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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本书是继《青海经济史》古代卷、近代卷之后，又一部研究青海

区域经济历史的学术著作。《青海经济史》吉、近代卷己由我们二

人分别撰著，于 1998 年出版。这两本书面世后得到窍行及社会各

方富的肯定与鼓励，因其填补了青海省经济研究领域的一项空白，

为广大干部群众全面系统地了解省情提拱了丰富翔实的资料，也

为科研和教学工作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

应用价值，2栅年荣获青海省第五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

奖。

《青海经济史·近代卷》的时间下限为 1949 年。 1950 - 2栅

年，全省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征途上又走过了 51 年的光辉

历程。这 51 年，是 w宦纪最后的 51 年，过了 2000 年这一纪年时

序的界碑，历史又跨入一个新的世纪。这 51 年，是中国共产党领

导全国人民，为建立、巩固、发展社会主义这一崭薪政治制度，以及

探索与之相适应的经济管理体锦而不懈奋斗的 51 年，也是青海经

济建设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 51 年。这 51 年作为一个特定的历史

时期，以其对建设与发展少有的创造性、探索性以及经验教训的丰

富性、深刻性倍受人妇关注。在此期间，青海省经济社会发展取得

了举世嘱白的纬太成就，同时也付出了非常高昂的成本和代价，既

经历过烦利时昌首坦途的欢快与自豪，也感受过挫折后回往求索

的悔?畏与困惑。它使我们从生动实践中获得了极其珍贵的精神财

富。

为了这一光辉历史时期的厚重纪念，为了留给人们一部从远

古到 2刷年间青海区域经济活动的真实记录，我们在哲学社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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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工作者应有的历史责任感的鞭策和激励下，继续努力，经数年耕

耘，于近日共同完成了这部《青海经济史·当代卷》。当这本书即将

奉献于读者茵茵时，我们自觉了却了一桂心愿，如释重负，同时又

有一种国力不从心而未能臻于至善的感觉。

本书记述的这段历史过程，距离我们的现实生活最近，从某种

意义上说，它既是历史，又是现实。关于这一时段经济领域发展演

变历史的回顾与总结，对于当前正在实跑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对各

行各韭王在进行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将具有重要而直接的借鉴、指

导作用，其学术意义和应用份垣是不言而喻的。撰写《青海经济史

·当代卷》和撰写古代卷、近代卷比较，要相对容易一些，然雨我们

仍遇到了一定的难处:一是这一段段可资参考的史料较多，但如何

取舍也非易事，既不能丢弃一些最重要、最能反映历史整体真实情

况的事件、资料，又不能将所有资料成堆地罗列起来，须要突出史

书的要求及特点。二是自上世纪 90年代以来，随着体制改革的深

化，机构、部门变动频繁，一些行业性的管理机构相继撤销或合并，

把关的统计等具体工作中断，使有些资料无从查拢。三是在研究

当代青海史方面已有不少重要的著作问世，如《青海省志》各衍业

志、《当代中国的青海》、《中国农业全书·青海卷》等，这为我们撰写

当代经济史提供了很好的条件，我们对其中不少很有价值的内容

都作了引用，因商本书可以说凝聚了不少学者的，心血，但这些成果

多数成书较旱，时间下限只到 20 世纪 80 年代，而 90 年代以后，系

统的研究成果不多，而旦对这十来年许多历史事件的认识和评判

尚有一个进一步深化和趋于准确、科学的问题，钙然需要耗费相当

多的心血。面对上述难处和问题，我们在写作过程中尽了很大努

力，力求使本书兼具学术性、可读性与实用性，但由于受多种因素

的局限，尤其是学术水平的限制，在又一次饱尝了科学研究的苦涩

与艰辛的同时，也不免又一次留下不少的缺憾。

当代卷所反映的历史事件及过程，对现在的大部分人来说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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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陌生，年长者全部亲身经历过，年青人也许部分亲历过，但每个

人因其提历深浅、视野所及各不相同，有的人或许只注意局部丽不

了解全绩，有的人或许虽了解全貌但未曾进行过理性患考等等。

无论哪种情况，梧信号卖了本书之后都会有自己的感受或感悟，都有

独立的发言权。对书中这样那样的不妥之处，诚请广大读者给予

批评指正。

作者

2∞3 年 12 月于西宁

一- 3 一-



日 录

前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第一章青海当代经济发展的里程及主要特征. . . . . . . .. . . . . . . . . . . (1 ) 

