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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盘水市志》总凡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地

记载六盘水的历史和现状o ⋯ j

二、原则上以1978年建市时的市域为记述空间。追溯史实，不回避曾经管理

过的市境外企业。市境内中央直属企业、省属企业及其他非市属单位的情况，亦予

记述。内容上限不作统一规定，一般始于各项事业发端，下限断至脱稿时o
． 三、本志由《大事记》、《人物志》和各专业志所组成。各分志定名为《六盘水市

志·X X×》。专业志按章节体编排，不设《人物传》，原则上不设《序言》。

四、全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7种体裁。

五、遵循详今略古、详独略同的原则，重点记载1965年六盘水开发建设以来的

历史。历次政治运动中的重大事件，不设专章记述，内容散见于《大事记》和有关专

业志o
￡‘

六、根据需要，《附录》可置于相应章、节之末。

七、本志资料源于图书报刊、文书档案及调查采访等。文内一般不注资料出

处。采用数据以统计部门的为准，统计部门未掌握的，以主管部门的为准。

八、除引文外，一律用规范化语体文行文。简化汉字、标点符号、计量单位的使

用及数字用法，遵循国家公布的有关规定o 1949年12月以前的各类钱币，按流通

时的币制、币值记写；1949年12月至1954年的币值，按1955年后的人民币币值换

算记写。

九、纪年表述。夏历用汉字，如正月初五，丙寅年十月十五日；清代以前历史纪

年亦然，同时括注公元纪年，如雍正九年六月十二日(1731年7月15日)o中华民

国纪年用阿拉伯数字记写，如民国38年(1949年)o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公

元纪年表述，使用阿拉伯数字。

十、专项事物名称用当时称谓。今已改变地名的，括注今名。

十一、在遵循《总凡例》的前提下，各分志可根据自身特点设置《编辑说明》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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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盘水市志·财政志》编辑说明

一、本志上限取决于能够查到的历史资料，下限断至2003年。

二、本志所记内容因历史原因，在有的历史阶段包含税务和审计。在涉及的相

关税目上。主要从财政收入的角度进行记述。

三、财政系统的党、团、工会活动，因市志另有专志反映，本志不再记述。

四、本志除记述财政机构、财政体制、财源建设、财政管理、财政改革及学(协)

会工作外，重点而详细地记述了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情况。因此，财政收入和财政

支出两章占全书的比重达40％以上。

五、财政收入章内容较多，为方便记述，该章共分十节，其前四节记述清代、民

国时期的财政收入，后六节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财政收入。

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财政支出，以1970年市级财政建立起为记述重

点，对1950～1969年的地方财政支出就掌握的资料竭力记述，以保持史料的连续

性和完整性。清代、民国时期的财政支出仅在本章无题引言中反映，该章不再为之

立节。

七、今市境的区域称谓，公元1912年前称“三厅"，1913～1969年称“三县"(其

中1965～1969年因从三县划出部分公社、大队成立了三个特区，故有时亦称“三特

区")，1970～1978年称“六盘水地区"，1979年后称“六盘水市”o为记述方便，有时

记作“六盘水境内”或“市境”o

八、本志资料，除源于市财政局档案资料和各科室提供的资料外，还来源于市

档案馆、市统计局，各县、特区、区财政局和史志办公室，市级有关委、局已出版发行

的专业志、党史、文史资料等。个人提供的资料，经审核无误后，有的亦予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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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概 述

六盘水市地处贵州省西部乌蒙山腹地，辖六枝、盘县、水城、钟山4县(特区、区)和98个乡

(镇、办事处)，总面积9 914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248．78万亩。2003年，全市总人121 297．50

万，其中非农业人口57．36万，占总人口的19．30％；国内生产总值117．08亿元；财政总收入①

143 415万元，其中一般预算收入②73 144万元，一般预算支出③175 291万元。

六盘水市境雨量充沛，气候宜人，夏无酷暑，冬无严寒，有“中国凉都”之誉。境内矿产资源

丰富，共有30余种，煤的储量居西南之首，有“西南煤都”之称。经过1965年以后的“三线建设”

