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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 1 

序

万吉光

在九江市市志办公室的撞导下， ~九江市计划志》编辑工作已经完成。《丸江市计划

志》是九江市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志种。它系统地、全亩地记述了我市经济计划发生、发

展、变化的主要情况，以及我市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过程和各个历史时期居民经济、社会

发展的概况。编辑《九江市计划志》是为了了解历史，总结经验，开拓未来。

新中国成立后，在德珉摧毁用的在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的同时，建立了薪的社会主

义经济制度，并与之相应组建了各级计~J管理机掏，开展计划工作，使昌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纳入计划管理，逐步形成国家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体髓。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体器在前

三十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特别是在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却快重点建

设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是历史上任何一种管理制度所难办到的。徨也存在不少弊病，主

要问题是集中过多、管得过死，忽视价值规律和市场作蜀，使企业缺乏生产经营和建设的

自主权，束缚了生产力的发震。从 1979 年起，摄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党的基本

路线和改革开放的总方针租中共十二大、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共十三大和十四大对经济体

制(包括计划体锚)改革的要求，全国上下到计划管理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九江市计~J委

员会在中共九江市委、市人民政商领导下，按照上级政府的部署，也进仔了一系到改革，

改革了传统计划管理方式，取消了指令'在计菇，大大减少指导性计窍，鼓开市场调节，充

分发挥市场机制在生产要素配置方面的基础作用，转变了计划部门职能，加强了经济发展

战略研究，加大了综合平衡，增强了宏观调控力度，以撞导和理级市场经济健攘有序发

展。

我市经过九个五年计划特别是后四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国民经济和社会事盘有了

很大的发展，人民物屡文化生活有了很大的提高，在二十世纪末实程了中共中央确定的第

二步战略吕标，以雄赳起的步伐跨入了二十一世纪。在新的世纪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如f可实现竞中央提出的第三步战略目标，这是摆在我市各级党委、政府如全体人民雷酷的

战略任务，也是全市各级计划部n研究的重大课题。各级计划部门要以"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作为计划工作的指导思想，作为研究制订经济发展战略和计划的出发点和归宿。要紧

紧围绕党中央确定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研究制订本地区经济发震规划，确定吕标，明确

重点，依次商行，稳百稳扎。要~改革为动力，不断改进和完善计划管理方式和工作方

法，实现患维方式、工作方法、工作重点的创新。一要不断深入调查研究，加强社会经济

活动的宏现预测、宏现分析和宏现资控:二要进一步改革传统计划搓标体系，加强综合指

标的指导作厚:三要建立长、中、短结合以中期计划为主的计划体系，把经济、科学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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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社会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统筹安排，势揭发展，把人口、资源和环境保护有机地结

合起来，便进经济发展，实现良性循环;因要综合运用经济杠杆，加强结合的闰接揭控

能力，促进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各级计:\GIJ部门要在薪的征程中，开销计结工作的新局

面，为九江市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协酒、稳定发展作出贡献商载入新的史册。

由于计:\GIJ志范围涉及广、时间跨度长，资料收集难免遗漏，加上修志人员水平有限，

如有错漏之处，恳请读者挝评指正。

二零零一年八月十J\. B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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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九江市经济计划工作是在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

下进行的; {九江市计划志》的修志工作始终贯摆了上述指导思想。

二、《九江市计主i志》是作为《丸江市志》的分志，是单独或篇的一部专业志。《丸江

市计划志》是全市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志种，它所反映的是丸江市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过

程，系统地、全面地记截了全市社会经济计划制订、实施、调整等的主要情况s以及经济、

社会恙体发展的概况。

三、本志的年代新限为 1949 年-2000 年。把下限廷到 2000 年，出于二点考虑:一是

本志编辑对二十世纪已经过去，以宦纪末为界，保肆了该世纪君五十年历史防段前完整

性。二是党中央稳定我医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的战略部署.~世纪末为界，正好九江市经

济建没实现了党中央提出的到二十世纪末的第二步战略目标，使年代断黑与实现党中央的

战略吕标梧统一。

四、本志按章、节、目三个层次设置，全志分为 4 章 20 节，横排门类，纵述史实。

本志中的度、量、衡单位一律采用国务院 1984 年 3 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有国法定计量

单位上费用的数字、百分比踪习惯或有关震定需用汉字表示外，均期阿拉{自数字表述。

五、本志所应用的实绩数字，均来自市统计局统计资料，计划数字来自市计委各年度

计~J报告租五年计~j纲要。

六、本志各个计划时期的划分，除建国初的 1950 年一1952 年三年恢复时期外，从

1953 年开始，按五年计划黯划分的，其间 1963 年-1965 年为三年调整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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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 6 月九江市全境解放。从此，九江市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芋，九江人民扬眉吐气，精神焕发，在清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涯浊水的同时，开始建立

