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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溉 述

凉山彝族自治州地处四川省西南部，位于北纬26。03 7—29。18’，东经100。037—103。

52’之间，幅员60114．68平方公里，是攀西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2000年末，凉山州

辖17个县(市)，541乡、74镇。总人口402．4万人，其中，农业人口354．6万人，占

88．1％，非农业人口47．8万人，占11．9％。总人口中，汉族212．7万人，占52．9％；

彝族175．2万人，占43．5％；其余10多个少数民族共有14．5万人，占3．6％。凉山彝

族自治州既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又是四川省民族类别最多的地方。

凉山(西昌)地区历史悠久，是中华民族活动较早的地区之一。在这一带有多处古

人类洞穴遗址，南有“元谋人”的活动，西有“丽江人"的足迹，北有“富林人”的生

息。在公元前21世纪夏禹时，西昌是梁州的边地。到公元前11世纪周成王时，“合梁

于雍”，西昌、凉山就成为“雍州域”。春秋战国时期，这里主要居住的是百濮系统的邛

都人和氐羌系统的笮都人，是邛都、笮都的国土，均属于蜀国。公元前316年，秦惠王

灭巴、蜀二国，“蚕丛(即蜀)国破，子孙居姚侍l(即西昌、攀枝花至云南大姚一带)

等处”。公元前285年，秦襄王时，蜀都太守张若“取笮(即今四川盐源、盐边及云南

华坪等地)及其(金沙)江南地焉”(《史记正义》)。这说明，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有汉族

人口迁人，同世世代代居住在这里的少数民族相处。

凉山(西昌)地区是南方丝绸之路的要隘。据国内文献记载，在公元前四世纪的战

国时期，基本形成了由四川成都出发，经西昌、会理，涉金沙江到云南大姚，经大理、

保山通往缅甸、印度等国的商道，总称“蜀身毒道”(蜀，指今四川；身毒，指今印
· ， ’



度)。公元前loo多年，汉武帝重修“灵关道”(成都一雅安一西昌一楚雄)。这条古老

的国际商道，比横贯大西北的丝绸之路早200多年，对于中国西南同东南亚、南亚的经

济交流有重要的作用，被近代人称之为“南方丝绸之路”。历史上许多著名人物都经过

“灵关道”，汉代司马迁“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司马相如“通灵关道，桥孙

水，以通邛都”；蜀汉诸葛亮南征，“五月渡泸”；元世祖忽必烈南征大理也经过这里；

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作为元朝特使到过这里；明代状元杨升庵贬谪云南途经西昌；

太平天国名将石达开兵败大渡河，留下悲壮的一幕。二十世纪，这里更有重要人物频繁

来往：1935年5月，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率领中国工农红军在这里摆脱蒋介石集团

数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创造了“巧渡金沙江”、“彝海结盟”的伟大历史事迹，并召开

了著名的“会理会议”；1945年9月，蒋介石在这里策划对康滇两省的集权统治；解放

后朱德、邓小平、贺龙、彭真、李富春、李井泉、彭德怀、胡耀邦、杨尚昆、江泽民、

李鹏、朱镕基、乔石、刘华清、宋平、胡锦涛等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先后到这里视

察，关注和指导这里的现代化建设。

凉山(西昌)地区开发甚早。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期，中央王朝就在凉山(西

昌)境内设置郡县。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在凉山境内设置有定笮县、螳

螂县；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开始建郡，于邛都(今西昌)设置越离郡，下

辖15县；宋朝时，凉山地域属大理地方政权管辖；元朝时，设置罗罗斯宣慰司(下设

路、州)；明朝时，改行卫所制度，凉山境内设置有五卫、八所及五个长官司，还有马

湖府；清初沿袭明朝卫所制度，到清雍正六年(1728)裁撤建昌卫，设置宁远府，辖三

县一厅一州，其辖地范围“北至大渡河，南及金沙江，东抵乌蒙(今云南昭通)，西迄

盐井(今盐源)”；辛亥革命(1911)后，凉山各厅、州全部改称县；民国二十四年

(1935)，凉山西部各县属四川省第十八行政督察区，东部属四川省第五行政督察区；民

国二十八年(1939)1月，西康省成立，四川省第十八行政督察区改称宁属，归西康

省，2月在西昌设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昌行辕，8月又在西昌成立“西康省

宁属屯垦委员会”，作为省府派出机构，下辖9县3设治局，凉山东部的雷波、马边、

峨边3县仍属四川省。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西昌于1950年3月27日解放。1950年4月

