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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山西省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计划管理志》是根据山西省

地方志编委会的统一安排，作为《经济管理志》的“计划篇"组织编

撰的。在省计委党组的领导下，经过编辑组和几位离退休老同志近

六载的艰辛，终于完成了这部资料翔实的计划史志。这本书的内容

概括了从新中国成立到第七个五年计划时期，山西经济社会的发

展和计划体制的演进，可以说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一个总结。从党的

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后，我国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仍然

要重视发挥计划手段的作用，把国家计划作为实施宏观调控和经

济调节的重要手段之一。特别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

转轨时期，由于市场经济的机制还不健全不完善，政府更需要按照

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把计划作为一种手段，继续发挥其对经济宏

观调控的作用。在认真调查研究新情况、新问题的同时，回顾过去

计划工作的历程，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对于更好地发挥计划手

段的作用，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保证国民经

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这也是编撰本书的目的

之一。

本书的编撰得到了多年从事计划领导工作的离退休老同志的

大力支持，得到了省地方志编委会的具体指导和省档案馆、省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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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山西日报社、省委组织部、省人事厅、省统计局等有关单位的积

极协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由于人员的更替，“文化大革

命”期间资料的散失和编撰人员水平所限，肯定有不妥之处，请知

情者给以指正，以便进一步修改。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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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

新中国建立初期，省委、省政府领导全省人民进行了国民经济

的恢复工作。

第一节 国民经济恢复的主要措施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

制定了1950—1 952年三年国民经济的奋斗目标。根据国家国民经

济恢复时期的任务，为了平衡财政收支，稳定金融和物价，打击投

机势力，1950年3月，中央颁布了《关于统一管理财政经济工作的

决定》，即统一全国财政收支，统一全国物资调度，统一全国现金管

理。山西省各级政府根据国家“三统一”的政策，采取了相适应的措

施，迅速扭转了财政经济的困难局面，制止了通货膨胀，稳定了市

场物价，为恢复与发展工农业生产和其它各项事业创造了有利条

件。

在农村，全省完成了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工作，并在此基础上

引导农民按’自愿互利的原则组织起来，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到

1 952年，全省组织起来的互助组已达19．8万个，初级农业生产合

作社564个，参加互助合作的农户占总农户的40％左右。

在工业方面，按照国家统一安排，有重点地对全省94个大中

型工业项目进行了新建或扩建。。其中：新建厂矿24个，扩建厂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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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个。如，对大同、阳泉、西山、汾西、、潞安5个矿务局相继进行较

大规模的建设，对太原钢铁公司进行技术改造，太原重型机器厂和

榆次经纬纺织机械厂开始兴建。其中太原重型机器厂是我国第一

个自行设计的重型机器厂，是山西解放后最早兴建的大型工业项

目之一。此外，还有太原矿山机器厂、山西机床厂、晋西机器厂、兴

安化学材料厂、太原水泥厂和晋华纺织厂等大中型工业企业，开始

形成山西省现代工业的骨干力量。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全省基本建设完成投资额为22399万