崭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展开经济建设。从 1953 年开始，搓着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的

展开，计题工作也开始建立和全茵展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都纳人了计划管理。经过 50

多年的建设，九江市发生了深刻的、历史性的巨大变化，社会主义制度日益完善，国民经济租

社会事业目臻强大，城乡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一个贫穷落后的半封建半蕴民地的 113九

江，已建成为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的新九江，全市城乡到处充满着生抗活力，呈现

出一派欣敢向荣的新景象。

第-节 计题管理体制的建立与改革

随着九江全境解放，各级人民政府梧继建立。在街底摧毁旧的怠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制

度的离时，建立了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并与之相应组建了各级计划管理挠构，开展计划

工作，使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逐步纳入计划管理范蜀，在计划撞导下展开社会主义建

设。从五十年的发展变化情况看，计翅管理体制的建设和发展、变化大致可分为商个黯段。

第一个阶段，从 1950 年一1978 年，建立和健全集中统一前计划管理体髓。中央和省从

1950 年开始，就着手开展计短工作，建立一些计划管理制度。计划管理的范围逐步扩大、内

容逐步增多，从五十年代拐只编摇一些专业计划发展到全噩编能年度计划、五年计题、长期

理划，从只管理工农业生产的主要方面发展到生产、建设、流通和社会事业各个领域。经过

运三十年的发景，逐步形成包括物质文明建设，又包括精神文明建设，包捂经济、社会各个基

本方富的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体制。在集中统一的诗如管理体棋下，专、市级计委的主要任

务是:在省统一计划下，负责综合编辑本地区各县〈市)、各企鱼、事业单位〈包捂省直管的金、

事业单位)的计划草案，并切实采取各项有效措酶，组织这些企业、事业单位完成租超额完成

国家计划。专、市编锚的计划草案要报省计委综合平衡，纳人全省计划，经省人委〈省人民政

府)批准上报国务豌，经国务院批准后才形成正式计题，自省政府按"块块"和"条条"载一顿

发执行。地区按照、省颈发的正式计题，分别旗发到各县(市)和各金、事业单位执仔。对纳入

计划的各种指标实行指令性计划管理，保证各项计捕的完成。

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体错在前三十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特别是在

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却快重点建设，保证社会物震匮乏情况下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方面发

挥了巨大作用，是历史上任何一种管理体制所难办到的。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统得过

多，管得过死，不利于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弊端也日益突出。在这摆阔，中央对计划管理体

能进有过几次改进，但改进的力度不大，层次不深，仅围绕调整中央同地方的计划管理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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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坷题而进行，即企业管理权的上校与下放多次反复变化，而对如商调整政府同企业的经济

关系没有涉及，政府对全盘计划管理过多、过死的闰题没有解决，企业没有生产经营有建设

的自主权，严重地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

第二个阶段，从 1979 年起到现在，是由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体制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转变的阶段。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起，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党的基本路

线和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按黑中共十二大、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共十三大卫士计ttJ管理体制改

革的要求，按照省委、省政窍的部署，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市计划委员会主主计划体制和

计划管理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特黯是在 1992 年中共十四大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后，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前要求，进一步如大对计划管理体制改革的力度。改革传

统计如指标体系，逐步压缩直至基本取消了指令性计划(吕前仅保留人口挂制租土地篮m二

项指令性指标) ，同时大大减少撞导性计划，放开市场调节，充分发挥市场税制在生产要素理

置方面的基础作用。转换计划部门职能，把计划工作重点转移到编制中、长期计划和研究经

济发展战略上来，转移到规划经济布昆、产业揭整、国主整治、资掠开发、环境保护和重点建

设上来:把计地管理转到综合梅调宏观经济政策和运用经济杠杆上来:把对外开放、招商引

资排为计划工作重要任务;把充分重视、大力发展域乡多种所有制经济作为计划工作重要内

容。突出计划工作的宏观性、战略性、政策性。使计提i部门转变为抓大事的经济参谋就关，

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的综合平衡挽关和间接爵控机关。

第二节 计划的编制租下这执行

1980 年以前，地、市经济和桂会事业的发展都是按黑国家和省统一计结部署进有的。

1980 年后，随着经济捧制包括计划体制不断改革，地方发展经济和社会事业的管理权限

扩大，市人民政府开始研究地方经济的发震战略。

市计划委员会摆摆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肃的各项方针政策在国民经济、社会

事业的战略目辑、战略重点和哉略部署，按照市委、哥政府确定的居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