第一节 国民经济恢复和经济形态变革. . . . . . . . . . . . .. . . . . . . . .…… (2) 

第二节 "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与国民经济调整...... ... (11) 

第三节 "文化大革命"中的青海经济…. .. . .. . . . . .. .. . .. . . .. . ..…. (23) 

第四节 改革开放与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 (27) 

第二章 经济总量与主要经济关系变化…. .. . .. . .. . .…·……… (40) 

第一节 国内生产总值及建设投资…. . . . . . . . . . . . . .. . . . . . .. .. .….. (40) 

第二节经济结构的变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0 ) 

第三章农业{种植业) . . .. . . . . . . . . . . . .……. . . . . . . .…………. (64) 

第一节生产关系变革及农业的恢复发展..................... (64-) 

第二节人民公社、学大寨运动及农业的曲折发展.. ... .... (73) 

第三节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及农业的稳定健康发展......... (83) 

第四节农垦农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2) 

第五节农业生产水平…·……………. . .. .. .. .. .. . .. .. .. .. . . .. .. . . .. . ..…. .仰的

第六节农业现代化……….. .. . . .. .. . .. . .. . .. .. . . .. ..……................ (107) 

第四章畜牧业. . . .. .. . .. .….. . . . . . . .. .…·……. . . .. . . . .…….......... (1l8) 

第一节牧区的民主改革及畜牧业生产组织的
互助合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9) 

第二节 人民公社、牧业学大寨及畜牧业的曲折前进……(126)

第三节 牧业经济体制改革及健康发展. .. . . . .. . ..…. . .. . . . . . .…. (134) 

第四节畜牧业基础设施建设……. . . . . . . . ..…. . . . .. . .…. ....... (139) 

第五节畜牧业生产水平. .. . . . . . . . ..….............................. (148) 



第五章工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2) 

第一节在原有基础上工业规模显著扩张………………… (152)

第二节实施"三线"建设大批沿海企业内迁入青……(158)

第三节逐步深化管理体制改革改革与发展

相互促进….. . .. . . .. . ..…. . . .. .. .. . . ..…………………....:.. (165) 

第四节工业内部的产业结构………….. .. .. .. .. .. .. ..…. .. .. .. .. .. . .. ..…. (170) 

第六章主要工业产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6) 

第一节石油天然气、煤炭和黄金工业………. . .. . . . . ..……. (186) 
第二节冶金工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3) 

第三节化工及医药工业………. . . . . .. .. .…………·…………(198) 

第四节 电力、机械和建材工业…. . .. . . . . .………. . . . .. . .. .. .…. (203) 

第五节轻纺工业…. .. . . . .. . .…………............................ (214) 

第七章建筑业与城镇建设……………. . . . . . .. .……………. (228) 

第一节发展阶段及特点…. .. . . . . . . . . . .. . .…. . . .. . .. .. . ..…………. (228) 

第二节建筑业管理体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32) 

第三节建筑安装与勘察设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36) 

第四节城镇基础设施建设. . . . .. . .. . . . . .. . . . .…. . . . .. .. . .…......... (244) 

第五节城镇住宅建设和房地产业……………….. .. . .. . .. . ..… . (怒4)

第八章交通运输业…………………………………......... (261) 

第一节发展阶段及特点…………………………………… (261)

第二节公路交通(上)…………. .. . .. . .. . ..……................ (265) 

第三节公路交通(下)……………….. . .. . .. .. . .…. . . . . . .. .. ..…. (271) 

第四节铁路运输………….. . .. . . . . .…. . . .. . .. . .. ..………. .. . . . . .. . (278) 

第五节航空运输及管道、 水上运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85) 

第九章邮电通信业. . .. .. . . . .…………………………………. (291) 

第一节发展阶段及特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91) 

第二节邮电管理体制.. . . .. . . . ..……….. . .. .. .. . . .. ..………………. (295) 

第三节邮政……………………………………. . . .. . . . ..……. (298) 

-2-



第四节电信…….. .. .. .. .. .. .. .. .. .. .. .. .. .. .. .. ..……………………. . .. . .. ., • (307) 