元，其中：工业部f-j 161 67万元，占投资总额的72．2％；农业：水利

部门1 31 6万元，占投资总额的5．9％；运输邮电部f-1 2331万元，

占投资总额的．10．4％；商业、粮食、物资、金融部f-j 624万元，占投

资总额的2．8％；文教卫生部门1078万元，占投资总额的4．8％；

城市建设方面538万元，其它方面345万元，分别占投资总额的

2．4％和1．5％。这一时期，工业建设投资占全省投资总额的70％

以上，使山西省传统的农业占绝对优势的自然经济格局开始有了

改变。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总产值所占的比重，1 949年为

12．3％，1 952年提高到21．4％。

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得到了发展壮大。在工业总产值中，按经济

类型：国营工业产值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比重，1 949年为47．1％，

1952年提高到66．4％；合作社营和公私合营工业占全省工业总产

值的比重，1 949年为0．6％，1 952年发展到3．5％；私营工业占全

省工业总产值的比重，1949年为14．8％，1952年下降为10．4％；

个体手工业产值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比重，1 949年为37．5％，

1 952年下降为1 9．7％。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政策进行了调整，采取

了恢复生产，保护合法经营的方针和各项措施。经过调整公私关

系、劳资关系和产销关系，将绝大多数私营工商业开始纳入初级形

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轨道。对资本主义工业，主要采取加工订货和收
·Ⅱ。



购产品的方式，使其能够正常生产和扩大生产。对资本主义商业，

国营经济逐步掌握批发商业，打击私商的投机活动，同时又通过贯

彻价格政策和规定经营范围，给私营商业以活动的余地，使它们在

国营经济领导下为城乡商品交流服务。 ．

、●

， r

第二节 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胜利完成

1952年，全省基本完成了对封建土地制度的改革；对私营工

商业也得到初步合理的调整，国民经济各种经济成分和相互关系

开始理顺，国民经济恢复的任务胜利完成∥

1952年全省工农业：总产值达到29．|3亿元，比．1 949年增长

66％，平均每年增长1 8．2％。其中：工业总产值6．3亿元，比1 949

年增长1．8倍，平均每年增长42．4％。其中：国营工业为4．17亿

元，比1 949年增长3倍，平均每年增长58．6％；合作社营工业为

2072万元，比1949年增长27．3倍，平均每年增长2倍；公私合营

工业为12-5万元，比1 949年增长1．4倍，平均每年增长33．1％；私

营工业为6532万元，比1 949年增长97．6％‘，每年．平均增长

25．5％；个体手工业为1．24亿元，比1 949年增长48．6％，平均每

年增长14．1％。农业总产值为23亿元，比1 949年增长48．6％，平

均每年增长14．1％。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均超过解放前历史最

高水平。1 952年比1 949年分别增长：粮食48％，棉花3．6倍，油料

94％，大牲畜46．2％；原煤2．7倍，发电量．2．5倍，锕6．：5倍，生铁

3．8倍，焦炭4．6倍，烧碱1．5倍，水泥5．7倍，金属切削机床

90．6％，棉纱1倍；棉布2．4倍，卷烟1．8倍，饮料酒4～倍，火柴

3．8倍，机制纸3．6倍，日用陶瓷3．3倍，食用植物油2．8倍。

‘交通运输业：修建铁路462公里，全省铁路营运里程由1 949

年783公里，增加到1 952年1245公里，增长59％；修建公路1 0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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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公路通车里程由1949年1 288公里，增加到1 952年2350公

．里，增长82．5％。并在农村修复一部份马车路，初步改善了交通运

输状况。

城乡物资交流：初步形成以国营商业为王导，以合作社商业为

助手的全省性商业贸易网络，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社会商品

零售总额由1949年的1．68亿元，增加到1 952年5．97亿元，三年

间增长了2～倍。其中：国营商业和合作社营商业商品零售额占社

会商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从1949年的7．69％，增加到1952年

34．8％。

财政收入：1 952年全省财政收入为1．8亿元，比1 949年增长

20．6倍；财政支出1．1亿元，收大于支0．7亿元。教育事业在老区

原有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小学拔展到2．71万所，在校生达到

1 60．8万人，比1 949年增加59．3万人；中等学校达到171所，在

校生达到6．32万人，比1 949年增加4．62万人；高等学校发展到4

所，在校生达到1881人，比1949年增加3．6倍。

城乡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1952年全省职工人数达41．1

万人，’比1 949年的20．4万人增加1倍；同年职工的平均工资为

394元，比1 949年的1 61元提高了1．4倍。

人口1949年为1 280．9万人，l 952年增加到1 395．-2万人，增

长8．9％。

第三节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计划工作

fo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是山西计划管理工作的初创时期。1 950

年，根据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指示，开始编制山西省年度工农业

生产计划、主要物资调拨计划、交通运输计划和地方财政收支计划

等，安排了财政收支，进行了主要物资的供求和运输力的平衡。各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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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计划管理部门和组织机构，在省、市、县财委系统开始建立，计划

内容、指标体系和编制方法等问题处于摸索、探讨和积累资料阶

段。随着计划的编制和执行，全省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开始走

上了有计划发展的轨道，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为有计划

大规模地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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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

