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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频繁。据民国24年 （1935)对康定城各行业调査统计，有坐商250户，从业人员1000 

人，资金397.41万 元 （旧币）。解放前夕，货币贬值，通货膨胀，税赋繁重，市场萧条。

解放后，全州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医治旧社会遗留下来的 

创伤，恢复和发展农牧业生产，先后创办了一批工厂。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方面进行 

了一系列变革。国民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取得了显著成就。到 1990年，全州工农业总产 

值达48601万元（按 1980年不变价计算，下同），比 1950年 10213万元增长3. 76倍；社 

会商品零售总额40405万元，比1950年 3112万元增长11. 98倍；财政收入6633. 9 万元， 

比 1950年 22万元增长300. 5 倍。1950〜1990年，全民所有制单位累计完成基本建设投 

资 111397. 5 4万元，年均投资2717. 0 1万元。

第 二 节 成 就

解放41年来，全州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取得以下一些成就。

一 、 社会主义经济的建立和发展

在农村牧区，进行民主改革，发展互助合作，建立人民公社，实现了封建土地所有 

制到农民个体所有制、再到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转变，集体经济成为全州农牧业生产 

的主体。在城镇，基本上完成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和发展 

了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并在国民经济中占绝对优势。

在社会主义所有制基础上，全州基本上实现计划经济管理，贯彻了按劳分配的原则。 

1980年以后，对经济体制逐步进行改革，调整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某些方面和 

环节，鼓励和扶持城乡个体经济的发展。

二、基本建设投资

1950〜1990年，全州全民所有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为111397. 54万 元 （不包括中央 

和省在州的直接投资与城乡集体和个人的基本建设投资额）。其中：工业41077. 2 1万元， 

占 36. 8 7 % ; 农 业 （包括畜牧、水利等）5238.15万元，占 4 . 7 % ;公路23033. 7 5万元， 

占 20 . 6 8 % ;商业6785. 0 7万元，占 6. 0 9 % ;文教卫生11393. 58万元，占 10. 23% ; 其 

他 23869. 7 8万元，占 21. 4 3 %。特别是1980〜1990年国家在民族地区设立发展资金和开 

发基金后，有力促进了甘孜州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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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农田水利设施建设

从 50年代开始，人民政府采取国家投资和民办公助办法，兴修和整修大批农田水利 

设施。仅 80年代，全州修建水利工程4750处，至 1990年农田有效灌溉面积达35. 7 5万 

亩，占耕地总面积的27. 2 1 %。同时开展改造低产田土工作，到 1990年累计改造低产田 

土占耕地总面积的19. 6 % 。解放以来，国家大力推广新式农具，共无偿发放铁质农具 

39. 33万件。至 1990年，农村用电量4733万千瓦小时；农业机械总动力126012千瓦，拥 

有大中型农用拖拉机381台，小型拖拉机4229台，农用排灌机333台，农用水泵338台， 

机耕地面积16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12. 2 % 。1990年农业总产值31609万 元 （按 1980 

年不变价计算），比 1949年 9910万元增长2. 19倍；粮食总产量40510万斤，比 1949年 

11276万斤增长2. 59倍。

四、 草场设施建设

1977年，国家把石渠、色达两个牧业县作为牧业现代化试点，拨款170万元购买各 

种设备，引进大小型拖拉机、挖土机、打井机、打草机、搂草机、捆草机、汽车等50余 

台，进行草地建设。全州各牧区从70年代开始建设围栏草地，至 1983年共围建200万 

亩，对缓解冬春饲草矛盾起了一定的作用。鉴于这种围栏取材于草皮，易建难管，容易 

损毁，且破坏草原生态环境，后逐步被淘汰。从 1983年开始推行利用刺网、水泥桩和新 

型预刺丝网围栏，建设永久性的围栏草地，获得成功。到 1990年，共建网围栏草地31万 

亩，围栏草地产草量成倍提高。康定塔公、道孚玉科等牧区把围栏建设和定居点建设结 

合起来，8 0 %的牧民修建了定居点住房。有的牧区先后购进小型机动喷雾器20余台，大 

型绿化喷药车1辆，大型悬挂式喷雾机1 台，开展草地灭虫工作。石渠草原站在虾扎改 

造沼泽草地，挖沟排水，翻耕种草，产草量每公顷达1 万余公斤，是改造前的4 倍。到 

1990年全州牧区有牧草收割机7 台，机动剪毛机18台，机动挤奶器3001套。各类牲畜 

1990年末总数4730393头 （匹、只），比 1949年 2620533头 （匹、只）增长80. 51 % 。

五、 营林生产基地建设

5 0年代初期，康定、丹巴、泸定先后建立驷马桥苗圃、小巴旺苗圃、冷碛苗圃。60 

年代道孚、炉霍、翁达森林工业局在各卡、古比、昌达、歌乐沱等地建立苗圃，从事釆 

种育苗，造林更新。70年代新龙、道孚等林区开发，在木茹、麻孜、大寨建立中心苗圃， 

并建设一批林间苗圃进行移床培育，就地更新。80年代，州人民政府决定每县建立1个 

50〜100亩的中心苗圃，发展育苗专业户，推广温室育苗，并决定每建立1 亩温室扶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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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到 1990年，全州已有中心苗圃、林间苗圃89个，圃地面积3500亩，年平均出产 

