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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财税金融



阿里地区志

7世纪吐蕃统一后，松赞干布将征收差税范围扩大至象雄，主要税种有军差、农业

税等，其中一些差税一直沿用至噶本政府时期。

分裂割据时代，阿里形成以日土、托林、普兰、科加等地为代表的不同税种及征收

办法。

元代。阿里开始征收乌拉差，包括徭役、赋税和地租等。广大农牧民深受剥削和压

榨，不堪重负。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噶厦在阿里始设征盐所，负责征收进出口差税和人头

税等。

西藏和平解放后，自治区筹委会实行减负减税、休养生息政策。阿里骑兵支队向农

牧民发放无．g-贷款，抵制外商和“三大领主”对农牧民的高利贷盘剥。1959年1月1日

起，阿里地区开征爱国公粮。1960年1月1日，实行《西藏自治区工商业税试行办法》。7

月，阿里地区试行《暂行办法》。1961年，按习惯征收盐税。1962年10月，开征工商业税。

1963年，开征集体、私营企业所得税。1965年，地区在8个乡试征牧业税。1972年，盐税

并入工商税。1974年，对工商业税制进行改革。1980年起农业税免征。1983年，实行利

改税。1985年后，逐步开征建筑税、印花税、奖金税和基金、附加税等。按照自治区规定，

并结合阿里地区实际，对土地增值税、耕地占用税、车辆牌照税、屠宰税、消费税尚未征

收。至2000年，阿里地区纳税单位共2148户，税收总收入274l万元。

西藏和平解放后到民主改革，阿里财政支出由中央全额补助。1959年，伴随社会

主义税收体制的建立，开始有了本级财政收入。1960年阿里专员公署下设财粮科，年

内财政收入达到225．3万元，支出188．8万元，收入总额中本级收入仅占总15％。此

后，本级财政收入一直为负增长。至1981年财政收入总额为3108．2万元，其中上级补

助1962．5万元，支出1439．2万元。90年代，地方财政收入增长较快，到2000年底，全

地区财政收入达到3516．9万元。

历史上，阿里民间借贷主要是贵族、寺庙、境内外商人发放给农奴的货币和实物贷

款，年利率大多在10％，属高利贷性质。和平解放初期，银行以解放军名义在靠近城镇的

农牧区(主要是噶尔县)发放无息贷款，缓解了“三大领主”对农奴的高利贷盘剥。民主改

革后，打击了高利贷剥削，同时大量发放无息贷款。1954年一1965年，累计发放各种贷款

总额422802元。1965年发放农业贷款135万元，1975年发放农业贷款27万元。80年

代，各项贷款逐步增长，重点是支持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发展工商业，搞活商品市场，发放

灾区口粮贷款等。至20(10年底，共发放农业贷款584万元，工商业贷款5222万元。

1951年，阿里人民银行(以下简称人行)开办转账储蓄和银元储蓄业务。1958年，

增办内汇转账定期储蓄和人民币定期储蓄业务。1960年，停办银元储蓄。1962年，阿

里地区城镇储蓄存款户达2148户，存款余额64万元。1966年～1976年，城镇储蓄存

款在80万元左右。1977年，阿里人行加强了各项管理，储蓄存款开始上升，1978年突

破百万元大关。至2000年，全地区城镇储蓄存款余额达到11041万元，其中农牧区

4490万元，财政性存款余额达到177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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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篇财税金融

第一章 财政

第一节管理机构

1956年8月，阿里基巧办事处下设财政科。1957年8月，在“大收缩”中，

财政科撤销。

1960年3月，阿里专员公署下设财粮科。1962年，七县相继建立县级财政机

构。1964年8月，财粮科更名为财粮局。1967年2月，财粮局撤销。

1971年10月，地区革委会生产指挥组内设财政组。1974年6月，成立阿里地

区财政局，为正县级建制。1983年，成立阿里地区计财党组。

1990年9月，成立阿里地区财政局党组，财政局内设4科1室l局：即预算

科、行财科、农财科、企财科、办公室、国有资产管理局(二级局、副县级)。共

有干部职工15人。2000年，财政局增设基建科、综合科、社保科。干部职工增至

33人，局长1人，副局长3人。

历任阿里地区财政管理机构负责人见表13—1一l。

表13一l一1

历任阿里地区财政管理机构负责人名录

机构名称 职务 姓名 性别 民族 任职时间 备注

科长 杨文藻 男 汉 1956．09一1957．08

阿里基巧办事处财粮科 奴尔桑 男 藏 1956．09一1957．08

副科长
亢怀道 男 汉 1956．09—1957．08

安帮翰 男 汉 1960．03～1962．10

阿里专署财粮科 副科长 吴世明 男 汉 1961．04一1962．10

刘同华 男 汉 1961．04～196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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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