1 952年，全国胜利地完成了土地改革和国民经济的恢复任

务，中共中央适时提出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

即：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

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

造。我省根据政务院关于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指示精神，在国家

“一五：’计划指导下，结合山西实际编制了《山西省发展国民经济的

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后经省委和省人委会议多次讨论修改，

于1955年9月提请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由省人委正式下达执行。

第一节 “一五”计划的基本任务

根据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和国家将山西作为全国

规划发展的重工业区的要求，结合山西的实际，提出山西优先发展

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的指导方针。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相应

地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商业，发展教育、文化、科技事业。有步

骤地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保证

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份的比重稳步增长。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

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一五”期间，山西进行了52项限

额以上项目的建设，其中16项属于国家“1 56项"重点项目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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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地方工业新建和扩建项目130个，其中限额以上5个。

全省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任务规定如下：

一、全面地支援和配合国家的重点建设是全省国民经济发展

的首要任务。首先集中力量建设太原地区的兴安化学材料厂、新华

化工厂、江阳化工厂、晋西机器厂、汾西机器厂、大众机械厂、太原

化工厂、太原化肥厂、太原制药厂、太原第一热电厂、太原第二热电

厂和大同地区的柴油机厂、大同机车厂、大同水泥厂，以及侯马红

星机器厂与太谷利民机器厂等16项属于国家“一五”时期“156"项

重点工程项目。‘。

二、大力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适当发展国营农场，试办拖拉

机站，结合初步的技术改良和全面的生产规划，增产粮食和工业原

料作物。计划规定，1957年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达到总农

户的67％，发展地方国营农场95处，机械化农场4处，拖拉机站

12处。

三、积极发展畜牧业，改善牲畜品种。计划规定，到1 9‘57年全

省大牲畜比1952年增长1 9％一36％，绵羊、山羊和猪比1952年

分别增长60％一120％。

四、积极开展水土保持工作，兴修水利，发展造林事业。五年

内，扩大灌溉面积246万亩，以黄河沿岸及桑乾河、汾河、漳河等河

流的水源地区作为水土保持的重点区域，治理土地面积1400万

亩，营造水源林、防护林251．2万亩。
‘

五、地方工业按照全国平衡的原则，发展土石建筑材料工业，

金属加工工业，增产工业用煤、硫铁矿、石膏等，以适应国家重点建

设和国营工业生产的需要；同时，发展肥料工业、农具制造修配工

业、农副产品加工工业，增产民用煤和日用必需品，以适应农业和

手工业逐步合作化的要求，满足城乡人民日益增长的生产、生活的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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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积极地有步骤地把个体手工业者引向合作化的道路，使他

们成为国营工业的得力助手，有成效地为农业生产、为国家建设服

务。计划规定，到1 957年参加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达到12．04

万人，参加手工业供销生产社和手工业生产小组的社员、组员达到

2．86万人。同时根据供产销情况，对组织起来和未组织起来的手

工业者，应统一加以安排。对家庭副业性的手工业者，从原料供应

和产品推销上亦应加以适当照顾。

七、恢复改建地方公路和山区道路，．逐步形成地方交通网。五

年内，以同蒲、石太两铁路为干线，恢复、改建联系铁路与山区公路

13条，1465公里，增加汽车545辆，修建必要的大车路。

八、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相应地发展城乡物资交流，扩大

商品流通。按照国家规定做好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工作，特别要做

好粮食的“统购统销”工作，保证市场的稳定。

九、继续巩固和扩大社会主义经济，加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领

导。在“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积极改造”的方针下，五年内有计划有

步骤地将资本主义工业基本上改造为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

济；对私营商业中的经营小批发商，逐步改造成为国家资本主义形

式的批发商；对私营零售商，分别以经销、合营、代购、代销等形式，

改造成为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的商业和合作形式的商业；对粮食、油

·脂、棉布等行业，将基本上实行全行业的改造。

十、为了适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经济、文化建设的需要，并

为第二个五年计划做好必要的准备，大量培养建设干部，并加强科

学研究工作。为此，要办好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及文化的、技术

的、政治的正规业余学校，搞好在职干部的轮训工作。

～ 十一、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扩大资金积累，保证国家建设。

’十二、在发展生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逐步地改善劳

动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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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一五"计划的主要指标