和改革开放以后的发展，四大经济支柱产业(煤、钢、电、建材)又有新的发展。境内的奇特地质

地貌、众多的动植物资源和自然、人文景观，有极大的开发潜力。经过建国后50多年的经济建

设，六盘水市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民生活普遍提高，工农业生产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局

面。

市境长期以来以农业为主，农业赋税是财政收入的重要部分。清初田赋沿袭明制，包括人

头税(地丁)和土地税(地粮)两部分。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规定“滋生人丁，永不加赋”o雍正

四年(1726年)推行“摊丁入亩，地丁合一”的制度。道光十九年(1839年)，改征银两。清末田

赋，除地丁、地粮外，还有条编(杂税)、岁用(屯田上交皇室官府之部分)、马倌(驿站费用)等，亦

以银交纳。因贵州历来贫困，赋税较低，赋额多少不均。以普安(盘县)为例，“文武廉俸，公用岁

需四千金，练兵之现存者，亦需七八千金，赋税收入，不逮十分之三”，所欠之数由协款解决。在

征收中，各厅自行其是，附加繁多，实征数额超过规定数额四五倍，弊端百出，“浮收中饱，习以为

常”。清末市境田赋收入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仅次于协款。

中华民国建立初年，田赋沿袭清制。民国3年(1914年)，将原征收中的正额、耗羡、平余规

费等项目归并，统称田赋，另有附加。自民国5年(1916年)起，屯田、营田及其他官田陆续变卖，

国竺羹羹肇衾雯羹磊篓霰蔷竖鑫翥轰翌嘉交篷会蒙莽!耋篓装灸毫妻銎库的财政收入。1996年政府性基金茹入预算管理后，为区；q于基
金预呈藉叠雾薯娑苌突餮鬟型笃3翡翁型巷气；#卺；鑫荔蠡三盏嚣；李餐聿支鳞蒋：袋警盖丢器；嘉羞蛊麓鑫袭会毳翥零篓雾j2霉雾!羹茬金预算，将地方预算收入改称一般预算收入。具体包括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营业税、资源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的市县分手部分，其他

工商瑟收!囊矗墨庋砉耋磐翕癸露雾蓑肇嚣荔霉％卷鑫量曹笃禽目包括经济建设支出、科教文卫等事业支出、国家管理费用支出、国防支出、各项辛盘圭i爱魏董壹喾婆罐鞣雹篇辫糯荔舅霎嚣溅煮至牵繇∞瀑鏊轻嚣赫盘曩家管理费用支出、国防支出、各项补贴支出及其他支出等。其资金来源包括用地方可用财力安排的支出、上年结余、调入资金和上级专款补助寻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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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盘水市志·财政志

承买人须将田地呈报升科纳税。民国7年(1918年)，开禁鸦片后，田赋收入才退至鸦片、厘金等

税收之后，但仍为地方财政的一大收入。田赋征收米粮食物，供应军需民食，非其他税收所能替

代。民国24年(1935年)田赋改征法币。民国27年(1938年)查丈田亩，至民国28年(1939年)

结束，田地按三等九级计征，税率加倍。三县赋额较陈报之前增加5倍以上。如郎岱县陈报前

赋额为6 606元，土地陈报后增至56 027元，增长7．50倍。民国30年(1941年)4月，行政院通

令田赋征收实物，三县共征收35 510市石(每石150市斤)。民国33年(1 944年)三县共征收

88 773市石。民国34年(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全国免征赋粮1年，但三县实征赋粮20 670