阿里地区志

机构名称 职务 姓名 性别 民族 任职时间 备注

科长 李长厚 男 汉 1963．08～1964．08

安帮翰 男 汉 1962．10一1964．08

阿里专署财经科
副科长 王彦民 男 汉 1962．10～1963．02

吴世明 男 汉 1962．10—1964．08

局长 李长厚 男 汉 1964．08—1966．05

阿里专署财粮局
副局长 刘同华 男 汉 1964．08～1967．02

阿里地区革委会 组长 党秉广 男 汉 1971．10—1974．06

财政组 副组长 康锡广 男 汉 1971．12—1974．06

康锡广 男 汉 1976．06—1975．03

阿里地区革委会
副局长 马有忠 男 汉 1975．06—1976．10

财政局
王万钧 男 藏 1975．08—1976．10

阿里地区计财党组 书记 阿穷 男 藏 1983．09—1987．04

阿穷 男 藏 1990．06一1995．11

书记
次顿 男 藏 1995．12—1996．10

贵桑 男 藏 1990．06～1992．10
阿里地区财政局党组

1993．09—1995．12

副书记 次顿 男 藏
1996．10—2000．12

洛桑 男 藏 1994．09—1996．10

王万钧 男 藏 1979．10一1981．04

阿穷 男 藏 1983．08一1990．06

局长 贵桑 男 藏 1990．06一1992．10

洛桑 男 藏 1994．09—1996．10

次顿 男 藏 1996．10—2000．12

阿里地区财政局 王万钧 男 藏 1976．10一1979．10

马有忠 男 汉 1976．10—1979．02

林风岭 男 汉 1979．03—1980．09

副局长
冯延俊 男 汉 1979．07—1980．09

阿穷 男 藏 1980．09—1983．08

武继烈 男 汉 1983．08—1987．04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第十三篇财税金融

续表2

机构名称 职务 姓名 性别 民族 任职时间 备注

彭俭 男 汉 1987．04—1989．06

次顿 男 藏 1992．10～1996．10

程心明 男 汉 1993．08—1钙14．07

洛桑 男 藏 1993．08～1994．08

金珠多吉 男 藏 1993．08～1995．07

阿里地区财政局 副局长 王进同 男 汉 1995．05～1998．5 援藏

张秦龙 男 汉 1995．05—1998．05 援藏

张国明 男 汉 1998．06—2000．12 援藏

刘绥平 男 汉 1998．6—2000．12 援藏

王建礼 男 汉 1998．7～2000．12

桑杰多吉 男 藏 1998．7—2000．12

第二节收入

一、税收收入

【一)农牧业税收入

1．农业税收入

1959年，开始在阿里地区征收爱国公粮。同年，征收爱国公粮13．85万千克。

到1980年，全地区农业税累计收入115．22万元o

1980年后，免征农牧区群众的农牧业税o

2．牧业税

1964年3月，阿里地区在改则县一个乡开展牧业税的征收试点工作，全年共

征收4000元。1965年，在全地区8个乡率先征收牧业税，全年征收约l万元。

1966年，全面起征。至1980年，全地区牧业税累计收入258．23万元。

1980年后，免征牧业税。

《二)流转税收入

1．工商业税收入

1962年10月，阿里地区除农牧区和边境县以外，在全区全面开征工商业税，

当年征税5．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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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地区志