总体战略，在广泛听取各县区、各部门意见和各行业专家、学者注涯的基础上，进行综合

平衡(主要是需力、物力、生产能力、运输等各方面的平衡街接)，编制年度计划、五年

计划、长期规划以及各项专业计边的草案，报送市人民政肃拐审后报经市委审议，然后报

请市人大会审议批准，由市政府下达执行。各县、区也都是采取类叙程序编棋、下达计

划。计划管理影式，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是以指令性计结j管理为主，此后，逐步减少

指令性计菇，实行捂令性计划和搓导性计划梧结合，部分不作计划，由市场调节。无论是

指令性计划管理还是指导性计划管理的指舔，都充分注意运用价值规律，注意各方面的经

济和j益。从 1992 年党中央确定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艇起，基本上取消了指令性计

划管理，只保留极少数的综合性经济指标作为指导性计划，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为便

进计划进来j实现，调节经济的手段也出过去主要依靠行政措藤转到主要钱靠经济手段和法

律手段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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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各个时期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摄况

一、 1950 年一1952 年，是全市OO~经济模复时期 C 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是极复和发

展国民经济。在农村全面进行土墙改革，城市开展民主改革，同时锺织各方菌的力量迅速

恢复和发展生产，并进行一些小翠模的建设。到 1952 年底，农村土地改革进科完成，从

而结束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壤市民主改革颐和i进行，使工人成为企业的主人。域乡击现了

新气象。工农业生产、商业、交通和金融、文化、教育、卫生等事韭迅速恢复，并有了新

的发展。 1952 年，全市居内生产总值达到1. 95 亿元(其中第一产业产道为1. 47 1.乙元，

第二产业为 O. 181 亿元，第三产业为 O. 3019 亿元) ，比 1949 年增长 54.14% ，平均每

年增长 15. 5%;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113 元，比 1949 年增长 44. 87% ，平均每年增

长 13. 1 % ;全市地方财政收入达到 1772 万元，比 1949 年增长 159% ，平均每年增长

39. 5% ，三年财政累计较人 4561 万元，累计上解 474 万元。经过三年努力，取得了经济

恢复、发展的姓莉，为开展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奠定了稳固基础。

二、 1953 年一1957 年是全市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一直"

黯闰，全市在完成对农业、子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上，全面开展社会

主义经济建设。五年来，全市完成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8533 万元，新增匿定资产达 4267 万

元，在工业建设中，主要是改建、扩建原有的纺织、火柴等轻工企业，并建了一些新的工

业行业;在农业生产上，揍复围堤、兴修水库，改善生产条件，新增灌溺菌积 134 万亩，

并积极进行了耕作制度改革，推广新的技术，使农金生产稳步发展;修复改造了九江市至

各县域三条县际公路，新建了九江一一庐山的登山公路，从此结束了庐出运输靠人们登山

爬坡、肩捷背驮的历史，为庐山麓游事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在九江市区兴建了一批

文化、体育场辖。

"一五" i可期，全市经济迅速发震。 1957 年 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2. 92 名元(其中第

一产业产值为 1. 871乙元，第二产主主产道为 O. 3994 亿元，第三产业产值为 O. 64411.乙

元) ，比 1952 年增长 49. 7% ，平均每年增长 8. 39%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153 元，

比 1952 年增长 35. 4% ，平均每年增长 6. 2%; 地方慰政枚入达到 3017 万元，比 1952

年增长 70. 3% ，平均每年增长 11. 2% 。教育、卫生事业发展较快，各类学校在校生达-

18. 8 万人，比 1952 年增加 46. 9% ，医疗病床比 1952 年增加 119 张。城乡人民的物质

文化生活都有一定的改善。

三、 1958 年-1965 年，是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G 这个时期包括第二个五年计

到时期(1958 年-1962 年)和三年调整时期(1963 年一1965 年)。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

的建设继续围绕着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这个中心展开。从 1958 年开始到 1960 年全西开震

了大跃进运动。大跃进运动部上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当时以高指挥、需指挥、浮夸凤和

"共产凤"为主要标志的"左"的错误严重泛温起来，夸大主观意志作用，否定客现规律，

把遵守客观规律的要求提为必须打蔽的常理;不讲比例，不讲综合平衡，担坚持计迦原

蹈、综合平蟹的要求统统被看作是必须打破的常规哥抛弃了。在农业生产上大搞放卫星，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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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报产量;在工业发展上大搞遍地开花，大炼钢铁;在交通运输、商业、科教文卫等各方

面超越客观却快发展。由于实行全画大跃进，加上严重自然灾害，从 1959 年开始，国民

经济各方面的比例关系出理了不协调的情况，要才力、辑力都供不应求，很难正常运行。致

使 1961 年和 1962 年匮内生产总值和财政技人出现负增长， 1961 年比 1960 年分别械少 7.