市石。民国38年(1949年)7月，国民政府在重庆电令：“因军事吃紧，田赋、军粮向大户提前预

征，如数交款备用，万无贻误”。征实标准，每赋额1元改征田赋稻谷3斗、借征1．50斗，随赋带

征自卫特捐，赋额1元附征稻谷3升。地方官员借机敲榨勒索者不少。

清代末期和民国时期工商业兴起，工商税目增多，先后开征的有盐税、鸦片烟税、厘金、矿

课、印花税、遗产税、货物税、屠宰税、百货税、营业税、所得税等。民国30年(1941年)，国民政府

实行财政收支系统改制，县级财政独立为自治财政，将营业牌照税、使用牌照税、房地产税、筵席

娱乐税划归地方财政收入，这些税种税源分散，数额较小。财政的其他收入还有契税、公债与捐

款、省补助款收入、杂税杂捐等。

清代三厅财政支出主要用于军政机关和社会福利事业，呈报上级核定支领报销。

民国2年(1913年)，财政部核定县公署经费，包括县知事薪俸、雇员薪俸、县署办公费，分为

五等，三县被核定为二等县，每县年支经费7 320元。郎岱县羊场巡检、盘县亦资孔巡检每年各

支经费1 320元。民国6年(1917年)，因战事频繁，省令各县署经费一律减四成开支。民国25

年(1936年)，省对各县再次核定支出数。民国时期，贵州多灾多难，早期，军阀混战，战乱不已，

县署核定经费尚不能保证，军队来县，县署还要为其筹款筹粮，机关公教人员薪俸不能发给，人

民税捐负担加重，军队“借”款，县署无力承担，只好转嫁到老百姓，黎民不堪其言。民国后期，物

价上涨，货币贬值，支出不断上升，机关公教人员和黎民百姓深受其苦o

1949年末和1950年初，县级财政机构相继建立，各县按照中央的政策，贯彻执行国家高度

集中统一的财政体制，各项收入除可用于补充一部分地方支出外，其他一律解缴中央金库；各项

支出均由中央财政开支。1951年，国家财政经济形势开始好转，下放了一些权限，规定自1951

年起，贯彻“统一领导，分级负责”的方针，实行中央、大行政区、省三级财政体制。三县被列入省

级财政。三县的财政支出，分别由三个专署财政科代省级财政核定支付。据统计：1951、1952

年，盘县、水城两县财政收人为145．30万元，其中农业税115万元，占财政收入的78．90％；工商

税占9．50％o财政支出79．60万元，其中行政管理费支出占70％。

在国家进行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时期，从1953年起，国家推行中央、省、县三级财政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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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理体制，区(镇)乡财政列入县总预算。实行“划分收支，分类分成”的财政体制，确定县级财政的

收支范围和分成比例。1956年，为了发挥县级财政的积极性，贵州省提高了省县调剂收入中县

的分成比例。财政部门充分发挥财政职能，加强管理，大力支持社会主义建设；支持对农业、手

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积极帮助企业建立健全财会制度，改善经营管理，提高

经济效益，把有限的资金投入到农田水利建设和固定资产投资，努力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据统计：1949年，郎岱、盘县、水城三县的工农业总产值为4 443万元(当年现价)，其中农业产值

4 204万元，占94．60％；工业产值239万元，占5．40％。1957年，三县工农业总产值为9 891万

元，比1949年翻了一番多，农业产值8 427万元，比1949年翻了一番，工业产值1 464万元，比

1949年增长5倍多。如工业企业1949年不足20个，1957年增加到76个；工业产品由10多种

发展到30多种o 1953--1957年三县财政收入1 144．60万元，其中工商税543．60万元，农业税

606万元。分别占财政收入的47．40％和51％o三县财政支出1 116．40万元，其中行政管理费

支出630．30万元，占财政支出的56％，与1952年比下降14个百分点o

1958年2月，贵州省人民委员会颁发《关于改进省与州、县、市财政管理的规定》，划分了州、

县、市的财政收支范围，其中县级财政收支范围被划分为固定收入、固定比例分成收入和调剂分

成收入三种。划给各县的比例，按照各个县平衡正常支出的需要，分别计算确定。实行“以收定

支，五年不变”的财政体制。1959年取消“以收定支，五年不变”的规定，对县采用“总额分成，一

年一定，收大于支部分上交上级财政，支大于收部分由上级财政拨款补助”的管理办法o 1959～

1961年，国家经济发展出现曲折，经济运行不正常，在财政管理体制上，由于“大跃进”“浮夸风”