1980年6月，根据自治区人民政府的布告，阿里行署对城乡集体所有制企业、

集体供销社、合作商店及个体工商户等免征工商业税两年。

1994年取消。

至2000年底，全地区工商业税累计收入3657．4万元。

2．增值税 ·

1994年开征，基本税率为17％(相当于价内税的14．5％)，低税率为13％

(相当于价内税的11％)。

至2000年底，全地区增值税累计收入4530．6万元。

3．营业税

1994年5月开始征收。

至2000年，营业税累计收入6395．4万元。

(三)收益税收入

1．国营企业所得税

1984年，开征国营企业所得税。到1993年，全地区国营企业所得税收入

4284．2万元。1994年，改为企业所得税。1994年至2000年，企业所得税累计收

入2203万元。

到2000年，全地区所得税累计收入6487．4万元。

2．集体、私营企业所得税

1986年，开征集体、私营企业所得税。到1993年，集体、私营所得税累计收

入5124万元。

(四)其他各种税收收入

1．资源税

1994年，阿里地区开征资源税。至2000年，全地区资源税累计收入459．7

万元。

2．行为税

包括城市维护建设税、建筑税、印花税、奖金税。

1985年，开征奖金税，当年无收入。至1993年全区奖金税累计收入271．3

万元。

1985年10月起，开征城市维护建设税、建筑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收人归地县

财政所有。1991年，国务院规定停止征收建筑税，阿里地区延续征收至1995年。

到1995年，全地区建筑税累计收入145万元。1986年至2000年，全地区城市维护

建设税收入为351万元。

1988年10月，开征印花税。至2000年，全地区印花税累计收入100．7万元。

·-·——736．--——



第十三篇财税金融

二、企事业收人

，(一)企业收入

1953年，阿里地区第一家国营企业——西藏贸易总公司阿里分公司成立，没

有利润上交任务。20世纪60年代初，国营企业开始上缴利润。1961年至1964年，

上缴利润69．2万元。60年代中期以后，国营企业数量不断增加，但由于购买力不

强，价格倒挂等原因，连年亏损。1965年至1985年底，利润均为负增长，亏损总

额达到2621万元。1985年，实行利改税后，企业收入并人所得税中。

【二)事业收入

‘阿里地区事业单位(包括招待所)收入由其自行掌握，无上交任务。

三、中央补助收入

阿里和平解放后，中央及自治区制定一系列有利于阿里发展与稳定的特殊政策

及灵活措施，采取定额补助方式对阿里长期实行政策扶持，并依据阿里地区经济社

会发展需求，逐年加大补助数额。中央补助收入包括一般预算外补助收入和其他补

助收入两部分。一般预算外补助收入是阿里地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1981年，

在原定额补助基础上，增加专项补助。20世纪90年代后，中央补助再次新增体制

外补助o 1994年7月，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后，国家除通过财政预算渠道

给予补助外，中央及自治区各业务主管部门还通过事业费补助等办法，对阿里对口

业务主管部门给予必要的资金扶持。

此外，国家还在农牧业生产，邮电通讯、城镇等基础设施建设，文化教育卫生

事业发展、灾情救助等诸多方面给阿里地区以大力支持。一是采取多种形式，通过

无偿方式向农牧民发放生产工具等，狠抓农牧业生产条件的改善，保障农牧业生产

的持续稳定发展。二是维修重点寺庙，保护文物，多次拨专款对古格遗址、托林寺

庙、科加寺等古迹文物进行维修。据不完全统计，1983年至1998年，国家共计拨

维修款1000余万元。三是抢险救灾，帮助灾民重建家园。1952年至1998年，国家

累计向阿里拨救灾款及救灾物资折合人民币共1000多万元(未包括业务部门和扶

持资金)。四是新藏公路修建，地区所在地搬迁，门士煤矿、朗久地热电厂等专项

建设资金。

至2000年，中央对阿里补助资金累计近13亿元，是阿里本级财政收入的7

倍多。 ．

1960年至2000年，阿里地区中央补助收入统计情况见表13一I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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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地区志