4日，成立西昌军事管制委员会。1950年12月31日，成立西昌区专员公署委员会，辖

西昌、德昌、会理、盐边、盐源、冕宁、越西、昭觉、宁南等9县及普格、宁东、泸宁

3个设治局。1951年增建米易县。1952年将昭觉县和新建的布拖、金阳、美姑、喜德、

普格、普雄等7县划出设置凉山彝族自治区(州)，撤销3个设治局，同时西昌专区增

建会东、木里、金矿3县。1956年将越西、雷波、马边、峨边4县划归凉山州(马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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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峨边由乐山专区代管)，1956年设置洪溪、瓦岗、甘洛3县，1959年撤销金矿、德昌、

洪溪、瓦岗、普雄、布拖6县。1962年又恢复德昌、布拖2县。此后，西昌专区行政

辖区稳定为西昌、德昌、会理、会东、宁南、冕宁、木里、盐源、盐边、米易10个县；

凉山彝族自治州行政区辖昭觉、布拖、金阳、美姑、普格、雷波、越西、甘洛、喜德、

马边、峨边11县。其间，1955年3月奉国务院令在雷波建立凉山临时军政委员会，4

月15日根据《宪法》规定改凉山彝族自治区为“凉山彝族自治州”，11月将凉山临时

军政委员会合并于凉山彝族自治州人民委员会。1978年经国务院批准，撤销西昌地区

建制，将米易、盐边两县划归渡口市，其余各县并人凉山彝族自治州，自治州首府由昭

觉迁驻西昌。1980年建立西昌市(县级)，1984年将乐山代管的峨边、马边2县划归乐

山市。1986年撤销西昌县，其辖区并人西昌市。至此全州辖西昌市、德昌、会理、会

东、宁南、普格、布拖、昭觉、金阳、雷波、美姑、甘洛、越西、喜德、冕宁、盐源县

和木里藏族自治县，即17个县(市)。

凉山州地处横断山系，属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向四川盆地过渡的地带，地势西北

高、东南低，北部高、南部低；西北部木里藏族自治县的恰朗多吉峰海拔5958米，东

南部雷波县境内金沙江谷底水面海拔仅325米。由于在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期间，印度板

块的冲撞，地壳大幅度抬升，河流强烈下切，形成当今横断山东部特殊的地貌。凉山的

山脉多呈南北走向，河流也多呈南北走向。凉山主要是亚热带河谷气候，雨量丰沛，水

流量充足，河道落差大。因此，凉山是全国水能资源、矿产资源、农业资源和旅游资源

高度富集、组合条件特别优越的“聚宝盆”，开发潜力大。

富甲天下的水能资源。凉山州河流众多，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三大干流通过凉

山州境，中小河流259条，加上降水充沛，流域峡谷多，自然落差大，蕴藏着极其丰富

的水能资源。境内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为4503．8万千瓦，占全国的5．45％，占长江流

域的13．8％，占四川省的24．67％，占攀西地区的88．2％。境内水能资源的主要特点

和优势是：(1)可开发量大，高达3646．8万千瓦。国家规划9大电站(溪洛渡、白鹤

滩、乌东德、杨房沟、锦屏一级、锦屏二级、官地、卡拉乡、瀑布沟)装机容量为

3025万千瓦。(2)高度富集，适合梯级开发。攀西地区平均每平方公里可开发水能资

源的发电量286万千瓦小时，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倍，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4倍，是世

界罕见的水能资源最富集的地区。雅砻江实行梯级开发，可充分发挥各梯级水库的补偿

调节作用，大大提高开发效益。根据规划，雅砻江干流河段，拟开发7级电站，可获得

185亿立方米库容，金沙江干流河段，拟开发4级电站，可获得385亿立方米库容，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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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江段共有570亿立方米，相当于三峡水利枢纽工程防洪库容量221．5亿立方米的2．8

