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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安宁市财政志》是继《安宁县财政志》(1911～1988)出版后
的又一本部门专志，记载了安宁撤县设市以来1996～2006年间财政

事业的发展变化。

安宁撤县设市以来，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迅速发展，财政收入快

速增长。1996～2006年，安宁的财政收入由49 75 l万元发展到

156 688万元，增长了2倍，年平均增长速度12．2％。特别是“十五”

时期，财政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了21．1％，增长速度令人瞩目。

财政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综合反映。编纂《安宁市财政志》，可

以系统地反映出这一时期安宁市财政工作的方针、政策、措施以及执

行的效果和问题，并不同程度地反映出安宁市人民政府工作的方针、

政策和经济决策。同时，它通过把零星分散的财政资料编辑成书，可

供人们阅读、利用，对研究同时期安宁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

参考价值。

该书资料翔实、内容丰富、信息量大，不失为一本“资政、教

化、科研、存史”的良好工具书。

愿《安宁市财政志》源远流长，代代相传。

李国祥

二o o七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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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客

观事实为依据，实事求是地进行编纂。

二、本志书所用资料，以安宁市财政局自身存档的档案资料为主。

三、本志书上限起于1996年1月1日，下限断至2006年12月31日，部分内容因为完整性

记述的需要，有追溯，部分内容如“第九章一国有资产管理”因其职能于2004年初从财政划

转，其下限断至2003年年末。

四、本志书由“述、记、志、图、表、录”

进行撰写，志以章、节、目体，用“横排竖写”

组成。以规范的语体文记述。大事记以编年体

进行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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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安宁矿产资源丰富，自古就有盐、铁开采，隋唐时期，冶铁和制盐业亦早有发展。丰富的

矿产资源为安宁的工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安宁经历了4次大工

业建设高潮，以盐、磷、铁资源为支柱的工业快速发展。如今安宁已发展成为云南省重要的钢

铁盐磷工业城市。

经济是基础，经济决定财政。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安宁带来了丰厚的财源。工业税收成为

安宁财政收入最主要的支柱。铸就了安宁财政的特殊地位。

1988年，安宁的财政收入超过亿元，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跻身于全国财政收入大县行列。

1995年撤县设市后，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及“工业强市”、“科教兴市”、“城市发展

椎功”、“投资拉动”等发展战略的指导下，安宁市域经济全面发展，财政总收入于2003年突破

lO亿元，再次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

从(2005年云南省财政发展报告》的一组财政指标数据可以看出安宁财政在云南省的排头

兵地位：国内增值税(75％部分)72 839万元，云南省排位第一；人均可用财力96 974元，云南

省排位第一；地方一般预算支出76 648万元，云南省排位第二；预算内支出81 478万元，云南省

排位第三；预算内收入133 727万元、地方一般预算收入52 306万元、地方基金预算收入4 337万

元均为云南省排位第四。

1996～2006年是安宁财政收入快速发展的时期，财政总收入由1996年的49 751万元发展到

2006年的156 688万元，增长了2倍，年平均增长速度12．2％。特别是“十五”时期，财政收入

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了21．1％，增长速度令人瞩目。

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八五”末期1995年的15．7％发展到“九五”平均的16．3％，

再到“十五”平均的17％，分别增长了0．6％和0．7％。

财源，从狭意上说就是财政收入。财源寓于经济发展之中，财政收入的增长源于经济产业增

加值的增长。所以，发展经济，培植财源，是安宁市政府和财政部门的一项重要任务。

“九五”时期，安宁市紧紧围绕发展经济培植财源这一重点，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积

极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按照安宁市委、市政府提出的科教兴市和城市发展推动两个战略，大

力发展冶金矿产、盐磷化工、建筑建材、商贸旅游、绿色产业等五大支柱产业；建立了水果、蔬

菜、花卉、烤烟、禽蛋、速生丰产林和茶叶等七大农业商品基地。为安宁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

础，安宁财政的实力得到增强。

“十五”时期，安宁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大力发展区域经济，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特别是实施了工业强市的发展战

略，依托重点传统工业企业，大力发展以冶金、盐、磷化工企业为龙头的产业经济，其工业增加

值快速增长；实施了“投资拉动”发展战略，对重点传统T业企业技术改造进行了财政扶持，

使其生产力得以提升。“十五”时期，安宁市政府对昆明钢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技术改造投资

达N107 343万元，占同时期财政支出的30．8％，使其工业总产值和工业增加值得到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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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他企业的挖潜改造财政投资也达3 000万元；同时，以财政贴息为引导，带动了金融资本及

国债转贷资金对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投资，“十五”时期，安宁财政的财政贴息约20 000万元，

引导了相当于347 000万元的金融资本贷款投资和国债转贷资金投资；加大了对内对外开放的力

度，大力实施招商引资战略，迎来了安宁第四次大工业建设高潮的良好机遇，华电集团二电厂、

富瑞集团有限公司等一大批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企业入驻安宁，并签订了数百亿元的巨额社会资本

的投资合同，在安宁进行投资；安宁实施了“园区开发”战略，建设了以连然为中心的冶金工

业园区，以草铺为中心的化工工业园区，以太平为中心的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以龙宝寺为中心的