74%和 35. 7% , 1962 年比 1960 年分裂减少 8. 23% 和 32. 47% 。这一时期尽管经济工

作指导思想出现严重失误， 1.旦大规模的工韭化建设也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物质、技

术基础。在这期间，兴建了九江化工厂、九江电厂、九江纺织厂、东风锅镜厂、九江钢铁

厂、九江箱极纸厂、九江硅纤厂、庐山水泥厂、壤门出铁矿、九江农就厂等一批工矿企鱼

和九江大学、九江百货大楼等一批文化、教育及商业设施，培养费锻嫁了一提管理工业企

业和工韭建设的人才。

"二五"期末的 1962 年，盟内生产总值达 3. 15 纪元〈第一产业为 2. 1 1.，乙元，第二

产主主为 O. 4284 忆元，第三产业为 O. 6167 亿元) ，比 1957 年增长 8. 19% ，平均每年增

长1. 59%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146 元，比 1957 年增长 95. 42% ，平均每年增长 14.

3%; 地方财政攻入达 3329 万元，比 1957 年增长 10. 34% ，平均每年增长 2. 0% 。

从 1961 年开始，贯街执行"漓整、巩胃、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计划安排按黑

"农轻重"的次ff进行，先确保农鱼，禁后是轻工业、重工业。 1961 年、 1962 年重点是调

整，包括调整农村人民公社内部的各种关系，实行以小队为基础的三级核算最i度。对经济

和桂会事业主要是酒低萄标，压缩建设规模，停缓建一提企鱼，婷壳、一教条件不具备的

企、事业单位，精需职工等等o 1963 年-1965 年是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的时期，继续执

行人字方针，重点是巩固、充实、提高。窍时，贯彻执行"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

方针，开始进行战争后方基地建设。经过三年调整租发展，经济运行步入正常轨道，井有

新的发景，到 1965 年，农盘粮、棒、洁、猪全面高长，工业主要产品产量大幅增长，市

场商品奇缺的状况在了明显改善，大跃进中兴建的一大批工业企业经过调整，得到了被复

和发展，九化、九纺、九疆、九江农机厂、庐山水泥等一批骨干企业生产迈人正常轨道。

国内生产总盖达到 4. 53 亿元〈其中第一产业为 3 纪元，第二产主生为 O. 71 í乙元，第三产

业为 O. 821，乙元) .比 1957 年增长 55. 14% ，比 1962 年增长 43. 8% , (平均每年增长

12. 9%); 人均国内生产总锺达到 193 元，比 1957 年增长 26. 14% ，比 1962 年增长 32.

19% , (平均每年增长 9. 8%); 地方财政住人达到 4333 万元，比 1957 年增长 43. 62% , 

比 1962 年增长 30. 2% , (平均每年增长 9. 2%); 接乡人民生活有了明显改善;教育、

文佳、主生、体育等各方医都有很大的发展。

四、 1966 年-1976 年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也正是第三个和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期。这

一时期经济和社会发展计题是贯街执行"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和以在、轻、

重为次序的原赔。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开震，在很长时期内，国民经济发展计划难以顺利执

行，经济运行处于理难的状态，使雷民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遭受极大的破坏。在文化大

革命期间，望民经济出现三次负增长，第一次是在报性武斗激烈的 1967 年，国内生产总

锺和财政收入比 1965 年分别减少 6. 5% 幸自 16. 4%; 第二次是在提林批孔的 1974 年，国

内生产总值有财政技人比 1972 分躬减少 6. 31% 和 38. 5%; 第三次是在反击右镇黯案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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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976 年，国内生产总值比 1975 年减少 2. 1% ，比 1972 年减少 o. 8% ，地方时政收入

比 1975 年减少 34. 2% ，比 1972 年减少 61. 26% 。但由于全市人员坚守岗位，坚持生产

和工作，在发展经济和社会事业方面，但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1976 年粮食总产量达到 19

亿斤，比 1965 年增加了 3 亿斤，其他农副产品产量大都有房增长 1976 年工业总产值达

到 5. 1 亿元，比 1965 年增长 2 锚，发展了一些新的工业行业，特别是国防三线工韭企韭

迅速发展。 1976 年，全市自内生产总值为 7. 02 亿元〈其中，第一产业为 3. 71 也元，

第二产业为 1. 923 亿元，第二产业为 1. 389 亿元) ，比 1965 年增长 56% ，比 1970 年增

如 29. 9% (平均每年增长 5. 4%)。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翼 218 元，比 1965 年增长 12.

