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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凡 例

一、本志为丽江地区有史以来第一部

财政专业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

导，实事求是地记述明代洪武十五年

(1382年)起至2003年6月止的重大财政

史事，时间跨度623年。目的在于起到

“存史、资治、教化”的作用。

二、本志采用编年体记事本末体相结

合的体裁编写，方便读者了解各时代财政

与政治制度的关系。

三、按详今略古的原则，各入志事物

的上限，只要有资料可证，均从发端记

起，下限记至2003年6月。

四、记述体裁采用述、记、志图、

表、录等。

五、本志于篇首设概述、大事记，简

要介绍各时期历史背景、财政状况及特

点。本志以财政收入、支出、管理为重

点，设七章。

六、除附录及引文外，采用语体文、

记述体、简化字，志中数据、计量单位、

纪年等均按国家现行出版物的统一规定表

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的计量单位按

当时所使用的情况表述。

七、基础资料来自正史、旧志，省、

地、本局档案资料，部分为修志人员向社

会采访、调查的口碑资料。统计数据采用

统计局提供的法定数据及本局决算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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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江地区财政志》的问世标志着丽

江历史上有了第一部完整记录和真实反映

丽江全区各个不同时期的财政收支状况、

财政管理体制沿革和财政管理等多方面内

容的地方专志。它是丽江市财政全体干部

职工向丽江撤地设市献上的一份厚礼。

为了让世人了解丽江财政发展史，认

识丽江财政发展状况，结束了丽江没有一

部专门反映财政发展志书的历史，丽江地

区历届财政局领导班子十分重视财政志的

编纂工作，始终把它列人重要的议事日

程。新一届财政局领导班子组建后，局党

组专题研究了《丽江地区财政志》编纂工

作，并抽调精兵强将组成编纂班子，在第

一、二届编纂人员完成了部分编写稿的基

础上，第三届全体编纂人员作了大量充实

完善、修改整理的工作，并补充了1991

年至2003年6月30日这一时期的相关资

料，使内容更加翔实，融资料性、可读性

为一体。本志上限上溯自明朝洪武十五年

(1382年)，下限止于2003年6月30

日。

财政发展的历史就是生财、聚财、理

财、用财的历史。《丽江地区财政志》客

观地记录和反映了我市财政发展的历程。

纵观全书，可以清晰地看到，丽江财政是

--．jL．

口

在贫穷落后的基础上经历了艰苦曲折的发

展道路，随着丽江经济的发展而逐步发展

壮大的。丽江财政为丽江的解放，巩固人

民民主政权，促进各项事业的发展，推进

改革开放和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

水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作出了历史性的

贡献。

编纂本志的目的在于借鉴历史、服务

当代、展望未来。起到“存史、资治、教

化”的作用。如今的丽江正蓄势待发，展

翅腾飞，以撤地设市为新的起点，迈向第

二次腾飞的伟大征程。丽江财政也将随着

丽江经济的快速发展实现新的腾飞，在建

立稳固、平衡的丽江公共财政中创出新的

业绩，为丽江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物

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再创新的辉煌。

本志的编纂工作历经三届编纂工作人

员的共同努力，得到了有关领导、相关部

门以及全局干部职工、离退休老同志的大

力支持。在此，衷心地向关心支持《丽江

地区财政志》编纂工作的单位和个人表示

谢意!

张培

2003年9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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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和经济范畴，

是人类社会发展到国家出现以后的产物，

随着国家的发展而发展。它又是以国家为

主体、执行各种社会职能而参与社会分配

和再分配的活动，其实质是国家在占有和

分配一定份额的社会产品过程中与有关方

面发生的分配关系。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

的国家财政活动与国家实现其职能的活动

有着本质联系；不同时期的财政状况与当

时的社会经济发展及政治局势等情况有密

切联系。古往今来，国家财政来源尽管名

称各异，都是劳动人民创造的社会物质财

富的分配，但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财政支

出途径，虽是名称相近，则有“用之于

己”与“用之于民”的本质差别。作为一

个国家的地方财政的一部分，也同样如

此。

丽江地区位于滇西北高原中部，境内

现辖丽江纳西族自治县、永胜县、华坪

县、宁蒗彝族自治县四县。全区东西最大

横距212．5公里，南北最大纵距213．5公

里。东及东北与四川省部分县市接壤，南

与大理州毗邻，西与迪庆州维西县、怒江

州兰坪县相连，北隔金沙江与迪庆州中甸

县相望。全区总面积20603．74平方公

里，其中山地19017．25平方公里，占总

面积的92．3％。2002年，全区总人口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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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了木氏342年之久的统治(加之元初