倍。(3)开发建设条件好，效益高。据初步规划，大型、巨型电站坝址地质条件好，动

能指标优越；境内河流，除安宁河的河谷开阔、两岸多耕地、人烟较稠密外，其他地

方，修建水库的淹没损失小，移民量少。据雅砻江、金沙江上6个大型、特大型和巨型

电站水库设计资料统计，总淹没耕地15．32万亩，迁移人口13．2万人，平均每万千瓦

装机仅淹没耕地36亩，迁移人口32人，即每亿千瓦小时发电量淹没耕地78．6亩，迁

移人口69人。淹没耕地和迁移人口数量之低，在国内和世界上都是罕见的，从而使水

电建设中难度最大的移民问题易于解决。朱镕基总理视察二滩电站建设时指出：“如果

进行梯级开发的话，应该说雅砻江这条河流的水资源利用是最便宜的，效益是最高的，

也是非常有希望的。”

得天独厚的矿产资源。凉山具有独特的地质构造和地质结构特征，既是举世无双的

西南“三江”有色金属、贵金属巨型成矿带，又是以钒钛磁铁矿为主的攀西大裂谷成矿

带，蕴藏着极为丰富的矿产资源，是一个得天独厚的矿产资源地区，被地质学家誉为

“攀西聚宝盆”和“天然地质博物馆”。其矿产资源的主要特点和优势是：(1)矿产资源

丰富并配套。已发现的矿产有84种，探明有相当储量的55种。矿产地1828处，其中

大型矿床30个、中型矿床53个、小型矿床163处，矿点665处。钒钛磁铁矿闻名全

国，有色金属矿种几乎应有尽有。黑色金属矿产中，铁矿资源占全省的四分之一。稀有

金属和其他矿藏储量令人瞩目。钼、铟、锆矿全省独有，银、锡、锗、铜、镉、锌、铅

矿储量丰富，稀土矿储量处全国第二位，在国内有重要地位。非金属矿方面，煤的保有

储量5亿吨，且多为低磷、低硫、低灰、高热质的优质煤，德昌硅石储量多、规模大，

盐源的大岩盐矿，氯化钠含量为99．47％，还有优质建材原料享誉省内外。钒钛磁铁

中，钒、钛、铁共生，还伴有铜、钴、镍、铬、镓、钪、铂族等10多种元素，其中许

多有色金属、稀有金属和贵金属，具有极大的经济价值和科学价值。凉山铅锌矿平均含

锌10％以上，资源总量、伴生银矿资源量、资源远景储量都很大，铜矿的品位高，易

于开采，选冶性能良好，且伴生有钴、钼等金属。(2)矿产储量集中，矿床开采技术条

件好。富铁矿集中分布在会东、会理、盐源和西昌等地，94％的铜矿和67．76％的锡矿

储量分布在会理县，铅锌矿集中分布在会东县大梁子、会理县天宝山，稀土矿集中在冕

宁县，有利于建设大型矿山。矿床多数埋藏浅、采剥比低，可大型露天开采，水文地质

条件简单至中等，矿石多数易采易选。(3)伴生成分多，综合利用经济价值高。据科学

分析，钒钛磁铁矿的总价值中，钪占54．53％，钛占30．18％，铁占7．61％，钒占

3．5％，镓占1．34％，以上5种元素价值占钒钛磁铁总价值的97．16％。铅锌矿中，伴

生有银、铜、锗、镓、镉、硫等6种贵金属和分散元素，其中以镉、锗、银最为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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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四川省的镉保有储量名列全国第二位，凉山镉保有储量占全省的73．15％以上。四川省

锗的保有储量名列全国第五，而凉山锗矿占全省储量的78．8％。主要集中在会东、会

理两县铅锌矿中的伴生锗；四川省银矿主要伴生在铜和铅锌矿中，凉山储量为全省总储

量的77．48％。铜矿占全省储量的70．64％，又以拉拉铜矿含的有益成分最多，生产有

铜、钴、钼、铁4种精矿，冶炼计价有金、银、硫3种。

世界罕见的农业资源。凉山是同纬度地区唯一具有东南亚热带气候型的地区，有利

于开发立体农业，是建立粮食、蚕茧、烤烟、糖料以及早市蔬菜、水果的良好基地。地

貌复杂多样，类型齐全，山地面积占全州土地总面积的71．74％，其余是低山、丘陵、

冲积平原、宽谷及断陷盆地等。低中山地，特别是缓坡地带宜发展种植业，还宜于封山

育林，发展林业；中山山地广泛分布着冷杉、云杉及红杉；大片缓坡地带，牧草生长良

好，适宜发展畜牧业。境内有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三大水系，259条中小河流，还

