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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发展改革

一、 机构

乡城县发展和改革局是县人民政府组成局之一，1991年～2005年，经历了4次较大规模机构改

革。1991年，乡城县计划经济委员会（简称计经委，下同），设办公室、计划科、企管科、两资

办、矿产办5个科室。1997年，实行机构改革，县计经委与统计局职能合并，更名为乡城县计经统

计局，实行“一块牌子，两套人马”。县计经统计局除负责计委、经委、统计工作外，还兼质量技

术监督、招商引资、经协等工作。2001年，县计经统计局下设办公室、计划股、农业股、综合股4

个股室。2002年1月，县物价局、贸易局并入县计经统计局，更名为乡城县发展计划经济贸易局，

并挂“招商引资局”、“物价局”牌子。县发展计划经济贸易局下设办公室、计划股、重点股、统

计股、物价股5个股室，兼有招商引资、质量技术监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职能。2005年8月，

实行机构改革，县统计局、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职能从县发展计划经济贸易局划出单设，组建乡

城县发展和改革局，承担原乡城县发展计划经济贸易局、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职能。发展和改革局

下设办公室、计划股、商务股、经贸股、物价股5个股室，挂“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商务局

（招商局）”、“物价局”牌子。兼有质量技术监督、招商引资、经济体制改革等相关工作职能。

2005年底，全局共有干部职工16人，其中：公务员14人、工人2人。

1991年～2005年，乡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原计经委）历任局长（主任）为付光勇、李宗会、甲么、

李健、巴登尼玛，副局长（副主任）为何康雷、张坤蓉、邬军兰、蒋洪源、喻杰、王华东。

二、计划管理和改革

（一） 计划管理

1. 短期计划：1991年～2005年，共编制《乡城县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计划》15篇。1991

年～1995年，编制的年度计划基本内容包括农业、畜牧业、林业、工业、交通运输、邮电、财政、

金融、商贸、粮食购销等经济发展指标，同时涉及文教卫生、体育、计划生育等国民经济和社会事

业发展的计划目标。1995年以后，计划进一步放开，乡城县计经委将下达具体的生产计划、经营计

划等改为以宏观管理为主，工作职能转变为以监督、协调、服务为主，同时加强对年度计划的预

警、预测、调查了解，分析社会发展状况。每年在下达农牧业生产计划、工业生产计划前，计划部

门加强与行业部门之间的衔接和协调，使编制的年度发展计划成为具有实际指导意义的宏观计划，

并作为全县目标任务完成的一项指标。每年年初，将全县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向

县人民代表大会进行汇报，并将下一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目标（草案）》提交县人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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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　1991年～1997年乡城县固定资产投资情况统计表 　　 　　　单位：万元

年份 合计 国家投资 城镇私人投资 农村私人投资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390

757

551

2946

863

985

1219

326

414

330

457

587

602

658

16

33

14

1921

197

279

351

48

310

207

568

79

104

210

表大会审议。

2. 中期计划：1991年，编制了《乡城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1995

年编制了《乡城县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第九个五年计划及2010年远景目标规划》。2000年，编

制了《乡城县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2005年，开展了

《乡城县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的编制工作。

（二）计划改革

1991年以后，乡城县计划工作逐步由原来的编制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向中长期计划和

产业发展规划转变，及时对全县重大经济问题进行研究，提出具体措施，协调全县经济健康发展，

同时肩负开发资金的管理职能。计划体制进一步完善，从单一的年度计划转向长、中、短期计划相

结合；从单一的经济发展转向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三位一体的统一计划。对计划体制进行改革，

目的是进一步放权，减少指令性计划指标，扩大指导性计划指标，使计划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过

