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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4 第八编经济综述

第一章经济发展概况

第一节清末民国时期

1840年以前，区内经济长期处于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状态。鸦片战争以后，逐步转变

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在帝国主义、封建地主、官僚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下，生产

力受到严重束缚，经济发展非常缓慢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生产方式落后，生

产水平很低；工业生产长期停滞于手工劳动；商品生产虽已萌芽，但发展迟缓；交通闭塞，

物资交流不畅；人民收入极低，生活十分贫困。1949年，全区社会总产值仅2．45亿元(按

1980年不变价计算，下同)，人平133元；其中工农业总产值2．23亿元，人平121元；农

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95．8 oA，国民收入人平46元。“船到郴州止，马到郴州死，人到

郴州打摆子”是当时贫穷落后的真实写照。

一、农 业

清代，土地多被贵族豪绅垄断。光绪十一年(1885)，全区有耕地203．29万亩，人平

不足1．5亩。占人口总数不到10％的地主、富农，占有大部分土地，一些祠、庙、会、社、

学产等公田，亦为他们所把持；占人口总数70％以上的贫农、雇农，主要靠租种地主、富

农的土地，或受雇于地主、富农，维持贫困的生活。民国时期，区内土地兼并更为激烈，官

僚地主凭借政权、族权、神权霸占大量耕地、山林。汝城大恶霸胡凤璋，倚仗“第三区保

安司令部中将副司令”、“湘南剿共副司令”等头衔，强占民田4000多亩、山林万余卣，盖

房屋680多间，年收租谷1．2万石(每石稻谷约60公斤)，伐木千余立方米。民国38年

(1949)，全区耕地面积314．69万亩，按农业人口人平1．82亩。各阶层人平占有耕地：地

主8．1亩，富农3．7亩，中农1．5亩，贫雇农0．3亩。贫苦农民遭受残酷剥削。租种田地，

要缴纳收获量50～70％的地租；借钱借谷，要向高利贷者付30,'--40％的年息；为地主、富

农做工，收入低微，仅能维持个人生活。民国时期的高利贷剥削比清末尤甚。资兴大恶霸

地主李吉康，头年放谷750石，次年收回本利1100多石。民国34年(1945)，宜章农民李

来胜，因病向地主李世俊借法币6万元，仅借80来天，连本带利滚到75．47万元，结果倾

家荡产用以抵债。

区内农业生产方式极为落后，农民沿用干百年来传统、落后的简单农具，耕作粗放。不

少农户缺乏耕牛，耕地靠人拉犁。边远山区和瑶族聚居地区，仍是刀耕火种。肥料全靠家

肥和土杂肥，农作物品种少，产量低。全区虽河流纵横，泉井较多，但蓄水、引水、提水

条件极差，难御旱灾侵袭，故岁岁以干旱为苦。民国18年(1929)，郴县、桂阳、嘉禾、汝

城等地大旱，灾民吃树皮、草根和观音土，无衣无食，啼饥号寒，流落四方。民国23年，

郴州自夏至秋久旱不雨，溪涧断流，禾苗枯死，米价每斗(约7．5公斤)达银元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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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内农业，历来以种植水稻为主，经济作物为辅。粮食作物有水稻、红薯、马铃薯、小

