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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口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优良传统。在玉溪人

民豪情满怀地步入小康生活水平之际，‘玉溪市财政志，

在中共玉溪市委，市政府和市志办公室的关怀与指导，帮

助下，经过编辑组同志的积极努力和辛勤劳动，现在正式

编印成书了，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喜事。

作为玉溪市历史上的第一部财政专业志书，能在玉溪

改革和建设取得显著成效的时刻与大家见面，这就更加具

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财政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凭借政治权力对一部分

社会产品进行分配和再分配形成的分配关系，是国家政权

。活动不可缺少的支柱。它是经济的综合反映，取决于经济

而影响于经济。社会主义财政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综合

反映。其职能是为维护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促进社会主义

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筹集资金，供应资金，调

节社会分配关系和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对社会经济活动情

祝进行综合反映和监督。

‘玉溪市财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本着略古详今的编写原则，除辑录了部分有史可稽的重要

历史资辩外，重点以翔实的文字，大量的数字和图表，叙

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财政收支和财政管理情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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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机构沿革等方面的内容，全面地再现了玉溪市财政在社

会主义各个历史时期的活动轨迹和经济发展的总体概况，

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志书。 ·

从志书重点记述的财政收支预算执行情况和财政管理

的主要内容来看，玉溪市财政收支情况的发展变化，完全

是建立在经济发展基础上的。经济建设发展速度快，财政

收入增长也快，用于支持各项社会事业发展的资金也相应

增加。而各项事业发展了，反过来又为财政稳定增长创造

条件和奠定基础。 ，

．

此外，从志书中我们还可以看到，玉溪市国民经济盼

发展经历了一个由单一农业经济向以农业为基础，城乡工

业为主导，二、三产业全面发展的历史转变过程。在财政

支持社会经济建设方面，建国初期，我们基本上是“吃饭

财政黟，谈不上支持什么大的经济建设。而随着经济的发

展和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后，玉溪市财政收支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财政资金投向

的重点转向了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文教科卫，城市建

设等方面，使玉溪的两个文明建设有了飞跃发展。据本志

记述：玉溪市1952年农业税收入占当年财政收入的41．6％，

行政费用支出占当年财政总支出的68．9％，支持经济建设

的费用仅占当年财政支出的0．5％。到1987年，全市农业

税提供的财政收入比重则由1952年的41．6％下降为4．4％，

行政费用支出比重由1952年的68．9％下降为6．7％，而用

于地方经济建设、文教科学卫生体育和其他社会事业的支

出比重则上升为79％。这充分反映了我市经济发展结构的

2



会分配关系的职能。 ．

资借鉴。‘玉溪市财政志》汇集了

，全面翔实地反映了玉溪市经济建

其中的每一个数字和每一个问题，

都如实地反映了全市人民的伟大社会实践活动和广大财政

工作人员几十年来在党的教育培养下，为探索“生财，聚

财、理财、用财矽之道所做的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本志

书正式出版发行后，对帮助人们了解玉溪市过去的财政工

作状况和社会经济建设成果，以及指导今后的工作都将具

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我希望一切关心，热爱财政工

作的同志，想了解玉溪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的同志，都能认

真读一读‘玉溪市财政志》，相信一定会从中得到深刻的

教益。 ＼

杜培富

1990年12YJ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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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志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碉、清时期和民国

初年，有关玉溪财政的状况，在万历‘云南通志，、康熙

《新兴州志'，道光《澄江府志》和民初的．：续修玉溪县

志稿》等旧志中均有记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玉溪

财政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从1950年到1987年，财

政工作随着经济和事业的发展，不论收入和支出的规模，

管理体制和方法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特别是中共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变化更为突出。将38年来玉溪财政的

发展翔实地记载下来，是历史赋予我们编纂这本志书的责

任。<玉溪市财政志》的成书出版，不仅是发扬了盛世修

志的优良传统，韭达到了“存史黟，“资治万、私教化劳 ，一

的目的和作用。

‘41：玉溪市财政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

导，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

则，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本详今略 ．’

古，立足当代的原则，实事求是地记述了玉溪财政的历史

和现状。
’

本志的编纂工作，是在中共玉溪市委、玉溪市人民政

府的领导下，玉溪市志办公室的指导下进行的。为做好编

纂工作，我们组建了领导小组和编辑小组，聘请部分原财

。 量



)的负责同志为顾问。用了较多的时间和精力，

征博采，搜集了近80万字的文字资料和8万多个

数据的数字资料，监对资料反复核对和印证。撰写的志稿

力求做到横不缺项，纵不断线；全面系统，准确无误。志

稿在试写，征求意见、送审，付印的过程中，听取了各方

面的意见，多次修改，数易其稿，以保证所述内容符合史

实，避免纰漏i ’一 蠢t ，

。

’