木氏祖先历任世官土司统治丽江境地共长

达470年1253—1723年)。康熙三十七年

(1698年)北胜州与永宁府合并改为永北

府，辖北胜、永宁、蒗蕖、顺州四州。乾

隆年间，鹤庆府降为州，连同所属之剑川

州、中甸厅、维西通判，曾先后划属丽江

府管辖。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永北府

降为永北直隶厅，光绪末年又于厅下划设

华坪县。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增设丽

江附廓县。

中华民国2年(1913年)，废府改

县，分设丽江、永北(含宁蒗)、华坪等

县；通甸、兰州由丽江划出成立兰坪县。

民国30年(1941年)设云南省第七区行政

督察专员公署，丽江各县属之。后重划行

政区域，丽江县属第十三行政督察区，永

胜、华坪、宁蒗属第十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丽江各县属

滇西北人民专员公署管辖。1949年12月

28 13，成立丽江人民行政专员公署，

1950年5月1日改为丽江地区行政督察

专员公署，辖丽江、永胜、华坪、宁蒗、

鹤庆、剑川、兰坪、中甸、德钦、维西、

福贡、碧江、贡山13县。1953年底，泸

水县由保山专区划入丽江。1954年8

月，福贡、碧江、贡山、泸水划出成立怒

江傈僳族自治区，1957年兰坪县亦划归

怒江，并改区为州。1956年将鹤庆，剑

川划归大理白族自洽州。1957年9月，

中甸、德钦、维西3县划出，成立迪庆藏

族自治州。怒江、迪庆两自治州成立之后

至1973年止，由丽江专区代管。1957年

起，丽江专区除代管8个县外，辖丽江、

永胜、华坪、宁蒗四县。

丽江地区古代财政，田赋、杂税是财

政主要来源，经费是支出主要形式。明代

以前，地方官吏俸禄采取赐官田以代常

禄。永乐元年(1403年)始令文武“‘官

俸’，米、钞兼支”。

明代，丽江、永宁系封建土司世袭土

知府，北胜州虽设流官，但仍有章、高、

子氏土司世袭。明朝廷对土司辖区，采取

“羁縻”政策，实行“轻徭薄赋”、“田

不丈量”，“民不编审”等，财政收支项

目不多。丽江府、北胜州朝廷额定田赋年

额，共田地亩积670顷70亩5分，实征

夏税秋粮5019．38石，差发银1009．33

两；北胜州改流后增加年纳条编银

797．58两。另外征课少量的盐课、金

课、鱼课、酒课和商税等。收入全部上

解、支出由朝廷额定支给。数百年间定额

多未变更。此外，土司辖区内的人民(称

子民或夷民)还负担土司的“徭外之

役”，设土军、铺兵、民役等；土司的进

贡、助饷都加之于“子民”；朝廷给的赏

赐，土司置之私有；土司设官庄，拥有大

量田庄，占有大量庄奴、院奴。而“贪暴

淫恣，施之夷民”者倍甚。

清朝建立，沿袭明制，额定统收统

支。为进一步强化封建君主中央集权制，

将“改土设流”改为“改土归流”。康熙

二十六年(1687年)裁销北胜澜沧卫军民

指挥使司，改设永北镇，取消“屯伍”制

度，屯田归民，康熙五十年(1711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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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对滋生人口永不加赋政策和赋税制