麦、大麦、玉米、豆类等10多种；经济作物有苎麻、晒烟、茶叶、棉花、甘蔗、油菜、芝

麻、花生、水果、辣椒、黄花菜、魔芋、生姜、蓝靛等。正常年景，粮食亩产150～160公

斤，全区年产稻谷30"-'35万吨，茶油7～lo万担(每担50公斤)，苎麻0．5～1万担，茶

叶0．5万担，晒烟0．6"---1万担，出栏生猪40万头。安仁、汝城为余粮县，每年外销粮食

9000吨；嘉禾、桂阳、郴县为缺粮县，每年输入粮食共约1万吨，粮食出境、入境数大体

相抵，基本维持自给自足。茶油除自给外，年销区外约2万担。茶叶、苎麻、烟叶以外销

为主。从资兴东江、广东坪石集中外运的木材年约6万立方米，楠竹40万根。

光绪、宣统年间(1875,--,1911)，农业生产有所发展。光绪十一年(1885)，全区储备

常平仓积谷7万余石，以备饥荒。郴州烟叶已享盛名，被列为贡品，并出口英国，常年产

量达1．5万担。苎麻产量增至1．6万担，品质甲全省，大部分出口。茶叶已成为出口的主

要商品。宣统年间(1909,---1911)，郴州出口的茶叶平均每年达1．6万担，销售收入达银元

50万元。民国5年(1916)，茶叶种植面积达17万亩，年产茶叶3．6万担，出口茶叶2．12

万担，为历史上郴州茶叶产销最旺盛时期。尔后，因日本、印度茶叶抢占中国茶叶的国际

市场，郴州茶叶销量～落干丈，直至停止出口。

民国18年(1929)，全区稻谷产量670．8万担(合33．54万吨)，亩平3．66担，合183

公斤，人平186公斤。大米自给水平仍很低，靠红薯、玉米等杂粮弥补。民国19年《湖南

省县政报告》记载：“郴县僻处湘南，工商事业极不发达，生产者少，消费者多，兼之山多

田少，物产不丰，米粮尤感缺乏⋯⋯，赤贫之家，多以红薯杂粮为普通食粮。”民国22年，

全区有养猪户25．93万户，全年出栏生猪68．72万头，除自食和区内销售外，还远销广东

和出口港澳12．04万头，占全省外销数的12．4％。种植苎麻2．35万亩，产麻403．9吨，成

为国内闻名的优质麻产区。郴县、桂阳共种植晒烟1．1万亩，产烟1．4万担。民国24年，

全区有茶园3120亩，年产青茶1154担，仅够自给。粮食收成较好，安仁县运销长沙、湘

潭的稻谷7．5万石，汝城县运销广东、江西的稻谷19．1万石，但桂阳、嘉禾等县从蓝山、

新田、衡阳输入粮食21万多石。采伐木材27万立方米，楠竹40万根。

民国25年，是民国时期区内产粮最多的一年。共产粮食986．43万担，合49．32万吨，

人平277公斤，仅汝城、安仁、临武3县就输出稻谷38．9万担，各县共筹集县仓积谷31．57

万担。民国29年，茶油丰产，总产量达15．2万担．占全省总产23．4％，居全省10个行政

区的第一位。运销区外的茶油达5万余担。桐油产量近万担，其中运销区外7879担。

抗日战争期间，区内畜疫流行，生猪死亡率高，加之口岸封锁，不能出口，生猪生产

急剧下降。民国30年，出栏生猪44．14万头，比民国25年下降30％。民国31年，全区播

种水稻181万亩，产量610．4万担，比民国25年下降38．7％，亩产亦下降到168公斤。因

当时进口染料受阻，刺激区内蓝靛生产，桂阳、临武平均年产蓝靛5420担，比战前增长5．5

倍，且质量为全省之冠。

抗战胜利后，内战又起，国民党政府横征暴敛，抽丁抓夫，农民惴惴不安，农业生产

深受影响。1949年，区内粮食种植面积287．53万亩，总产量40．37万吨，亩产仅140公斤，

人平220公斤；生猪饲养量56．96万头，人平0．31头，其中年末存栏3’6．52万头，年内出

栏20．44万头；耕牛年末存栏15．18万头，平均每个农户仅0．36头；家禽年末存笼13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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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羽，户平2羽。全年农业总产值21352万元，其中粮食产值11193万元，占52．4 oA；经