1960年至2000年阿里地区中央补助收入统计表

表13—1—2 单位：万元

年份 中央补助收入 定额补助 专项补助 年份 中央补助收入 定额补助 专项补助

1960 191．8 191．8 1981 1962．5 1501．6 460．9

1961 145．6 145．6 1982 2273．3 1625．1 648．2

1962 284．2 284．2 1983 2678．8 1739．6 939．2

1963 243 243 1984 2844．4 1986 858．4

1964 310．4 310．4 1985 4166．1 2123．3 2042．8

1965 702．1 702．1 1986 3723．5 2301 1415．2

1966 745．5 745．5 1987 3327．3 2404 905．7

1967 365．7 365．7 1988 3814．3 2500 1177

1968 303．32 303．32 1989 3822．3 2530 1257．6

1969 339．6 339．6 1990 3868．6 2530 1160

1970 528．83 528．83 1991 3735．6 2530 1072．1

197l 1130．5 1130．5 1992 4481 3318 953

1972 1060．1 1060．1 1993 5937 3768 1592

1973 1002．8 1002 1994 8808 5351 2600

1974 1444．1 1444．1 1995 7520 5351 11cr7

1975 1034．9 1034．9 1996 11825 3588 1130

1976 1997 1048l 6806 1837

1977 l 2．47．1 1247．1． 1998 11036 6909 2748

1978 1371．4 1371．4 19919 13387 5857 4561

1979 2000 13357 6343 3995

1980 2700 2700

四，其他收人

其他收入主要项目有债务(公债)收入，行政性收费收入、罚没追赃收入、

专项收入、公共财产收入及杂项收入等。至2000年，累计收入3148万元。

1959年至2000年阿里地区财政收入统计情况见表13—1—3、表13—1—4。表

13—1—5、表13—1—6、表1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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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至1980年阿里地区财政收入统计表

表13—1-3 单位：万元

企业收入 各项税收

年份 总计 工交 邮电 粮食 商业 工商 农牧业税
其他 补助

合计 其他 合计 收入 收入
企业 企业 企业 企业 业税 小计 农业税 牧业税

1959 21．3 8．5 1．8 6．7 6．7 12．8

1960 225．3 12．6 5．8 6．8 6．8 20．9 191．8

196l 225．7 22．9 3．8 19．1 11．7 6．3 5．4 5．4 45．5 145．6

1962 333．45 31．66 5．6 26．06 17．59 5．9 11．69 11．69 284．2

1963 303．3 9．5 9．5 28 4．8 23．2 23．2 22．8 243

1964 346．7 5．1 5．1 16．2 10．9 5．3 4．9 O．4 15 310．4

1965 649．64 —77．7 2 —79．7 16．1 lO．8 5．3 4．3 1 9．14 702．1

1966 665．9 一106．7 —19．8 —85．6 一1．3 21．2 8．9 12．3 4．9 7．4 5．9 745．5

1967 323．4 —68．6 —24．8 —43．7 21．75 7 14．75 4．6 10．15 4．5 365．7

1968 268．02 —55．8 —27 —30 1．2 18．7 6 12．7 1．2 11．5 1．8 303．32

1969 338．47 —25．36 —14．6 —12．2 1．5 23．06 9．3 13．7 3．9 9．8 1．17 339．6

1970 481．22 一l∞．77 —22．65 一16．62 —31．5 —30 44．28 18．64 25．64 4．23 21．41 8．88 528．83

197l 1124．9 一141．03 —26．49 一12．2l 一48．3l 一51．8 —2．22 49．15 24．45 24．7 9．32 15．38 铂．28 1130．5

1972 987．53 一122．39 —9．57 一13．57 —46．66 —52．1 —0．49 27．84 13．17 14．67 3．88 10．79 21．98 1060．1

1973 890．1 一160．5 —11．9 4．8 —154．4 l 31．4 14．2 17．2 4．3 12．9 16．4 1002．8

l斩『4 1207．2 —29lo．6 —37．3 —237．7 一15．6 46 15 31 7．2 23．8 7．7 1444．1

1975 9166．9 —151．6 —12．1 一129．5 一lO 74 47 ” 27 9．6 1034．9

1976 935 81 46 35 35 绷
1977 1031．1 —275．3 一10．8 一跖．6 —48 一129．9 55 29 26 26 4．3 1247．1

19r78 1246．1 —241．2 —44．5 —75．3 —121．4 92．4 66．1 26．4 4．3 22．1 23．5 1371．4

1979 一106 108．15 82．3 25．85 3．9 23．6

19∞ 62．3 61．8 0．5 0．5 27∞

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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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地区志