“一条鞭法”改为“摊丁入地法”，又称

“地丁合一法”，将丁册改为常额以稳定

财政收入。雍正年间，丽江、永北府厅，

政治上实行改土归流，削弱土司势力；经

济上执行丁税制，条粮正杂项目繁多，赋

役增大。乾隆以后， “赋外之征”的税课

大有发展，新开丽江、老姆产盐井区，征

收盐课；光绪初年，丽江、永北设局征收

厘金；还有府厅州税征收商牲税课；各项

税课年约额征正课银1135．44两之多，还

加征附捐杂捐。清末期，丽江、永北、华

坪有“衙门收入”“地方收人”的款项年

收银14937．1两。至于钱粮赋税到清代后

期，较明代增加数倍之巨，丽江府县共各

则田地1403顷5亩7分，年额征夏税秋

粮1509．37石，条鞭、奏平、溢额条编、

公件耗羡，府属官庄租息等银共3349．52

两；永北府厅计官民、军屯田地1923顷

45亩9分，年额征夏税秋粮4175．17

石，条丁、差发、鱼课、公件、归公租谷

等银共5336．57两。清代，丽江府、厅、

县财政支出主要用于文武官员薪俸养廉、

吏役兵丁役食薪饷，且实行优厚养廉制，

少量银两支应文教和社会福利，其实质是

服务于统治阶级。雍正至乾隆年间，丽江

府岁出经费额支银4304．47两，增设丽江

县后，府支经费降为2597．8两；丽江县

岁出经费2247．91两(含津贴)；永北府岁

出经费额支银2809．1两，府降为厅后，

岁出银3716．62两。以上年额延至清代末

年基本未变。至于军兵费类，多由省款支

应，地方拨交食粮。清末，保警和文教经

费乃由府厅自筹解决。清代丽江、永北地

方财政乃属富余型财政。

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建立中华民

国，废府厅州设县，结束了两千多年封建

君主专制制度。三十八年间，丽江区财政

经历了军阀混战割据和国民党中央统一领

导的两大阶段。

民国初年，云南唐继尧执政，拥兵自

雄，独占一方，财政独立。唯内部争权攘

地，对外连年用兵，战事繁乱，开支增

大。省内又被各地军阀割据独霸，截留坐

支税收，财政无法统一。丽江区曾先后有

罗树昌、张汝骥等侵扰一时，财政混乱。

民国前期，丽江区对厘金、商税，烟酒牲

屠税等采取招商承包办法；改革钱粮旧制

为田赋划一，统征银元；发行纸币；借

“寓禁于征”之名，重开烟禁，征收鸦片

罚金(旧案)等。财政支出主要是维持各级

官吏和公职人员的政费支出，至于文教和

实业支出靠各县自筹开支。民国6年

(1917年)以前，丽、永、华三县年征解

钱粮基数银39557元(含米折银数)；田赋

划一后征收田赋银35135元，租课银

5860元，较前增加1348元。民国前期县

级财政仅有公产、学租、杂捐，各种赋税

收入上交省，一切悉听省安排，实无县级

财政可言。民国18年(1929年)，云南境

内军阀混战结束，龙云执政，政局稳定，

为摆脱财政混乱困境，以十年计划之期整

顿本省财政金融。从9月开始，在征收权

和征收机关统一于财政厅领导的基础上，

丽江区内：(一)继续征收“烟亩罚金”。

计开办“新案”烟亩罚金九届，收银元

318274元。(二)改革税制，开征新税。

将旧时税目繁多和办法庞杂、征税重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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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种税(盐税除外)保留7种；停征厘