和“共产风”的影响，1958、1959年连续下放财权，形成了资金浪费和分散的局面。从1961年起，

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大力压缩财政支出，三县财政基建投资全部停

止o 1962年农业总产值8 818万元，比1957年下降18．20％；粮食总产量比1957年下降

21．60％o 1962年起经过调整，实行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农业总产值1964

年达到9 921万元，与1957年基本持平。

这一时期的工业一时兴办数以千计的小厂矿，由于不讲科学，不计成本，产品质量低劣，后

来纷纷倒闭，只有各县的煤厂、酒厂、印刷厂、农机厂、打米厂、榨油厂、水电厂及专区所属铁锅

厂、省属铁厂，经过调整、整顿，逐步巩固和发展成为地方骨干企业o 1964年，三县财政收入

798．40万元，比1957年(356．70万元)增长1．20倍。三县财政支出558．70万元，比1957年

(316．80万元)增长O．76倍o

，1965年，“三线”建设开始，六盘水工矿区进行大规模开发建设。1966～1976年，是贯彻执

行第三个、第四个五年计划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开展，经济发展受到

“左”的路线冲击，财政规章制度遭到破坏，工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许多厂矿企业停工停产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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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盘水市志·财政志

“革命”，亏损惊人，财政收入锐减，1965年三县财政收入961．70万元，1968年下降到653万元；

1965年三县财政支出625．20万元，1968年财政支出616．90万元，基本持平。收入下降，支出

却保持原有水平，给财政工作带来困难。1971年，三特区与三县合并正式成立三个特区，划归六

盘水地区革命委员会领导，地区财政局亦正式成立，对特区财政实行“统收统支，收支两条线”的

管理办法，各特区的预算编制由地区下达指标o 1972--1978年，地区财政对盘县特区实行“收人

固定比例留成，收支挂钩，超收分成”的管理办法。六枝、水城两特区实行该办法的时间起于

1974年，此前仍执行1971年制定的办法o 1977、1978年，对六枝特区改行“定收定支，收支挂

钩，总额分成，一年一定”的办法。

十年“文化大革命”对六盘水工矿区建设虽有冲击，但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仍有发展。第三

个五年计划期间，计划各行各业(含交通、邮电)建设项目27个，总投资27．20亿元，到1973年

止，实际完成12亿元，交付使用的固定资产投资7．60亿元，8年中矿区新建和恢复的矿井24

对，设计原煤生产能力为1 231万吨，移交矿井13对，生产能力为520万吨，1973年产煤210．43

万吨，精煤57．98万吨，在煤炭工业开发建设的同时，与之相适应的钢铁、电力、建材、机械等大

中型骨干企业和铁路、公路、邮电相继建成投产或投入使用，使六盘水的财源结构发生了根本的

变化，煤炭、钢铁、电力、建材成为本市的四大经济支柱财源。上述大中型企业同时带动农业、商

业、饮食服务业、地方工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财源结构规模不断扩大，财政收入不断增长。

1978年，全市实现工业总产值34 235万元(当年现价)，比价计算，比1965年增加31 381万

元，增长11倍。三县农业总产值18 712万元，比1965年的9 014万元，增加9 698万元，增长

107．60％。工农业总产值52 947万元，其中工业产值占64．66％。农业产值占35．34％；社会商

品零售总额18 912万元，比1965年增加12 164万元，增长1．80倍；地方财政收入3 948．70万

元，比1965年增加2 987万元，增长3．10倍。工商税3 253．60万元，比1965年(638．30万元)

增加2615．30万元，农业税319．60万元，比1965年(277万元)增加42．60万元。

四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调整产业

结构，搞活国营企业，发展乡镇企业，引导私营企业和个体经济发展，不断提高经济效益。在农

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企业推行生产经营承包责任制，通过这些措施，增强了地方经济建设

