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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中 “左，，的错误泛滥，批所谓的“资本主义”，割所谓的“资本主义尾巴”，扼杀多种 

经营，限制集体和社员家庭副业，使集体经济削弱，穷社穷队增加，给人民群众的生活 

带来很大困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步纠正这些“左”的错误思想和作法。

第五节经济体制改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州委把工作重点逐步转移到经济战线上来。按照党中央 

和上级党委的指示精神，几次作出放宽搞活全州经济的意见和规定，坚持改革开放。

经济体制改革首先从农村牧区开始。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是以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 

为突硖口。1979年，州内一些农业地区实行分组作业、小段包工、按定额计酬等责任制。 

1980年 1 月，州委提出《关于贯彻落实党在农村牧区经济政策中的几个问题的意见》，指 

出要切实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保障社员的民主权力，加强经营管理。11月，州委又提 

出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牧业生产责任制的意见》，要求各地从实际出发，探索建立 

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据 1980年统计，有 70 %左右的生产队实行包产到组、联产计酬； 

有 2 0 %左右的生产队实行“五定”（定人、定土地、定投资、定工、定产量），小段包工， 

定额计酬。多种经营和农、牧、工副方面实行包工包产到专业队、专业组、专业户、专 

业工的责任制，这 “四专”的责任制占生产队总数4 0 % 。1981年 5 月，州委发出《从实 

际出发，因地制宜，进一步落实和健全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意见》；9 月，又发出《关于农 

业、牧业、林业生产责任制条例<试行草案>的通知》。从 1981年到1982年春，有 34% 

的生产队实行包产到组，7 % 的生产队实行联产到劳，2 4 %的生产队实行包产到户，29% 

的生产队实行包干到户，6 % 的生产队实行小段包工。1982年下半年，州委在总结各种形 

式责任制的基础上，作 出 《关于贯彻省委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座谈会精神，加快我州农村 

经济体制改革试点步伐的意见》，成立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领导小组。此后，各地加快农村 

牧区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到 1983年春，9 8 %的生产队实行包干到户的责任制，以户营 

为主、自负盈亏的经营方式，代替队营为主、统负盈亏的经营方式。牧区从1983年起， 

由实行包干到户的生产责任制，进一步普遍实行生产队牲畜折价归户，私有私养。1984 

年，全州取消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实行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公社党委改为乡党委，公 

社管委会改为乡人民政府，乡以下设村民委员会。乡和村两级成立农业承包合同管理委 

员会，加强对农业承包合同管理。村民委员会除承担行政职能，群众自治的职能外，还 

承担合作经济组织的职能。对内与农牧户签订承包合同，对外以经济法人资格发生经济 

往来，担负为生产服务、管理协调和资金积累的责任。

在完成农村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中心和牧区牲畜折价归户私有私养的第一步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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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州委按照上级党委的部署，进行第二步改革，即进一步改革农村牧区经济管理体制， 

扩大市场调节，疏通流通渠道，改革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各县开放和设立农副畜产品的 

交易市场、农贸市场。对商业流通体制进行了改革，农、畜、副产品全部取消统购派购， 

直接进入市场。放开了价格，农牧民和消费者进行产销直接见面议价。从 80年代以来， 

经过几次价格的调整，农、畜和土特产品价格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工农业产品交换差 

价逐步有了缩小，农牧民纯收入逐年有了增加。在调整农村产业结构中，按照丘状高原、 

山原、高山峡谷三种类型地区，分类指导其发展经济。

在农村牧区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动下，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开展。改革的主要内容 

是：发展多种经济成份，实行政企分开，简政放权，增强企业活力。实行两权（所有权 

和使用权）分离的原则，有计划有步骤地在国营工商企业中推行以承包为主要形式的经 

营责任制。全面推行厂长（经理）负责制，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计划管理体制。1984 

年 10月，州委召开四届二次全委扩大会议，学习和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 

决定》。从 1985年开始，全州开始着手解决企业吃国家“大锅饭”、职工吃企业“大锅 

饭”的问题。1985〜1986年，州委主要抓地方国营工业、商业企业扩大企业自主权，增 

强企业活力的工作。1987年以后，以搞活企业为中心，从 “两权”分离着手，建立企业 

内部的经济承包责任制。做到厂长全面负责，党委监督，职工民主管理，实行任期目标 

责任制和任期终结审计制，根据责、权、利统一的原则，完善经济责任制。1987年，州 

级的25个企业中，这方面工作进展缓慢，实行厂长责任制的仅7 个，占 2 8 % ; 实行承包 

经营责任制并签订合同的仅2 个，占 8 % 。1988年 11月，州委、州政府下发了省委、省 

政 府 《关于深化全呙所有制企业内部改革意见》的通知，要求全州企业扎实地开展深化 

改革工作。围绕企业经营体制，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把企业改革重点转向企业内部。 

同时，改革国营商业体制，减少计划管理品种，扩大市场调节范围；坚持国营为主导，发 

展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对商业小型企业实行改、转、租，放开搞活。据 1989 

年统计，全州预算内独立核算全民所有制企业224户。其中：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 

的 212户；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的178户；租赁制的2 户。流通体制进行了改革，逐步 

形成多渠道、少环节的体制。

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中，还进行劳动、工资和财政、金融等制度的改革。财政体制 

实 行 “划分收支，分级包干”和 “划分税种、核算收支、分级包干”后，财政收入逐年 

有所增加。通过金融改革，较好地发挥出信贷机制的作用。与此同时，教育、科技、文 

化等体制也进行一些改革。1988年 6 月，州委成立政治体制改革调研小组，按照中央和 

省委的部署，从甘孜州实际出发，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调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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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权力机关

第一节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1950年 1 1月到1963年 6 月，依据中央人民政府《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 

则》，自治区和州先后召开过三届九次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 

1963年 7 月，在基层普选的基础上召开甘孜州第一届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出人民 

委员会及其协商委员会，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结束。

一、第一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第 一 次 会 议 1950年 11月 17〜2 4 日在康定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共273人，其中 

藏族 182人，占代表总数的66. 6 7 % ; 汉族74人，占 27. 1 1 % ;彝族12人，占 4. 4 % ; 回 

族 5 人，占 1.83%。代表中妇女13人。会议主要议程：一、听取康定军管会七个月来的 

工作报告；二、协商今后自治区的工作任务，并研究如何贯彻执行；三、通过自治区的 

财政预决算；四、协商选举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的组成人员；五、成立西康省藏族自治 

区各界人民代表委员会作为自治区各民族的协议机关。

西康省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是新中国建立的第一个专区级民族区域自治政权，党中 

央、中央人民政府、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康区党委、西康省人民政府对此十分关怀和重 

视。中央访问团团长刘格平，西康区党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廖志高，军区代司令员 

方升普等领导人专程赴康定出席会议并讲话。他们代表党中央、中央人民政府、中央领 

导、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西康区党委和省人民政府向全区各族人民、全体干部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