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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长岩庄在《州I财政志》志稿评审会上讲话

财政部副部长戊子和、田一农、原州长召存信同州财政局职工合影



全州财政系统职工运动会

财政职工文娱体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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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少数民族自治州第四届财政理论讨论会在西双版纳州召开

州财政局领导和志稿编写人员合影



州财政局办公楼

州财政局职工宿舍



淤如暇<永秘拳撰帕《：帕餐餐；妒畏咚



序

在州委、州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州地方志办的指导帮助和各

有关部门的支持下，经过修志人员的努力，《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财政志》已成稿。志书收集了大量的历史和现状的资料及数据，如

实地反映了西双版纳地区自民国时期以来至1993年，各个历史时

期的财政状况，重点记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1993年自治

州财政发展的状况，充分反映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改

革开放给自治州的财政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工农业生产迅速发

展，城乡市场欣欣向荣，财政收入逐年增长，自治州财力逐年增

强。通过财政收支管理的记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自治州各条战线

生产建设和各项事业的发展变化历程。另一方面也记述了自治州财

政在前进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主要是财政自给率低，需要与可能

的矛盾突出，在短期内难以改变的实际情况。

志书资料翔实，数字全面，对建国以来自治州财政工作中的成

败得失，经验教训作了较为客观的记述。对人们了解自治州财政的

过去，认识现在，展望未来，为今后管家理财，进一步发展自治州

的财政工作提供了历史的借鉴和现实的依据，同时也给后世留下了

一份翔实宝贵的资料。

但是，《州财政志》毕竟是新编，由于缺乏经验，水平有限等

原因，缺点、错误、不尽如人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赐教!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财政局长刘德强

一九九六年十-fl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党

的“四项"基本原则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

策，按照国家《新编地方志暂行规定>和实事求是，求实存真的原

则进行编纂。

二、本志采用述、记、志、图、表、录的体裁，遵循以事分

类，横排竖写的体列和详近略远，详今略古的原则，章、节、目结

构的编纂方法，进行编纂。重点记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西双版纳州财政的发展和变化。上限从1950年起，部分内容适当

上溯，以求反映历史全貌。下限至1993年止o

三、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所涉资料均不注出处。

四、本志对历代政权及年号均用原称。年分夹注公元年号。

五、本志所记机构名称，第一次出现用全称，而后采用约定俗

成的简称，如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简称州人民政府。

六、本志凡称“省委”、“西边工委”、“州边工委”、州委"、

“县委”、“党支部”的均指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

七、本志所用数字资料i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以历史档

案、编印书刊和文史资料为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以财政

决算档案资料、统计部门和业务部门数字为准。

八、货币以当时流通的货币为依据，即清代的银两，民国时期

的银元、法币、金元券o 1955年3月以前使用的人民币，一律按l

万元折l元的法定折率折成新币记述。

九、本志使用的度量衡，一律采用国家颁布的标准：重量用

．“千克”、“吨”；面积用“公顷”、“亩”；长度用“米”、“公里”o涉

及旧制的用括号夹注。

十、历届负责人名录只列到副科级以上，科技人员列到助师以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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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位于祖国西南边陲，东北面与江城哈尼

族自治县和思茅县相连，西北面与澜沧拉祜族自治县为邻，东南面

与老挝接壤，西南面与缅甸毗邻。国境线长966．3公里，其中与老

挝接壤677．8公里，与缅甸接壤288．5公里。全州面积19124平方

公里。世居民族有傣族、哈尼族、布朗族、拉祜族、基诺族、瑶
族、壮族、彝族、回族、苗族、白族、佤族、汉族o 1993年末全州

总人口．798086人，其中傣族278955人，占总人口的34．95％；哈尼

族151370人j占总人口的18．97％；汉族206501人，占总人口的

25．87％o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o 1950年2月西双版纳

全境解放，境内的车里、佛海、南峤、镇越等县都隶属宁洱区临时

人民行政专员公署o 1953年1月23日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区成立

(1955年改为自治州)，隶属云南省人民政府，省政府委托普洱区督

察专员公署代管o 1973年8月16日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

委批准，自治州改由省直接领导。

由于历史的原因，西双版纳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较为缓

慢落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当地有的民族还处于原始社会末

期或封建社会初期等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生产力很不发达，农业

和手工业还未分家，手工业还附属于农业，仅有少量农忙务农，农

闲从事手工业的农户。除傣族外其他少数民族，没有自己民族的文

字。交通闭塞，运输全靠人背马驮。全区还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

济状态o 1952年全区工农业生产总产值870．27万元，其中工业总

产值1．26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O．2％；农业总产值868．91万

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99．8％o

元代在全国设立了路、府、

民族聚居区采取“羁糜"政策，

州、县建制，对云南、四川等少数

开始实行土司制度，通过分封其首



领为原管辖地区的世袭长官，史称土官(即土司)o ．

在元、明、清三朝实行土司制度时期，中央王朝每年向西双版

纳收取的贡、赋都是通过当地最高统治者“召片领"(即宣慰使司)

和各勐土司向广大劳动群众收取。元代西双版纳每年向中央王朝进

贡1次。明初沿用元代旧制，永乐四年(1406)考虑到车里“道路

险远"将“每岁朝贡”的规定改为“三年一贡"(《太宗永乐实录>
卷43页4下)o清代改贡为赋，按地亩人丁征收钱粮，从顺治十七

年(1660)起每年都向清王朝交纳谷米。雍正六年(1728)为1084

石，因车里地处边疆，交通不便，运输困难，改以银两折交。据

／缱光普洱府志>记载，车里宣慰司辖区负担田赋为条丁两银
1372．635两，火耗银263．361两，折征秋粮米1755．924石，均以火

很(门户)为单位负担。元、明、清、三朝召片领及各勐士司头人

的俸禄费用直接向群众摊派，自收自支，经费收支无专门机构管

理，宣慰使司由四大卡真之一的怀朗曼凹负责；各勐土司由“滚

乃”负责。

民国时期普思沿边行政总局、普思殖边督办公署，设财政科，

分局和殖边分署设财政员，具体负责财政有关工作。总局成立后由

于省经费困难，无力拨款，经费开支奉命就地自筹，经总局同宣慰

+使司及各勐土司协商确定：宣慰使司、各勐土司的赡养费、办公费

和总局、分局的办公、人员等费用和群众负担的公差、义务工采取

按门户收取户捐和折工的办法解决。具体办法是“按门户不分等

级，每个门户每年收户捐银元1．6元，折工O．4元，合计2元，每

10户免去赤贫和头人2户，实征8户，均于12月15日前解交总局。

户捐宣慰使司与总局各半，总局所得部分除提取应上交思茅厅的

钱、粮外，作总局和分局的经费开支；宣慰使司所得部分，作宣慰

使司、各勐土司的赡养费和宣慰议事庭、各勐议事庭及头人办公

费；折工由总局掌握用于举办地方公益事业。收取户捐、折工后，

不准土司、头人再向群众摊派。民国30年(1941年)全国改行国

家和县两级财政体制。民国31年(1942)各县按年编制财政预算，
报省审批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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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6日镇越县临时人民政府(同年11月6日改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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