第三节支出

一、基本建设支出
195 1年至1959年，阿里住房及办公基础设施建设由阿里骑兵支队组织部队官

兵修建，无国家投资。1957年，修建新藏公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新疆部队完

成，未列入阿里基本建设支出o

60年代，阿里基本建设总支出710万元，其中最大的基本建设是地区所在地

由噶尔昆萨搬迁至狮泉河镇，总投资600万元。1970年至1978年，主要修建地区

汽车保养厂、普兰水电站、札达县当巴水渠等，总投资1873．81万元。

80年代，阿里地区累计基本建设支出5045．3万元。重点修建狮泉河饭店、群

艺馆、地委行署办公楼及用于农、林、水、粮食、石油、商业等部门的建设。

1990年至2000年，主要进行日土德汝水电站等农牧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和各单

位办公住宅建设，累计投资5840．2万元。

至2000年底，阿里地区基本建设累计支出13469．31万元(不含上级部门下拨

的专项投资和地区各部门向上级争取的基建投入)。 一

二、企业流动资金拨款

1962年，中共阿里分工委进行清仓核资，正确、合理地核定流动资金定额。

多余上交财政，不足部门由企业主管部门调节。

1972年，阿里地区根据国家《关于切实加强流动资金管理的通知》精神，坚

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财政资金与信贷资金、基本建设资金与流动资金分口管理的规

定，确保专款专用。自1982年1月1日起，对全地区民族贸易企业实行自有资金、

利润留成、价格补贴。

1983年至1988年，阿里推行多种形式的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承包制企业流

动资金，从企业生产发展基金中提留的比例及数额均有增加。1988年，自治区财

政厅开始建立各种形式的周转金，变一次支出为多次支出。从当年5月开始，阿里

对本地区内国营工业企业流动资金的损失进行全面清理，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

分行和自治区财政厅在对清理结果审查核实基础上，对地区国营工业企业流动资金

损失进行大面积核销。

1992年，自治区财政厅决定，凡已承包的国营骨干企业，一律从当年生产、

发展基金中提取10％补充企业流动资金；非承包企业，从当年留利中提取1％补充

流动资金；国拨流动资金由各级财政补充。阿里地区照此执行。从当年起，企业流

一742—



第十三篇财税金融

动资金以自筹为主、多渠道补充。

至2000年底，地区财政累计向企业拨付流动资金175万元。

、
．

三、科技三项费用和挖潜改造资金

1961年至2000年底，全地区科技三项费用支出388万元。1978年至2000年

底，全地区下拨改造资金589．6万元。

四、支援农村生产支出

阿里地区支援农村集体(户)各项生产支出包括：小型农田水利和水土保持

补助费、支援农村合作生产组织资金、农村农牧推广和植保补助费、农村草场和畜

禽保护补助费、农村水产补助费、粮食自给工程等七款。

1981年至2000年，全地区支出3707．4万元，具体情况见表13—1—8。

1981年至2000年支援农村生产支出统计表

表13—1—8 单位：万元

年份 支援农村生产支出 年份 支援农村生产支出 年份 支援农村生产支出

1981 5．5 1988 45．1 1995 277

1982 27．2 1989 79．1 1996 337

1983 104．9 1990 148．9 199r7 548

1984 168．9 199l 176．5 1998 ；298

1985 92．4 1992 144 1999 273

1986 77．2 1993 176 2000 364

1987 50．7 19914 314

五、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事业费 ，，

1959年至2000年，全地区农、林、水、气等部门事业费累计支出完成

7905．64万元，具体支出情况见表1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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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地区志

