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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农奴都属于封建农奴主（土司、头人、寺庙）所有；工商业亦为土司、头人、寺庙垄 

断经营。九龙彝族聚居区奴隶制是起主要作用的社会经济制度，全部土地属于奴隶主所

有。

二、社会主义公有制

解放后，最先泸定县和康定县的汉族聚居区于1951年完成土地改革任务，废除了地 

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藏族和彝族地区，于 1959年完成民主改革 

任务，废除了封建农奴主和奴隶主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在民主改革 

的基础上，紧接着对农牧业、手工业及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到 1959年底， 

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结构确立。农业耕地除按政策规定给农民留有少量自留 

地外，绝大部分为集体所有制。国营经济占有主导地位。国合商业销售总额占全州商品 

零售总额的98. 7 9 % 。工业基本上是国营和集体两种所有制，其中集体所有制占10〜 

1 5 % 。

三、所有制结构调整

坚持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积极发展多种经济成份，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8 0年代以后，全州通过调整、改革，在继续发展全民所 

有制经济的同时，积极鼓励、扶持集体经济与个体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一个全民、集体、 

个体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局面，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比重明显提高。农业耕地包干到 

户；牧区牲畜折价归户，私有私养。至 1990年，工业所有制结构是：国营占8 1 . 3 %，集 

体 占 1 3 . 2 % ,个体占5 . 5 % ;商业所有制各占比重是：全民占55 . 8 5 % ,集体占37 . 1 3 %， 

个体占7. 0 2 %。

第 二 节 产 业 结 构

一 、 社会生产结构

解放初期，州内社会生产是以农牧业为主的结构，工业比重很少，不足百分之一，商 

业和现代化交通、邮电很不发达，建筑业尚未形成产业。以后，随着各类自然资源开发 

利用，产业项目逐步增多，建筑业、交通运输和商业相应发展，社会生产结构发生了变 

化。8 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农、牧、林、工、运、商协调发展，社会生产趋向多元 

化。根 据 1985年统计资料，全州各业比重按社会总产值计算，农业占43. 7 3 % , 工业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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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67%，建筑业占18. 6 7 % ，运输及邮电业占5. 4 7 % ，商业占5. 4 6 % 。1988年，社会 

总产值中，农业占42. 1 3 % ，比 1985年略有下降；工业占27. 5 9 % ，比 1985年上升近一 

个百分点；建筑业占18.15%，略有下降；运输及邮电业占4.81 %，为下降趋势；商业 

占 7.32 %，比 1985年增长1.86个百分点。

二、工农业比重

1950年全州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占99.2%，工业仅占0 . 8 %。从 “一五”时期开 

始，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逐步有了提高，到 1957年上升为7. 6 4 % 。从 

1958〜1963年，工业新建不少项目。经过 1962年和 1963年的调整，工业比重仍达到 

1 3 % 。1974年以后，随着兴办地方“五小工业”，工业比重到1978年达到22.55%。80 

年代初，省属森工企业下放给甘孜州，加之乡镇企业有了发展，至 1990年工农业比重起 

了较大变化，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达到34. 9 6 % ，农业为65. 0 4 % 。

三、农村产业结构

州内农村产业结构单一，各地对农村社会资源利用不够，商品生产不发达。80年代 

初，农村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农村产业结构单一的情况，开始有了改变。农村工业、建 

筑业、运输业、商业和饮食服务业占了一定比例。到 1990年，农业社会总产值中，农业 

占 76. 5 6 % ，农村工业占11. 7 8 % ，农村建筑业占2. 1 4 %，农村运输业占5. 6 4 % ，农村 

商业和饮食服务业占3.88%。乡镇企业总产值占农业社会总产值的23.67%，其中工业 

和运输业是乡镇企业的主体。

四、农业生产内部结构

全州农业生产内部结构，经过41年的调整和发展，虽有一定的变化，但变化不大。 

1950年农业总产值中，.种植业占20.67%，牧业占70.35%，林业占1.63% ，副业占 

7.35% (无渔业生产）。到 1990年，种植业有了提高，占 24 . 4 5 % ;牧业有所下降，占 

5 6 . 2 2 % ;林业和副业呈上升趋势，分别占3.9%和 1 5 . 3 8 % ;开始有了渔业生产，占 

0.05%〇

五、工业生产结构

经过41年的建设，全州工业发展较快，工业生产结构亦有变化。80年代以后，新上 

的项目较多，增长快的产业有纺织、电力、矿产和森工，集体和个体工业比重开始上升。 

1990年工业总产值中，全民产值占89. 9 2 % ，集体产值占5. 7 0 % ，个体产值占4.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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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产业比重看：森工占69.27%，纺织占7.24%，矿产占6.66%，电力占5.1 5 %，建材 

占 3. 2 7 % ，木材加工占1. 98% , 皮革占1. 4 0 % ，机械占1. 6 6 % ，医药占0• 8 9 % ，食品 

占 0.7 2 %，其他工业占1 . 7 6 % ;从轻重工业比重看：轻工业仅占12.1%，重工业达 

87. 9 % 。由此可以看出，甘孜州工业生产结构具有以典型的资源型重工业为主体的特征， 

同时主要是采掘工业，生产初级原材料产品，缺乏深度加工增值，这种结构有待进一步 

改善。

第三节基本建设投资水平及构成

一、 投资水平

甘孜州基本建设投资水平与国家财力相适应。从时间上看，五六十年代在国家财力 

有限的情况下，对民族地区的建设尽力扶持，投资水平仍占到总投资额的16. 7 8 % ，并主 

要用在生产性上（生产性投资比重占8 0 %以上）。80年代，由于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国 

家对民族地区专项资金投入，全州投资水平逐年有所提高，这期间投资额超过前30年的 

总和，并着重用于非生产性投资上。对生产性和非生产性投资水平安排情况是：1980〜 

1990年全州投资额达63979. 2 9万元，其中生产性投资占50.41%，非生产性投资占 

49.59%。非生产性投资占这样大的比重，作为偿还欠帐， 一 段时间作此安排是可以的， 

但从长远看对经济发展不利。从基本建设年投资额看，1950〜1990年平均年投资额为 

2717万元，其中增长速度最快的是1985〜1990年，这 6 年投资额即占41年总投资额的 

41. 92%〇

二、 投资构成

41年来，基本建设投资构成是：工业占36. 8 7 % ，农业占4. 7 % ，公路占20. 6 8 % ， 

商业占6.09 %，文教占10.23%，其他占21.43%。

工业投入比重一直为上升势头。其中1950〜1959年占 16. 5 6 % ，1960〜1969年占 

29.59%，1970〜1979 年占 35. 2 3 % ，1980〜1990 年占 41. 6 5 % 。

农业投入比重偏小，而且有起有落。1950〜1959年 占 4. 33%, 1960〜1969年占 

4.31%, 1970〜1979年占7.81%, 1980〜1990年占3.41%。70年代较高，80年代有较 

大回落。

公路建设前30年是基建主要投入方向。五六十年代均占总投资的一半以上。70年代 

以后，投入比重虽有下降，但 41年来投入比重仍占全州总投资额的五分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