95% ，比 1970 年增长 7. 92% (平均每年增长1. 3%); 地方财政收入比 1965 年减少 16.

4% ，比 1970 年减少 54. 44% 。

五、从 1976 年开始，九江市进入第五个五年计划时期(1976 年-1980 年〉。这五年

是扭转被文化大革命薇坏的国民经济停滞、倒退的局面，揭整好各方面比销关系，使经济

运行步入正常轨道，为加快实现现代化建设，奠定稳固基础的五年。前三年是经济模复对

廓。 1976 年粉碎江青"四人帮"反革命集匮后，全国各方面都鼓乱返王，出现了安定团

结的政治局面，使国民经济得到迅速全噩恢复发展。 1978 年全市完成工农业总产值 12. 4 

仨元，比 1976 年增长 22. 8% ，其中工业总产值 7. 49 亿元，比 1976 年增姐 2. 39 亿元，

增长 46. 87% 。但由于"四人帮"长期子拉破坏造成医~经济重大比伊j严重失谓的状况

还没有从提本上改变过来，从 1979 年春开始，根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国务镜、

省政府的部署，对匮民经济进行调整，加快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调整积累租消费的比偌关

系，压缩基本建设规模，提离消费基金比重;需整投资结构，提高幸生产性建设比重。到

1980 年，经济运行步入正常轨道。全市在金、轻工业、重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在例

自 1978 年的 35. 6: 29. 8: 34. 6 变为 33: 37. 1: 29. 9 ，轻工业诧重提高了 7. 3 个

百分点;农业生产发展速度出"四五"的年均增长 2. 7% 提高到年均增长 6. 4%; 农业

与林、牧、撞业之比由 1978 年的 80. 1: 19. 9 变为 78: 22，林、牧、渔业的比重提高

了 2. 1 个百分点:轻、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 1978 年的 46. 3: 53. 7 变为

55. 4: 44. 6，轻工业比重上升了 9. 1 个百分点。全市匮内生产总值达到 11. 34 i乙元

〈其中第一产业 5. 21 亿元，第二产业 4. 18 亿元，第三产业1. 95 亿元) ，比 1975 年增

长 58. 28% ，年均增长 9. 6%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330 元，比 1975 年增长 44. 74% ，平

均每年增长 7. 7%; 工农业单产值达到 16. 51，乙元，比 1975 年增长 54. 94% ，年均增长

9. 15%; 地方慰政收入达到1. 16 亿元，蓄次突藏亿元大关，比 1975 年增长1. 1 锚，

平均每年增长 16. 0% 。经过五年恢复、语整，使经济运行步入正常轨道，并取得了较大

的进展，为全市进行现代化建设，在本世纪末实现党中央提出的第二步战略吕标，创造了

良好条件。

六、现代化建设的薪时期。 1978 年 12 月中共十一羁三中全会提出了"捏全党工作的

重点转到实现四个理代化上来"和"改革、开放"的根本指导方针。从此，我国进入了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中共十二大程十三大确定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部署大体分三

步:第一步，鬓 1990 年，实现国民生产总萤比 1980 年翻一番，解决人民前温饱问题: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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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步，到本1tt纪末，使昌民生产总锺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最水平:第三步，到下

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单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楼，基本实现现

代化。摄据党中央确定的理代化分三步走的战略部署有江西省经济建设发展战略， 1984 

年，市委、市政肃研究提出了关于九江市窍 2000 年国民经济有社会发展战略设想，总体

设想是坚持商个更大腿(对内搞活、对外开放〉、一个略高于(经济发展速度略高于全省

平培水平)有实现一个战略目标'(在本世纪末实现菌民生产总锺比 1980 年黯离番)。为在

本芭纪内实现褒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目标，市委、市政府于 1986 年、 1991 年和 1996

年分别锚订了{九江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九江市国员经济租社会发

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纲要》和《九江市国员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九个五年计划及

2010 年远景规ttJ纲要)，为全市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理代化指明了奋斗吕标、基本任务、建

设重点和主要措施，并领导全市人民同心离撞，深入改革，扩大开放，开拓ft!J新，攻坚克

难，瑕苦奋斗，扎实工作，胜利地跨入二十一世纪，为在二十一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社会主

