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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阳市经济体制改革志》在市方志办的指导下，在市体改委领导的重视和

支持下，在各县区体改委(办)和市直各有关部门的协助下，经过编志同志的艰苦

努力，就要出版问世了。这是我市经济体制改革领域一件有着重要意义，而又值

得庆贺的事情。

经济体制改革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变革i涉及经济

生活的各个领域和社会再生产的各个方面，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的社会系统工

程。要搞好这一伟大的变革，胜利地完成这项宏伟的社会系统工程，必须清楚了

解改革的历史和现状，以帮助人们得出规律性的东西，把正在进行的改革搞好。

《咸阳市经济体制改革志》编辑委员会正是基于这一出发点和落脚点来编写这部

志书的。志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客观而清楚

地记述了成阳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起根发苗、历史进程和经验教训，从而为进一步

深化我市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成阳市经济体制改革志》在概要记述建国后至1978年以前咸阳市经济管理

体制建立过程及其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经济体制改革

为重点，记述了成阳市经济社会各方面的改革情况，比较准确地反映了成阳市十多

年来的改革成就。志书分农村改革、工业企业改革、流通体制改革、市场改革、财税

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宏观调控体制和劳动人事工资制度改革，对外开放，科教

文卫体制改革，以及体改组织机构、先进单位、模范人物等十篇，内容全面系统，资料

翔实，为各级干部和各界人士了解成阳市经济体制改革情况提供了依据。

《成阳市经济体制改革志》就要出版了。我期望它的出版，不仅使人们了

解成阳改革的历史和现状，看到目前成阳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展望我国改

革开放的美好未来，而且期望人们能以高昂的热情投身改革，献身改革，为振

兴咸阳经济、振兴中华做出自己的贡献。

贺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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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工商业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开始进行工业化建设。对农业进行社会

主义改造，主要是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通过建立互助组、初级农业生

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逐步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农业实行合作化后，

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到1957年底，全区农业总产值达到27627万

元，比1952年底增长了77．5％。对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也经历了大体相

同的过程，通过合作化道路，把个体手工业经济逐步改造为社会主义集体经

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通过采取多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

和逐步赎买的方式，把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到1957年底，

全区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产值占全区工业总值的比重由1952年的70．9％上

升到87．7％。在工业化建设上，在改造私人小手工业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

的同时，国家投资55

组织本厂内的统计工作，完

成统计凋查任务；督促、凋度，组织有节奏的生产；检查、分析、预测汁划

执行情况，发挥企业优势，提高企业综合效益。

一厂生产计划管理的职权足：“统一计划，分级负责；专业分工，归口管

理”。计划科对全厂计划实行三统。即(1)各科室、车间的计划指标项目，

计算，考核方法，统一由计划科制订；(2)各主管科室提出下发的溺鲞个 僻舞场使喜：薹一矍络埕臻冀建设上急于求成，提出“以钢为纲”的方针，

造成国民

经济畸形发展，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在经济管理体制上，限制、甚至取缔私营经

济和个体经济，使生产资料所有制向单一的国有化方向发展；尤其是在计划管

理上，不适当地扩大了直接计划管理的范围，严重地阻碍了经济建设的正常发

展。从1961年起，全区按照“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国民经济发展方针，对

咸阳经济开始凋整，使国民经济逐步从困难中解脱出来。到1965年，全区经济

建设重新出现了生机勃勃的好势头。但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正常

的社会秩序、工作秩序和生产秩序被打乱，经济建设指导方针上的“左”倾错误

被推向极端，许多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和正确措施被当作“修正主

义’’和“资本主义’’加以批判。在整个经济管理体制上，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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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58年到197．7年，虽然“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文化大革命"等

