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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青

盛世修志。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之际，程

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下，开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

第一次全国性的修志工作。我们经过近2年的艰苦工作，完成了

《重庆市计划管理志》。

编写计划管理志在我国5000年的文明史上还是头一回。在

编写过程中，我们本着继承传统体例、大胆探索、勇于创新的原

则进行工作。 《重庆市计划管理志》遵循志书横排纵写的体例，

多角度地反映了重庆市计划管理体制、计划管理机构、计划工作

制度、年度计划、中期计划、长期计划、计划成效等诸方面的情

况，历史地记述了重庆市1940一v1985年计划管理的演绎和发展的

情况，第一次比较全面、系统、真实地反映了重庆市计划管理面

貌。

在记述中，我们以尊重历史，客观反映为基本原则，希望能

为后人留下一部可信赖的书籍；同时，我们又注重为现实服务，

希望能为宏观经济管理者、计划工作者、科研工作者，尤其是各

级领导者起到“温故而知新”的作用。当然，由于受到自身理论

修养、历史知识、写作功底的限制，难免不尽人意。

在《重庆市计划管理志》的编写过程中，我们得到了重庆市

档案馆、重庆市图书馆、重庆市计委办公室和国土处、中共重庆

市委办公厅档案处、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档案室、中央第一历史

档案馆和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大力支持以及市修志办公室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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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与《重庆市计划管理志》同时完成的还有《重庆市经济综合

志》，后者可以从重庆市经济、科技、社会发展方面对《重庆市计

划管理志》作重要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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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第一章概 述

中国计划管理萌发于中华民国。民国14年(1925年)，孙中

山写出了我国第一部计划专著——《实、业计划》：，抗日战争时

期，民国政府开始搞计划管理，民国29年(1940年)．11月22日，

在重庆成立了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计划经济制度作为社会主义

性质的基本方面确立下来。从此，重庆市经济、科技、社会的发

展走上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道路。经过30年的摸索，到1979年

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才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找

到了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路子。改革几年来，重庆市计划管理发生

着深刻的变化，正在向着计划与市场日趋内在统一的新的经济远

行机制的方向发展。

一重庆市计划管理的弊端
(1940"--1949年)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以“男耕女织”为特点的自给自足的自

然经济解体，以机器生产为标志的社会化大生产逐步发展起来。

近代经济的发展在客观上对计划管理提出了要求。 “十月革命，，

胜利后，苏联开始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实践给中国资产阶级革

命家和知识分子以影响。孙中山写出-『中国第一部计划专著一一

《实业计划》。以后，许多知识分子对中国工业化的计划管理问

· ! ·



题进行了研究，这就从理论上为中华民国实施计划管理创造了条

件。民国29年(1940年)，重庆被定为中华民国永久陪都，不

仅政治地位重要，而且日益成为国统区的经济和文化中心。为了

加快陪都建设，，冲华民国政府批准成立了重庆市陪都建设i‘}．划委

员会，对陪都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实施计划管理、

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于1940年11月22日成立，直接隶属于行

政院，为一幕僚机构。其职责是筹谋规划建设陪都的通盘计划，

促进陪都建设。从1940"--'1948年，先后编制了《战时三年建设计

划大纲》、《陪都十年建设计划》、《陪都两江大桥计划》、

《重庆市民住宅t}划》、《扩补陪都公用事业计划》和《整理南

温泉计划》等。陪都时期的规划是比较宏伟的，不过，由于政治

和经济上的诸因素，真正实施的比较少。主要建设工程项目有

上下水道、城区公路、标准人行道、和平隧道、抗战胜利纪念

碎，大阳沟菜市场、较场口广场等。而这些工程许多是1949年后

经过多次修缮才得以有今天的面目。

重庆陪都时期的计划以“把重庆建成世界大都市”为目标，

以“繁荣工商业、整顿市容、合理规划城市建设，使重庆的工商

业、交通、社会组织、居室、空地、公用设施六项得以平衡发

展，纠正重庆市长期无目的过渡膨胀状况刀为发展方针。

中华民国陪都时期的计划管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建

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土的计划经济管理有着本质的不同。但

是，在计划管理形式上却有许多相似之处。陪都时期的计划管理

是重庆市计划管理的初始阶段。

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的创立
“

(1950～1955年>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从1949年12月～1950年2月，分

