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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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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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母等各类药材丰富，珍稀野生动物植物很多。自然景观旅游资源，对中外游客具有吸 

引力。但这些丰富的自然资源，由于缺乏资金技术，不能很好的加以开发。1990年全州 

财政收入6633. 9 万元，而支出为32477. 7 万元，基本靠国家补贴过日子。技术人员、管 

理人员缺乏，现有工矿企业素质差，经济效益不高。

三、 从全州看，自然条件多样，具有全面发展农林牧副业生产的潜力，但生产结构 

仍然单一。州内地域辽阔，宜林、宜牧、宜农的荒地和矿藏很多，具有发展多种经营和 

工矿企业的广阔天地。但多年来，安排生产结构不够合理，经济发展缓慢。 一 段时间，生 

产方针多变，很不利于生产稳定发展。

四、 农村牧区目前仍以自然经济为主，商品生产落后。解放后，随着生产的发展，州 

内农村牧区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有了一定发展，但就整个来说，仍处于自然经济的状态。 

从商品率来看，粮 食 （主要是青稞、小麦、玉米）作为商品流通的主要是国家征购部分， 

比例很少，1990年为1 . 5 4 % ;牲畜出栏率和商品率均低，1990年牲畜出栏为10.47%， 

商品畜为3. 9 5 % 。

五、 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影响，至今在一些地方还比较突出，诸如在政治法权观点、道 

德规范、思想意识、等级观念、宗教活动等方面，存在许多不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消极因素。

州、县党、政从改革开放以来，面对以上一些问题，多次提出要发挥自己的优势，避 

免自己的劣势，探索出一条发展甘孜州经济的路子。这件事还在继续进行。

第二章经济结构

第一节所有制结构

一 、 私有制

解放前，甘孜州社会经济成份基本上是私有制经济。除康定康裕公司和康藏茶叶公 

司含官僚资本成份，于解放初期由人民政府接管外，泸定和康定汉族聚居区，处于封建 

社会发展阶段，土地均为私有，约 6 0 %的耕地为地主、富农占有；工商业亦全为私营经 

济，属资本家、个体商贩和手工业者所有。广大藏族聚居区，封建农奴制是基本的社会 

经济制度，全部土地（包括耕地、草场、森林、山脉、河流、营地）以及依附于土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