苗木2000〜2500万株。建立塑料温室52座，面积18000多平方米，每年培育4000〜5000 

万株移床苗。各森工企业还建立采种基地，划定母树林。丹巴林业局1981年在党岭建立 

云杉母树林，1986年开始结实，1987年采收纯种100多斤，种子品质好，发芽率8 1 % ， 

千粒重4.5克，纯度 9 6 % ，播种后出土整齐，抗寒抗病能力强于一般种子所育的苗。 

1951〜1990年，全州森林迹地更新1137065亩。

六、 工业基础规模建设

41年来，到 1990年全州先后建成乡级以上工业企业265个。其中全民所有制独立核 

算工业企业95个，拥有固定资金原值34984万元。.全州1990年全部工业总产值达16992 

万 元 （1980年不变价），按可比价计算，比 1950年 53万元增长319. 60倍。按行业划分， 

有煤炭、黑色金属、有色金属、建材及非金属等采选工业；有木材采运、自来水生产；有 

食品、饮料、纺织、缝纫、皮革、电力、机械、化学、医药等工业，以及建筑及制选工 

业，森工工业在全州占有重要地位。解放前生产数量较少或根本没有的产品，经过解放 

后 41年的发展，品种和产量都有增加，到 1990年有原煤5. 2 4万吨，发电量2. 43亿千 

瓦时，木材88. 3 6万立方米，水泥3. 0 6万吨，云母97吨，石棉81吨，皮鞋8. 67万双， 

毛线95吨，呢绒33. 4 3万米，皮革2. 3 7万张，轻革3. 3 4万立方米，重革3 吨，火柴1. 10 

万件，毛毯1.5万条，砖 1931万块，瓦 932万匹。黄金生产（包括群采）近年来一直处 

于全省首位。

七、 交通运输和邮电通讯建设

41年来，全州共兴建公路146条 （段），通车里程达6970公里；81个区中已有75个 

区通车，占 92.6%; 326个乡镇中已有269个通了车，占 82.5% ; 已开辟出州公路I 4 条； 

共兴建大、中、小型桥梁14351米 （450座），其中跨越大渡河的有13座，横跨雅砻江、 

鲜水河的有10座。交通运输货运量从1962年的32800吨增加到1的0年的11万吨，增 

长 2. 35倍，平均每年递增8. 4 1 % 。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改善了人 

民的生活。例如，营九公路建成后，建起了力邱河林场和康定县林场六个工段，林业生 

产效益显著；沿途工区，七年共1.5万多人直接受益。里伍铜矿公路通车后，仅 1986年 

群众便采矿5000吨，产值200多万元，相当于建设投资的3 倍。九龙县矿石销售收入达 

1760万元。过去贫困缺盐少吃的魁多村，由于“路过家门矿在村”，仅 1986年便有8 户 

人盖新房，2 户买了拖拉机，10户添置骡马21匹，13户购买收录机，村民还存款数千元。 

全州邮电通讯有了较大发展，邮电业务总量从1957年 93. 13万元增加到1990年的494



万元，增长4. 3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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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及健康水平显著改蕃和提高

全州各族人民物质生活水平逐步有了提高。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990年达 4 0 4 0 5万 

元，比 1950年增长 11. 9 8倍。文化卫生事业发展较快，全州至 1990年有民族师范专科 

学校 1 所，中等专业学校7 所，普通中学4 3所，小学 8 0 1所。各类学校在校学生人数从 

1950年的 1274人增加到1990年的 79950人，增长 61. 7 6倍。有卫生机构5 2 0个，医院 

病床数3172张，比 1949年增加191. 5 倍。各类电影放映单位从1950年 1 个，增加到 264 

个。文化馆（站）从 1950年 1 个，增加到5 0个。有线广播站从1950年 1 个，至 198 9年 

已建成发射功率1 千瓦的中波转播电台1 座，立体声调频广播站5 个，县广播站1 8个， 

乡镇广播站3 3 7个，农牧区小片广播网2 9个，村广播站1790个。已建成电视差转台27 

座，卫星电视地面接收站1 4 0座，拥有各型录放相设备、电视机等约1 . 2万台。建设了 

7 个科研机构，截至 1990年共取得1 7 3项科技成果。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1990年达 

2 3 5 1 8万元，而 1950年仅 1 万元。州、县建立了妇幼保健站，实行新法接生，婴儿死亡 

率下降。例如新龙县1987年统计，婴儿死亡率由解放前夕的1〇%0下降到2. 1 2 5 % ^ 人口 

死亡率下降，据康定县1985年统计，由 1954年的 10. 07%。下降到7.26%。；人民的平均 

寿命提高，据泸定县统计，1990年人口平均寿命达67. 5 8岁，比解放前夕提高18. 9 岁。

第 三 节 发 展 历 程

甘孜州经济和社会发展，41年中，既有过比较顺利的阶段，也遭到过比较严重的挫 

折。为了和全国七个五年计划口径一致，这'里按四个时期记述。

一、国民经济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

这一时期，为 1950〜1957年。其中1950〜1952年，全州致力于恢复国民经济；1953 

〜1957年国家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这八年，由于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正确指引，经 

济和社会发展虽有限，但工作比较顺利。到 1957年工农业总产值为11660万元（按 1980 

年不变价计算，下同），比 1949年 9963万元增长17. 0 3 %。其中，农业总产值11070万 

元，比 1949年 9910万元增长11. 7 1 % ; 工业总产值590万元，比 1949年 53万元增长 

10. 13倍。人民生活有明显改善。1956年和1957年，全州部分农业地区经过民主改革和 

平叛斗争，激发了群众极大的生产积极性，使经济得到较快恢复和发展。386公里的东 

(俄洛）巴 （塘）公路，只花了两年时间就建成通车，有力地支援了南路六县民主改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