“左”倾错误使成阳经济建设遭受巨大的曲折，但这一时期咸阳的经济建设仍

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主要是：国家在我市重点发展纺织地工业，在“一五"期

间建成的国棉一厂、二厂、籽棉加工厂的基础上，配套新建了国棉七厂、陕棉一

厂、省第二针织厂、陕毛一厂、省第二印染厂、三五三O军工被服厂、成阳纺织

机械厂、省纺织器材厂、成阳纺织工业学校和省纺织器材研究所等，使纺织、印

染、服装、机械、教育、科研成龙配套。而纺织生产的系列化又进一步带动了电

力、建材、橡胶、机械、陶瓷、造纸等行业，以及地方“五小’’工业(小钢铁厂、小煤

窑、小机械厂、小化肥厂、小水泥厂)的发展，使咸阳初步成为一个以纺织工业

体系为主的新兴工业城市。

从建国后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这一时期成阳经济发展的经验教

训看，要保持经济建设持续、快速、稳步地发展，除了要有一个正确的发展经济

的指导思想和方针外，关键是要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建立一整

套适应经济发展的科学的经济管理体制。1958年至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前这一时期，成阳经济发展之所以遭受到巨大的曲折和损失，究其原因

除了受“左”的指导思想影响外，主要是经济管理体制上存在着弊端。这一时期

农村经济管理体制上的弊端主要是：(1)由于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致使

农村基层经济组织和农民缺乏生产经营自主权，影响了农民的积极性。(2)在

生产管理上完全依靠行政命令，在很大程度上造成瞎指挥。(3)在生产组织上

实行集中统一劳动，缺乏严格的责任制，劳动效率极为低下。(4)在核算和分配

上，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核算制度和评工计分的分配制度，导致分配

上的平均主义和“吃大锅饭"。(5)在发展农业生产上片面强调”以粮为纲”，加

之关闭集贸市场，限制农民家庭副业，致使农业生产结构单一，多种经营得不

到发展。城市经济管理体制上的弊端主要是：(1)在所有制上向单一的国有化

方向发展，不同所有制主体之间界限分明，不能互相融合；公有制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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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化，政企不分，企业几乎没有什么权力和财力，其经济活动完全由政府部

门进行决策，财务由国家实行统收统支，影响了企业自主发展生产、发展经济

的积极性。(4)在分配关系上，实行“八级工资制’’，实际导致平均主义。(5)在

经济组织结构上，由于受国家直接的计划控制，中央直属企业和省、市、县等地

方属企业之间互相分割和封锁，失去了本来就存在的有机联系，影响了这些企

业的互相促进，共同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纠正了“左”的思想路线，恢复了实事求是

的思想路线，针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以及这

一时期形成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的弊端，提出了“改革、开放、搞活’’的

总方针、总政策：成阳市根据中央改革开放总方针、总政策的要求，结合自己的

实际，并按照国家和省上的总体部署，逐步对本市经济管理体制进行了全面改

革。大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这一阶段重点是进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全面推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体的双层经营体制，改革农村人民公社

体制，实行政社分设。同时，进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试点，着手市领导县新体制

的准备工作。第二阶段是从1984年10月至1988年9月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

召开。这一阶段重点是进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以增强企业活力为中心环节，

从微观经济机制到宏观经济体制，从生产、流通到社会分配体制，进行了初步

改革；在科技、教育、文化艺术、卫生体制改革方面进行了一些探索；同时开始

实行市领导县新体制，进行农村第二步改革，把农村改革与城市改革结合起

来。第三阶段是1988年9月以后，开始全面进入改革经济、科技、、教育、文化、

卫生等管理体制的新时期。同时，针对改革中新出现的突出问题，开始实行治

理整顿。经过1979年至1990年的十二年改革，成阳市的经济体制格局发生了

深刻的变化，取得了显著成效。

农村改革取得巨大成就。1979年至1984年的农村第一步改革，全面推行’

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体的双层经营体制，冲破了人民公社“一大二

公"、“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旧管理体制，恢复了乡镇政权机构和村民委员会

自治组织，基本解决了农民和集体的关系问题，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

性。1985年以后的农村第二步改革，重点是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大力发展农村

商品经济。通过取消统派购制度和用现金取代实物税，初步理顺了农民与国家

的关系；通过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建立健全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和

专业性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有力地促进了农村产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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