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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结论

全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使我们深刻边接受了对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科学发展

现等理论的再教育、再认识、再提高。掩卷常患，作为一名普适的理论

工作者如何将学习活动推向深入，如何实践科学发展现，如何运用吉

己所学的知识为经济发展奉献自己绵薄之力 c 院思之余，萌发了和!j}有

手头资料撰写《张技经济史略》的念头。 i哥时作为对改革开放 30 年、新

中国运生 60 勇年的故礼。

历史是检挂真理的一面镜子，它给人以智慧，以史为鉴，明兴衰、

知得失。历史又是海泉，察其挥、或其流、道简历史发展，规律，为人 ífJ提

便从历史的角度认识张;在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为实现地方经济又好

又快地协调发展开辟一块辛苦前探讨园地3 通过对张荣经济发袅历史基

本状况的回顾，有利于我引借鉴历史经捡教训，为张技经济的科学发

襄提供参考。借结这科念想，一年来，科Æ工作之余，奋力笔棒，终子完

.TÆ 了这部反映张捷地方经济发展简史的整理、撰写工作。

一、张;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路络

地主l 中吕西部的甘肃省， IN黄河穿境而过，全省分为河东、河西两

部分c 河否地区吉部为高唆的祁连山地，北部为较低吟走廊北 w(泛指

马髦山、合黎山、龙苦山)，南北山系之前夹着一条 1200 多公里的抉

长、平坦的宽谷，就是"河西走肆"。整个走廊地势子坦，土地把沃，光热

充足，绿洲灌溉求生十分发达，不仅是全岳重要的农产品离品生产及

加工基地，而且是古1~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在现代东西交通的重要适

001 11 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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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张摄就处在富饶美丽的"河西走廊"中注。

1948 年，著名国际友人艾黎开办"山丹培黎工艺学校"在垦荒叶

子山丹县城南 5 公里处，发现了距今约 4000 年的理坝滩遗址。 1956 年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研黄河水岸考古队开展考古调查，在此又采集到

一批遗物。 1987 年夏甘肃省文物研究所又进行了局部发握，在断层中

还发现有炭化麦粒、骨佳、铁箭头等。遗址内涵丰富，保存完好，属新石

器四坝型文化遗址。 1985 年至 1986 年间，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李

番、李敬仪两次前往R.乐县东灰山进有调查，在该地发现了包捂石器、

陶器、骨器、炭化五谷及石祖等古遗存实物，此外在灰炭土中还有猪、

羊、牛、蔑的齿骨和一些烧焦的碎骨。由此可知，当时东友山人已经娃

够种植多种谷类作物和果木，是以农业为主要生活来源的。

i东此之外，还发我有马场文化、齐家文化遗迹，这表明在原始社会

由!日石器时代进入幸好石器器时代晚期，先虱们已经在张掖休养生息。

夏商时嘉(约公元首 21 世纪一公元前 11 世纪)，据《尚书·禹贡》记

载， 张掖"其地沃野，水草丰美，牛、羊街尾，群畜塞道，且家养马"。

足以近明当时河西一带畜牧业已报发达。

E屠(约公克前 11 世纪一公元前 771 年)时，张;在属雍州，是道技

迂徒的百戎部族潜牧生活地。《逸黑书》记载"伊严为献令……，另f1ê.

诸国在驼，黯马、为献"。据《史记》记载，周穆王有善驾战车的造父，兼

事兽医。公元前 770 年离子王时，张;在还饲养有水牛， fâ 稀少而视为珍

异之物O

春秩战罢时期，河百由乌哥、月民人占据。其后，月民人日趋强盏，

给占整个河西，并在张掖设立牙妹，张掖成为月民人的政治、经济、文

化中心 3 月民人统治河西 300 多年，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社会经

济发展很快。

2支武帝元 1守二年春(公元前 121 年)，西江王朝在河西击玻匈奴右

边，初置j@泉郡后，为了加强汉辑与西域各国在政治与经济上的联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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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匈奴族侵狂，真正达到"新匈奴右臂"的言的，提之决定从内地向

河西地区开始大规模地迂徒民众，以充实西汉王朝边疆要地。

西汉(公元前 206-8 年)末年，窦融任张掖属国督黯时，注重发展

农枝业生产，使人民安居乐业 o {后汉书》记载"窦融据河吉时，天下扰

乱，唯河西秸安"。"政赤竟和，上下相亲，晏然富殖。"