·2·



七大系统基本完成了接管工作。从此，重庆建设纳入了社会主义计’

划经济的轨道。1950～1955年，是重庆市社会主义计划管理打基

础的几年。在这几年中，计划机构逐步健全，计划工作逐步开

展，计划经济制度逐步建立起来。

1950年8月1日，中共重庆市委作出了《关于重庆市今后工

作方针及几个具侉问题的决定》，提出了有计期地恢复和发展生

产的方针。指出今后的中心工作是管好经济工作，这就是开展长

期的、有计划地恢复与发展生产的工作，强调必须制订全市公

营、私营生产与贸易的大体计划，对生产和流通给予计划指导，

减少官目性，改变无政府状态，要求企业根据情况制订生产计

划。1950年3月，重庆市政府决定成立重庆市人民政府财政经济

委员会来负责全市的经济计划管理工作。市财委职权和任务的第

五条就是“拟定重庆市财政经济方针、计划并审查监督执行"。

1954年9月1日，根据中央的要求，成立了重庆市人民政府计划委员

会，它代表政府行使计划管理职能。1955年3月28日，经中共重庆市

委批准，成立了市计委党组。至此，重庆市的计划机构基本健全。

从1950～1955年间，重庆市先后召开了第一、二届财政经济

计划工作会，在干部中旃立了计划经济的观念，培养了计划工作

干部；组织了计划的编制与实施，先后编制了“重庆市1951年生

产计划劳、“重庆市1952-"-'1955年各年度国民经济计划”、“重

庆市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在国营厂矿建立了计划管理制

度，对国营商业和合作商业部门实行了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制

度，按照“公私兼顾”的原则，有计划、有重点地通过加工、订

货、收购、贷款等支式扶持公、影、营厂商恢复生产。这一时期计划

管理的主要目标是恢复与发展生产，为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的社

会主义建设创造条件。

从1950-v1955年问，重庆市经历了计划体制的第一次重大变

化。1950年，重庆市为直辖市，由西南军政委员会代管，计划体

·8’



削为直辖市计划体制。重庆市作为省级计划单位，其计划直接纳

入全国综合平衡，商业、物资西南一级供应站设在重庆。1954

年，中央政府决定撤销大区一级行政机构，重庆市改为省辖市，

并入四川省建制。但鉴于重庆特殊的经济、政治地位，对重庆市实

行了国家计划单列体制，其计划仍然直接纳入全国综合平衡，只

在四川省的计划中照独列出。

这一时期的计划管理有三个主要特点t

(1)计划管理的对象是五种并存的经济成份。《西南区国

民经济计划编制暂行办法》的第一条规定。 “国民经济计划是整

体的，应包括本地区的各国民经济部门，各种产、泣系统、各种经济

成份。"这时的计划包括国营、公营、公私合营、合作社营、私

营等五个方面，各种计划都按不同的国民经济部门、不同的产业

系统、不同的经济成份、不同的地区分别填报和下达。

(2)计划主要依据市场需要来编制。1950年编制1951年生

产计划时，是按“量销为产”的原则编制的，1952年，中央开始

颁发部分计划控制数，此后几年的年度计划是依据中央控制数和

充分考虑市场销售情况编制的，编制“一五"计划时，明确地提

出了“计划为国家工业化的需要服务、为中央国营厂矿企业的需

要服务、为农业生产和人民群众的需要服务"的方针，市场需要

在计划编制中的作用更为突出。

(8)在计划指导下，综合运用财政、税收、信贷、价格等

经济杠杆和经济合同来实现经济的发展。1950年建立起市级财

政，为打开恢复生产的困难局面，市政府有计划、有重点地给予

部分工商业贷款，并采取加工、订货和统购、包销等措施扶持生

产。以后，配合土地改革、社会主义改造，稳定金融、稳定物价

都采取了强有力的调节措施。

从1950----1955年，重庆市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在实践中建

立起来，有力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6年间，全市工

·4‘



农业总产值(不含原永川地区)增长1．5倍。其中，工业增长3．5

倍，农业增长48％。这对于实现重庆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

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设人民

的、生产的新重庆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为1956年重庆市开始大规

模的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条件。

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计划管理
(1956--1965年)

