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编囚)1/ 览
矿二当fe/!!lJI，ρ) 必 13、缩得那缩/周'jl!拌芋~ti;声却成崔



新编器 JII黯览

.:E治国
建军

制酣设计韩健勇
提商设计 杨主路军酶
责任校对冯建平玉树陆叶战

杨晓黎辑路璐周红军

责任出版

11科学技术出援社

地都盐道街 3号邮编ω∞12
本 787 x 1092 1/16 

印张 52.25 年数 1500
摄宾 4

印 刷郭甚至衷;南印刷厂
版 次 i仰9 年 9 月，唬邮第…版

印 次 1仰9 年 9 月第…次印席IJ

定价 150得∞
ISBN 7-5364-3仪鸿翩l/C'42

自 版权所有·疆军市必究 " 

黯本书如

满楼。
帽如需魏本书，请与本社

部购结联系。
地址/或者5盐道街 3
邮编/610012



噩书在版编目( CIP)数据

新辅白)11穰芫/王治国主蝙.…成都:黯)11科学技术出
强社， 1999.9

ISI到 7 - 5364 - 3604 … 1 

1.新…茸.王…囚.四)11 一穰昂茧.K927.1

中国提本图书铺 CIP 数握按字(1999)第 43768



《当代四川》丛书编委会

主编杨超 何郝克 宋锡

编委 (以姓氏笔品为序)

王治国 李明志 天口 畏

涤世 张如兰 陈建言

黄一龙 J彭,/, 雨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新编四川概览》编写人员

编 二E治嚣 《当代四 }I[ ))主主书编辑部主任，编审

重§三主编 黄一龙 《当代四川[ ))丛书编辑部副主任，编审

吴康零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情报中心主任，编审

嘉陵 四 )I[ 省地方志编委会地方文戴研究室副主任，副编窜

作 费 (按拴在笔踊排列)

于 观 南充?苦地方志办公室

马角四 }I[ 大学讲师

马宜伟 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马道栋 四川省地方志编委会斟编审

万世禅 四川省罢书馆原信长

友平 四川省地方志编委地编

王渝春 茜充市地方志办公室编辑

方大治 重庆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所长，研究员

邓郁章 商克市地方志办公室鬓编审

叶 红 四川省地方;每编委会编辑

阴 差是 因 }I[ 省社会科学院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立建平 整庆市万卅区地方志办公室编辑

卢光来 四川省科技走进发展中心研究员，四川省科委史志办事才主任

主主定香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经济体制改革》编辑部编

冯成患 南充?苦地方志办公室编辑

如j 言西 四 }ì[ 省宗教;每办公室主任

女ij 守权 四川省卫生厅卫生志编辑部调研员

刘金或 四 )I[ 省社会科学院《经济体制改革》编辑部编辑

刘海东 内江市人大干部

江瑞炯 绵阳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 ~U 编苦苦



勤元 南部县地方志办公室编

吴 捷 《当代2TJ )I! ))丛书编辑部副主任，编审

吴 野 因此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树锋 中共自贸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陈文渊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当代四川研究所黯编审

陈.iE勇 四川省卫生 ff 卫生志高编审

陈茂勘 四川省地JYt局高级工程师

黯原 因 )I! 省广播也视厅编审

杨 钢 四川省社会科学统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酣所长，酣研究员

杨宗义 四川省出最局编审

杨秋瑾 成都市金牛 IR 致好干部，文学硕士

杨静仪 2TJ川省社会科学院经济体制政革研究资助理研究员

带银武 四月 4草地贯黯高级工程师

邹一清 四川省社会科学夜当代四 JJ!研究所编辑

弦 海 中共攀枝花市委办公室主任

张 斌 四月省社会科学提当代臼 )11 研究所编

张文晋 四川省卫生 ff卫生志编辑部器处长

张立海 中共德阳市委政研室处长

去寿康 四川省互生厅卫生志编辑部编辑

?支薪红 成都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张重怆 四川省体育运动委员会史志办副编审

张越 )I! 四 )11 省社会科学院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罗开事 中共自贡市委党校副教授

