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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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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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和经济的发展。

二、 第二个五年计划和三年调整时期

1958〜1%2年国家实行第二个五年计划。这段时期中，1958年和 1959年，就全州 

大部分地区讲，领导精力还在忙于民主改革和平息武装叛乱。部分地区则侧重于巩固民 

主改革和开展互助合作运动。随着1959年底民主改革任务的完成，1960年和1961年全 

州卷入“大跃进”。此时合作化运动出现了 “贪高、贪大、贪快、贪多”的倾向，并大办 

公共食堂，创办了一批人民公社，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 

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全州经济遭到挫折，生产下降。1962年同1957年相比， 

工农业总产值下降4. 5 7 % ，其中农业总产值下降13. 9 2 %。粮食产量由1959年的23050 

万斤，下降到1962年的18829万斤，降低18. 3 1 % ; 大牲畜头数下降3. 4 % 。全州国民 

经济出现严重困难。

1963〜1965年，对国民经济进行了调整，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开始得到纠正， 

全州经济又得到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1965年工农业总产值（按 1980年不变价计算） 

达到 14820万元，比 1962年增长32. 6 3 %。其中，农业总产值增长35. 7 6 % ，工业总产 

值增长15. 7 2 % 。粮食总产量上升到25275万斤，增长34. 2 3 % 。经济困难缓解，市场逐 

步趋向繁荣，人民生活明显好转。全州经济面临着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三、 第三、四个五年计划时期

从 1966〜1975年，既是国家实行第三、四两个五年计划，又正是“文化大革命”的 

十年。在这十年中，甘孜州经济和社会发展又遭到挫折。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煽 

动下，全州刮起了 “打倒一切”的邪风，各级党委和政府瘫痪，大小武斗时有发生，给 

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灾难。但在各族人民和大多数职工的共同努力下，国 

家在资金上给了扶持，并克服种种困难阻力，全州国民经济仍然取得进展。在 “文化大 

革命，，的动乱岁月，完成了基本建设投资。十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29.47% 。其中，农业 

总产值增长19.5 3 % ,工业总产值增长98. 94% ; 粮食总产量增长13.62%，大牲畜增长 

43.94%。如果不是十年动乱，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会更快、更好些。

四、 第五、六、七个五年计划时期

1976年，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拨乱反正，纠正过去的“左”倾错误，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经济和社会 

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1976〜1980年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全州贯彻“调整、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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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顿、提高”的方针，重点抓了农业这个基础。1980年工农业总产值达28790万 元 （按 

1980年不变价，下同），比1976年增长23. 2 2 % 。其中，农业总产值增长4. 6 5 % ，工业 

总产值增长100. 5 9 %。国营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人均2967元，增长49. 3 2 % 。粮食总产 

量增长10. 4 9 % ;大牲畜年末存栏数增长13. 4 9 % 。1981〜1985年，重点是调整不合理的 

工农业结构和工农业的内部产业结构。1985年工农业总产值41607万元，比1980年增长 

44.52%。其中，农业总产值增长47. 8 7 % ，工业总产值增长37. 2 4 % 。国营企业全员劳 

动生产率3962元，增长 33.54%。粮食总产量下降18.14% (当年出现较大的自然灾 

害）；大牲畜年末存栏数增长9.87%。1986〜1990年，州委、州人民政府提出“一四四 

三三”经济发展战略。即：“认真抓好粮食生产这一基础；大力发展畜牧业、林业、民族 

工业、乡镇企业四大经济支柱；积极开发矿产、加工、林果、旅游四大产业；建设好粮 

食、畜牧、林果三大商品基地；狠抓教育与科学、交通与能源、商品经济三大薄弱环节， 

努力增加经济发展后劲。”1990年，工农业总产值达48601万元，比1985年增长16. 8 1 % 。 

其中，农业总产值增长8 . 4 4 % ;工业总产值增长36.41%。粮食总产量增长1. 9 9 % ;大 

牲畜年末存栏数增长6. 0 6 % 。

改革开放，给甘孜州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全州各项社会事业有了较大的发展，人 

民生活显著改善。1980〜1990年，用于人民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非生产性建设投资所占 

的比重，由 1970〜1979年的25. 7 7 % ，上升到49. 5 9 %。1988年末，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为 40201万元，比 1950年增长11倍。农牧民人均纯收入577元。全民所有制职工平均 

货币工资为1968元。城乡居民储蓄余额达13333万元，人均储蓄余额165元。1950〜1988 

年，国家用于住宅建设的投资达14461. 2 2万元，使城乡居民住房难的情况有所改善。

第四节不利因素

一、 甘孜州目前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仍然低下，抗御自然灾害能力较差。农区仍然以 

手工劳动和畜力耕种为主，基本上是靠天吃饭；牧区仍然是逐水草而牧，靠天养畜；工 

副业生产不发达，农牧业产品的商品率低，部分地区的群众生产生活还有不少困难。劳 

动者科学技术水平低，成年人中有三分之二是文盲，4 0 %以上的学龄儿童没有入学，具 

有现代化科学技术知识的工人、农牧民很少。

二、 全州自然资源丰富，但资金技术缺乏。州内有丰富的自然资源，重点有生物资 

源、矿产资源、水资源、旅游资源。天然草场毛面积14149万亩，其中可利用草地面积 

12478万亩，有各类牲畜470多万头（只）；有森林面积148. 9 万公顷，蓄积量38088万 

立方米；矿藏品种多，有的品种蕴藏量大。水利资源丰富。各种±特产品、麝香、虫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