1955年7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并公

右了“一五"计划，重庆市的“一五”计划也经市第一届人民代

表大会和中共重庆市第十次党代会通过。根据中央指示，重庆市在

同年10月掀起了宣传“一五"计划的热潮。1956年，重庆市大规模

的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开始。“一五”诗划的正式通过并实施，

标志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计划管理开始。1956-一1965年．

是重庆市计划管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曲折变化的10年。

1957年，重庆市胜利完成了市“一五"计划，并根据毛泽东

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基本原Ⅲlj和国家计委在周恩来主持下

提出的国家“二五”计划的建议，拟定了重庆市“二五”计划草

案。基本方针是发挥企业潜力，为城乡人民生产生活服务，计划指

标也比较实在。可是，1958年发起的“大跃进”运动破坏了“二

元”计划，计划管理严重违背科学，脱离实际。1958年6月，市

委提出了4尽快把重庆建设成为综合性现代化工业城市”的“大跃

进”目标，重庆经济步入以“钢铁为中心”的超高速发展的轨道。

3年“大跃进”后，。重庆经济出现比例严重失调的状况，再加上

严重的自然灾害的影响，重庆经济陷入极端困难酌局面。1961

年，贯彻党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

针，‘重庆经济开始调整。到1965年，重庆经济从困难局面中解脱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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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经济形势已经好转。在这种情况下，着手总结计划经济建

设的经验教训，明确提出了改进计划体制的问题。

在这10年闻，编制了三个重要的规划： (1)1956年编制的

《重庆市关于贯彻实现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规

划》。这是响应中央号召，在《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指导下编

制的。中心内容是全部实现农业合作化，迅速发展市郊农业生

产。 (2)1959年编制的《重庆经济区域规划》“0这是根据省委

指示编制的。该规划提出了重庆经济区特定的区域范围和特点，

对经济区内资源的综合利用，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城市建设

韵发展与布局进行了规划。 (3)1964年编制的《重庆地区三线

建设规划》。这是根据毛泽东提出的要准备打仗、要搞“三线"

基地的指示和中央提出的建设一、=、三线战略布局的方针制定

豹。中心内容是围绕把重庆地区建设成一个“能生产常规武器，

并且有相应原材料和必要的机械制造工业的工业基地”的目标，

采取与一线结合的方针，按照“分散、隐蔽、靠山”和“大分

散、小集中’’的原则，新建、迁建、改建一大批企业。

这10年问，重庆市经历了计划体制的第二次重大变化。1954

年，重庆市实行国家计划单列体制以后，1959年，在中央实行统

一计划，分级管理，扩大地方管理权限，建立专业部门与地区相

结合、以地区为主的计划管理体制的背景下，取消了重庆市在国

家计划中单列的户头，改为一切由省统筹安排的省辖市计划体

制。196d年，为了适应国民经济调整的需要，中央强调经济管理

集中，根据中央召开的第一、二两次城市工作会议的精神，国家

对垒国重要的大城市进行直接管理，第二次对重声甫实行了国家

计划单列体制：，与计划体制相连的企业管理体制尴有大的变动。

1958年，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工业企业下放的几项规定，中央在

渝的重庆钢铁公司等8家企业和省在渝的16家企业下放到重庆市

管理，1961年，在调整中又全部上收，其中小部分仍旧归中央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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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重庆钢铁公司等大部分企业却收归镘管理。

