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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在市志办公室的指导下，

我们经过2年的艰苦工作，在完成《重庆市计划管理志》的同

时，完成了《重庆市经济综合志》’。从宏观角度反映经济发展变

化，在旧志书中从不见。因此，编写《重庆经济综合志》是一次

大胆简有益的尝试。

重庆经济上下20000年，本书记载了从远古-v1985年止重庆

经济发展的概况，着重反映清代以来、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以来重庆经济发展的格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各个时期重庆的

经济发展作了比较详尽的记载。

在编写中，鉴于时间跨度太长，许多方面的资料难以拉通采

集，我们从实际出发，突破了志书横排纵写的传统体例，采取纵

向分期、按期横排纵写蚶做法。同时，我们严格遵守志书写作的
基本要求，编写中不带宣传性，不加感情色彩，对人直呼其名，

对事客观记叙。我们希望《重庆经济综合志》能成为一部实实在

茌的、资料翔实、记叙客观的书籍，为各级领导、经济理论工作

者、经济实际工作者以及山城居民了解重庆；研究重庆服务。未

来是建立在昨天的基础上的，．了解重庆的昨天，对于建设重庆更

加美好的未来是十分重要的。

由于《重庆经济综合志》涉及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

科，而我们的学识与编写这样书籍的要求有较大的差距，难免出

现一些疏漏，敬请读者谅解，并力争在将要出版的专门志书中得
到补正。

在编写工作中，我们得到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图书馆历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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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政府办公厅档案室、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档案处；市计委

亦公室、市计委国土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第二历史档案馆

的大力支持，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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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 述

(远古～1985年)

重庆从采集经济状态发展到现代经济建设，经历了20000年

漫长的历史。公元前20000年左右，重庆处于采集经济状态。公

元前4000，--5000年这一时期，重庆经济已以原始农耕和渔、猎生

产为主。公元前500一-600年间；巴族在部落联盟制的基础上建立

起以重庆为政治中心的巴国，处于氏族集体经济状态。公元前

314年，秦国灭巴国置巴郡，直到公元1911年清帝退位，清代结

束，重庆处于封建社会经济状态。在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中，重
庆已发展成为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城镇和对外贸易口岸。1912年

建立中华民国，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民国政府迁到重庆，

1940年正式定重庆为陪都。民国时期，近代工商业发展起来，奠

定了重庆近代经济的基础。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经过30

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李1]1985年，重庆经济、科技、社会都得到

空前的发展，成为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城市，具备比较完备的国

民经济体系和相应的中心城市功能。

重庆经济发展，与其自然地理和资源方面的特点分不开。横

贯重庆全境的两江千流，以山地、丘陵为主的地形、地貌，温暖

湿润的中亚热带气候}自然资源丰富，多样组合情况良好，这是

重庆市自然地理和自然资源方面的四大显著特征。

第一，．重庆市中心区处于长江和嘉陵江的交汇口，是西南地

区与长江中下游及海外联系的水运枢纽。两江干流的存在为重庆

市成为西南唯一的内河外贸港口奠定了物质基础，也使重庆经济

成为长江大流域经济的重要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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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重庆市内山地占62％，丘陵占35％，平坝仅占8％。

由于地形、地貌复杂多样，以山地丘陵为主，加之气候条件的影

响，一方面形成了复杂多样的生态环境，有利于多种生物的发

展，另一方面则不利于市内交通的建设和工业、市政用地的选

择。

第三，重庆市的气候条件与四川盆地一致，但又有其特殊

性。主要是常年气温高于川西平原，夏日漫长炎热，秋末、初春

多雾，多春旱、伏旱等灾害性天气。这种气候条件，一方面有利

于柑桔、茶叶等热带经济作物的发展，另一方面又使农业生产条

件呈不稳定性。

第四，重庆有丰富的煤、天燃气、石灰岩、石英砂等非金属

矿藏，水资源和水能资源相当丰富，地下天然饮用矿泉水属全国

三大富庶地区之一，从而为工业化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

这些自然地理状况和资源条件是重庆经济发展的客观物质基
础．

从古人类的简单生产、生活活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

进行的现代化建设，重庆经济跨越了20000年的历史长河。

据重庆地区的考古资料分析，20000年前左右，重庆地区由

于温度和湿度都比较高，适宜植物、动物的生长。古人卷在重庆
地区的林缘地区和江边的平台上，靠围猎林边野兽和采集森林果

实和挖掘植物根块生活，共同劳动，获得的食物平均分配。公元

前四五千年，重庆地区的古人类已掌握了植物栽培、用网捕鱼、

烧制陶器、用野生纤维捻绳等原始农业、渔业和手工业技术，过

着原始农耕和渔猎的简单生活。公元前五六百年间，住汉水流域

的巴族向西扩张，来到重庆，春秋战国之交，在部落联盟的基础
上，建立起一个以重庆为中心的国家一一巴国。史书记载，巴子

都江洲。巴族来到重庆与原有的土著民族一起，对重庆地区进行

了大规模的经济开发，把生产和生活的区域从江边和少数林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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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扩展NJ Jl东丘陵地带，采用木耜耕地，借烧山草灰作肥，种植