东汉(25-220 年〉拐，马援受命当在西太守，认识至~ "马者甲兵之

本，国之大用 '\E商特躬注意养马事业。东江中茧，政治极端腐败，羌、

胡等族先后进入张掖，侵占草场，以较畜生为主，软畜成为东汉争夺的

战有品。建初元年(76 年)东江 i反攻超开始对北匈奴进行反击并兵进西

域，重新贯通了"丝绸之路"张被又复苏发达起来。

东晋(317-420 年)时，沮渠蒙逊在张;在建立北凉吕，都建康(今高

台县骆驼域)。能通过发展农业，大兴需学，扩大同西域各国的文化交

流，使张掖成为当时北方的佛教中心。 i哥时也是内地与西域逼使和商

贺的中心。

北魏(386-535 年)时期非常重视"五凉"时期河西经济发展的基

础，并在此后的 50 多年的时向呈，大力挂行"农职之教"。理此，在孝文

帝旗布三长制和均田辑前后张援农业的发展处于一个平稳和上升时

期 C

情代(581-618 年)，屯垦制度吨较健全"收获岁广，边戌无绩运之

珑"大规模的屯垦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c 大业五年(609

年)6 月，蜻场帝吉边，经大斗拔谷(今扁都口)至张报，登焉支山会见 27

罩罢王及使者，盛况空前。同时，请炀帝在这里没置百海、河源、部善、

旦末等四郡，并古文IJ权镇守河挥积石"大开屯面，捍御吐谷浑，吼道西

域之路"。张掖的屯垦，此时结持着强盛的发展势头。

唐代(618-907 年) .唐书河西经济尚未复苏之时，各地呈凋敞状态

而甘州尚好c 当时甘州地土广阔，绿浏肥沃，有河西最大河流弱水"水

是丧沃，不待天时，岁取二十万饵，.， "回因水利，种无不收"。"开置屯

003 11 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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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尽水陆之莉，程丰收稳，一策数十髦，积军校数十年"。河西的国挥

贸易地位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张掖成为中自对外贸易的重要场窍。

经济的繁荣，先进 7 文化昌盛。暑末，张技与中罩、西边关系密切，通互

市，发豆豆贸易。

北宋天圣六年(1028 年)，党项族首领李元吴击败甘判回鹊，建立吉

夏。《宋史·夏国传》载"其地饶五谷，尤宜福麦，甘、凉之间皆lJ，诸河为

j罩"西夏充分科用祁连山的雪水，疏凌河渠，使张技农业有一定的发

展。大安十一年(1085 年)，银、夏等地发生严重旱灾，校食盐乏，西夏政

府下令"运甘、凉诸 j'li 杰粟之"。这充分说明张被农业生产已取得成效，

粮食不仅自给，而且还有积余c 始建子百夏崇宗永安二年( 1098 年)的

张按大佛寺，其建筑艺术也足以逗萌张提白手工业生产已具有相当水

平。

元代(1279-1368 年)，置甘肃行省，张掖为省会。 1261 年，元政清

"以甘肃等处新踵兵革，民务农安 j主者为戌兵所拉"激阿沙、住端义前

往河舌地区抚治 O 至元二十三年。286 年)， "造蒲昌赤贫民垦甘、肃间

田，官给牛、手中、农具"。元辑统治者还采取踢地的方式鼓黯人民垦荒0

元代甘 ji'1 作为河西走廊的择适中枢和茶叶外贸转口的重要商埠，离路

囚适八达，商品交易频繁ο 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前往上都途中，曾

停留在甘州一年，在《马可·波罗潺记》中记述了张挠的富庶、域市的规

模lJ，及宗教寺庙的宏伟。

明 1~(1368-1644 年七甘卅为陕西行都寻及甘肃镇的治所c洪武七

年(1374 年)曾遣将安抚动谕各屯，甘判田野渐有开辟。英宗三年(1438

年)户部传部罗汝敬巡视甘州屯田水和时始定因额， i;1 朝命清理;可否田

眩，始定军田日屯园，民田 B 科田，各以上、中、下三则均其贼。甘如i 作

为 E北军事补给基地及河西政治、军事和经济中心，商业繁荣，是西北

最大的畜产品集散市场，晋离及陕西、山东、京部商人云集甘州，建立

会馆。明政府利用山西、快西商人运枝、茶至甘判，充实边储和开展茶

4· AV A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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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1644-1911 年).清王朝建立后，在张掖遣官驻军，以安定社