这一时期重庆市计划管理的特点是：

(1)计划方针变化大。_l_卜划方针经历了从“一无”j+划时

期的根据需要和可能，实事求是地安排计划，注意处理好国民经

济各主要比例之间的关系，注意处理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到“大

跃进"时期的从政治需要出发，计划水涨船高，脱离实际，再

到调整时期重新回归到实事求是，尊重客观经济规律的大变化。

(2)不断改进计划体制。随着“一五”宋期高度集中的经

济体制的缺点的逐渐暴露，1958年9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

发布了关于改进计划管理体制的规定，提出了“统一计划、分级

管理”的原则，强调扩大地方管理权限。该年中，中央、省属在

渝企业有27家下放到市管理。1959年，又实现以地区平衡为基

础、专业部门和地区相结合的计划管理体制，重庆市改为了省辖

市计划体制。1964年，为了克服经济困难重新强调集中，经济管

理权集中到中央、中央各部和省三级，企业上收，城市上收，重

庆改为单列市计划体制。在中央的部署下，1961年底，重庆市在

为中央提供修改《工业七十条》的情况报告中，对现行计划体制

的弊端作了分析，提出了改进计划管理体制的建议。

(3)开始注意区域经济的规划建设。重庆市与西甫地区在

历史上形成的经济联系在建国之初主要是由大区行政机构组织实

现的。1954年撤销大区以后，这种经济联系依然存在，客观上提

出了加强经济区建设的问题。1959年，在四川省委的领导下，第

一次编制了《重庆经济区区域规划》。1969年编制的《重庆地区

“三线"建设规划》也是一个区域性经济建设规划。

从1956年"一1965年，计划管理体制经历着曲折变化，重庆经济

发展也呈现出一个大的“马鞍型”。重庆市“一五”计划中的前3年

(1953"-1955年)经济建设循序渐进，后2年(1956---'1957年)则发

最很快，全市工农业总产值(不含原永川地区)1957年}=h1955年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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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34％。其中，工业总产使增长54％，农业稳步增长。3年“大跃

进”后，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再加上严重的自然灾

害，到1962年，重庆经济发展转入低谷。1962年比1957年，工农

业总产值递减lO％，农业递减34％。后经过3年经济调整，到

1965年，重庆国民经济摆脱了困难局面，经济形势全齑好转，国民

经济急转上升。1965年比1962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61％，其中，

农业增长40％，工业增长66％，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关系得到调

整，人民生活得到改善。

四“文革一时期的计划管理(1966～1977年)

正当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取得显著成效，重庆经济刚剐转入健

康发展的轨道，1966年， “文革’’开始了。这场“大革命”打破了

全市人民经过艰苦努力才取得的良好经济局面，打乱了全市国民

经济正常发展的进程。 “文革”10年、尤其是1967、1968这两

年，全国出现“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局面，重庆在“夺

权，，和“武斗”风的影响下，计划统计机构部分瘫痪，计她统计报

表被破坏，有的甚至被取消，很难正常编制和执行计划。这10年

是全市计划管理遭到极大破坏的时期。

这一时期，计划方针受到“以战备为纲”和“以阶级斗争为

纲”的严重干扰。1964年春，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已初见成效，为

了推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国务院提出了“三五"计划的基本方

针和任务：大力发展农业，调整重工业，发展轻工业、安排好

市场，基本解决人民的吃穿问题，适当加强国防，相应地发展交

通、商业、文化、教育、科学等社会事业，使国民经济有重点、按比

例地向前发展。这个方针是比较符合重庆当时的实际的。可是，

1964年夏天，．中央书记处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首先集中力量

建设“三线一。由此，对鼍三五”计划的方针作了重大的修改，

·8·



提出“立足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把国防遂

投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发展农

业生产，相应地发展轻工业，逐步改善人民生活；加强基础工业

和交通运输建设；充分发挥一、二线的生产潜力；积极地、有目

标、有重点地发展新技术，努力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刀的方

针，使“三五”计划变质上成了一个以国防、以大小“三线”建设为中

心的战备计划。在这个方针的指导下，重庆虽然在1963年依据毛泽

东。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和“注意搞好综合平衡”的方针

的指导下编制了《1963---．-1972年国民经济发展规划(草案)》，但并

没有被批准执行，从1964年开始就集中力量组织了重庆地区的。三

线”建设。“三线，，建设增加了重庆市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生

产能力，但是，由于上得过猛，再加上“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

命"已展开，致使重庆地区的工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冲击．支农产

品、市场供应产品不能完成计划，能源、交通等全面紧张。到1970年

编制“四五”计划纲要时，以战备为纲的建设方针更加突出，加上

“文革"的旷日持久，经济建设受。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因而

提出了“在1975年内把重庆市建成祖国强大的战略基地，为此，

要以钢为纲，高速度发展工业”的任务。正如1970年计划会议纪要

中所写的： “这是一个宏伟的计划，大跃进的计划，落实战备的

计划。"当然，由于“文革’’中生产指挥系统不能正常调度，生

产秩序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这一计划任务本身也脱离实际，事

实上完全没有实现的可能性。1975年，重庆市按照四届“人大”