义现找化而努力奋斗。

二十年来，九江市国民经济和桂会事业蓬勃发震，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城乡处

处充满着现代化的气息，呈现出欣敢向荣的景象。这二十年，是九江市历史上发展最快、

变化最大的二十年。

〈一)经济综合实力持续增强，实现了党中央确定的第二步战略吕标。居民生产总值

在 1980 年 13. 34 í乙元的基础上， 1985 年增长 55. 66% , 1990 年增长 91. 35 %, 1995 

年增长 2. 6 倍， 2000 年达到 210 纪元，增长 46. 9% , 2000 年比 1980 年增长 17. 52 倍，

平均每年增长 14. 8%; 人均居民生产总值在 1980 年 330 元基础上， 1985 年增长 70% , 

1990 年增长 76. 3% , 1995 年增长 2. 41 倍， 2000 年达 4600 元，增长 36. 4% , 2000 年

比 1980 年增长 12. 94 倍。平均每年增长 14. 1%; 地方财政收入在 1980 年1. 16 亿元基

础上， 1985 年增长 69. 94% , 1990 年增长 97. 4% , 1995 年增长 63. 84% , 2000 年达

到 10. 5 亿元，增长 64. 84 %, 2000 年比 1980 年增长 8. 05 倍。

(二)农村经济全面发展。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经济体艇改革不断深化，

额利完成了第二轮家庭土地承包经营责任制，有力地挺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同时撞动了农

韭经济结掬前羁整。以市场为导向，对表、林、牧、撞结构作了较大的捐整，从单一的农

业生产，发展农、棒、牧、渔并举，农、工、离、建齐进，多种经营全面发展。农林教撞

结梅从 1980 年的 72: 7. 2: 18. 6: 2. 2 调整到 45. 7: 5. 7: 21. 1: 27. 50 市政府

在稳定增加寝食、棉花前提下，全雷实施 12 个"百万农业开发工程"。建立 5 个商品穰基

地县、 7 个离品棉基地县和商品油基地、特种水产基地、高效林业基边、蚕桑基地、果业

基地、蔬菜基地以及"辑鸭工程"、"蛋鸡工程"、"出羊工程"、"生猪养殖工程"等等一大

教产业化项吕。从西加快了全市农盘从计ttJ经济向市场经济、从粗放经营肉集约经营、从

家庭分散经营向产主主化经营的转变进程。

撞着农持改革开放租产业调整的不断深化，农村经济得到了全面发展。 2000 年，农

盘总产值达到 62 亿元，比 1980 年 4. 83 乞元增长 11. 84 倍;接食产量， 1984 年突破

128 万吨大关，结束了长期吃调进攘的局面，此后，逐年稳定增长，近几年在调减了早粒



结述 • 7 • 

稻面积情况下，其产量仍达到 108 万吨，比 1980 年增长 20% ;棉花在调戚面积情况下，

产量仍达到 3.. 53 万吨，比 1980 年增长 47% ;油料产量达蜀 12. 84 万吨，比 1980 年增

长 7. 26 倍;肉类总产量达到 13. 14 万庵，比 1980 年增长 2. 73 倍;水产品产量 23 万

吨，比 1980 年增长 18 倍，水产韭已成为带动农材经济发展的重要的一条产业链。乡镇企

业高速增长，其总产值达到 125. 32 仨元，比 1980 年1. 3 亿元增长 95. 4 倍，成为全市

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随着乡镇企业前发展，加快了农村集镇建设的步伐，一条条农民商

业街，一块块工业国裙继建成，大大地撞动了农村现代先进程。

(三)工业经济快速增长，支柱行业不断壮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九江市加

快了工业发展步伐，到 2000 年，全市强立核算的工业企韭达 1554 个，比 1980 年增长

16. 8%. 特到是九江琼浩厂建成投产，成为九江的经济支柱企业。全市工业总产值达到

138. 06 纪元，比 1980 年增长 13. 06 倍。主要产品产量大辐度增长。二十年来，部大了

对工韭投资，投资总额达 140 亿元，有力地但进了工业结梅的谓整租技术升级换代，一大

批新的生产能力梧继投产，工业整体实力大大增强。工盘产业结构的调整成效显著。以石

化、挽械、纺织、建材为支柱的工业经济结掏大有改善，四大行业产值占全部工业产值的

比重已提离翼 80% 以上。企业改革不断深化，转换经营机器，住化资本结掏，进有现代

化企业棋度建设，组建了一数企业集团，对部分企业进行了股份制改造，极大地推进了工

业企韭现代化进程。

(国〉固定资产投资大幅度增长，基础建设成果辉煌。 1978 年以来，九江市坚持以经

济建设为中心，不断改革投、融资体制，已彭成中央、地方、企业、个人、外商等多元

化、多层次投资薪体制。 1979 年至 2000 年，九江市固定资产投资达 283. 5 {;乙元，累计

新增固定资产 182. 2 亿元。农业水利基础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加强了长江、喜阳湖及其

