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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银川市财政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

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思想，以《建国以来

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

针、政策为理论根据，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

方法，实事求是，秉笔直书，力求达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和

可读性的统一。具有“存史资政”的价值和作用。

二、本志时间断限：上限不限，尽力追本溯源；下限迄于公元

2000年。本着“详今略古，重在当代”的原则，全志主要记述新中

国成立后的各个历史时期，重点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三、本志以银川市财政工作的发展变化为主线，横排门类，纵

述历史。编排采用编、章、节、目(一、二、三、四⋯⋯)和子目

((一)、(二)、(三)、(四)⋯⋯)的结构形式。全书共90余万字。

除“概述”和“大事记”之外，专业内容共分为8编32章132节。

四、本志采用第三人称白话语体文记述，以中国汉语普通话为

标准，摒弃方言土语。语言文字力求严谨，朴实，简洁、流畅。

五、本志所用资料、数据，以财政部门历年档案资料为准，参

照统计部门历年统计资料，力求准确无误。所用度、量、衡单位与

量值，均依照当时的法定标准计算，避免造成混乱。各类统计数

字、计量数字、百分比一律用阿拉伯数

原文照录o

六、本志采用传统志书中常见的记、

文献者，

录等各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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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体裁。以志为主，以期达到形式活泼、图文并茂。

七、“大事记"采用编年体，一事一记。有日期不详者置于月

末，用“本月"表示；月份不详者置于年末；用“是年"表示o

“同日"、“本月"、“是年"条下，还有多件事要记述的，从第二件

开始用“△"符号表示，不重复用“本月"或“是年”字样。

八、本志各项统计数字，沿袭历史习惯，只包括银川市城区、

郊区、新城区、高新技术开发区，不合永宁、贺兰两县。

九、新中国成立之前的纪年用各朝代年号，后注公元纪年。公

元前纪年标有“前"字，公元后纪年均不加“公元”。大事记中采

用公元纪年并括注各朝代年号，新中国成立后用公元纪年。

十、’本志时限内所流通使用的货币种类比较繁杂，且各种货币

又交叉使用，特别是民国期间，因历史原因有些已难以准确反映，

只得本着前粗后细的原则去把握。有据可查的均表明货币名称D建

国后，文中所列货币，在1955年3月之前以旧版人民币计量，之后

以新版人民币计量；表格中所列数据均以新版人民币计量。

十一、职务任期中的“至今"或“一今"表示任期至2000年

12月31日仍在职位o ．

十二、为了行文简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与成立后，简称

建国前、建国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简称中共中央；中国共产

党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简称自治区党委；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

府简称自治区政府；中国共产党银川市委员会简称市委；银川市人

民政府简称市政府；银川市财政局简称市财政局；财政局党委、党

组简称局党委、局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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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乃理财之政，是一种历史悠久的经济现象。自从有了国

家，财政便主要是指政府的收支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讲，财政就是

聚民财而用于政。虽说是简单的“聚”与“用”，却有许多道理包

含其中。从古到今，聚财用财不当致使国败、遭受国耻之事并不鲜

见：秦始皇暴敛民财建阿房宫而国败；慈禧以建海军之资造圆明园

使清海军全军覆没于甲午之战，此为国耻⋯⋯o唐代诗人李商隐有

诗曰：“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可以说是对封建国家

财政成败的一个总结。其实对任何国家和政府而言，这都是一条刻

骨铭心的名言。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我们艰苦奋

斗，把我国由一个发展中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发达国家，这是一个很

长的历史时期，对发展更为滞后的宁夏银川地区来讲，就更要反对

浪费，注意勤俭。

我们现正在建立公共财政，由生产型财政到公共财政，财政需

要解决的问题有很大的不同，从过去注意调整积累与消费之比例，

局部与整体之关系，长期与近期效益之侧重，到现今研究满足社会

公共需要的分配上来，有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值得探讨，需要研

究。我已离开财政工作岗位多年，．深感在位期间很多事情是被形

势、环境推着、催着、忙碌着走过来的，没

好些，确有些遗憾。近日看了《宁夏日报》

区经济发展情况的文章，讲定西地区有290

琢磨做得更

甘肃定西地

年财政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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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银川市财政志

4亿元，财政支出11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366元；而宁夏西海

固有240万人，2001年财政收入1．6亿元，财政支出16亿元，农民

人均收入1034元。从这组数字让人看到差距。我想这差距不独西

海固地区存在，银川市在这方面亦可作些思考。于是很想结合本人

的财政工作经历做些研究，与大家共商。

研究思考都要立足实际，无论是现实的还是历史的，《银川市

财政志》就是一个丰富的财政历史实际，一个丰赡的资料库。它不

仅为研究工作提供条件，也为今人及后人了解银川、认识银川、发

展银川提供借鉴，将起到资治、存史、教化之功效，此事值得庆

贺。

以史为镜，认真总结经验，立足现实，开拓财政工作新局面，

是新老财政工作者共同的心愿，愿大家齐心努力，把银川市财政工

作做得更好。

原银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舜贞

．2002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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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市财政志》与世人见面了，这是件可喜可贺的事。它了

结了几代银川市财政人的心愿；了结了几届银川市财政局领导班子

的一件心事；填补了银川市地方志中的空白o

《银川市财政志》1986年曾撰写了部分内容，是为《银川市志》

编纂的组成部分。因当时投入的人力和时间有限，财政志未能一鼓

作气完成出版，于是一搁就是十几年。其间，各届班子都曾提起此

事，但一则因这一时期财政改革、会计制度改革、企业改革等各项

工作接连不断，无力顾及修志一事；二则因市财政局人员编制控制

严格，无法增加专职财政研究科室和人员，致使财政志编纂工作未

能予以继续，一直延迟到20世纪末。

本届班子接任后，又将编纂财政志一事提到议事日程，并形成

决议，付诸行动。在2000年，我们聘请了几位修志行家，与本局

部分同志组成修志专门班子，并立下“军令状"，务必在任期内完

成《银川市财政志》编纂工作。任务下达后，全体修志人员齐心协

力，奋笔疾书，内查外调，核实修改，经过两年辛勤努力，终于完

稿出版，给全市人民和财政工作者交了一份及格的答卷o

溯秦汉，下至

历史变迁，见

展和社会变迁

与市财政全体



·6· 银川市财政志

人员的共同努力分不开。搜集资料，提供素材，分担篇章，审阅修

改，许多同志都尽了自己的力量。同时得到银川市档案馆、市志

办、市文联等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从而加快了修志进度，

提高了修志质量。谨在此表示谢忱。因银川地方财政多次变迁，史

料存档有限，加之编纂时间较短，难免有遗漏和舛误，望各位专家

内行及社会各界人士予以批评指正。

银川市财政局局长周光禄

2002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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