一、工业：山西地方工业总产值计划要求1 957年达到5．94亿

元，增长1．4倍，平均每年增长19．2％。其中：地方国营工业比

1 952年增长1．56倍；合作社营工业增长7．3倍；公私合营工业增

长26．7倍；私营工业增长47％。手工业总产值计划1 957年达到

2．28亿元，比1 952年增长67．6％。

在地方工业中，各种经济类型所占的比重要求在五年中发生

较大的变化。地方国营、合作社营和公私合营工业所占的比重要求

由1952年的85．5％，上升到1 957年的90．6％；私营工业所占的

比重由1952年的14．5％，1 957年下降到9．4％。

五年内，地方工业计划总投资为14005万元。其中：工业厅系

统所属企业为10992万元，建筑系统企业为1062万元，劳改企业

为1951万元。新建、改建项目共1 35个，其中限额以上的建设项目

有：新建年产10万吨的太原磷肥厂和5万纱锭的太原纺织厂，改

建西山煤矿、富家滩煤矿、榆次晋华纺织厂等3个企业。地方工业

新增加的主要产品生产能力：原煤275万吨、生铁2．3万吨、钢2．1

万吨、氧气47．5万公升，棉布8430万米，以及小五金264．5万件

等。

二、农业：1 957年农业总产值计划达到1 5．68亿元，比1 952

年增长．28．6％，平均每年增长5．2％。粮食总产量计划达到44．52

亿公斤，增长1 5．9％；棉花总产量计划达到13305万公斤，增长

44．1％；油料作物播种面积，五年内计划增加62．7万亩，达到273

万亩。“一五”计划，农、林、水利部门的投资为7377万元j用于农

业、水利方面的贷款1 3820万元。此外，中央还直接拨付不列入地

方财政计划的汾河水库投资和国家拨给的水土保持经费等。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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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计划扩大水田9000亩，水浇地21 0万亩，洪浇地35万亩，并制

定水土保持分期计划。

三、地方交通运输：五年内，用于发展地方交通运输事业的投

资3777万元。其中：用于公路运输3365万元，用于县、乡大车道路

投资412万元。预计1957年城乡需要经过公路运输的货物周转量

为24653万吨公里，同期全省地方国营运输企业，可能担负的货物

周转量为8050万吨公里，为此要求大力组织国营、集体企事业单

位的运输车辆和民间的马车运输能力，尽最大的努力，实现运量与

运输能力之间基本平衡。

四、商业：“一五”计划规定，全省社会商品零售额1957年达到

1 3．3亿元，比1952年增长‘1 31．6％，平均每年增长1 8％。主要商

品供应量，1957年与1952年相比增长：粮食13．6％、棉布77％、

煤油1 83％、食盐34．6％、卷烟1 04％、糖2．3倍。五年内，计划供应

农村化学肥料3．5万吨、双轮双铧犁8．3万部。

五、城市建设：“一五"计划规定，太原、大同两市将建设成为两

个新的工业城市。五年内全省城市建设投资9265万元。太原市占

76．37％，其中新工业区投资5137万元，占该市投资的72．6％；大

同市占21．47％，其中新工业区投资1 638万元，占该市投资的

82．4％，城市建设包括城市供水、排水、道路、桥梁以及其它城市公

用事业等，限额以上工程11项，限额以下工程30项。

六、文教、卫生事业：“一五"计划用于文化、教育和卫生事业投

资30672万元，占总投资的44．7％。太原工学院、山西师范学院、

山西医学院和山西农学院共计划招生9374人，毕业生3395人，新

增学生5979人，到1957年计划在校学生达到7677人，比1952年

增长3．1倍。29所专业技术学校五年计划共招生18183人，毕业

生8622人，新增学生9561人，到1 957年计划在校学生达到1 3223

人，比1952年增长2．6倍。全省普通中学由1952年的105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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