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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说明

一、本志编写，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xlS d,平理论、江泽民“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国民经济计划管理方面的有关方针政策为准

绳，据实记录毕节地区计划管理工作史实。

二、本志记述的内容，上限1949年12月全地区解放，下限至2000

年。记述重点放在1954年4月地(专)、县(市)计划机构建立后，对明代、

清代、民国时期经济发展事项在概述记述。行文中1970年前称“专区”，

1970年后称“地区"o

三、本志按1956年lO月贵州省计划委员会拟发的《专区、自治,k11、

市、县计划委员会工作范围的暂行规定》和1996年8月毕节地区行政公

署印发的《毕节地区计划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方案》规定的

范围记述。

四、志中记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统一用经地委、行(专)署

批准，由地(专)区计委(局)正式行文下达执行的计划资料人志。除1959

～1962年“调整时期"和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个别年份外，不采

用其它计划数据o

五、志中记载的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统一采用1989年9月地区

统计局编撰的《毕节地区奋进四十年》一书资料o 1989～2000年资料，以

统计年鉴为准。对原地区计划局(委)各年度计划执行结果通报资料与

上述不相符的部分数字和文字内容等，相应进行调整o 1955年前计划数

为旧人民币币值，除少数数字与《毕节地区奋进四十年》一书资料作比

较，需进行技术处理外，其余仍保留原计划数。志内数据由计划部门审

定。

六、区域规划的记述，以各规划成书或成稿内容为依据简要撰写，引

用文字、数据不与统计资料挂钩。

七、水城县划归六盘水市辖区后，计划不再包括。

八、本志中设置《专记》，记述重要专项工作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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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节地区志·计划志》出版了。这是参加编写工作的全体人员辛勤

劳动的成果、集体智慧的结晶o、。、 。一+一+
， ： ．

这部志书博采宏微，求真存实，客观、全面、系统地记述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以来，毕节地区计划管理机构、体制、体系、方法，中长期计划、

年度计划、专题计划和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计划，以及以工代赈计划等方

面的工作情况。详细勾画全地区解放50多年来，计划管理产生、发展和

改革的始末，兴衰起伏，反映计划经济的得失成败，着力讴歌中共十一届

三中全会后，20年间计划管理体制改革的进程，以及由此获得的显著成

绩。全书指导思想明确，信息量大，资料丰富，文字流畅，脉络清晰，地方

特色和时代特色鲜明，对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发展规律，研究和制定经济

社会发展战略，改进和完善计划调控管理，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值得一
’^

候o

历史上，毕节地区境内各族人民培育创造的业绩，对社会制度变迁

和经济发展起到推动作用。新中国成立后，毕节地区贯彻党和国家的路

线方针政策，实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废除旧中国以生产资料私有制和

小生产经营方式为基本特征的经济体制，逐步对全社会经济活动进行计

划管理，计划为促进经济社会事业的发展进步发挥了积极作用。全地区

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经济和社会“旧貌

换新颜"o但是，由于实行高度集中管理，不尊重甚至否定价值规律和市

场机制，计划经济的消极作用日益显露o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后，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计划管理的方法和手段发生变化。

全地区计划工作围绕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

高"的方针。坚持从产业结构调整入手，面向社会作计划，准确选择烤

烟、油菜为重点发展产业，取得很大成绩，为经济全面发展打下良好基

础o 1992年j全地区同全国、全省一样，开始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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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转轨，计划管理体制逐步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经济朝着健康轨道

长足发展。进入21世纪，全地区绘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计划

和2010年长期规划宏伟蓝图，从交通、能源、矿产、城建、畜牧、生物、旅

游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开始起步，机遇和挑战并存，全地区

各族人民正与时俱进，解放思想，团结拼搏，再创辉煌。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修志的目的在于“资政、教化、存

史"，这本志书是在计划局党组领导和支持下撰写的经济专志，其记述的

内容，有很多可供借鉴的经验，也有一些值得反思的教训，将为后来者认

识和建设毕节提供可资参考的宝贵资料。

毕节地区行署副专员胡学林

毕节地区计划局原局长张敦华

毕节地区发展计划局局长谭亚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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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毕节地区位于贵州省西北部，土地总面积26853平方公里。西接云南、北临四

川，东北与遵义市，东与贵阳市相接，东南与安顺、六盘水市为邻，辖毕节市，大方、黔

西、金沙、织金、纳雍、威宁、赫章县。2000年，全地区总人口685．8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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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毕节地区境60万年前就有人类繁衍生息。元、明时期，今毕节地区为彝族土

司领地。元代，中央统治势力进入西南边疆，对这一地区的行政建置，采取“流官之

外，尚有土司”的政策。

明代沿袭元制，实行土流并治政策。洪武十七年(1384)，在卫、所实行军屯制

度。大范围的军人屯垦，使毕节、威宁、赫章县土地得到较快的开发利用。大批军人

带来中原、华东等先进的农耕技术，促进境内农业生产的进步和发展。是年，贵州宣

慰使奢香夫人，开辟龙场九驿，联通毕节驿，北达永宁。东、西、北驿路的联通，为境

内通商、盐运、粮运创造条件，刺激农副业和采矿业生产发展。洪武年间，威宁办厂

采矿炼铅，产量近万斤；畜牧业进一步发展。洪武十七年(1384)，明廷额定乌撒府每

年易马6500匹。

清初，清廷沿袭明制，对今毕节地区境实施土流并制。康熙五年(1666)二月，清

王朝在土司地区实施“改土归流”政策，康熙二十六年(1687)，下令将无主荒地分给

流民及清军官兵耕种，把原属土司规定的劳役地租，改为实物地租。乾隆年间，又令

“改屯升科”，允许屯田进行买卖，缴纳税银，发契为业；允许军队参将以下官吏在住

所买田置宅、入籍，土司世袭制宣告消亡，新兴地主和自耕农民大批涌现。这些变革

措施，促进境内工农业生产和商贸的发展。据资料记载，清王朝统治时期，境内栽

桑、养蚕和织布成为农民家庭的副业生产，畜牧业进一步发展。雍正年间，“水西马”

市场交易近万匹。产于今赫章县可乐乡的可乐猪，以其肉质肥而不腻、香嫩可口而

闻名。产于今赫章县财神、大方县百纳的生漆，其质具有“燥性好、色泽鲜、耐酸、耐

碱、抗高温”等特点，产品畅销省内外。以大定(今大方)生漆为原料的漆器手工业生

产发展迅速。清末，大定漆器制作工艺水平高，成为当时贵州三大名产之一。铅锌、

铜矿开采冶炼发展迅速，乾隆十二年(1747)，仅今赫章县境内的妈姑，年额购白铅

200万斤；乾隆六年(1741)，威宁铜厂河开槽洞采矿炼铜，年产铜百万斤，不但满足黔

局铸币之用，还可运京供铸。 一‘ 。‘

民国初至24年间，贵州军阀混战，生产萧条，境内民众生活艰难。民国2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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