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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人平居住面积已达18. 9 平方米，比 1978年增长51. 2 % ; 有 6 % 的农户搬进新居。部 

分牧区建立了定居点，一些牧户家的老小能住上房屋，结束了游牧生活。1989年农牧民 

中用于衣着的支出比1984年增长58. 2 6 % ，部分农牧民不仅穿化纤服装，而且追求呢绒、 

绸缎及皮制品衣料。农牧民中的饮食结构也发生一些变化，用于副食的支出比1978年增 

长 1.1倍，人均消费食用植物油1.36公斤，比 1978年增长7 0 %。据泸定县统计，1990 

年与1951年比较，农民人均消费粮食增长0• 8 9倍，动植物油增长1. 67倍，肉类增长2. 6 

倍，食糖增长2 倍，酒类增长2 倍。农民消费结构，在 “七五”时期有较大的改变。1990 

年和1986年相比，人均支出由410元增长到460元，增长12. 2 0 % ，其中生活费用支出 

和文化生活支出，分别增长12. 2 1 %和 0• 1 2 %。消费结构有所改变，衣着由8. 6 % 上升到 

12.6%，住房由1.1%上升到3 % ，用的由9.9%上升到20.01%。

从游牧走向定居

高中档家用电器进入一些农牧户家。据 1989年统计，农牧民100户中，拥有黑白电 

视机 6 台，缝纫机22架，自行车23辆，手表138只，收录机4 2台，沿公路少数家庭还 

拥有摩托车和汽车。

第 二 节 城 镇  .

一、收入水平

州内城镇人口在全州总人口中占的比重小。1950年城镇以康定为主，只有8100人; 

到 1990年发展到28823人，增加20723人。主要是州、县、镇行政人员，教科文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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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交、邮电、商业及其服务性行业人员。改革开放以后，内地商贩迁入不少。城镇职业 

人口约占城镇人口的7 0 %。经济来源主要靠职工工资的收入，其次为个体工商户的收入。 

解放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就业人数增加，城镇居民生活收入有明显增加。尤其1978 

年以来，贯彻调整方针，城镇实行改革开放，国民经济健康发展，拓宽就业门路，安置 

城镇待业人员；先后多次调整职工工资，增加副食补贴；企业中推行责任制，实行奖励 

制度；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单位职工平均工资提高。截止1990底，全州共安置城镇 

待业青年1549人；劳动合同制工人数达到6704人。根据康定城镇家庭收支情况调查，城 

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12. 59平方米，人均年生活费收入1504. 6 4元，人均年生活费支出 

1236. 9 元，实际收入显著增加，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又据泸定县1952年调查，县城居民 

职工人均购买力132元，其中纯居民为109元，纯职工为156元；1990年，县对社会商 

品购买力的统计，全县非农业居民人均年购买力为925元，比 1952年增长6 倍，扣除物 

价上涨因素约增长5 倍。据城镇居民典型抽样调査，职工家庭收入，由于工资水平的提 

高，就业人员的增加，人均年收入为：1981年 270元，1985年 430元，1990年达 1071 

元。1990年比 1987年增长2. 97倍。

二、生活消费

随着城镇人口平均收入增长，生活提高较快，人均年生活费支出增加，消费结构发 

生显著变化。据康定城镇居民家庭收支情况调査，年末每百户居民家庭拥有电视机120台 

(其中彩电80台），电冰箱6. 6 7台，、洗衣机90台，收录机93. 3 3台，缝纫机63. 33架， 

手表266. 6 7只，照像机6. 67部，自行车46. 67辆，电子琴、电唱机、组合音响、石英 

钟等家用电器，从无到有，较普遍地进入了居民家庭生活中。年末城镇居民储蓄余额 

17186万 元 （1952年城镇居民储蓄余额68万元）。泸定县调査统计，1990年城镇居民人 

均用于生活费支出为984元，比 1981年增长114.8%。消费结构方面，穿和用的有较大 

幅度上升，一般占商品性支出由1981年的 10. 2 % 上升到17. 2 % 。

第五章经济管理

第一节计划管理

一、机构、体制

解放以后，1954年 11月以前，全州计划工作，由西康省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经济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