的活力，促进了财源结构多样化，保持地方经济持续快速发展。1979年六盘水地区正式改为省

辖市。是年，三特区均执行“收支挂钩，超收分成，结余留用”的管理体制。以1978年的收入决

算数为基数，超收部分按50％留成，支出结余部分，留各特区财政支配使用。

1980年，省对市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市对六枝、水城两特区开始实

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收支挂钩”的管理办法。盘县特区实行的管理体制未变。1981年对盘

县特区亦开始采用六枝、水城的管理办法。

——4——

㈡●●●■■墨1l疆●，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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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开始对水城特区财政实行“固定留成比例，超收比例分成”的办法。1985年，省对

市开始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市对各特区实行“划分税种，核定

收支，分级包干，一定五年不变”的管理体制。各特区以1983年的收支决算数为基础，重新调整

收支基数，对支大于收的特区，市财政继续实行“定额递增补助”办法，不许打赤字。

1988年，撤销水城特区，分设水城县和钟山区后，县的财政体制沿袭原特区的办法，对钟山

区财政则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超收留用，超支不补，一定三年”的管理体制。

从20世纪80年代起，打破了过去长期执行的“统收统支”、“吃大锅饭”的财政管理旧模式，

实行了“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在区(镇)乡建立乡级财政。按照“核定收支，超收分成，收入上

交，支出下拨，超支不补，结余留用，一年一定”的管理办法，初步建立起乡级财政预算制度。对

企业实行了利改税和盈亏包干。对基本建设投资和流动资金供应实行拨改贷，对支农资金实行

了部分有偿使用的周转金制度。对行政事业单位采取了“经费包干，结余留用，超支不补，_年

一定”的办法。对预算外资金纳入综合财政计划管理轨道。经过一系列的改革，建立了全方位、

立体型的财政管理新格局，较好地处理了各方面之间的财权分配关系，体现了责、权、利相结合

的原则，调动了各级、各企业、各单位和人民群众发展经济，开辟财源，增收节支的积极性，使财

政面貌焕然一新。1988年，为培养财源，市政府制定了发展乡镇企业、集体经济的配套文件，全

市用于工农业生产的资金2 000余万元，由各级财政担保，借人省财政信用资金452万元，扶持

了12个生产项目。1989年，把财政用于扶持生产(经营)的部分资金，由过去的无偿拨款改为有

偿扶持，使这部分资金滚动使用。全市共扶持生产项目20个，投入资金190．50万元。另由财

政担保向省借款381万元，共扶持11个生产项目o

、1983年，全市对预算外资金进行调查：是年全市共有预算外资金3 958万元，其中当年收入

1 866万元，占预算内收人3 801万元的49．09％；上年结余2 092万元。全市预算外资金支出

1 508万元，占预算内支出5 314万元的28．38％；结余2 450万元o 1986年统计，全市各级各部

门预算外资金共8 230万元，占预算内资金的50％左右。1990年贯彻执行“统一领导，分级管

理：先收后支，量人为出，权责结合”的预算外资金管理原则，加强了对预算外资金使用方向的引

导和管理。

为深化财政改革，从1991年起，市境各级财政部门把区乡财政的发展作为建设5 000万元

财政收入县的一项重要内容，使区乡财政切实担负起一级财政的职责。鉴于各乡(镇)具体情况

不同，是年仍采取1989年制定的三种办法实行分类管理，一是“定收定支，定额上交，超收分成，

超支不补，节余留用，一定两年”；二是“定收定支，收支挂钩，定额补助，超收全留，短收减支，节

余留用，一定两年”；三是"定收定支，自求平衡，超收全留，短收减支”。针对不同情况实行不同

类型的财政管理体制，有力地调动了乡(镇)党政当家理财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和农村经

济的发展。

从1994年起，国家推行“分税制”财政体制，确定了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固定

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屠宰税、农业四税、遗产税等为地方财政收人，按原归属，分别作为省级，

地(州、市)级和县级的固定收入；增值税、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国有土地有偿出让收入和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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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税为共享收入。在共享收入中，增值税的75％属中央收入，10％属省级收入，15％留地方使