有邛海、泸沽湖、马湖三大天然淡水湖泊，宜于发展水产养殖业。(1)气候资源：凉山

州干雨季明显，呈立体气候，气温日较差大、年较差小、四季不分明，阳光充足多夜

雨。年日照时数1300一2600小时，年日照平均2430小时，沿安宁河地区无霜期达280

天以上，光照时间是四川盆地的两倍左右。气温自北向南、从西向东递增，年均气温

17．1℃，气温的年度化特征是冬暖夏凉。年降水量一般在1000毫米左右。(2)土地资

源：凉山州土地辽阔，可开发荒地较多。自然土壤面积7704万亩，占全州幅员的

85％，农耕地毛面积为922万亩，占全州面积的10％。耕地占全州土地面积的8．44％，

林地占全州土地面积的55．63％，牧草地占全州土地面积的22．55％，其他用地占

2．13％，未利用土地占全州土地面积的10．25％。(3)生物资源：境内动、植物资源品

种繁多、谱系齐全、区系跨度大，许多优势种、建群种形成的经济产量十分可观，很有

开发前景，被誉为各类动植物的“基因库”。据有关资料，州内高等植物在6000种以

上，隶属200余科，其中可利用的达3000余种。珍稀植物44种，药用植物2448种，

牧草植物1909种，栽植植物120种，水生植物100余种。凉山州幅员辽阔，自然生态

环境好，适宜饲养动物和野生动物的栖息繁衍，传统的饲养动物10余种，其中不乏闻

名遐迩的优良品种，饲养的经济动物、药用动物百余种；野生动物千余种，内有31种

珍稀动物列为保护对象，一类保护动物有：大熊猫、华南虎、羚羊、白唇鹿。森林资源

中，常年乔木树种400余种，列入国家和省保护植物57种。全州森林覆盖率37．9％。

丰富多彩的旅游资源。凉山旅游资源丰富，异彩纷呈，其代表性景区、景点和项目

多达160多个，较典型的有秀丽迷人的邛海、雄伟壮观的螺髻山、举世无双的地震碑

林、神秘奇妙的泸沽湖、现代科技的卫星基地、民族团结的彝海结盟等等。凉山旅游资

源具有4大特点：一是自然景观丰富，类型齐全；二是民俗风情浓郁，人文景观特点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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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三是历史文化名城与现代高科技有机结合，融为一体；四是各类旅游资源组合较

好，链接完美。通过开发可使凉山成为集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于一体、集现代文明的科

技成果与古代优秀传统文化于一体、集东南亚热带风光与立体多变气候于一体、集工业

文明与农业文明于一体的旅游胜地，使旅游业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和人民脱贫致富的