稻、黍(黄米)、麦、稷(／b米)等五谷，芳弱(魔芋)、纶

(苎麻)等经济作物和给客橙(柑桔)、荔枝、香茗(茶叶)、

天椒(花椒)等经济林木，还养蚕和喂六畜(据常璩《华阳国志

·巴志》)，巴国的家庭手工业有了很大的发展。铜器炼制已掌

握了采矿、冶炼，治模，浇铸、修整等工业，能生产铜兵器、铜

乐器、铜酒器，制作陶器全用轮制，并用陶杵模压成花纹，分为

土红色、红灰色两种色调，能生产陶盆、陶罐、陶盘等J同时，
还纺制麻布和绢、编制竹器，制作漆器等，并开始采制食盐和制

作堕休粉(用其描眉)、酿制清酒。巴国居民结舫水居，以独木

舟作为主要的交通工具。巴国的土地、牧场、牲畜等生产资料归

氏族集体所有，生产的产品除留一部分用于氏族、部落联盟祭

祀、军费和酋长开支外，其余的分给各个家庭用于消费和交换本

氏族不生产的产品。巴人．‘‘立市于龟亭北岸"(今巴县冬笋坝)，

以物换物，调剂余缺，各得其所。

公元前314年，秦国灭巴国置巴郡，张仪率人在今小什字一

带修江洲城，从此，重庆成为秦国36郡之一并进入封建经济社会

状态。这一时期，巴郡每年要向秦国纳贡交税。巴郡时期，传进

了蜀国施肥和灌溉等农业生产技术和秦国的冶铁技术，大大提高

了巴郡的劳动生产率。农业方面，改木耜为铁耜，并使用牛和马

牵弓J，掌握了二十四节气，按二十四节气安排农业生产，并开始

加强农作物的田问管理，手工业已从农业中分离出来，金属冶

炼、制陶、采矿等都出现了专门的加工工场，铁器进入了生产生

活领域，铜器制造技术进一步提高。农业与手工业的分离和发展
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公元前300年，出现了专门经营产品交换的

商人和充当一般等价物的货币。

，汉承秦制，东汉时期的巴郡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153

年，江洲城已成为工商业人口汇集之地，出现了一些大地主、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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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拥有100多万人H。经过三国两晋的动乱，江洲变成为一

个仅有几百户人家的荒凉破城。直到唐代和宋代前期，重庆经济

才得以恢复并有了很大的发展。这一时期，农业产量和人口比汉

代大为增加，纺织业、冶炼业、军器制造业、造纸业、印刷业等

都发展起来且有显著提高，集市贸易繁荣，出现了夜市、花市、
草市、药市等等。百姓安居乐业。文化艺术也繁荣起来。从火足

宋代石划中可窥见当时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的一斑，在经济萧

条、社会动乱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动用巨大的财力、物力、人力

来修建大足石刻这样规模宏大、技术精湛的石刻长廊的。在宋末．

抗元战争和明宋农民起义的影响下，重庆人口锐减，田土荒芜，

城池草生，经济备受破坏。

清代，重庆封建经济的发展进入极盛时期，近代经济电开始

萌发。清代初期，政府鼓励垦荒，组织军队耕田，促进了农、眇匕

产的恢复和发展。以后，近代卫业和奎通业发韧。1862年，玻璃

制造业开始发展，1879爷，对外贸易业开始发展，1890年，火柴

制造业开始发展。1891年重庆开埠以后，由于受到西方工业技术

和外国资本的刺激，工业和交通航运业发展较快。1899年，煤炭

和石油开采业开始发展，1900年，棉织业开始发展，1903年，川

江航运业开始发展；1907年肥皂制造业开始发展i 1908年，电力

工业开始发展，。1908年，针织业开始发展。到清末，重庆已发展

起近代工业的10个产业，共计有上百家工厂。当时的工人成为最
庆最早的产业工人。整个资本中以民族资本为主。这时期的商

业包括对外贸易和对长江下游的贸易获得了整体上的发展，重庆

成为西南各地出口贸易和与长江中下游地区贸易的中心枢纽。开

埠后，出口的肠衣、药材，山货等日渐增多，进口的洋货也逐年

增加，到1911年，出口土货总值达1000万海关两，进口洋货总值

达1200万海关两，入超为200万海关两。在重庆由商人组织、政
府督导的以保护各省往来商人的会馆就有广东、浙江，福建、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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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江南、山西、陕西、江西等八大会馆和药材帮、棉花帮、绸