金、商税、开办特种消费税和营业税；将

田赋、烟酒、牲屠、印花、契税等旧税加

以整顿；同时改变征收本位，改订税率。

(三)革新会计制度。推行新的会计财务核

算，建立稽核和审计，培训会计人才。先

后在各县建立财政局，办理全县的一切财

政收人和支出，推行岁人岁出预算、计

算、决算的预算管理，并加强财政监督。

(四)清丈耕地，改田赋为耕地税，是整理

旧税要政之一。经清丈后，全区四县耕地

亩积共975038亩，定率计征数共耕地税

额新滇币88287元，比旧田赋分别增加亩

积594109亩(旧380929亩)，税额51084

元(旧37203元)。税率改订国币后，税额

增为462616元。另外发行新滇币等。民

国26年(1937年)，丽、永、华三县财政

收入新滇币129081元，支出117125元，

收支两抵结余11956元，比民国10年

(1921年)的财政收支增加1．6倍以上，

从而扭转了财政困境局面。

抗日战争爆发后，结束了云南半独立

的地方割据局面，财政逐步纳入中央政府

领导与控制之下。民国30年(1941年)，

为适应战时加强中央财政的统筹力量，实

行“国家财政与地方自治财政”的中央和

县级两大系统，省级主要对县级自治财政

进行监督管理。但处于抗战时期，负担

重、摊派多，县级自治财政仍很困难。民

国31年(1942年)，全区各县预算收入国

币102．5l万元，岁出预算110．12万元，

赤字7．6万元。抗日战争期间，军需民食

需粮增多，民国30年(1941年)，按中央

规定，将耕地税征收货币改为征收实物

(征实)；民国31年(1942年)，除征实

外，实行差额委购军粮(征购)和随赋带征

县级公粮的办法；民国33年(1944年)，

粮食征购又改为“征借”。从民国30—37

年，丽、永、华三县完成征实稻谷

243415石(其中折征国币数83122石)，

占任务数的86．3％；征购粮食(仅31年

度)69897石，占任务90．1％；征借粮食

23534石，三项共339846石，随赋带征

县级公粮90985石，占应征数78．1％。

宁蒗设治局按折征地区完成折征耕地税任

务。为了全民族的抗Et战争，丽江区人民

也承受了沉重的赋税负担，耗尽了多年的

积谷，农村经济濒临破产境地，民不堪其

苦。

民国35年(1946年)6月，恢复中

央、省、县三级财政体制，县级地方收人

增加为13项，县级支出除按自治财政支

出项目执行外，增加乡镇临时事业费和第

二预备金。县级财政贫乏由省款补助，但

难以兑现，县级只有开征自治税课和杂

捐，不得已时摊派筹款弥补赤字。但抗战

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悍然发动内战，使经

济逐步萧条，货币急剧贬值，物价飞涨，

民生凋蔽，财源萎缩，财政处于艰窘之

中。民国35年(1946年)，全区四县财政

收支预算赤字达到2274．23万元。民国

37年(1948年)，国民政府以发行金元券

欲挽回败局，但民间拒用，市场上又恢复

银元及半开银币，金元券终成废纸，县级

财政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

1949年初，丽江地区在中共地下党

领导下，各族人民展开了解放斗争。7

月，丽江县解放，民国财政完全崩溃。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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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人民自卫军立即成立后勤总部——丽

江后勤分部，开展解放区的财政工作。12

月28日，丽江人民行政公署下设财政

科，接办后勤分部财务工作，至1950年

4月，以解放区财政记述之。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丽江财政，

是在新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新的生产关系的

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它是为社会主

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新型的社会

主义财政，是人民民主专政的财政制度。

从1950年到本志下限时间2003年6月

30日止，全区财政是在贫穷落后和支离

破碎的经济基础上重新创建，并经历了艰

苦曲折的道路而发展起来的，对丽江地区

人民民主政权的巩固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的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各项