用；其余四个税种的收入，50％属省，市、县各享25％。县级财政按分税制财政体制取得本级收

入后，自行安排支出，自求平衡，结余留用，赤字自行消化处理o“分税制”出台后，各县(区、特

区)对乡镇制定了新的财政体制。具体办法为：“定收定支，收支相抵，收入逐年递增，超支不补。

欠收扣抵，定额上交，超收四六、六四分成或全留，一定四年”，并明确年递增比例为15％。并对

收支范围和权限作了具体划分o

1997--2000年，由于乡镇支出因素较多，支出数额较大，而税收入库比较困难，对其管理办

法变更为“定收定支，收入比例递增，收支相抵，超支不补，短收扣抵，定额上交(或定额补助)，超

收全留，一定一年”。此期间，在部分乡镇开展了“财源建设上台阶”工作，对财政收支预算的完

成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巩固了现行乡(镇)财政体制。

2003年，为了进一步推进财政改革，完善县乡财政预算管理体制，理顺县乡财政分配关系，

盘县将乡镇财政体制进行调整，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超收分成，短收超支不补，自求平衡，

结余留用，一定三年”的乡镇财政体制。新一轮财政体制调动了乡镇理财的积极性，在增收节

支，培植财源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1990年，市政府要求各地从实施“八五”计划第一年起，结合市境的资源优势，有计划有重点

地扶持发展农业、轻工业、能源、交通和原材料工业，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着重发展一些劳动密集

型产业，积极引导预算外资金向重点产业投入，培植后续财源。1992年全市共发放2 147万元

财政信用资金，用于扶持各县烤烟和煤焦生产等项目。是年地方财政收入20 624万元，同口径

较上年增长16．96％，增收2 991万元。1995年向省争取450万元财政信用资金扶持烤烟生产

和温饱工程。1996年，六枝、水城得到扶持资金1 608万元，用于扶持烤烟生产和乡镇企业，是

年财政收人分别较上年增长39．98％、51．37％。1997年市县共投入扶贫资金1 040万元。1998

年得到省扶贫资金450万元。1996--1998年，市财政局共与42个乡镇签订了“上台阶”协议，共

投入财源资金5 918万元，其中省级投入资金2 758万元，市级投入2 770万元，县级投入390万

元o 1998年实现地方财政收人3．80亿元，比1995年增长36．80％。1998年受扶贫乡镇的地方

财政收入完成1．20亿元，较1995年增长76．47％o“九五”期间，市财政投入有偿扶贫资金

4 040万元，扶持59个乡镇，五年中59个乡镇财政总收入净增6 160万元，乡镇财政收入的明显

增长，缓解了市县财政紧张矛盾o 1996--2000年的“十五”期间，全市实现财政总收入418 570

万元，年均递增16．97％，全市财政支出总计414 320万元，年均增长11．90％o

进入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财政体制改革，经济建设出现快速、稳

定、协调发展的局面，各级财政部门为国家筹集资金，加强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使财政工作充满

生机和活力。今后，财政工作仍需全体职工继续努力，勤奋工作，坚持“以人为本”、“开源节流”；

坚持生财、聚财、用财之道，将有限的资金用在急需的地方；坚持科学发展观，与时俱进，开拓创

新，把握经济规律，为工农业生产服务，为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服务，为振兴六盘水经

济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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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大 事 记

清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

普安州衙设户房办理赋役税课及经费等事宜。

雍正九年(1731年)

建郎岱厅，隶属安顺府。厅衙户房负责境内赋税征收管理。

雍正十一年(1733年)

建水城厅，隶属大定府。厅设厘局，主办厘金税收，由通判兼管。

乾隆十二年(1747年)

水城厅征收地丁银，将地丁摊)kilt亩计算丁税，每亩摊地丁银5厘4毫，随田赋上纳。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

水城厅设照磨1人，协助通判掌管厘税。

咸丰十一年(1861年)

郎岱厅由镇宁厘金局在郎岱、木岗设分卡负责征收厘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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