林凡 因此省卫生厅卫生志编辑

林成仁 重庆市万州在地方志办公室编辑



苟兴伟 闽中市地方志办公室编辑

周 俊 内江市人大常委会干部

周永兴 南充市地方志办公室编辑

周建春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当代四川研究所编辑

胡祉兰 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副教授

胡奇明 重庆市浩陵区地方志办公室编辑

胡洪春 营山县地方志办公室编辑

段 渝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

赵 涵 四川省博物馆《文物史志》编辑部副主任

赵纯涂 四川省旅游局处长

赵德荣 达川地区地方志办公室编辑

郭玉成 营山县地方志办公室编辑

徐朝中 四川省地方志编委会编辑

黄 丹 四川省剧协评委会主任，副编审

曹羽茂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实习研究员

赖绍民 四川省地质局高级工程师

温贤美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曾竹平 雅安地区教育学院原校长

蒲国树 浩陵市地方志办公室副编审

蒲祖政 重庆市黔江区地方志办公室副编审

潘大德 南充市地方志办公室副编审

潘万才 中共阿坝州委办公室副主任

编 务 陈德言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当代四川研究所副所长，副编审

韩素琴 四川省地矿局工程师

冯 涛 四川省社科院助理馆员



前

《新编四 )11 概览》是由省内部分专家、学者和有关

部内的实际工作者共闰编撰的一本比较全面、系统地

介绍从史前时走3ê. 1995 年间四川基本情况的资料书，

对于 1997 年 3 月 @)II 行政区划调整后的重要情况，也

拉要的记载 o

《天府之国》的四)!I ，山川形胜，历史悠久，物

宝，人杰地灵，在祖国的历史发展中占有 3重要的地队 o

吉 1949 年解放以来，全省各族人武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面给奋斗、艰苦船业，谱写了四

)Ii }Jj 史亥革中最为灿烂辉嫂的崭新藕意。当代四 )11 己

由原来以结构单一落后的在业经济为主的省份，变

成了一个工业门类比较齐全、技术力量地较雄厚、农副

产品丰富的当代中国的重要工业、科技和农副产品

地之一。特别是自 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金会以来，

在邓小平建设有中重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

线指如下，四川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突飞插进，各

事业兴旺发达，人虱生活盖著提高 01997 年 3 月 14 日，

第八属会堕入琵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决定，设立

反直辖市，撤销原黛庆市。 )11 渝分洽，从原四川省赵

出梢， 000 多平方公寰的面积和 3000 多万人口，使四



川省的行政 g 戈，1] 有了变动。区划调整后的新四 )11 在我

们国家毅济发展全局中传然占有重要性置。臼)1\是中

国西部稳定可靠的粮食和副食品基地，西部工业门类

最齐全和钱势产品较多的工生基地，中韶最大的水能

发基地，是人才大省、科技大省、劳动力资藏大省、提

游资源极为丰富的大省，是否部巨大的市场和物资集

散中心。随着进一步改革开放，菌家加快守军部地区

的方针政策的实施，必将使进四川经济社会更泱、更

大的发展 o ((新编四 )11 概直》以丰富的内容和翔实的资

料记述了上述的发展过程和现状。它为各级和各部门

领导干部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措施，为专家、学者和

实际工作者研究四}ll 经济和社会发展问嚣，为省内外、

嚣内外人士了解回到进行娃济协作和文化交涟，提供

了四 )1\ 省区为j 漠整前后的最新的结息。

在编撰工作中，我的得到了一些专家、学者和实际

工作者的积极支持和帮助，在此深致谢意。编撰这样大

翠的资料书，我们缺乏经验，蜡漏之处，敬请读者批评、

指丘。

锦毒



凡例

一、本书按历史、地理、资挠、政治、敬育、科学技

术、王生、文化艺术、藏潜、地区、党派四体、人物设嚣，

篇节设寰。书末设附录，到自 JII 自古代以来的大事

耍。为便于检索，全书章序统一孀排，章下内容在该毅

下分层设序号，多一逻辑摆放多一级序号。如:

第 1 蒙古代四川

1. 1 囚 )11 )Jj 史的开端

1. 1. 1 回到的露始人类与旧石器文乞……

1. 2 巴蜀的历史与文明

二、本书着戴表洁自川自 1949 年 12 月解敢以来

的发展变化。为了行文的方便，本书对于这一时期通称

"集牵挂出届"、"解放以来"等等。 1949 年 12 月至 1952 年

9 月合并各行暑区建立四川省以茹，对于四川的行政

划，本书除特捂外，通称"四JII 地区"、"西) i I "、"全省"。
兰、本书每述的事件和使用的统it数字，迄班 1995

年底。但由于 1997 年 3 月四川行政区主才有3最大调整，

本书除在番苦将行政区划调整前后要统it数提到表

对比外，在内文相关部分亦作必要的说明。文才子满整后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的四川省在"九五"计划前期的情况亦另列表说明。

