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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马关县财政志》经过lO年的编修，三易其稿，终于付梓出版，

这是马关县财政系统的一件大事，也是全县各族人民的一件喜事。

志书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辩

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以翔实的资料，客观地记述马关近270年特别

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财政、税务的历史发展过程。反

映了全县各族人民在中共马关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发展经

济，开辟财源，艰苦创业增加财政收入的光辉业绩，表现了全县广

大财税干部为增加财政收入所作出的艰苦卓杰的奉献精神和高贵

品质。

马关县因地理位置特殊以及历史的各种因素，文化晚开，进化

稽迟，经济发展缓慢。财政人不敷出，长期处于县穷民贫境地。中

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全

国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犹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贫脊的土地，

全县人民及广大干部积极响应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的号召，充分利

用自然资源，发展生产，广开财源，到1998年，全县财政收入达到

3128．8万元，刨了马关有史以来财政收入最高记录，1995年至

1998年累计消化历年财政赤字1050．9万元，这是值得庆幸的一件

大事。

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服务当代惠及子孙的千

秋伟业，更是一项长期、细致而艰苦的工程。1990年，县财政局遵

照中央编修地方志的指示和县人民政府的部署，成立了《马关县财

政志》编纂领导小组，聘请离休干部高天璧担任责任编辑，他不辞

劬劳，到省、地、县档案馆查阅资料，编纂了10万字的初稿，但因年



事已高及各种原因停止了工作，稿子搁置了5年多。1998年10

月，为使志书早日成书问世，财政局又聘请了退休教师栾兴阶担任

主编，继续编纂。因人事变动，县财政局对编纂委员会成员进行调

整充实，从组织上保障了修志工作的领导。为保证志书的质量，专

门安排副局长朱鸿亮、李建盈进行质量把关，使志书能顺利出版。

借此机会，谨向终年苦坐寒窗，呕心沥血，废寝忘食，夙夜奋力工作

的编修人员、编务人员以及所有支持、关心、帮助志书编纂的各界

人士致以诚挚的谢意。

“以志为鉴，可以知兴迭”。《马关县财政志》的出版。它将会

给全县各级党委、政府以及各界人士全面了解马关财政历史和现

状提供重要依据，对振兴马关经济将起到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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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关县财政局局长周贤柱

2000年11月28日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客

观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

二、本志上限于清朝雍正八年(1730)，下限至公元1998年，本

着“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记述了清朝中晚期、中华民国时

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马关县财政的发展变化，对某些事类

的起源作了简要的追溯。

三、本志采用史志相结合的体例，以记、志、传、图、表、录等为

体裁，以志为主体。章法分为章、节、目和子目，以章统志，以节领

且。目辖子目，构成统一整体。

四、本志以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编写大事记，内容为本部门有

影响的事件。

五、本志时间书写，清朝及中华民国时期以年号纪年法书写，

并夹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以公元纪年法书写。

六、本志记述以文字为主并配以图表，为阅读方便，图表随文。

记述以语体文为行文规范，使用国家统一规定的简化汉字和标点

符号。

七、本志“人物”分为“传略”、“简介”和“表”三个部分。传略坚

持“生不立传”原则，简介人物限于县财政局(科)历任正职干部及

部分受到省厅级表彰的财政干部职工。列表人物一律以曾受到县

(处)级以上单位表彰奖励的财政系统干部职工。

八、本志记述人名一般直呼其名，不书官职名称，如须书写官

职时先书官职再书姓名。写机构名称，采用全称和简称两种写法，

如“马关县财政金融局”也写成“县财金局”，“云南省财政厅”写成



“省财政厅”，“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写成“国家财政部”，“中国

共产党马关县委员会”写成“中共马关县委”或“县委”，“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马关县委员会”简写成“县政协”．中华民国时期的马

关县政府写成“民国县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马关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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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递

概 述

马关县位于云南省东南部，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南部，南与越

南国接壤，国境线长138公里，有6个镇11个办事处与越南猛康、

坝哈、箐门、黄树皮4县山水相连。在2676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居

住着汉、壮、苗、彝、傣、瑶、布依、蒙古等lO余种民族，在这片古老

的黄土地上，早在远古时期旧石器时代就有古人类在此繁衍生息。

马关在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属益州郡进桑县，东汉属进

乘县，蜀汉时期属兴古郡，从宋朝皇佑五年(105)至清朝初年，属龙

氏土司领地达600余年。清康熙六年(1667)，清庭实行“改土归

流”后属开化府，雍正六年(1728)，开化府在马白寨(今马关县城)

筑城设马白关，八年(1730)设马白同知专理对外事务，嘉庆二十二

年(1820)设安平厅，改马白同知为安平抚彝同知，民国二年(1913)

改安平厅为安平县，后改马关县至今。马关在民国时期先属蒙自

道尹管辖，后属云南省第二区(后改为第四区)行政督察文山专员

公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隶属文山专区，1958年4月后属文

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全县7乡8镇，124个村公所(办事处)，共34

万人口。其中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48．96％。

清雍正八年(1792)，开化府在马白关设立收税所并由同知管

理，征收关税，年征定额课银上解巡府司库，嘉庆二十五年(1820)，

清政府为镇抚边关，建立大清安平抚彝府。府署设财政机构地丁

银库，专管永平、逢春、东安3里课税。清朝制度，由于政府高度集

权，厅署财政均由同知亲理，地丁银库职官由同知兼任。从嘉庆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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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关县财政志

十五年(1820)设地丁银库始，经过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六

代皇帝计90年，安平厅55位同知兼任地丁银库职官共57任。

财政管理体制是处理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与各级政府之间财

政分配关系的根本制度，主要是包括预算管理主体与级次的确定，

预算收支的划分原则和方法，预算管理权限的划分以及预算调节

制度和方法。马关县在明末清初属土司领地，没有财政机关，赋税

钱粮均由土司催征上解。清朝财政体制分为宫廷、府、厅、州、县五

级管理，课税多以定额定期完纳上解巡府司库。

民国伊始，县民国政府废止了清政府设立的地丁银库机关，建

立县民国政府理财科，负责全县财政税收事务。财政税收基本上

沿袭清末旧制，没有建立一个完整统一的财政体制和税收体制。

二年(1913)，民国中央政府颁发《国家税和地方税法草案》及

《国家费目与地方费目暂行准案》，明确规定了中央与地方两级税

收的划分，但地方财政权限很小，管辖范围仅有附加税和其它零星

杂捐，主要税源一律划归中央财政。

七年(191s)，云南省政府通令，废止钱粮旧制，将前清所征繁

杂税目归并，划为田赋与租课两类，省分配马关田赋征收基数为

15，624银元，地方附加为2344银元。

十八年(1929)，龙云控制云南局势，为整理财政，规定不论省、

县财政除教育经费独立外，其它各项经费一律由省统收统支。为

从军人手中夺回税收征收权，对烟、酒厘金等税捐实行招商承包征

收办法，从此根除了清朝沿袭下来的军人把持税收的弊端。

三十年(1941)，全国实行国家与自治地方(县级)两级财政，

实行两级财政管理体制后，县级收入增长不大，支出却增加太多，

战时摊派繁杂，人民负担如牛负重。

三十五年(1946)，国民政府实行中央、省、县三级财政，修正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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