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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计划管理

1991～2000 年，理塘县计划经济委员会负责全县的计划管理工作。2001 年 11

月机构改革后，县计经委更名为理塘县发展计划经济贸易局；2005 年 11 月，改称

理塘县发展和改革局。

1991 年，县计经委根据理塘县的实际情况，制定中长期奋斗目标，编制十年

（1991 年～2000 年）规划和“八五”（1991 年～1995 年）计划，按照“以牧为主、

牧农结合、多种经营、综合发展”的方针，加强对农牧业基础设施建设，夯实农

牧业基础，使农牧业发展保持健康、稳定发展，1995 年工农业生产总值达 7344 万

元，较“七五”末增长 46.59%，年均递增 7.95%;人均纯收入达到 502 万元,年均

递增 8%;财政收入达到 500 万元,年均递增 3.5%;工农业总产值达 3830 万元,年均

递增6.25%;乡(镇)企业总产值达857万元,年均递增7.4%;粮食总产量达10250吨;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 2139 万元,年均递增 8%;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年均递增

10.43‰以内;适龄儿童入学率、巩固率分别达到 47.8%、78%。

1996 年，县计经委按照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精神，编制《理塘县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纲要》，计划作眼长远，立足理塘实际，

依靠科技，面向市场，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努力提高商品经济，调整产业结

构，力求做到国民经济、科技进步和社会事业保持稳定协调发展。计划到 2000 年，

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11043 万元，年均递增 8.5%;工农业生产总值达到 9398 万元,

年均递增 5%;农牧民人均纯收入达 1000 元;财政收入达 730 万元,年均递增 8%;乡

(镇)企业总产值达 2463 万元,年均递增 10%;粮食产量达 10000 吨,年均递增 2.8%;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9800 万元,年均递增 14.07%;适龄儿童入学率、巩固率分别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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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62.23%、86.4%。

2001 年，理塘县以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精神和《甘孜州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为指导，面对“九五”期间内外宏观经济环境变化，计划

执行波动起伏，前期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后期经济出现负增长，主要经济指标大

幅度下滑的被动局面，由县发展计划经济贸易局编制出《理塘县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十五”规划纲要》，《纲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贯彻落实党的基本路线、

方针、政策和江泽民 “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计划到 2005 年，国内生产总值

达 15680 万元，年均递增 8%;人均可支配收入 6000 元,农牧民人均纯收入达 1000

元,年均递增 10.94%;粮食产品达到 7748 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 12000 万元;

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 12‰以内,固定资产投资达 13052 万元;适龄儿童入学率、

巩固率、毕业率、普及率分别达到 99.95%、97.2%、98.3%、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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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工商行政管理

1957 年 11 月，理塘县商业局内设工商股，负责工商管理工作。

1969 年，理塘县筹建市场管理委员会，负责市场管理。

1979 年 9 月，撤销市管会，成立理塘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主要管理工商企业

登记、经济合同、广告、集市贸易等。

1997 年 9 月，县工商局与县物价局合并为工商物价局，内设办公室、公平交

易股、企业注册股、市场监督管理股、经济合同管理股、个体私营经济监督管理

股和价格收费管理股。对外实行一块牌子，内部依然实行分开管理。

1998 年 12 月，工商、物价分设，成立县工商局，由州工商局实行垂直管理。

1999 年 4 月 25 日，甘孜州工商局工作组完成了理塘县工商局的机构、编制、

人员和固定资产审核，确认上划。由四川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对理塘县工商行政管

理局实行垂直管理。

2001 年 12 月，根据省编委办公室《关于市（州）县（市、区）工商行政管

理系统内设机构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配置的通知》核定，县工商局更名为四川省

甘孜工商行政管理局理塘分局，行政编制 24 名，后勤服务人员事业编制 2名，其

中科级领导职数 3名，基层工商所行政编制 11 名。四川省市县工商行政管理系统

机构改革后，至 2005 年，机改后内设办公室（含人事教育、财务、法制工作）、

市场监督管理股、企业（个体）注册监督管理股；派出机构（副科级）有城关工

商所、毛垭工商所、濯桑工商所、君坝工商所。其名称改为为四川省甘孜州理塘

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简称县工商局）。

1998 年，结合政府机构改革和工商行政管理实行省以下垂直管理体制改革，

国务院对国家工商局的职能进行了调整：将指导广告业发展的职能交给国家经济

贸易委员会；取消市场培育建设，开展各类交易市场登记的管理职能；把引导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