+7．本志成书之际，特对有关部门和部分同志的鼎力柜

助，本局各科室干部的通力合作，编辑小组同志的艰辛劳

苦，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编志，对我们是一项

新的工作和任务，在缺乏经验和借鉴的情况下，加之资料

不全，编纂人员的理论水平和文化水平有限，故难免有错

误及遗漏之处。对不足的地方，希望读者鉴谅韭批评指

正。。·．t j．

‘

冯敏书

1990年11尾

科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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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大部分数据随文附表，以求文省事明。对在

有关专志中已详述的部分内容，在本志中只作简

略记述。 。

。

三、本志资料主要来自档册(文书档案)，

以及历史文献和部分地方志书(包括旧志)。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各项数据，主要来自会计

档案，部分取自统计部门和有关部门。 。

j四、本志上限为1911年，部分内容视资料情

况追溯至明，清。下限为1987年，大事记延至

1990年。记述本“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

则，着重反映当代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

发展变化。一

五，本志所用的度、量，衡、货币等计量单

位和名称，明，清和民国时期以资料记载为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国家规定的统一称谓为

l



用法，按1987年1月1日国家语言文

会等七个部门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

试行规定》，弓I_飘旧志的数字使用汉

志的时问(年，再，耳等)记述，

用汉字书写r民国时期，中华人民共

，一律甩阿拉伯数字书写，箐在括号

数字加注公元年代．
‘

。

志采甩现代汉语记述体。引文部分注

，随文注释，引甩《玉溪市志资料选

不再加注释。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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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 玉溪市地处滇中，位于东经102。17 7至102。4l 7，北纬

"24。18 7至24 0327之间。东与江川，东南与通海、西南与峨

．山，北与晋宁等县相连。全市总面积1 004平方公里、。州城

矩省会昆明98公里，是玉溪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
， ●

～

．心。 ．
．

‘； ‘7

‘

．

÷玉溪市先秦时期属古滇国地，汉、晋时期属俞元县

。地。元、明，清三代均为新兴州。民国元年(1912年)改

新兴州为新兴县。民国2年(191 3年)，因新兴县与广东

鸯‘肇东新兴县同名，改称休纳县。民国5焦(1 916年)7

， 月，改称玉溪县。1949年12月9日云南和平解放，lt8日

币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二支队，中共玉溪县委，’

旗中护乡第五团共同组成玉溪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了
’

国民党玉溪县各级政权。‘1 950年1月1日，玉溪县人民

敢府成立。1958年lo月，江川县并入玉溪县，196a年lO

月，仍按原建制分为江川县和玉溪县。1983年9月9日，：

经国务院批准撤销玉溪县，设置玉溪市。 ， ’

、 清代财政是封建君主专制的国家财政，完全采取统收
‘

’

量
=

． ；
’

．
· ? +



统支的中央集权制，没有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划分。当

时。玉溪按照清皇朝规定征收的赋税大部分上解朝廷，馋

皇朝穷奢极侈和维护其反动统治，少部分留作州衙的经

费，没有用于地方建设的开支。其时的财政性质是‘‘取之

于民，用之于君"。，，， ． ．、

公元1912年推翻清’藕建立民国后，。曲于军阀混战，政。

局不稳，云南省到民国28年(1939年)才开始建立县级财

政。建立县级财政前，玉溪的各项收入和支出，多数年度

均无资料可稽。建立县级财政后到民国38年(1949年)的

1 1年中，由于国民党政府的横征暴敛，苛捐杂税，以及通

货膨胀，物价暴涨，财政收支呈直线上升。以民国31年

C 1942)和民国37年(1948年)的收支预算数为例，194Z

年为82．5万元(国币，下同)，1 948年达440406．5万元，增

加5338倍。当时的财政支出，以民国36年(1947年)的决

算实付数为侈《，用于经济建设和文教卫生的支出仅4207．9·

万元，占总支出的7％，行政管理方面的支出达5221 0．垂

万元，占总支出的86．9％。绝大部分的预算资金均用于官 岔

僚机构的开支。其时的财政性质是‘‘取之于民，用之于

官修。 ，～
1

新中国成立后，玉溪的财政工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

史时期。1950年，随着县级政权的建立，成立了财政科稻
。

税务局，负责管理县属的各项收入和支出。1953年，在县

级政权巩固与完善的基础上，建立了一级财政。38年来，

玉溪市(县)财政局(科)，在中共玉溪市(县)委和玉

溪市(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遵循矗发展经济，保障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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