重要支柱产业之一。

四

凉山矿冶业的开发，早于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越博郡的设置，但自秦

汉到晚清均无专职部门。直至清光绪九年(1883)始设立四川矿务局及“会理通安官铜

局”，此后相继设立“宁远府矿务局”、“瓜麻矿务总局”。清雍正年间在宁属设农官，清

末设劝业员，主管工、农、牧、水等业。民国初，沿袭清时旧制，宁远府设劝业员、实

业所。民国二年(1913)，宁远府裁府复县，改各县实业所为实业科；民国十四年

(1925)，又改实业科为实业局；民国十六年(1927)，24军军部设垦务局；民国十九年

(1930)，各县实业科改为建设科，主管农、牧、工、商以及交通等业。

解放后，西昌专区设置建设科，主管农、牧、工、商、交通等业。随着国民经济的

发展，逐渐按行业门类分设各科或各局、各处，各司其职，各负其责。

专司资源开发与建设的机构始建于1958年。是年3月，在中共中央成都工作会议

上，毛泽东主席同意冶金工业部党组提出的关于加快冶金工业发展速度的报告。会后，

中共四川省委和省人民委员会成立了“中共四川省西昌工业区委员会”和“四川省西昌

工业区建设委员会”，同时冶金工业部也成立部属“西昌钢铁公司”。以西昌钢铁公司建

设为中心，全省从成都、自贡、温江、内江等地动员10万干部和工人到西昌，开展西

昌冶炼试验场、西昌化工厂、西昌通用机械厂、拉拉铜矿、宝鼎煤矿、泸沽铁矿、益门

煤矿、会理镍矿、会东铅锌矿等30多个重点工业企业的建设。由此时起，西昌、凉山

的开发不断创新，并推动了各行各业的全面发展，所以，西昌建委和西昌钢铁公司不愧

为开发攀西地区的先驱。后来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为了贯彻“调整、巩固、充实、

提高”的方针，1962年3月冶金工业部决定缓建西昌钢铁工业基地，1962年6月中共

四川省委决定撤销西昌建委，所属各企业分别移交省级有关部门和西昌地委领导。

1964年6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确定把西南三线建设的重点放在西昌，随之成

昆铁路、攀枝花钢铁基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西昌飞机场、锦屏电站、四一。厂等一

大批重点工程陆续兴建，仅成昆铁路就调集30万军民大会战。西昌专区和凉山州与之

相适应，于同年10月分别成立支援建设委员会，以协调和指导三线建设，推动区域内

的三线建设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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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中共四川省委采纳省委书记徐驰、杨超的建议，决定成立“四川省西昌

区域规划开发委员会”，7月6日西昌区域规划开发委员会在西昌正式成立。任务是开展

调查研究，协调各方面的工作，抓重点工程建设。当时，作出“二五一规划”，即完成

中共四川省委交给的三大硬任务：年产20亿斤粮食，年产5万吨蔗糖，年产100万吨

富铁矿石，还抓了“邛海铁厂”的建设。1979年2月省委决定撤销西昌区域规划开发

委员会。

改革开放以后，攀西地区的开发进一步列入中共中央和中共四川省委的议事日程，

凉山的开发和发展迎来了最好的时期，1989年4月，中共四川省委、省人民政府决定

成立“四川省攀西川南资源开发领导小组”。1992年8月，凉山州人民政府同意成立

“凉山州攀西地区资源开发办公室”，1992年10月，中共四川省委、省人民政府作出建

立攀西资源综合开发区的决定，明确了加快攀西地区资源开发的几条政策原则。1994

年10月，成立凉山州攀西资源综合开发领导小组。

1995年，中共四川省委、省人民政府又对攀西资源开发区进行了集中力量、突出

重点、小区启动、项目优先的政策调整，使攀西资源开发出现了以一批重大项目建设为

核心、带动地区经济发展的新局面。1996年4月，中共四川省委、省人民政府在西昌

召开“四川省攀西资源开发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中心议题是统一思想，明确任务，安

排部署工作，讨论《关于进一步加快攀西资源开发的决定(征求意见稿)》。1997年8

月，中共四川省委、省人民政府在西昌召开省攀西资源开发领导小组第二次扩大会议，

会议把开发生物资源、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作为攀西资源开发的切人点和突破口。1998

年12月，省长宋宝瑞主持会议，专题研究讨论攀西生物资源开发、推进农业产业化问

题。其间，州攀西资源综合开发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制订了凉山州资源开发规划和年度

计划，组织调查研究，协调有关方面的工作，实施对重大建设项目的指导，开展了一系

列卓有成效的工作。从“七五”开始，在国家和省的大力支持下，凉山州上了一批重点

项目，10多年间，进行了成昆铁路电气化改造，开展了以雅攀高速公路泸沽一黄联关

段、攀西(成都一昆明)光缆工程为重点的交通通信工程建设，以大桥水库及渠系配套

工程为重点的水利建设等等。

五

凉山(西昌)资源综合开发项目多，投资大，战线长。随着不同时期的开发，使凉

山(西昌)的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

在西昌建委开发时期，西昌建委和西昌钢铁公司为攀西地区的资源开发做了大量工

作。(1)建成了一批工业企业，成为西昌工业的骨干。4年间完成基建投资688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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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34个重点工业企业。(2)为国家生产了一批急需的工业产品。西昌建委系统所属