第十章商贸及服务业………….. .. .. .. . . . .. . ..川……………….. (318) 

第一节发展阶段及特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18) 

第二节商业结构及经营体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22) 

第三节商品购销与城乡市场……………………………… (329)

第四节饮食服务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38) 

第五节对外贸易和外资利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43 ) 

第十一章财政税收…….. .. .. .. .. .. .. ..…………….. .. .. .. .. .. .. .. .. .. .. .. .. .. ..…. (350) 

第一节发展阶段及特点…·….. .. .. .. .. ..…….. .. .. .. .. .. ..……. .. . . .. .,. (350) 

第二节财政税收体制的演变….. .. .. .. .. .. .. ..…….. .. .. .. .. .. .. .. .. .. .. .. .. ..….. (353) 

第三节地方财政收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58) 

第四节财政支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67) 

第五节财政管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73) 

第十二章金融业………………….. .. .. .. .. .. .. ..…………………. (381) 

第一节发展阶段及特点….. .. .. .. .. .. .. ..…………………………. (381) 

第二节金融机构的设置及演变….. .. .. .. .. . .. .. .. .. .. .. .. .. .. .. .. .. .. .. .. ..…….. (384) 

第三节货币信贷…………………….. .. .. .. .. .. .. ..…·…………… (39的

第四节保险业….. .. .. .. .. .. .. ..………….. .. .. .. .. .. .. .. ..…………………. (4∞) 

第五节证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06) 

第十三章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 .. .. .. .. .. .. ..……………. (410) 

第一节生态环境概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10) 

第二节 自然生态保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13) 

第三节生态坯境建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18) 

第四节环境污染及其防治….. .. .. .. .. .. .. . .. .. .. .. .. .. ..…………. . . . .. ... ( 428) 

第五节环境保护监督管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34) 

第十四章 人口与人民生活.. .. .. .. .. .. .. ..…………….. .. .. .. .. .. .. .. .. ..…… (440) 

第一节 当代人口变动简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40) 

第二节城乡居民生活………………………………... ... ... (450) 

- 3 一



第三节总体小最进程………. . . . . . . .. . . .. . . ..………….......... (470) 

第十五章 经济发展战略与发展模式. . . . .. .. .. .…. . .. . . .. .. .. .……. (岖的

第一节经济发展战略与发展模式的探索…………......... (480) 

第二节经济发展战略的确立.. .. . . . .. .. ..……………. . . . . .. . . ..…. (484) 

第三节实施经济发展战略的成效. .. .. . .. . . .…................… (487) 

第1m节经济发展战略的深化……..................…......... (491) 
后记........................................t.............................什496)

- 4 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第一章 青海当代经济发展

的历程及主要特征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中国社会当代史的开端。

《青海经济史> (当代卷) ，重点记述自 1949 年新中国建立至 2000

年间青海经济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主要经济活动的历史演变过程

及经济领域各主要部门取得的成就和发生的重大变化，以期总结

经验教训，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

1949 年 9 月 5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西宁，同年 9 月 26

日，成立青海省军政委员会。 1950 年 1 月 1 日，青海省人民政府

在西宁宣告成立。从此，全省人民开始了建设社会主义新青海的

伟大征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青海和全国一样，经济生活经历

了曲折的发展历程。对于中国当代经济史阶段的划分，学术界有

多种观点，有粗有细，依据青海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呈现的实际情

况，笔者认为，青海当代经济史大体可分为四个时期:

1949 - 1957 年为第一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是:生产关

系和经济形态发生革命性变革，农村的土地所有制从封建地主所

有制转变为农民个人所有制，进而又转变为集体所有制;城市的

官僚资本转变为全民所有制经济，个体工商业大多数转变为集体

所有制经济。

1958 -1965 年为第二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是:经济工

作的指导思想上"左"的倾向逐渐占主导地位，农业区集体合作

社所有制强制性地向人民公社大集体所有制过渡;牧业区搞"一

步登天"从牧主所有制、牧民个体所有制直接进入人民公社制;