事业的发展、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

高都起了很大的作用。成绩的取得体现了

中国共产党和各级人民政府对边疆少数民

族的关怀照顾和全体财税人员的努力。但

由于“左”的干扰，也曾有过失误。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纠正了多年来

的“左”的错误，在改革、开放路线指引

下，在经济发展基础上，丽江地区财政有

了较快的发展。五十余年来，财政收入由

1950年的142万元增加到2002年的

22214万元，增长156倍，在财政累计收

入中，工商税收收入占62％，农业税收

人占20％，企业收入及所得税收入占

15％，其他收入占3％。财政支出由1950

年的66．7万元增加到2002年的118042

万元，增长1782．4倍；在财政累计支出

中，用于经济建设和社会文教事业方面的

支出占52．9％，用于社会抚恤救济类占

9．2％，同时大幅增加了行政事业单位离

退休经费支出及社会保障补助支出。充分

体现了社会主义财政是取之于民，用之于

民，为人民服务的建设性的财政。五十余

年来，丽江地区财政的发展经历了五个历

史阶段。

(一)1950年一1952年的经济恢复时

期，也是丽江地区财政的初创时期。丽江

地区地处边疆，少数民族杂居、贫穷、落

后，加之解放较晚，情况比较复杂。人民

政权建立后，面临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

一个千疮百孑L的烂摊子，经济萧条，通货

膨胀，社会秩序混乱，地方土匪、特务活

动猖獗，形势险恶。为了将革命进行到

底，肃清残敌，巩固入民政权和迅速医治

战争创伤，尽快恢复国民经济，并为实施

国家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准备条件。这一时

期，丽江地区的财政任务是征粮征税，保

证军需民食，支持人民政权的建立与社会

稳定，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认真贯彻

1950年3月3日党中央和政务院颁发的

《关于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和

《全国税政实施要则》，克服了工作中的

混乱状态，建立财税秩序；统一财政收支

和统一各种财政制度；统一税收，建立新

税制，废除苛捐杂税。征粮是当时组织财

政收入的一项主要政治任务，通过征粮，

宣传党和政府的政策。在征粮工作中，特

别是补征1949年度公粮中，由于民主改

革尚未进行，实际工作中遇到了地主、反

动富农、土匪、特务的阻挠破坏和人民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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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习惯势力的抵制，征粮与反征粮的斗争

异常尖锐激烈，工作十分艰难，有的同志

献出了生命。仅华坪县在征粮工作中就牺

牲了12位同志。

这一时期的财政支出，主要是保障党

政部门及事业单位的办公费用和工作人员

的生活费用。1950—1952年全区用于干

部职工生活费和办公费的支出294．9万

元，占财政总支出的80％，并挤出资金

用于恢复交通、邮电和工业生产。同时，

提倡勤俭节约风尚，实行精打细算，严格

按编制核定人数拨款，不符合规定的开支

及时妥善处理。在财政管理上实行高度的

“统收统支”体制，各项税收、利润全额

解省，专县两级的财政开支由省按季下

拨，为省的报帐制单位，列人省的财政决

算。

(二)1953～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

时期，为适应经济建设需要，财政由供给

型向建设型财政转变。财政体制实行中

央、省、县三级财政体制，明确划分分级

财政收支范围，专级财政仍列入省级财

政，县级划为一级财政，正式实行概算、

决算制度。这时期的财税工作主要是围绕

社会主义改造，限制资本主义发展，普遍

开展整顿纳税秩序，实行“公私区别对

待”和“边疆宽于内地”的政策。“一

五”期间，全区财政收入2089万元，其

中企业收入31万元，工商税收1276万

元，农业税680万元，其他收入102万

元；财政支出2186．6万元，其中经济建

设支出489．8万元，文教科卫支出486．7

万元，抚恤救济支出202．4万元。此时，

丽江地区的财政还处于吃饭财政，收入中

国营企业利润很少，支出用于行政的比重

高。

(三)第二个五年计划， “大跃进”和

国民经济调整时期。1958。1960年的

“大跃进”，丽江地区财政工作在“左”

的思想指导下，违反客观经济规律，提出

如“大收大支、快收快支，多收多支”等

口号，造成工作中严重混乱，结果也曾出

现虚收实支现象，影响财政收支平衡。同

期，在管理上片面强调“破除迷信”，

“先破后立”，摒弃了许多合理的规章制

度，致使有的单位不记帐， “以表代帐”

等，严重地破坏了财政、财务管理正常秩

序。从财政收入数字看，也含有一定的水

份。1958年财政收入784万元，比上年

净增293万元；支出1841．35万元，比上

年增加1259．7万元，支出增长过快，入

不敷出，由省补助1310万元平衡。1959

年，财政收入增加不多，但支出减少较

大，收支差额降为401．5万元。

尽管“大跃进”使经济遭到损失，但

这一时期对财政工作从各方面进行过一些

改进和探索。在财政上实行“以收定

支”、“总额分成”的财政管理体制；在

财政与企业的分配关系上，实行利润留成

制度；在企业内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

合”的办法，鼓励群众参加管理和理财；

在基本建设财务管理上，试行投资包干制

度；并试行了流动资金管理上的“全额信

贷”；在税收制度上，实行合并税种，简

化征收办法。通过以上尝试，为以后的财

政体制改革和财务管理提供了经验和教

训。

1961—1962年，全区各县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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