会统治，随后实仔的捍柔、劳莲与技站等调整民族关系的攻策，使得张

嵌在这一时期内，生产有房铁复，屯田垦荒E积进一步加大，水利设边

建设和管理制度进一步完善，灌溉技术得到提高，商品经济十分活跃。

自顺治至乾洼，张捷的社会经济有 7 报大的发晨，出现了"家给人足，

莫不股股乐业"的喜人局面。 经是清末由于政府的苛捐杂税，再加地

震、旱灾等多种自然灾害的破坏，经济持蔽、民不耕生。

民国砖其自(1912-.1948 年) ，民 E前期 .00 民党在张技雄税派捂、搜

刮~财、民不聊生，致部分手工业企业和个体手工业者医负担过重，难

以生存，被迫歇业、倒闭 O 民 E后期，受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影哨，张拉机

器工业开始萌芽，先后建立了晋冀铁工厂、永生侈理厂、协和、复兴弹

花厂、裕民纺织厂非商个织布厂等 11 家小型工业企业，从事维锋事L棋

手口生产棉织品、毛织品、皮鞋、服装鞋梧及军需品 O

中华人民共和吕 (1949 年至今)， 1949 年 9 月 19 日，张捷解放后，

经过清皇反霸、减租减息、土地改革等运动，完成了新是主主义革命和

对在韭、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经

济结度，使张掖的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后"大跃进"、"文化

大革命"湾次经历了曲折而起难的道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的三十年，市委、市E玫支府组织实施了"工业强市、产业富民、J方加口快拉镇住

进程

"十大工程"之首的中 E黑河i流主域湿地f保呆护工程对于建设生态张搜，优

化人居环境，再现金张;在特色。提升张报城市知名度，提进区域经济社

会可持续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约战略意义，这些将有力地推动张挟经济

发展，社会进步，生态环境改善，提升综合经济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 O

回顾六十年来张被经济发展的过程，从中总结有益的经验，对张掖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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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又好又快可持续发展将起裂积极的借鉴作用。

二、研究的对象及重点

张报经济史研究的对象，是以张被经济发展的基本状况及其经拴

和作用为主，通过对历史时期经济发展过程的客提记叙，探求经济发

展的规律。在每一;富、每一章开始都以小序的形式理顾当时中罢社会

越大背景，再结合当时张被区域经济发展的情况展开论述，来体现区

域的特殊性，才使得对它的研究更有现实意义 O

在撰写过程中，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为

指导，0，制约张摄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为重点，对历史资料进行取舍，

紧紧抓住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吉然资3辱我况，多民族纷争、融合、聚居、

交通、人口、生产方式等主要制药[EJ素的变迁来反映张被经济边若发

展的历程，突出地方经济的特点，坚持议史实为准、略古详今。史略分

上、中、下三篇，从古代、近代、现代三个不同时嚣的历史新面客观反映

去被经济的演变过程，从茄史长河的径流过程中，客观地再现经济发

展的基本规律。如张被独特的地理住置、吉然资源、交通条件以及地广

人稀、众多民族聚居等特性，导致其经济发展必然落后子肃地的现实。

以及因人力资源的重乏、吉然环境的破坏、民族关系的冲突等成为制

约古代张被经济发展的瓶颈。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从自然因素、社会因

素等不同舟度告诫我们，经济的发展必宋以国家的统一、社会的稳定、

吏洁的清廉、宽松的环境、人与自然和谐梧处为前提，才能促进生产力

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创新，才能促进地方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的繁荣

昌盛。

1.地理位置

从地理位置看，张摄坐标在东经 97020'-1020 12' ，~已纬 37028'-39057' 。

东西长 465 公里，南北宽 148 公里，海拔高度 1200 米至 5565 米，焚在

青菜高原与内蒙古高原的过渡地带 C 土地总面积 40874 平方公里，占

全省的 9.2%。击依祁连山地，与青海省海北藏族吉治时叮源县、祁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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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毗邻，北靠合黎、龙苦二山，与内蒙古额济纳旗和阿拉善右旗接壤，