它湾挠的围堤除险加盟和大中型水库、灌区的水和HMê套工程以及中小墨水电工程的建设，

增强了农业主运榈吉然灾害的能力，从而进一步稳固了农业的基黯地位。加大了对工业的投

资，投资总额达 140 多亿元，增加了一挺新的生产能力，加快了对原有企堂的更新改造和

技术升级换代，从商增强了工业经济整体实力，提高了工业竞争能力。同时，如快了电力

基础工业建设，完成了九江电厂二期工程和东津电站建设，新增电力 40 多万千瓦，并与

华中电阿联网，进行了城乡电网改造，基本实现电力供需平衡。

二十年来，大幅度增加了对交通运输、部电通信和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用于交通、

通信建设的投资达 17 亿元，是 1979 年前三十年的 17 倍。全市境内公路通车里程达 3838

公里〈县际以上的公路者在改扩建为主主青油路和水iIP.路) .实现7县县、乡镇通撞路。特别

是昌九高速公路、九景高速公路、商口大桥、长江大桥、京九铁路、大抄铁路、南搏铁路

复线、九江火车站、九江外贸码头、九江客运港以及九江庐山飞机场等一提重大的交通骨

干工程建成，使九江市交通运输形成水、陆、空四通八达的立体交通院。童在电通信事盘快

速发展，万门程控电话交换系统、九江部政枢纽大楼、九江邮件处理中夺等工程建成，使

九江以市区为中今，遍及城乡，连接世界的集数摸程控、徽波电路、光缆通信等褒代先信

怠高速公路。用于城市基础设览及居民住宅建设投资达 29 亿元，是 1979 年前三十年的

10 倍。先后新扩改建了窍陆路、滨江路、十里大道、长虹大道、苦棠路、庐蜂路、前进



. 8 . 综述

东路、九瑞大道等十多条市内道路，新建立 6 个立交替，韧步形成了市区环线道路网络，

公共交通车、出租汽车迅猛发展，市内交通状况得到极大改善。先后新建、扩建各县城自

来水厂有市这第三自来水厂，基本保证了城市工业和生活用水。先后建成住宅E积 573.

8 万平方米，使城市人均居住面积达到 9. 4 平方米。

水利、电力、交通、通信和城市基础设施敢得巨大成就，握大地改善了九江市经济条

件和投资环境。

(五)第三产业迅速发展，市场流通显著扩大，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夕争向型经济不断

增长。 2000 年，全市第三产业总值为 74. 66 亿元，花 1980 年1. 95 亿元增长 37. 29 

倍;占屋内生产总筐的比重由 1980 年的 17. 1 %提高到 36% 。建成了一大批购物中心、

批发市场、袁贸市场、边贸市场和大中型合铺设施，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功能 E 益完善。

2000 年，桂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63. 2 千乙元，比 1980 年增长 9. 03 倍。房地产、藏游、金

融、保险、信患等第三产业都有很大的发展。

九江市以被列入国家沿江开放城市为起点，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薪时期，开鼓的层次

租莲围不断提高和扩大，对外经济发展的步伐不断加快，九江市开发区、共青开发区基本

形成。科用外资从 1985 年开始，起步虽晚，发展较快，十五来，共引进外资 4. 38 {.乙美

元，批准注册"三资"企业 495 家。随着外贸体梧的改革、对外贸易发震加快， 2000 年

出口商品总额达 3441 万美元，比 1980 年增长 2. 31 倍，出口商品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比重显著提高。