渡。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目标，乡城县计划管理从直接管理逐渐转

为宏观间接管理，计划经济占国民经济的比重逐步缩小。

三、计划编制

按照“当好参谋，搞好协调，计划平衡，高效务实，服务基层，团结协作，廉洁奉公”的工作

宗旨，编制了“八五”、“九五”、“十五”计划 。同时，每年都编制下达国民经济及社会事业

发展计划。先后完成《布交通坝子综合开发》、《乡城县后山防护林工程可行性论证》、《全县防

护工程总体规划》、《开发边边哨坝子的报告》、《玛依河引水工程规划》等一批大型经济项目规

划。

四、经济结构调整

（一）所有制结构调整

15年间，公有制经济比重下降，非公有制比重增长。投资结构随着经济结构的改变而变化。

1991年～2005年，全县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继续实行“控制总量、调整结构、整顿秩序、提高效益”

的方针，优先安排好经济效益好的重点项目，保质保量地完成州计委下达的投资计划指标，提高项

目投资效益，确保了项目建设的正确性、合理性、可行性。



·  37 ·

◎ 第四篇　经　济

图4-2　乡城县“十五”期间产业结构调整示意图（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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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3 479万元，年均递增7.7%，完成“十五”计划的153%；三大产

业结构由2000年的39∶23∶38调整为23∶23∶54，产业结构开始趋于合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

额完成16 778万元，年均递增35%，完成“十五”计划的162.5%；实现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350万

元，比2000年增加126万元，年均递增9.3%，完成“十五”计划的13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

2 312万元，年均递增11.7%，完成“十五”计划的94.5%；农牧民人均纯收入达1 285元，比2000年

增加650元，年均递增15.1%，完成“十五”计划的124.5%。

（二）产业结构调整

15年间，乡城县始终坚持稳定第一产业，优化第二产业，大力发展以旅游业为龙头的第三产

业，努力构建大香格里拉经济强县。

五、招商引资

2000年，乡城县成立招商局。2001年，成功引进台资企业——台湾龙泉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投

资1 700万元，新建曲堆电站（装机1 250×2千瓦），该电站于2002年建成投产。2004年，与云南滇

能集团公司就县境内水能资源开发进行了洽谈。同年，吸引民营企业硕曲绿色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投

资870万元买断巴姆山宾馆经营权。2005年，成功引进彭山强祥房地产公司开发建设香巴拉休闲广

场，并带动周边旧城改造，总投资达4 000万元。引进重庆市大足建筑有限责任公司、潼南建筑有

限责任公司、眉山静远房地产有限公司等企业，开发建设县公安局综合楼、县粮食局综合楼、县交

通局综合楼等工程，总投资达1 226.4万元。

六、外贸出口企业

（一）硕曲绿色食品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是按照《公司法》及现代企业制度组建的股份制企

业。公司成立于2000年7月，注册资本2 175万元，法人代表曲真。公司占地面积1.13公顷，建有标

准化生产加工厂3 602平方米、小型冷冻库329平方米、综合办公楼等3 655平方米。2005年，有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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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56人，其中管理人员16人。公司是以生产加工高原特有野生食用菌——松茸为主的食用菌生产

加工企业。

（二）扎西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00年，是按照《公司法》及现代企业制度组建的民营企

业，下属巴姆山旅游出租汽车公司、香巴拉民族大酒店、汽车配件销售门市部、野生食用菌加工

厂。公司注册资金1 500万元，法人代表龙热。2005年，有职工207人。

（三）雪松天然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01年，是按照《公司法》及现代企业制度组建的

企业，以生产加工松茸为主。公司注册资金880万元，占地0.47公顷，建有标准化松茸生产加工车

间、高低温库、综合办公楼，2005年，有职工32人，其中管理人员13人。

七、物价管理

（一）机构职能

1989年7月27日，乡城县物价局正式成立。1993年4月至1998年7月，县物价局与县工商局合署

办公，单位名称为乡城县工商物价局，1998年8月至2002年1月，县物价局从县工商物价局分离出

来，单设乡城县物价局，2002年1月至2005年12月，县物价局并入县计划经济统计局，设物价股，

挂“乡城县物价局”牌子。

县物价局的主要职责是落实上级物价部门、州业务主管部门下达的调定价决定；监督检查本行

政区域内所有企事业单位及其业务主管部门执行物价政策情况。

（二）价格管理

物价管理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在计划经济时期，价格管理权限基本集中于中

央和省、市、州。乡城县价格管理业务受州物价局指导。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价格管理权限逐步下