中为走霹平原，地域狭长，东西通畅，水足粮丰，自古为东西交通的孔

道和门户。古代中吕东部地区通往新疆、印度、巴基斯坦以及中亚等地

的古"丝绸之路"横穿亘境，张毒通西域，马克波罗游历东方，玄芙"西

天取经"从这里经过。现代中国最重要鸪铁路子线之一 兰新铁路

复线穿越东西全境.312 00道和 227 国道在这里交汇，彭成了发展外向

主经济、扩大对外开放和商品进出口的使稍条件。

2. 地形地貌

张捷是在全国地势的第二野梯"二山夹-)1["的地彭轮肆特在明

显。境内大体分为三大地形亘，南部为祁连山地，北部是合黎 w 龙首

山，中部是走廊平原(张技盆地〉。南部祁连山，是全E十二大主要山林

之一，海拨 3500-5600 米，否积占全市的 50%，山体雄伟高大，叠才拿起

伏，沟谷统横。海拨 4300 米以上终年积雪。祁连山地随着海拨由高到

低，分布有高白冰川、山地森林草原、山地草原特别是海拨 2500-2600

米之间地带，林草丰茂，有天然森林约 25 万公顷，占全市森林否积的

73.5%. 有天然草培 347 万公顷，占全市草场百积的 71%，是祁连山重

要的水漂涵养林区和畜牧业发晨基地，是国家重点天然林和野生动物

吉然保护这 O 中部走黯平远，由张掖盆地和南北勇健山荒冲积、洪积扇

组成。由于局部地势由东奇向西北逐渐假斜，因此黑坷水系向西流。这

里地势平坦，土地肥沃，灌溉便利，绿洲农业梧对发达。走，部北山一→

合黎山、龙首山，露天山禧皱带向东延伸部分，海拨 1600-3000 米，由

势大部保矮，南陡北缓，岩石操露，植被稀蔬，但在龙昔由主峰东大 w

生长有 3.12 万亩天然林，甚为珍贵。因此从这三种地形lK域可以看出:

南部祁连山区，降水多，植被较好，既是天然森林主要分布区，又是农

业灌溉用水的主要来涯地带:在中部狭长盆地，形成的绿践是张捷主

要的农耕地;在北山合黎、克首山远，国植被稀少，干旱缺嚣，多为沙

漠、戈壁和荒漠草滩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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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气11美特征

张掖地处中纬度大措月支边，虽然吕海提高度不同，水热条件差异

显著，但大部分属中温带干旱地远，受大气环流和青藏高原、市蒙古高

嚣的影响，除祁连山地属高寒半湿润、湿润气候外，大部分地 E王震温带

干旱气候。)1[区自然求业为一年一熟或二年三熟。受北部沙漠、戈壁街

影响，冬寒夏暖温差大，光热丰富 5 黑长，平均日温差 13CC-16"C .t善有

"早穿皮袄午穿纱，围着大炉吃西且"的谚语。吕深处内陆走廊盆地，南

有高埃的祁连山地屏障，海洋娃温湿气流不易到达，降水稀少，蒸发旺

盛，地区分布不平衡，山 IK 较多， )11 区较少，季节分配不均匀，70%的薛

水集中在 6-9 月，击此，应坚持兴修水利，加强水资涯的保护，才能保

逗农业灌溉3

4. 生产方式

据《汉书》记载:至东汉元始二年 (2 年)，张被郡辖 "10 县，户

24352 ，口 88731 0 "黑此推算，当时张掖人口密度仅为 0.71 人/平方公

里。东汉辛万年，战乱频繁，人口锐减。到东汉永和五年(140 年) ，张掖郡

若"8 县，户 6552 ，口 26040"。据清史稿记载"嘉庆 25 年( 1820 年) ，甘

1+1 府共有 282496 人，辖地 12000 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为 25.34 人/平方

公里"。建国初期的 1950 年总人口 573100 人，张摄清苦百积 40874 平

方公里，人口密度仅为 14 人/平方公里。?长被历代在那样少的人力，经

营如此广阔的土地，再加相对落后的生产工具、技术手在、自然条件等

因素，使得劳动力的缺乏或为影响历代张掖经济发展的极为重要的因

素。

作为士生广人稀的落后地区如何有效进行社会生产?生活在张授的

先民们为了生存和发展，提据当时的吉拉条件、生活习惯与在累的经

验，总结出半农、半枝，农校结合的生产方式，并兼营手工业、商业的发

展模式，使得在有摄的生产力条件下，最大提度的利用自禁资源进行

发展，这一发展模式恰结符合了当时经济发展的规律，而成为影响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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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发展前又一重要因素。