(六)教育、科技等各项社会事业蓬勃发展。大力却强了教育、科技的发展。每年对

科教文卫事业的拨款占时政总支出前 30% 议上。基础教育不断加强，全市"两基"任务

基本完成;各类职业技术教育蓬勃兴起:恢复、扩建和新建了 8E号高等专科学校:高等学

校在校生和毕业生比 1980 年分别增长 8 倍。全市通过"星火"、"丰收"等科技计划的实

施，科技成果撞广应用和技术改造不新深入，使科技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提高鬓

35% 以上，并取得了一批科研成果和技术专利。卫生事业大步前进，通过卫噩项目建设，

医院基础设菇，握疗设备大大改善，治疗水平萌显提高， 2000 年拥有重疗床位 13645 张，

比 1980 年增加 31 % 0 计划生育成绩卓著， 1980 年以来，全市人口自然增长 66. 4 万人，

平均自然增长率为 7. 9%0。电视事业突飞猛进，电视发前及转擂台发展到 648 座，比

1980 年增长 107 倍，平均每年增加 26. 5% ，电视人口覆盖率达 90%。桂会保璋体系不

断完善，养老保险、失业保鼓、城镇医疗保撞等覆盖雷不断扩大。

〈七)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到本t宣纪末，全市人均望民生产总值在

1987 年比 1980 年翻一番的基础上，再翻了两番多，提前实现了"第二步"战略目标。接

镇居民人均年可支翠收入 50815二，比 1980 年增长 8. 12 倍，人均住房面积达到 11 平方

米，且住房贡量大为改善，人均绿地面积 6. 9 平方米，每户挺有电视机1. 4 台，每户平

均储蓄存款 1943. 21 元， 98% 的居民用上了被化石油气。农村农民人均年纯收入 1851

元，比 1980 年增长 10 倍，人均厨房匮飘 29. 6 平方米〈其中生活用房 25. 7 平方米) , 

比 1980 年扩大了一倍多，每户有电视挽 1 台，城镇附近的不少农户用上滚化气。贫困出

区人民基本解决温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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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所有散i结揭发生了显著变化。黯着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冲破了长期以来单一公

有制模式，影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相互挺进，竞相发展的格局。农

村虽然仍以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体，但经营方式实漠了大的变革，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

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在工鱼经济中，现在己发展段份制企业 89 个，联营企

韭 25 个，有琅责任公司 23 个，殷份有段公司 2 个，私营企业 71 令，港、澳、台授资企

业 35 个，外商投资企业 36 个。这些企鱼的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由 1980 年的 O 上升到

13. 6% 。在流遥领域，个体、私营户达到 5 万户以上，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

重由 1980 年的 O. 7%上升到 40% 。其也各行业的非国有成分比重也逐步上升。

第四节 区域经济布局

在 1980 年以前，九江市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都是按照国家和省统一计划部署进行

的。工业企盘主要集中在九江市区，各县以农鱼为主。 1979 年，九江市JA地区分出，与

庐山管理局合并，成为省辖的九江市。通市分开后，地区工业企业很少，勤政收入减少c

地区为了尽快扩大经济增长点和增强经济发展后劲，从 1979 年开始，*挺了县城工业的

发展，薪、扩建了一大挂地县联办的工业企业，使县城经济上了个新台蹄。

地、市合并后，随着经济体制不断改革，地方发展经济和社会事业的管理权限扩大，

市人民政府从"七五"计划开始研究、规划全市经济发展战略布经济布局。九江市经济区

域布局是按照省经济战略总体艇划租各区域的资摞条件、经济基础、发展规律进行规划

劫。总体现题是形成"江路两带，工业走窍，滨潜水产，中部粮仓，东棉西桑，赣北市

场，庐山旅涯，开鼓良港"的

一一-、昌九工业走廊。包捂永惨、德安和九江县的一部分。经济发震以涂家埠、军山、

共青城、蒲亭镇、校河街为增长摄，逐步兴建涂家埠、军由、共青、藩亭、沙城等工韭小

区和一批果树、笋件和商品粮基地。

二、长江沿岸产业带。包括市区、瑞昌市、据口、彭泽和九江县的一部分。建立六大

基地:棉花生产基地、油菜生产基远、水产养建基地、石油化工基地、玻璃建材基地、造

船工业基地。市区是全市经济增长摄，把九江市区建或京丸中段和长江中下游金融、旅

带、物苦在中岳和现代化的港口域市。

三、沿潮产业苦。主要是浩鄙陌榻的星子、据江、都昌和永锋一部分。这一产业带，

要充分利用水面、溺滩和非金震矿优势，建设一批水产、水禽、瘦肉型猪租湿性工业原料

林基地。同时发展陶瓷、建材、轻纺、食品、就械等工业。

四、西部出地经济区。包括修水、武宁和瑞昌一部分。重点是发震林业，建设长江中

下潜区域用材林基地;建设拓林水萍离品鱼养蕴基地;发展桑蚕，茶叶、药材、都接桃、

油茶、水果及其加工工业;发展鸽、镑、金等有色金露矿业和水利电力。

以上经济区域布局，随着经济快速发震和交通运输条件不断改善，全市的经济区域布

局逐步更趋合理，区域经济实力不新发展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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