四、本书使用的统计数字中，人民币数额均以 1955

年开始发行的新人民币金额单位表示。金额间互相比

较的使用可比价，除另行注明以外，其他为当年价。

五、本书使用的度量衡单位，除直接引用历史文献

外，一律遵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的有关

规定。

六、本书档案材料和统计数字的使用，遵行《中华

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有

关规定。

七、本书使用的科学技术术语、名词、名称，以有关

方面审定的为准;未经审定和统一的，从习惯。

八、本书使用的译名、人名采用国内通用译法，并

参照辛华编《世界人名译名手册>>，无通用译法者，按

"名从主人"原则译出;地名根据地图出版社出版的《世

界地图集》译出，并参照辛华编《世界地名译名手册>> , 

自行译出者，仍遵"名从主人"的原则。

九、本书遵行国务院 1956 年公布的《汉字简化方

案>> ，采用简体字。本书的标点符号和数字的用法，遵行

国家技术监督局 1995 年 12 月发布的《标点符号用

法》、《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两个国家标准。



四川省行政区划调整前后

主要挠计数据对照表鬓

地理位

幅员军积

原

项 自

台地、丘捷及低、中山

高山、离原及山聚

冰雪覆盖地

水面

耕地Tfii积

水资源总

行政建制

总人口

罩内生产总

人均国内生产总镀

区~J语整前

东经 9 7"21' ~1l0012' 

北纬 26003' ~34019' 

57 万平方公里

4.53 万平方公室

35.9 万平方公里

15.86 万平方公 1l

0.06 万平方公里

0.4 万平方公里

621 万公顷

3404 1(. 方米

辖 23 市、地、州
222 县、市、lR

11. 238.2 万人

4215 乞元

3789 

1.& ~J调整在后

东经 9 7"21' ~108031' 

纬度不变

48. 5 万平方公里

3. 80 万平方公里

28.86 万平方公里

15.5 万平方公里

O. 06 万平方公室

。.28 万平方公里

454. 31 万公晓

2696. 71 乞立方米

19 r节、地、州
179 县、市、区

8215.4 万人

2985. 15 乞元

3645 元



项 弱 区划器整曹雪 黑是IJ满整后

售总额 1539.8 乞 1091 乞无

城镇 黑人均生活费收入 4000 元 3939 元

农村若筑人均生活费收入 1453 1459 元

商等学校/学生 64 所/20.8 万人 刊所/13. 1 万人

中等学校/学生 7603 所/439.7 万人 4721/298.3 万人

小学/学生 6.84 万所/1053. 5 万人 4. 89 万所/779.8 Ji 

广播电台 77 座 58 座

电视台 39 座 32 莲

新闻报提 126 家 96 家

卫生税构 18.742 家 出 .963 家

卫生技术人员 33 万人 24.6 万人

t!院床位 25. 6 万张 18.9 万?是

势;卒将付印以前，会因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于 1997 年 3 月决定设立重庆直辖市，囚川省

政区划因此有了 3最大调整 b 由于本书表述的内容和使用的数字均迄至 1995

相关部分作必要的说明外，为便于读者了解四川行政区划调黎前后的变化梗概，

表。*司提数据为 i部§年年末数 o



后整
况
调
概
酌

划
脱
白

区
发

1…

政
济
制

行
经
问

省
民
山

川
国

四

拮 单住 1996 1997 

人口 万人 8215.4 8264.7 

其中:非农业人口 万人 1378. 1 1420. 1 

国内生 恙 f主 万 2985. 15 3320. 11 

第 韭 f乙元 860.02 919.28 

第二产业 亿元 1229. 01 1385. 38 

第三产业 亿元 896. 12 1015.45 

人均嚣内生产总 7巳 3645 4029 

工农业总值 亿元 424 1. 99 4864. 51 

农业总 值 亿元 1274.32 1395.43 

工业总产值 亿 2967.67 3469.08 

中:轻工业 也无 1410.04 1728. 52 

重工业 才乙完 1557.63 1740.56 

幸是 量 万吨 3483. 1 3554.4 

生猪存栏头数 万头 5277 5280 

布产量 f乙米 6. 68 6. 60 

原盐产量 万吨 199. 56 234. 96 

天然气产 亿 方米 75. 11 80. 03 

发也 亿 瓦时 475.53 491.97 

4月 万吨 545.88 548.84 

朋 f乙元 803. 79 949.30 

国有经济 亿元 419.82 525.95 

集体经济 亿 128.42 127. 97 

个体 f乙 131. 61 159. 50 

财政总收入 1乙 154.07 17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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