帮、广货帮为首的十三行帮，人称“左右两条江，上下十三帮”。

随着商贸业的发展，金融业也发展起来。清初有钱铺，继而有票

号。1891年时，票号已成为重庆金融业的主宰，官场存款、京都解

款、公款交纳等都由票号代理。1895年左右，经营兑换、倾销的

线铺开始经营汇兑及小宗商业存放款，演为钱庄。清代重庆的工

业、交通业、金融业、商业和外贸业都渗入了外国资本，外国人

在重庆办工厂、办公司、办银行，吸引一些商人专门为洋行、洋

人工厂办事，他们成为重庆早期的买办资产者。 ．

1911年，清帝退位，1912年建立中华民国。整个民国时期，

重庆近代工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奠定了重庆近代经济的基础。

民国初年，重庆有人口100万，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11月20

日国民政府迁到重庆，随即大批工商企业、银行、社会事业团体

亦迁来重庆。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明定重庆为陪都，重庆

成为国统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到1946年，重庆人口增加

到124万，成为西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

民国初年，在清末已产生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在生产规模、

技术水平上都有所发展，并且出现了皮革、食品等新兴产业，呈

现出以纺织、日用化工、农副产品加工为主的轻型工业结构。民

国时期，建筑业、建材业、机械制造业、钢铁业等相继兴起，重

工业占整个工业的比重大大增加。抗日战争时期，大批工厂迁来

重庆，国民政府根据战时的需要，对生产军品者和为生产军品配

套者，在投资、贷款、税收、技术人员、利润等面制定了一系列

的优惠扶持政策，对轻工业的发展则实行限制政策，促进了重庆

以生产军品为主的重工业的发展，使重庆工业经济结构出现以重

工业为主的格局。

民国时期最早兴起的是皮革业，1912年，出现初具规模的皮

革厂；1932年，成立重庆第一家建筑工程公司，建筑业从此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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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1933年，有人办起煤油厂，石油化工业兴起，1937年，四川
水泥厂建成，建材业兴起，20年代，随着军阀混战的需要，以修

理枪械为主盼机械修配厂应运而起。30年代、尤其在抗日战争爆

发之后，以生产枪支等军品为主的机械工业有了长足发展，迁渝

的工厂中，机械厂为数最多，1937年，重庆钢铁厂正式建成投

产；从此，冶金工业发展起来j 1938年，中国无线电公司迁来重

庆并于1939年复工生产，此后，重庆电子及电讯设备制造业发展

起来，1938年，上海龙章造纸厂迁来重庆江北苗儿石，机器造纸

业由此发展起来。清束兴起的纺织业在民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清末重庆已有手纺和印染，30年代前期重庆有了铁轮机织布，抗

日战争迁厂运动之后，重庆迁来一些纺纱厂，从此，重庆具有了

从纺纱、织布到染整的生产能力。民国时期，1938N1940年的工

厂内迁是重庆近代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到194t年前后，迁

到重庆的工厂陆续复工，同时，也开办了不少新厂，机9械、冶
金、化工、纺织、建材、食品等产品成为了重庆工业的主体。据

民国政府统计，到1945年，重庆共有工i业资本27．26亿元(法
币)，占国统区的1／3，占四川省的50％以上，共有工厂1356

家，产业工人15y／人。

民国时期，交通运输业，尤其是川江航运业发展很快。民国

初年，川江航运主要是外国轮船。1926年6月民生轮船公司成

立，至U1931年，该公司已拥有资金35万元(法币)，先后兼并了

10多家华资轮船公司，实力雄厚，成为川江的主要运力，打破了

外国轮船把持川江的局面。1937一-'1940年，由于国民政府迁都重

庆和工厂迁川运动，川江航运业有了空前的发展，不但各轮船公

司客货满载，连木船也不敷使用，船运业增加了资本实力，资本

雄厚的民生公司开始向工业投资，兴办工厂、矿山。30年代，航

空运输和公路运输相继出现。1931年，汉渝民用航空线开通，此

后，重庆与宜宾、成都、上海、香港以及国统区大中城市的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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嵇续开通，还开通了重庆一一河内、重庆一～仰光、重庆一一苏