5. 民族关系

张掖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古代民族就有戎、羌、匈

奴、卢水胡、吐蕃、甘州回鹊、党项等，到现在又有裕自族、由族、蒙古

族、蓝族等少数民族。在这样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如何处理民族关

系，是关系到张被各个历史时期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大事。从汉代一

直到近代，由于民族关系失语而造成经济需滞的事侥挺多 G 一场战争

或动乱，会使数十年积累的财富损失、破坏。百要解决民族冲突就应以

平等的态度是理民族问题。在历朝历代一直无法解决好的民族向题到

新中国成立后得以解决，其根本原因就是在政治上、法律上、文化上各

民族一律平等，禁止民族民的坟挠、反对压迫和分幸运活动 o JJj 史证明，

建立良好的民族关系，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这在任何对侯都

不可懈怠和大意O

在撰写过程中，所涉资料，反映河西走廊整体的较多，而具体反殃

张掖的较少，反块政治、文位、艺术、民族纷争、吉然环境等方否约较

多，而反映经济方菌的较少，从浩蝶的史料中寻找反映张拔地方经济

的资料，其所付出的提辛可想而知，而又要从这些有限的史释中去伪

存真，坚持强证不用的原肘，只得咯古详今、旁证博引以反峡张援经济

发晨的轨迹，探求和体悟张搜经济发展的基本娓律。

三、张握经济社会的历史特点和经垂

1.国家富强、民族融合、社会稳定是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

经济社会的发展是多种罢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张接经济发襄的

历史进程中，我们看到，妥善赴理民族关系是社会稳定地关键，部稳定

的社会环境是经济发展的保障，要想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就毫不开

统一强大的中央政府和符合实嚣的政策、措施。如果出台的中央政策

持合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地方政府在贯彻执有时能审时度势、

自地制宜，那么地区经济就可以持续、键康发展，这是扭辑梧成的。;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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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与在实告诉我妇，国家统一、民族居结，野政通人和，百业兴旺:罢家

分裂、民族纷争，则丧权辱国，人民遭殃。l5J此，张掖经济的发展，就是

要在E家统一富强的基础上，将民族关系作为地区社会稳定的关键。

2. 坚持黑河流域结合治理，是改善生态环境的长期任务

张掖经过数千年的开发，由于人为破坏和环境菌素，经历了出温

暖湖湿到寒冷干旱少甫的变迁。由森林茂密到植被稀疏及荒漠化结过

程，使张掖成为生态环境极度脆弱的地区。;有唐时期由于大规模开发、

发展，黑河流域的荒漠由下潜向中潜蔓延。元{-\;.由予以放牧为主，农垦

基本需止，才直被得到快复。而明清对期随着较大规模的屯田兵民移迁，

水土资涯利用矛盾日趋尖锐。民国时期民生困顿，为了生存许多灌木、

弄木被钱，生态环境进一步恶住。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片E强读"以

较为纲"致使大量宜林、宜枝边被开垦为农田，加剧了生态环境的恶

化。忽略生态效益，片 w强调对土地的开发利罩，获得暂时经济效益的

背后是土地资源的破坏和生态系统的失衡，甚至出现一方面大量开呈

植被稀疏前荒漠草原，另一方Wß享有的耕地大量撂荒和边开边荒的现

象。痛定思痛，为了'技复生态，张报市委、市政府出台夺目应的治理措施，

2001 年E务院加大对黑湾流域的综合治理的资金技入，通过建立现代

高效节水农业、退耕还林还草等措在促进生态保护与恢复。 2008 年市

委、市政府又确立"生态立市"理念，对黑河流域湿地保护，张鼓的生态

环境必将发生根本性变化。历史和现实证明，资漂的开发、科患豆豆以深

护为前提，善于保护生态环境、合理利用吉然资源是经济发展的重要

保证。

3. 正确的政策规划是拉导经济发展方向的指南针

地 g经济的发展需要有王确蛇切合当地实际的政策拉导挽起，好

的规划方案指导经济发展，就挂在有序地进行开发、得政绩，又可走进

当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张披经济发展要有永续性，就必宋要从规

运敛起。纵观历史，不切实际的挽划 E 标，只能是劳民伤时，导致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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