济作物产值2820万元，占13．2％；林业1428万元，占6．7％；牧业3618万元，占16．9％；

副业2135万元，占10％；渔业158万元，占0．8％。

二、工 业

历史上，区内工业只有一些采矿、冶金业和零散的手工业，主要产品有煤炭、有色金

属、土纸、陶瓷、纺织品、铁木农具、家具等。

明末、清初，朝廷禁止民众开矿，采矿冶金工业一度冷落。清康熙十年(1676)，开放

矿禁。康熙二十年，允许商民开矿，区内先后开办刘家坑、葛藤坪、柿竹园等lo多处矿区，

采冶铜、铅、锡等有色金属和炼砒、炼磺。永兴、宜章、嘉禾等县的煤矿，私人开采者亦

多。雍正八年(1730)，桂阳州大凑山有色金属矿山恢复开采。乾隆八年(1743)，郴、桂

两州共产铜砂2．28万担，炼铜320．27担；产铅砂8．76万担，炼铅1．42万担；炼锡144担。

所产铜大部分供官钱局铸造钱币。此时，区内手工业开始发展，资兴、汝城、桂东、宜章

等林区，有纸槽数百处，生产玉板纸、毛边纸、湘包纸、火纸等，年产万担以上。临武县

生产的龙须草席已享盛名，并列为贡品。

嘉庆年间(1796～1820)，朝廷又限制矿山开发，断言“黄金如土而国不益富，山空矿

尽而国不为贫”，导致区内有色金属矿山纷纷倒闭，矿业萧条。光绪二十七年(1901)，帝

国主义胁迫清廷订立《辛丑条约》，承认外国商人可在中国开矿，区内有色金属矿山逐渐为

德国礼和洋行、英国敦和洋行所霸占。此时，煤矿发展较快，永兴已有上千工人的煤矿场。

年产煤上万吨，运销衡阳、湘潭、长沙等城市。光绪三十三年(1907)，在湖南巡抚俞廉三

主持下，湖南人民开展反对外国掠夺、力保矿山的激烈斗争，赎回被洋商买去的矿山契约

千余份，区内矿山才从外商手中收回。

宣统年间(1909～1911)，全区产煤炭约6万吨，采选有色金属矿砂2000吨，冶炼成

品300吨。纸槽增至420处，年产土纸1-4万担。临武龙须草席年产8000床，大部分出口。

永兴马田鼎锅、铁锅，嘉禾铁器，郴州毛笔和五盖山石砚等产品畅销区内外。铁木农具、竹

器、纸伞、木屐、土纱土布、陶瓷器等生产不断发展。桂阳州纺织的苎麻布，质量优良，深

受消费者喜爱。

民国3年(1914)，香港买办陈廉白、广东富商简英甫在宜章栗源区狗牙洞开办“地利

公司”，年产烟煤1．6万吨。是年，瑶岗仙矿区首先发现钨矿，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国际市场钨价暴涨，官、商闻风而动，先后于宜章瑶岗仙、汝城白云仙、郴县东波、临武

香花岭、桂东青洞等地开采钨矿。民国7年，全区钨矿公司发展到近100家。民国5～7年，

共产钨砂7000吨。民国7年冬，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国际市场钨价暴跌，采钨业一落千

丈。民国8年，商办“豫恒公司”开始开采宜章杨梅山煤矿。在此期间，永兴先后建立10

多个煤矿公司，其中规模较大的人和公司，日产煤250吨。手工业中，出现由个人集资合

办的手工业工厂，如锅厂、铁厂、瓷厂、织布厂等。民国18年，区内手工工场(厂)达1400

家，工人6935人。民国19年，煤炭产量达16．63万吨。是时，国际市场钨价回升，钨矿

公司纷纷复业。民国23---,27年，区内形成第二次产钨高潮，5年共产钨砂7500吨。郴县、

汝城、宜章、资兴、临武、桂阳、桂东7县，在省建设厅立案开采五金矿产的111家商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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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中，以钨矿业为主者84家，锑砒或铅锌砒矿20家，锑矿7家。以瑶岗仙鼎记泽民公

