会

本科生

与外毅

高级学术

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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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美国阿周斯

壮大学的合作

与泰国扭贾巴

特大学、美国阿姆

斯壮大学查署三国

三按合作协议

与澳大利亚查

理斯窦大学台何



在读硕士研究生

云南财贸学院

首届留学生

学分制'"}圭牌级学 .. 

学生电脑选课



运副会

黑板报

文艺汇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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