放。由单一的计划价格制度，转变为市场调节价、指导价双轨价格。1992年，决定扩大企业自主定

价权，市场价格进一步放开。

县物价部门充分发挥对物价的管理和监督职能，进一步加强对物价的宏观调控和价格监督工

作，实现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预期控制在2%～4%的调控指标内。

2002年，开展了行政事业性收费的年审工作。对成品油价格及通信、邮政等行业收费价格进行

上墙公示，并进行监督管理和专项检查。进一步对出租车收费价格进行规范化管理。对县供排水有

限责任公司供水价格进行核实，组织开展城市供水价格全国统一审价工作。完成县电力公司电价成

本核实工作；对工商系统进行专项检查工作；对广播电视局增加节目频道维护费的报告进行批复；

征收副食品价格调节基金。

2003年“非典”期间，紧紧围绕“清费、治乱、减负”工作重点，大力整顿价格秩序，着力规

范执法行为，努力提高队伍素质，依法治价，积极搞好价格监督检查工作。重点对种子、化肥、农

药、农用商品等的价格及农村计划生育收费、婚姻登记收费、农村建房占地收费、农村学校收费等

情况进行监督，组织人员对国土、城建、电信、邮政收费，电价（农价）、水价、车站票价进行全

面检查，搞好市场物价监管工作。对乱涨价、乱收费行为进行严厉查处，对涉农收费情况进行专项

检查，保持了市场物价的基本稳定，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2005年，继续开展对行政事业性收费许可证的年审，对成品油价格开展了5次调查工作，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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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对出租车收费价格进行制度监督、规范化管理。重新制定猪肉、牛肉、鱼肉等重要商品政府指导

价格，限定最高单价为每斤9～10元。对重要的粮油产品价格制定政府指导价，建立完善重点监测

制度。对全县中小学收费全面实行“一费制”，进一步规范教育收费价格公示制度。制定了城区生

活垃圾清运费收费标准和征收方案。

第二节　工商行政

一、机构

1991年，乡城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内设市场管理股、企业管理股、经济检查所，下辖城区工商

所。1992年，增设办公室和合同股，经济检查所改为经济检查队。1993年，县工商局、县物价局合

并，成立乡城县工商物价局，内设办公室、市场管理股、企业管理股、物价经检所，下辖城区工商

所。1994年，县工商物价局增设个体股和合同股。1996年，合同股并入市场股，物价经检所拆分为

经济检查所和物价检查所。1997年，撤销经济检查所和物价检查所，更名为价格调控收费管理股。

1998年增设经检队和热打工商所，价格调控收费管理股更名为物价检查所。1999年，工商行政管理

部门实行省以下垂直管理，工商局、物价局分设，乡城县工商局更名为四川省甘孜州工商局乡城分

局，内设办公室、个体股、企业股、经检队、市场股、人事股，下辖城区工商所和热打工商所。

2002年，四川省甘孜州工商局乡城分局更名为四川省甘孜州乡城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内设办公室、

市场监督管理股、企业注册监督管理股，下辖城区工商所、热打工商所、水洼工商所、青麦工商

所。2005年有在职职工18人。

1991年～2005年，乡城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历任局长有娘苏丁真、丁淑娟、刘麦、高军，副局长

有多清、吕怀国、罗建国、格登。

二、市场建设

2005年，县城所在地有3个集贸市场，其余12个乡镇有零星个体户摊点70余户。

表4-3　乡城县市场建设一览表

年份 面积（平方米） 名　称 资金（万元） 建设单位

1999

2001

2002

1238.17

1410.00

1370.00

　　向阳金农贸市场

　　土特产品交易市场

　　综合汽车维修市场

137.00

212.45

136.00

　　县政府

　　县民贸公司

　　县硕曲绿色食品开发公司

三、工商登记

乡城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依照《公司法》和《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负责全县

各类企业的登记管理工作。一是健全登记管理制度，初步建立规范的市场主体准入机制；二是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