司规模最大，最高年产钨砂600吨，其次是白云仙、香花岭、青洞等矿区。

民国26年1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组建湘南煤矿局，辖资兴矿厂、杨梅山矿厂。民

国28年9月，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在郴县设立湘南矿务局，辖永兴湘永矿厂，资兴湘胜矿

厂、湘惠矿厂，并在汝城、．宜章等地开办钨矿。民国29年，全区煤炭产量达40万吨，省

建设厅办的香花岭锡矿产纯锡30吨，郴县、桂阳产纯锑200余吨，钨砂产量约800吨。民

国30年，湘南矿务局与省建设厅合办永兴马田湘兴矿场。民国31年，因战争影响，有色

矿无法出口，产量日减。同年，湘南矿务局与广东省政府合作，进一步开发狗牙洞煤矿。此

时，外来机制纺织品、日用品El益减少，刺激手工业的发展。民国28-'--31年，各县办起民

生工厂，用手工纺纱或以棉换纱，织造土布、毛巾、袜子供应本地。私人开办的织造印染

厂亦应运而生。安仁县年产土纱1320担，白粗布7．13万匹，白细布875匹，除供本县外，

还销往外地。因机制卷烟来源断绝，烟丝业得到发展，外来难民办起手工卷烟厂，。难民

烟”代替机制卷烟。民国33年秋，日寇犯境，矿山和手工业厂场大部分停止生产。

抗战胜利后，矿山陆续复工。民国34年(1945)，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在长沙成立第

二区特种矿产管理处，下设10个企业，其中7个在郴州地区。郴县、宜章、临武、资兴、

汝城、桂东、桂阳等7县有私营矿57家，其中钨或钨锡矿47家，铅锌砒矿6家，锑矿4家。

此时，区内较大的煤矿也直属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管理，实际为官僚资产阶级所操纵。民

国36年，产煤50．37万吨，为民国时期区内煤炭年产量的最高记录。民国35～37年，共

产钨精矿1500吨，纯锡250吨。民国时期的38年中，全区共生产有色金属5万吨，其中

钨精矿2万余吨，纯锡4000余吨，分别占全省同类产品产量80％和70％。

由于国民党发动大规模内战，时局混乱，物价飞涨，法币贬值，工业生产难以为继，在

业者朝不虑夕，生产倒退。1949年，全区45个手工行业，开业者不足1000户，近万名手

工业工人处于失业或半失业之中。全区工业总产值946万元，仅占工农业总产值22298万

元的4．2％。其中冶金业产值189万元，建材77万元，森工138万元，食品148万元，其

他(包括煤炭、缝纫、机械、造纸等)394万元。 。

=、父垣压牺

清末，区内水路运输，以耒水、舂陵水、武水、永乐江为骨干，串通郴江、东江、蓼

江、注江、西河、章水、玉溪水、渔溪水、金陵河等，通航里程583公里。陆路运输，以

湖广驿道为干线，经永兴县、郴县、宜章县与广东驿路相接。另有两条驿道支线：一条从

衡阳分出，经常宁县、桂阳县，临武县与广东连县驿道相接；一条从耒阳县分出，经永兴

县、资兴县、汝城县与广东仁化县驿道相接。县乡大道纵横交错，货物运输靠人挑马驮。

民国23年(1934)3月，湘粤公路全线通车，纵贯永兴、郴县、宜章。民国25年9月

1日，粤汉铁路全线通车，与湘粤公路平行过境。民国27年，郴县至桂阳公路通车。民国

30年，许家洞至三都铁路、广东坪石至连县经过宜章境内的公路通车。民国32年，白石渡

至杨梅山铁路通车。民国37年，郴县至资兴公路通车。民国38年7月，坪石至狗牙洞铁

路通车。1949年新中国建立前夕，区内共有铁路182公里，蒸气机车12台，年客运量3．6

万人，货运量4万吨；公路6条，计218公里，汽车6辆，年客运量3万人，货运量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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