企业总产值为4821万元，3年共上缴利润1805．5万元。(3)地质勘探向深度、广度进

军，探明的矿种扩大，储量增加，水电和森林资源勘察工作也取得较大进展。(4)钒钛

分离的冶炼试验和新材料科研试制取得初步成果，为攀钢的建设提供了技术条件。(5)

为攀钢基地钢铁厂的选址做了前期准备工作。(6)培养了一大批产业工人，锻炼了干

部。

在“三线”建设时期，重点开发项目有：(1)成昆铁路建设。成昆铁路自成都东站

成渝铁路出岔，南抵昆明站西端，建筑里程1083．32公里，在凉山州境内375公里。途

经5县1市，有44个车站。始建于1958年，全线于1970年7月建成通车，1971年1

月1日全线正式交付营运。国家对成昆铁路共投资36亿元，平均每公里造价352．7万

元。(2)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始建于20世纪70年代初，是中国对外开放中规模较大、

技术先进、具有较强发射试验能力和新型航天器发射场。(3)西昌青山机场。始建于

1966年底，1975年5月1日交付使用。跑道长3600米、宽50米。后经两次大型技改，

成为适合各类大型飞机起降的国家一级机场。(4)磨房沟电站。是作为拟定的锦屏电站

施工电源而建设的。1966年8月开工，1970年12月第一台机组发电，1973年9月竣

工，总造价4606万元，单位千瓦造价1228元。装机3×12500千瓦。(5)四一。厂。

是集科研、生产于一体的部属钢铁企业，1958年始建，1966年投产，完成了攀枝花高

钛型钒钛磁铁矿高炉冶炼、选矿、烧结试验，并获得成功，破除了苏联专家判定为钒钛

磁铁矿“渣铁无法分离、不能冶炼”的判断，这一科技成果跃居世界同行业领先地位。

改革开放以后，中共中央、国务院以及中共四川省委、省人民政府十分关心凉山

(西昌)的经济建设，重点项目建设有：(1)攀西钢铁二基地项目。1995年3月，省人

民政府副省长马麟在西昌主持召开攀西钢铁二基地工作会议，决定推荐德昌王所作为二

基地厂址。此后，省、州一再向上级争取，请求国家立项。(2)成昆铁路电气化改造。

改造前，成昆铁路的运输能力为980万吨／年；改造后，年输送能力为2100万吨，运力

提高一倍多。1993年开工，1996年全线完成电气化改造任务。(3)溪洛渡电站。2002

年9月18日国家计委批准的方案装机容量为1260万千瓦，年发电量544—640亿千瓦

时。已完成选坝阶段的设计工作，坝址选择报告已经能源部、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

计总院审定。预可行性研究报告已通过。(4)西昌航天城建设。1995年2月，国务院

批准加快中国西昌航天城开放和发展的规划。1997年，国家民委和国家体改委把西昌

审定为全国民族地区改革开放的试点城市之一，同年西昌市又被批准为全国安居工程试

点城市之一。(5)大桥水库工程。大桥水库是国家大Ⅱ型水利工程，总库容6．83亿立

方米，可增加灌面53万亩，改善灌面34．4万亩，装机容量4×2．5万千瓦，年发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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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亿千瓦小时。大桥水库1992年12月正式动工，2000年6月28日，水库、电站及

其送变电工程全部完工，正式通水发电。工程总投资11．55亿元。(6)安宁河流域农业

综合开发世行贷款项目。1998年11月，中国代表团与世界银行谈判签约。确定安宁河

流域农业资源开发项目投资为20亿元，其中世界银行贷款7855万美元，它包括水利、

种植、养殖和农产品加工等4方面的20个子项目。

。L
／、

凉山(西昌)的开发虽然年代久远，但真正大规模的全面开发是在解放后，特别是

改革开放以后，进展很快。开发硕果累累，成就辉煌，不仅综合经济实力显著增强，而

且为今后开发创造了良好的开发环境。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综合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发展势头强劲

