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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解放四十一年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全县各族人民奋起开拓，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为兴安

富民．斗志昂扬．脚踏实地，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发展安龙经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后的十三年间，安龙的国民生产总值、工农业总产值、财政收入、城乡人民收入，在一丸八0年的

基础上均翻了一番，实现了经济建设第一步战略目标。使全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不断得到改善

和提高。

财政凭借国家权力参与社会生产的分配和再分配．四十一年来，千方百计组织收入，节约支出，

实现了收支平衡，保证了各项事业发展的资金供应，促进了国民经济建设的发展。四十一年的财政

收支。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变化。时涨时落，收入马鞍式增减，支出直线上升，收入的增长赶不上支

出的增长，支出的三分之二靠上级拨款平衡预算。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财政自给率为百分之八十一点

二，“二五”计划时期达百分之九十一点二，“三五”计划时期降到百分之四十九点六，“五五”计划时

期和。六五”计划时期分别下降到百分之三十六点三和二十六点四，一九八七年以后开始回升．一

九九0年达到百分之三十三点四。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发展对资金的需要，财政仍将存在严峻局

面。发展经济、开辟财源，节约支出，保证各项事业发展的资金供应，是财政工作的当务之急。在资金

的再分配中，必须增加支农资金的投入．增加教育经费和科技事业费的投资，大力扶持乡镇企业的

发展．压缩行政费用的开支．确保收支平衡。

修订财政志，是使我们了解安龙财政发展情况，应用史志资料，了解安龙，发展安龙，振兴安龙

经济。修志坚持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博采解放前后的财政税收史料．本

着略古详今的原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实事求是地记述了安龙县财政发展状况。经过四年修志人

员的辛勤劳动．数易其稿，得以成书。《安龙县财政志》记叙全面，记述详实．文字精炼简明，反映了安

龙经济建设发展变化的成因，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成就，反映了各族人民劳动的硕果。t安龙

县财政志》是一部具有求实记叙的史料，利用这些资料。可以了解安龙财政发展变化情况，观察现

在．研究未来，开发安龙。振兴安龙，促进安龙经济建设的发展。
。

在修志工作中，韦孔然同志付出了艰辛劳动．历尽心血，在严寒酷署中，坚毅御寒，斗室挥汗。阅

档案、查资料，伏案四载。潜心著述，毫无怨言。默默地将成书奉献给安龙人民。修志是一项艰巨复杂

的工作，《安龙县财政志》的成书．得到了各部门的支持，对支持修志的单位和个人，致以真诚的感

谢．

黄寿仙

一九九五年一月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建国以来党的若干

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则，力求真实、正确地反映安龙县财政工作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为

今后财政工作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二、本志体例，是以时为经，财政管理体制为纬，横排竖写；坚持贯通古今。详今略古，

详近略远的原则，并结合本县财政管理的特点，上限始自清初，下限断至一九九0年，力求

做到横不缺项，纵不断继。

三、本志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述而不论，寓论于述。力求融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子

·一体，全面系统地反映安龙县财政工作的历史和现状。使之具备“存史、资治、教育”的作

用。

四、本志为记述体，除正文外，设表格等穿插其中，互为补充。

五、地理名称及各时期的官职、机构等，均按当时习惯称呼；除表格用阿拉伯数字外，

其余数字一律用汉字书写；纪年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界，以前一律采用中国纪年法。

在历史年代后加括号标明年代。

六、结构层次：本志一般分为章、节、目三层次，直书“第×章”，“第×节”和“一、三、三

⋯⋯”日，有第四层次的用“(一)、(---．)、(三)、⋯⋯”细目，有第五层次的用“l、2、3、⋯⋯”，

有第六层次的用“(1)、(2)、(3)、”有第七层次的用“①、②、③、⋯⋯_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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