产品物流集散园区及以温泉为中心的沿川旅游度假园区，引导有产业和产品关联度的企业向特定

区域集中，形成专业化生产地区和产业密集带，为实现经济产业在区域空间的科学布局奠定了基

础；坚持科教兴市的发展战略，建设了一批科技含量及产品附加值高的产业；坚持以技术进步为

核心，走对传统产业进行内含式的扩大再生产道路，提升了传统产业产品的精深加工水平及市场

竞争能力，为企业创造更多的产值奠定了基础。这些战略的实施，为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特别是

后续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

2005年，安宁市财政局按照安宁市委、市政府的部署，编制了安宁“十一五”财源建设规

划。安宁的财源是在数十年经济建设特别是大工业企业建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安宁丰富的

磷、盐、铁等矿藏资源和优越的区位优势，为新兴的重化工工业城市的建设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同时也为安宁的财源建设发展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安宁人民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发展道路，以工

业强市和科教兴市两大发展战略为统领，大力发展区域经济，区域经济迅速发展，财政收入快速

增长。从对安宁多年来特别是“十五”财源建设发展的分析，“十一五”安宁的财源建设发展规

划的思路就是“进一步加强工业产业财源建设发展、大力发展第三产业财源建设、大力发展非

公有制经济财源建设”。迅速发展区域经济，促进经济发展，财政增收。

安宁是云南省为数不多的少数几个能够财政自给的县(市)之一，1996—2006年，平均财

力内生率和平均财政自给率均名列前茅。多年来，安宁财政始终按照<预算法》规定，坚持量

人为出、收支平衡的预算原则，科学、准确地编制和执行地方财政支出预算，严肃、认真地执行

安宁市人民代表大会审议批准的地方财政支出预算(草案)，实现了年年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

预算执行结果。

认真贯彻。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财经方针，在确保“吃饭”的前提下，对市域的经济

建设注入了大量的财政资金，促进了市域经济发展。特别是按照云南省人民政府的决定，对昆明

钢铁集团公司的技术进步投入了大量的挖潜改造资金，成为安宁财政反哺经济特别是反哺工业经

济的典范，充分体现了安宁财政与市域经济发展的鱼水之情。

财政供养人员及人员支出迅速增长。财政供养人员从1996年的5 409人发展到2006年的

7 784人，净增加2 375人，平均增长速度3．7％；人员支出从1996年的4 503万元发展到2006年

的29 791万元，增长了5．6倍，平均增长速度达20．8％；人员支出与总支出的占比也从1996年

的12．6％发展到2006年的30．2％，提高了17．6个百分点。随着人员支出的迅速增长，吃饭的支

出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越来越高，保吃饭的任务非常艰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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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20嘶年财政收支完成情况一览表

单位：万元

其 中
年度 财政总收入 地方财政支出

地方财政收入 上划中央“两税”收入

1996 49 75l 21 873 27 878 35 702

1997 52 550 24 508 28 042 48 151

1998 57 446 27 522 29 924 5l 092

1999 58 709 28 694 30 015 47 473

2000 59 514 27 798 31 716 50 197

2001 63 609 29 499 34 110 56 865

2002 64 614 29 421 35 193 53 419

2003 101 999 40 245 6l 754 65 606

2004 129 5ll 56 643 72 868 8l 478

20ID5 136 785 63 683 73 102 91 338

2006 156 688 74 917 81 771 106458

1994年分税制财税体制改革以后，以税种划分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分享收入，属于中央

财政的收入，安宁地方财政全额上解；昆明市对所属县(市)、区实行“过渡期分税制财政管理

体制”，就是除了上解中央财政收入外，原体制有上解任务的县(市)、区，仍然要按照原体制

的上解任务进行上解，原体制安宁属于上解县(市)、区，上解任务仍然保留；云南省政府对昆

明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实行特殊的财政政策，其主要内容是，2011年前，昆明钢铁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缴纳增值税后，安宁地方财政扣除一个固定基数后，其差额就由安宁市财政拨付资金对

昆明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进行技术改造扶持。

安宁市政府对乡、镇政府的财政管理体制也是安宁市财政管理体制的重要内容。安宁市政府

对乡、镇政府的每一轮财政管理体制的确定，主要是根据各个时期昆明市对安宁的财政管理体制

原则精神制定的。为充分调动乡、镇政府理财的积极性，逐步理顺安宁市政府与各乡、镇政府之

间的财力分配关系，安宁市政府对乡、镇政府的财政管理体制每2—3年调整一次，以取得与昆

明市政府对安宁市政府的财政管理体制的一致。

1996年至2006年，安宁市政府对乡镇政府的财政管理体制进行过几次调整，主要是：1996

年一1998年的“划分收支、核定基数、定额上解或补助、超收分成、短收减支、单项上解”的

“1996体制”。1999年一2001年的“划分收支范围，核定收入基数，定额定比例上解，超收分成

或全留，单项上解”的“1999体制”。2002年～2003年的“划分收支范围、核定收入基数、定

额上解或补助、超收分成或全留、单项上解”的“2002体制”。2004年一2006年的“鼓励增收、

加快发展，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保工资发放、保机构运转，促财源培养、促机制建设、促结构

调整”的“2004体制”。

此外，安宁市政府通过安宁市财政局对所属企业及所属行政事业单位的财务核算的监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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