三年自然灾害造成重大经济困难，被迫实行调整方针。

1966 - 1977 年为第三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是:以极左

的方式推行"文化大革命"，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因

国家开始大规模的"三线"建设，工业发展较快。

1叨8-2则年为第四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是:全面清

理"左"的思想和政策，实行改革开放方针 正 以市场经济为取向

的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深入，国民经济进人稳定健康快速发展的新

时期。

因涉及的内容丰富，本章的叙述侧重生产关系的变革方面，

对经济建设成就及经济结构方面的变化状况另章叙述。

第一节 国民经济恢复和经济形态变革

一、恢复国民经济的主要政策和措施

这一阶段可分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50 - 1952 年)和经济

形态转变时期 (1953 - 1957 年)。

人民政权建立之初，立即以恢复国民经济为中心，从多方面

展开工作。

1.没收官僚资本，发展国有经济。没收马步芳及其政权的

所有财产，建立起一批全民所有制的工业企业。

2. 改革土地制度，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实行耕者有其田。

3. 开展"三反"、"五反"。从 1951 年 12 月至 1952 年 2 月，

在省市机关和西宁地区开展反对贪污、 反对浪费、 反对官僚主义

的"三反"运动，在西宁市工商界开展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

税，反对盗窃国家资财，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

的"五反"运动。

4. 统一财经管理，全面调整工商业。 1950 年开展统一财政

一- 2 -



牧支，统一物资调度，统一现金管理，以及渭整工商业的公私关

系(重点是国营工离业和私营工商业之间的关系)等方面的工

作，解决工商者生产经营中的突出矛盾，促进了在营工离业的恢

复和发展，活跃了城乡经济。

5. 满整工农(牧)业生产品的价格，缩小"剪刀差"发放

贷款，组织群众开展生产自救，努力增如技人;打击投机倒把，

稳定市场物价，改善市场秩序。

6. 免除各种苛提杂税，减轻群众经济负担。

通过以上措施，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牧民和工离业者的生产

经营京极性。至U 1952 年底，全省工农业生产基本得到全面恢复，

并有所发展。从 1953 年开始，在完成农村土地改革和恢复国民

经济的基础上，逐步开展了对袁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

社会主义改造。

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农业区经过土改，生产力得到解放，同时，农拉出现了薪的

矛盾，一家一户的个体经营不能适应进一步发震生产的要求，于

是，他们要求组织起来，走互助合作的道路。 1952 年上半年，

农业区就建立起互助经36208个，加入互助组织的农户达136038

户，占总袁户的 79.3%。互崩组是在不改变原所有制的基础上，

按照群众的习惯发展起来的，多是i拖时性的不稳定的经济组织。

互助组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建立创造了

条件，发展是健寰的。

为适应生卢力发展的要求，从 1952 年开始，在农业区开始

试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根据各地的不再请挠，提出具体要

求，费 1955 年 6 月，建成初级农业合作社 876 个，全省农业区

11 县〈市〉组织起来的农户己占总农户的 80.58% ，人社农户占

农户总数的 12.9% ，并出现了 17 个合作化的乡。在互爵组基础

上发展起来的以土地人股和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初级社，具有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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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性质。它的统一经营，发挥了比互助组更大的钱越性;实

行土地人股参加分红，又照顾不同农户的经济利益，适应当时的

农民党悟水平。这种影式适合当时农村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走进

了农业经济的发展。

1955 年下半年，由于批穿过右倾保守思想，当年 11 月召开的

中共青海省委全委扩大会议，要求加快农业合作化的步伐，提出

1957 年基本完成半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在这种过急思想擂导

下，不到 1 个丹的时间，全省掀起了农业合作化的"新高潮"，

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出上半年的 8∞多个猛增到2057个，入社

农户占总农户的 50.9% ;到 12 月底，初级社又增加~j4 028个，

人社农户占总农户的 85.29毛。接着，仅用半年多时i司，又完成

了自初级社向高级社的转变。到 1956 年 4 月，全省人社农户达

到总农户的 95.12% ，其中转为高级农业社的人社农户占总农户

的比胡达到 91. 989毛。建成高级农业合作社2317个，基本完成了
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捏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小农经济改造成为以社会主义

公有制为基础的合作经济，把个体农民引上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

的道路，这是农村生产关系的革命变革。土地改革后出现的互助

组，是农民的普遍要求，也适合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后来，发

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方向也是正确的，尤其是兴办裙级柱的方

针、政策和步骤是稳妥的;发展高级社也是历史性的进步。但

是，由于"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后期运动要求过急、工作过

程、发展过快，加之组织形式简单划一，忽视了青海当时的农业

生产力还徨落后的实际情况和各类地区的差异性;许多地方土

地、耕畜、农具入社违背自愿互利的黑则:经营管理不善，特到

是分配上能平均主义等问题未能解决，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农民

的积极性，给以后农业的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实践证明，在青

海这样比较落后的地区，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是一项极其复杂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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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的历史任务，不考虑生产力水平的实际状况，不照顾各类不同