1959年至2000年阿里地区农林水气等部门事业费支出统计表

表13—1-9 · 单位：万元

年份 农林水气费 年份 农林水气费 年份 农林水气费

1959 1．6 1973 363．1 1987 200．2

1960 18．1 1974 86．1 1988 223

1961 8．4 1975 lll 1989 202．8

1962 9．2 1976 1990 - 200．5

1963 14．2 1977 8．4 1991 211．9

19“ 21．8 1978 164．3 1992 224

1965 38．3 1979 1993 343

1966 45．7 1980 1994 438

1967 34 1981 131 1995 422

1968 44．7 1982 175．3 1996 633

1969 41．87 1983 164．6 1997 577

1970 40．75 1984 303 1998 573

1971 41．19 1985 235．8 1999 643

1972 76．83 1986 204 2000 631

六、其他经济建设支出 ．．

1981年至2000年，阿里地区其他经济建设支出1689．6万元，具体情况见表

13—1—10。

：

1981年至2000年阿里地区其他经济建设支出统计表

表13—1一lO 单位：万元

年份 工交商业费 城市维修费 简易建筑费 年份 工交商业费 城市维修费 简易建筑费

1981 7．2 O．2 1988 24．5 130

1982 32．2 0．6 10 1989 24．8 223．3

1983 24．8 1990 27 156．5

1984 43．1 82．5 14．4 199l 6 23．3 10．5

1985 28．4 69．3 15 1992 5 124 20

1986 12．3 26．5 1993 12 、 24

1987 13．6 9．6 1994 2 24 60

——-一744——-——



第十三篇财税金融

续表

年份 工交商业费 城市维修费 简易建筑费 年份 工交商业费 城市维修费 简易建筑费

1995 2 20 40 1998 64 30

1996 1999 5 19 95

1997 20 10 2000 98

七、文教科学卫生事业支出

1987年至2000年，阿里地区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累计支出完成78044万元，

具体支出情况见表13—1—11。 i

1959年至2000年阿里地区文教科学卫生事业支出统计表

表13—1—11 单位：万元

年份 文教科学支出 卫生支出 年份 文教科学支出 卫生支出

1959 0．4 5．6 1980

1960 1．4 8．9 1981 106．92 160．38

196l 11．8 7．8 1982 148．63 181．67

1962 3．06 16．32 1983 205．76 241．54

1963 3．9 18．6 1984 306．9 360．3

1964 7．3 21．1 1985 356．3 397．7

1965 8．1 54．8 1986 600．3 262．2

1966 12．92 54．1 1987 306．2 256．8

1967 18．9 35 1988 437．3 277．6

1968 8．78 42 1989 369．4 311．5

1969 8．16 37．7 1990 429．5 315．8

1970 17．49 52．34 1991 412．4 337．4

1971 41．12 44．38 1992 501．6 4lO．4

1972 19．52 69．8 1993 997．15 815．85

1973 37．3 54．5 1994 1206．15 986．85

1974 50．1 91．8 1995 1301．3 1064．7

1975 62．05 97．05 19916 3660 987．8

1976 1997 910．8 745．2

1977 70．48 105．72 1998 1920 1275

1978 93．3 llO．1 1999 2117 1515

1979 2000 2197 1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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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抚恤和社会救济事业费

由地县财政直接拨付抚恤和社会救济事业费及自然灾害救济费，在社会救济事

业费中，不包括民政、农牧、交通、林业等部门从不同渠道筹集的各项资金。至

2000年底，全地区抚恤和社会救济事业费共拨付4459万元。 。

九、行政管理费

?1951年，阿里和平解放后，行政管理费分为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两部分。50

年代初，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待遇为供给制，一般津贴除粮食按规定发给外，其余项

目折发给个人。行政支出公用经费中的办公费实行按职工定额包干，每人每年5．5

元。1972年，将办公费、水电费规定为自治区级单位每人每月6．5元，地市级单

位每人每月5元，县级单位每人每月4元至5元，区(科)级单位每人每月3．5元

至4．5元。会议费、差旅费等分别在1971年、1977年、1989年、1990年进行

调整。

2000年，干部职工出差伙食补助调整到自治区内每人每天10元，自治区外8

元和特区16元的标准。至年底，全地区事业费累计支出54810．62万元(不含

1976年和1979年)。

1959年至2000年行政管理费具体支出情况见表13—1—120

1959年至2000年行政管理费支出统计表

表13—1—12 单位：万元

年份 行政管理费 年份 行政管理费 年份 行政管理费 年份 行政管理费

1959 63．5 1970 216．47 1981 511．7 1992 ．1657

1960 120．3 197l 265．91 1982 5．47．9 1993 2398

1961 97．1 1972 319．02 1983 535．6 1994 3141

1962 147．2 1973 300 1984 960 1995 4066

1963 188．7 1974 364．9 1985 952．6 1996 6083

1964 203．4 1975 306．4 1986 912 1997 4583

1965 397．7 1976 1987 1059．3 1998 4814

1966 388．01 1977 360．4 1988 1113．1 19919 5523

1967 174．1 1978 389．1 1989 1143．9 2000 6864

1968 148．9 1979 1990 1330．8

1969 154．91 1980 570 199l 14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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