的要求和上级计委的部署，又发动了“计划革命”，提出“要使

广大工农群众真正成为计划的主人，使计划从俄国的书本再加上

自己脑筋里的‘想当然’中解放出来，走上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轨

道。劳在计划革命的浪潮下，农村发动广大社员制定学大寨，赶

昔阳，建设大寨式县、社、队的规划，城市企业发动职工制定学大

庆、赶开滦、大闹技术革新的规划。大寨式和大庆式单位成了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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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的中心目标，计划管理变成了“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

“文革”中，基本上没有编制比较正规的、科学的计划。

1966年仅仅发了一个编制计划的通知；1967年，在批判“黑市

委”和市计划部门中以尹楠如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

当权派”、即桫判中共重庆市委和市计委领导干部的基础上，编制

了“以阶级斗争促国民经济全面跃进”的计划，．。提出了高指标；

1968年，由于夺权和武斗的影响，仅编制了简单的工业生产计划和

基本建设计划；1969年．在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的气氛下，编制

了把出版毛泽东著作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产品放在首位的计划；

直到1970年，重庆市计划局革命领导小组成立后，才编制了重庆市

“四五’’计划纲要，编制了工业生产，基本建设、对外贸易收购计

划，召开了计划会议。此后，年度的各种计划逐步编制起来。

“文革”10年间、重庆市的计划体制及与计划体制密切相

连的仓业管理体制和财政体制都有比较大灼变化。1968年，在没

有正式文件的情况下，取消了对重庆市实行的国家计划单列体

制。1970年，中共重庆市委决定1F放一{-}l=市属企、事业单位归

区，县管理，以发挥区、县在经济管理中的积极作用，共计下放

722家。其中，工交系统393家，财贸系统315家，农业系统14

家。1 975年，中共四川省委决定把霞庆、成都、自贡三个市的省

属工、缈企业下放给市管理，共下放给夔庆市49家企业。其中，冶

金系统有霞庚钢铁公司等8家，煤炭系统有南桐矿务局等5家，

机械系统有重庆通用机械厂等13家，化工系统有8家，建材系统

有重庆水泥厂1家。t971年，全国财致体制一改建国初期实行的

“全国统一财政收支"的办法，实行“收支包干”，在国家对四

川省实行财政收支包干的基础上，四川省对重庆市实行了“定收

定支、收支包干i一保证上缴、超收分成、结余留用"的办法，超

收部分由四川省提45％，市留55％。重庆市对各区、县也实行了

相应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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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10年中，重庆市计划管理呈现两个主要特点：

(1)计划管理尽管受“文革"的严重干扰，但并没有完全

停下来，而是艰难地进行着，就是形势最严峻的1968和1969年也

仍然编制了计划。到1970年重庆市计划局革命领导小组成立之

后，计划工作秩序便逐步正常起来。

(2)计划管理以“三线"建设为中心。“三线，，建设是

1964年规划的，建设的高潮则是在“文革”中，迁来重庆的工程

基本上是在1965～1970年中铺开的。

“文革"lo年中，计划管理步履艰难，经济建设在困境中曲

折发展。经过国民经济调整，1965年的重庆经济形势是好的，

1966年上半年的经济形势也很稳定。1966年5月16日《中国共产

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

化大革命的决定》发布后， “文革"全面展开，造反浪潮席卷重

庆市，各级党政机关受到巨大冲击。雪il]1967、1968年，各级党政

机关被“造反派"夺了权，萤庆两派群众组织对立，武斗严重，

致使许多工厂停产，不少商店关门，交通阻塞，市场物资匮乏，

全市国民经济状况急剧恶化。1968年全市工农业总产值由1965年

的28．115元(不含原永川地区)下降为15．4亿元，递减45％。其

中，工业总产值由22．8亿元下降为10．5t5元，递减54％。1969年，

人民解放军实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

训)以后，重庆市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正常的社会秩序、生产秩

序、工作秩序有所恢复，经济也开始回升。t971年，重庆市工农

业总产值由1968年的15．4亿元回升至1|42．6亿元，上升176％。

1975年1月8日召开的中共十Irt}：中全会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

副主席；1月13日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后，周恩来病

重住院，邓小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安定

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刀的指示，对政治、军事、经济、科

学、文化、教育等各条战线进行全面整顿，大力扭转“文革弦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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