地区的差别，不考虑青海的民族特点，不注意发挥集体和个体两

种积极性，盲吕追求合作化的速度，必然会造成不良后果，这方

面的教调是十分深刻的。

三、畜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青海的牧业区是藏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由于历史

原因，牧业区与农业区的情况大不相同，不仅民族关系复杂，宗

教影确很大，而且畜牧业的生产方式也极为落后。人民政权威立

后，中共青海省委遵照中共中央揭示，提据牧区的实际情况，坚

持"读重稳进"的方针和

"不主斗L不分，不主tl阶级"和"牧工、牧主商和1]"政策，争取团结

民族宗教上层等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建立了民族区域自治政权，

稳定了社会治安，增强了民族团结，挺进了经济文化的发展。

1955 年下半年，在全国和省内表业合作化法潮的影暗下，

中共青海省委决定在一些工作基础较好的地区试办一批牧业生产

合作社。 1956 年 2 月下旬，省委召开牧区试办建社座谈会，总

结交流试办经验，认为通过牧业合作化实行对畜牧业的社会主义

改造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会议指出:对牧业实行合作化是以和

平方法从报本上改变牧业生产关系、消灭隶i自i制度、消灭封建特

权和部落割据的决定性步骤。要坚持"全噩规划，加强领导，积

极发展，稳步前进"的方针，贯彻执有假靠牧民群众、团结教育

改造牧主、逐步实现合作化、大力发展生产的路线，商时继续实

行"不斗不分7 不如j黯缀"，"牧工、牧主商利"和宗教信仰自由

政策，减少理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争取在 1959 年前

完成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之后，牧业区各县进一步展开试办牧

业生产合作社的工作，到 1956 年 8 月，建立了一批以牲畜折价

或计头人社、按劳畜比例分红为特点的初级畜牧业生产合作社，

入社牧户 790户，占牧民总户数的1. 179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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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舟、牧业社，在牧区在起很大震动。大多数牧主、头人有抵

触情绪，普遍存在怕改变所有制、信失掉特权、怕宗教没落的心

理。广大牧民由于对牧业社不了解，也存在各种疑虑。同时，试

办工作中出现了不从实际出发、违背自愿互利原财等问题，致使

一部分社员发生动摇，要求退柱。当时，牧业社面临能否生存下

去的严重问题。

在新的彭势下， 1956 年 6 丹中旬召开了中共青海省第二次

党代表大会。会议强调牧区的社会情况和民族关系较为复杂，对

此应做全菌的估计，一方面要看到进步的趋势，部分地区己开始

具备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需要看到落后

的力量和工作中的困难，正确掌握党的政策，避免发生"左"右

偏向。鉴于对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具有完成员主玫革和社会主义

改造的双重任务，会议强调改造工作必须稳妥进衍，在时间和步

骤上，应通过楼商取得民族宗教代表人物和牧莫群众的同意，如

果他们思想上还有抵触，就要等待，什么时候商量好了，就什么

时候开始办，严格茹止包办代替的做法:苔先从发展互助组着

手，在此基础上，再逐步发展合作社。会议还规定对牧主阶级分

子必须贯街执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给他们以政治和

生活出路，对牧主人社也要坚持自愿原则，和技琵一样人社自

嚣、退社自由。上述方针布政策，符合当时实际'情况，因而工作

的进展也比较稳妥。经 1956 年和 1957 年两年的试点，先后试办

45个初级牧业生产合作社和 1 个公私合营牧场，多数发展了生

产，大部分社员增如了收入，取得了成绩和经验。中共青海省委

于 11 月召开二届四次全委扩大会议，遵照中央指示，认真讨论

了畜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会议确定:要积极地有条件地发

展牧业合作社和公私合营牧场。要求牧业这第一类地区(工作基

础好〉争取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基本实现社会主义改造:二类

地这试办一批社、场:三类地区准备条件，争取第三个五年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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