2000年全州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44．55亿元，按可比价计算，比1995年增长

61．77％，其中第一产业达到56．44亿元，第二产业达到41．96亿元，第三产业达到

46．15亿元。2000年全州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630元，比1995年增长60．26％。

财政收人保持逐年增长势头，金融业得到长足发展。2000年全州财政一般预算收

入达到7．896亿元，财政总收入14．42亿元。2000年全州银行各项存款余额117．32亿

元，各项贷款余额70．68亿元。

居民收入不断提高，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不断增加，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改善。

2000年职工年平均工资8054元，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70．35亿元。

全州百乡千村扶贫攻坚工程、人畜饮水工程、移民搬迁工程等成效显著，1995年

创造性地开展了“形象扶贫”，到2000年全州贫困人口减少到40万人，平均年减贫25

万左右，已有11个国定、省定贫困县通过省州确认，实现了整体基本解决温饱的目标。

(二)经济结构趋于协调，成绩喜人

农村经济：以实施农业产业化为龙头，农民增收为主线，大力发展特色优势经济，

加快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步伐，农业生产取得了明显成效。2000年全州农业总产值达到

84．13亿元，比1995年增长45．6％。农业内部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日趋协调合理，

2000年种植业的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56．2％，林业占7．1％，畜牧业占35．4％，渔

业占1．3％。粮食产量稳中有升。乡镇企业在利用地区特色的基础上发展迅速，坚持规

模扩张与集约经营相结合的方针，规模不断扩大，水平不断提高，涌现出闻名省内外的

豪吉集团和三和集团。

工业经济：工业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在全国工业经济结构性过剩的困境中，凉

山州工业地位得到巩固和加强，新注册企业不断增加。全州工业坚持改革求发展，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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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效益，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对一些亏损大的企业实行兼并破产，对老企业

进行技术改造，发展一批新企业，为城镇企业注入新的活力。2000年全州工业总产值

达到87．95亿元，比1995年增长65．54％。

建筑业：认真贯彻《建筑法》，加强对企业的管理，加大监督力度，提高了建筑设

计水平和施工水平，增强了建筑业的整体素质。

旅游业：充分利用凉山丰富独特的旅游资源和地域民族文化，加快旅游工程设施建

设，编制总体规划，利用各种新闻媒体和彝族火把节进行宣传营销，提高凉山旅游的知

名度。

商贸服务业：全州加大流通体制改革力度，坚持国营、集体、个体一起上的方针，

狠抓商贸企业改制工作，打破多年来国合商业一统天下的局面，形成了国有、集体、个

体等市场经济主体竞相发展的良好流通格局。2000年全州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40．31

亿元。

固定资产投资：全州抓住国家实施积极的财政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的机遇，通过争取

国家、四川省的投入和扩大自身积累，逐步加大了投资力度。2000年全社会固定资产

投资完成35亿元左右，固定资产投资率保持在24．2％左右。“九五”期间全社会固定

资产投资累计完成119．35亿元，为“八五”计划的265．2％。

(三)社会事业发展迅速

科技教育：坚持实施“科教兴州”，大力推广应用各类科技成果，“双十亿工程”成

效显著。首先，深入进行教育体制改革和教育结构改革，优化配置教学资源，调整中小

学布局，使学校的配置更加合理。第二，全面启动素质教育，把素质教育向深度推进。

第三，加大教育投入力度，2000年末，全州财政预算内教育总投人为4．21亿元，较

“八五”末的1995年增加1．71亿元。基础教育得到巩固和发展，2000年全州学龄儿童

人学率达到92．8％。

文化、卫生、体育、广播电视：坚持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方针，积极开

展全民性的群众文化体育活动，既反映时代的风格，又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加强

了文化娱乐设施及医疗设施的建设，加强了对文化、广播电视事业的管理和规范。2000

年，全州广播人口覆盖率79．22％、电视人口覆盖率88．04％。

(四)各项改革不断推进，对外开放加快步伐

农村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取得明显进展。农村进一步落实了新一轮农村土地承包政

策，进一步调动了农民投资土地的积极性。城市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承包经营、股份

制、合作制全面展开。

继续扩大对外开放，推进全州经济与国内国际市场接轨。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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