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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忠实历史的原则，紧紧抓住计划管理这一主

线，用文字和大量数据记述黔西南州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计划管理体制、国民经

济和社会事业发展的地位及作用，以及全州计划系统广大职工51年来为全州

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作出的贡献。编纂人员用大量的、详实的历史资料和新

近资料，采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进行正确、客观、详细的记述，为后人提供大

量信息o t

计划体制是国家经济体制的重要部分。建国以来，中国计划管理体制大

约经历了几个阶段，建国到中共中央召开十二大(1982年8月)之前，这是计

划经济时期。国民经济计划管理制度基本上是50年代初期从前苏联学来的，

中期虽然进行过几次小的改革，但基本没有大的变化。正如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指出的，“一个严重的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国民经济计划以指令性计划

为主，管得过死，忽视价值规律和市场作用。第二个阶段是十二大以后到

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和中共中央召开十四大)，这一时期以计划经济为

主，市场调节为辅。在计划管理上采用指令性计划与指导性计划相结合，从高

度集中的直接计划管理逐步转向以间接计划为主和分级计划管理，从产品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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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观念向有计划商品经济观念转变。第三个阶段就是1992年以后，国家经济

体制明确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建立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是为了更有效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因此，计划部门要迅速更新计

划观念，转变计划管理职能，改进计划方法，从机构设置到任务职能，都发生战

略性变化。

黔西南州是一个山川秀美，气候温和，资源丰富，发展潜力极大的亟待开

发的宝地。解放前，黔西南州各族人民长期受封建专制制度的束缚，交通闭

塞，文化落后，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在边远少数民族山区还处于“刀耕火种，

赶山吃饭”的原始耕作方式阶段。解放后，黔西南州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经过51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

设，已经基本摆脱贫困、落后面貌，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黔西南州

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根据邓小平关于中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

战略设想，按照1980年价格计算，黔西南州国内生产总值已于1986年和1993

年提前4年和7年实现第一个经济翻番和第二个经济翻番。由于经济底予

薄，基数小，国内总产值翻两番，人均国内生产总产值(现价)也只有773元。

所以，到1993年全州仍有55％的贫困人口。在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关怀下，

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领导全州各族人民，开始为期7年的扶贫攻坚计划。

1996年，经州委、州政府批准新组建的州计划局，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的要求，加强宏观调控职能，弱化微观经济管理职能。主要职能是：研究

战略、编制计划、综合平衡、产业政策、培育市场、宏观调控、重点建设、协调服

务o 1997年以后，国家采取扩大内需和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新组建的州计

划局在州委、州政府提出的抢抓机遇中，及时把工作重心调整到宏观调控、中

长期规戈IJ、专项规划、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和重点项目等方面，并做了大量工

作。为黔西南州经济和社会发展跨上一个新台阶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黔西南州各族人民，在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经过7年挟贫攻

坚，到2000年，全州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049元，农民年人均纯收入1364

元。全州贫困人口由1993年的134．9万人，减少到16．4万人，减少118．5万

人。贫困人口比例由1993年的55％下降到2000年的6．4％o至此，黔西南

州基本完成扶贫攻坚计划，全州7个国定贫困县全部越过温饱线，农村大多数

一2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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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人口基本解决温饱问题。跨入21世纪，州发展计划局要为全州300多万

人过上小康生活继续出谋献策o ．

2001年11月11日，我国经过15年艰苦谈判，加入了世贸组织，入世后，

计划部门如何做好计划工作，这是计划工作者面临的新课题。在新时期，新任

务面前我们应该加强学习。学习别人的经验。吸取别人的教训，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从自己的实践活动中总结经验，吸取失败的教训，

把经验上升为理论，指导我们今后的工作o“盛世修志”，是历史赋予的使命，

责无旁贷。编修成功的地方志，尚能产生资一方政治、存一方历史、教育一方

后人的效应o《黔西南州志·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志》是一部专志，具有一定的专

业知识和实践经验，我希望能使读者喜欢，能使各级主管经济的领导喜欢，能

使计划工作者，特别是年轻的计划工作者喜欢，并从志书中吸取营养，从中受

益。

俜西南州志·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志》虽历时十七载，但真正动笔是在
2001年4月o 8个月不到形成初稿，经三级审查定稿到出版成书也不到一年

时间；编纂人员都是本单位的工作人员，没有受过编纂志书培训，因此，由于时

间和水平限制，本志可能出现遗漏、欠妥以至错误之处，敬请行家里手和读者

批评指正。本志在编纂过程中得到原计委老领导、老同志的关心和指导，得到

周边兄弟地州计划局、档案馆的大力支持和帮助，还得到一些单位和个人的关

心和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常务副州长 王胜业

2002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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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说明

一、本志为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志专志系列之一，由黔西南州发展计划局组织承

编。 ．

二、编纂本志的指导思想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取舍资料，弃粗取精、弃伪存真、详近略

远，寓褒贬于叙事之中，以达资治、存史、教育的目的。

三、本志断限：上限时间为公元1950年，下限时间原则上为2000年，个别情况延伸到

本志定稿之日止。
’

四、本志所涉及的度、量、衡应用，一律以国家公布的制式记述；数字应用。一律以阿拉

伯字记述。

五、志中记述的“一五”计划或“二五”计划，为“第一个五年计划”或“第二个五年计划”

的缩写，以此类推。“十五”计划于2001年下达并始执行，但执行情况未果，因此纳入附录

记述。附录记述的内容还有重要文献辑录、改革开放20余年来对全州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部分重大项目索引等。

六、由于行政区划几经变动及机构分合影响，致使部分资料散失，个别年度出现有计

划无执行数据或计划极简而有执行结果的情况。在行政区划变动期间，计划与执行情况

采用的数据一般以8个县为主，个别情况括注9县或10县。

七、因招商引资、对外经济技术协作、统计等工作部门曾一度与计划部门合署，并由计

划部门牵头运作所涉及有关事宜，故列入本志记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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