联等国际航线。1933年，民国初年开始建设的成渝、汉渝、川

湘、川黔公路次第通车。 ．

民国时期，外贸有了很大的发展。1922年，重庆外贸总额上

了3000万海关两，1926年达到4000多万海关两。由于出口增加，

进口减少，外贸逆差状况较清末有所好转。出口货物第一大宗产
品是丝茧，还有猪鬃、肠衣、药材、牛皮、羊皮、桐油、烟叶等

33种，进口货物有棉纱、棉布、金属材料、染料、肥皂、钟表、

摩托车等61种。抗日战争爆发后，重庆对外贸易量大大下降，而

国内商业在陪都时期却有较大发展，重庆出现了有一定规模的百

货公司，商业企业大大增加。到1945年，重庆有商业性公司1460

个，有商店4．7万个，经营服务类别达22大类。

民国时期，重庆发展成为仅次子上海的金融中心。民国初

年，钱庄取代票号在金融业中占了主导地位。1915年，商业银行

逐步兴起，1937年后，商业银行在金融业中居于主导地位，还有

不少政府开办的银行。抗日战争后的1941年，重庆有各类银行145

家，包括政府官办银行、商业银行、外地在渝分行等，还有钱庄

7l家。1946年，金融机构进一步发展为251家，仅次于上海，各

行庄的存款之和占全国存款总额的lO％以上。
’

民国时期、尤其是陪都时期，市政建设有了长足发展。1940

年成立了“重庆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以“把重庆建成世界大

都市”为目标，对重庆的市政建设作了统一、全盘的规划，建设

了市内电话、长途电话、电报、自来水、下水道、城区公路和人

行道、码头、公园、医院、学校等市政设施。

民国时期，重庆城郊的农业生产也有所发展。据民国政府统

计资料，夏季农作物有稻子、玉米、高梁等18种，秋季作物有小

麦、大麦、菜籽等9种，蔬菜种类上百种，饲养家禽有猪、鸡、

鸦、羊、牛等。民国时期，由于蚕茧、猪鬃是大宗的出口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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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使种蚕桑、养蚕、养猪成为重庆重要的农副业生产。7
民国经济一开始就伴随着通货膨胀。抗日战争爆发后，通货

膨胀更加严重，货币贬值，物价飞涨。据民国政府统计资料，

1947年比1937年，重庆商品的食物类价格、衣着类价格、燃料类

价格、成万倍地．上涨，到1948年，通货膨胀已到了无法收拾的境

地。1948年8月19日，政府禁用法币，发行金圆券，1949年7月

又发行银圆券，同年8月，重庆市面拒收银圆券，零星买卖改甩

棉纱。

1949年lo)1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年11月30日重庆

解放，12月3日以张际春为主任，陈锡联、张霖之为副主任的中

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重庆，到1950年2月完成了接

管工作。从此，重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了社会主义建

设。重庆在3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经历了几个大的历史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49～1952年国民经济的恢复时期，第二个阶段是

1953---1957年奠定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1958

～1965年中的大跃进和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第四个阶段是1966～

1975年中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第五个阶段是1976----1982年中

的经济冒进和再次调整时期，第六个阶段是1983～1985年中开始

进行的综合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时期。

1949～1952年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重庆市政府首先接管重

庆市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的领导机构，掌握了领

导权，没收了官僚资本，主要是国民党政府和官僚买办分子所经
营的工厂、银行、商店、铁路、矿山、船舶、码头、仓库、邮电

通讯、电厂、水厂等企业及其全部资产(对地主所办的工商业、

官僚资本中的民族资本家的私人股份不予没收)，控制了重庆经

济的命脉。在没收的官僚资本中，共计有黄金7228．58两、白银

8535．68两、银元136084元、美钞50137元、港币4439元、银元券

3281万元、工矿企业33家(有职工4341名)以及大批的生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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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物资。同时，在城郊农村开展了减租退押和清匪反霸运动，胜

利进行了土地改革，没收和征收地主富农的土地归国家所有，然

后给广大的佃农分配耕地、住房、农具等基本生活生产资料。国

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中心任务就是稳定经济，恢复生产，1为财政经

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新中国建立前夕，国民经济已陷于崩

溃。多数工厂由于通货膨胀和交通断绝处于停产瘫痪状态，大批

人员失业，物价飞涨。重庆市政府在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下，从

治理通货膨胀着手，组织恢复生产，稳定经济。1949年12月10日，

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禁用伪币(包括金圆券和银圆券)，以人

民币作为市场流通的唯一合法货币，5天之内便收兑完毕伪币。紧

接着，于1950年3月贯彻执行了中央人民政府《关于统一国家财

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在重庆市实行了统一收支、统一贸易，统

—现金管理的各项制度。同时，积极疏导交通，组织市场供应，

稳定物价。1950年3月先后成立了国营批发和零售机构，人民基

本生活必需品如粮、油、煤等由国营零售公司组织供应，或者通

过合作社直接分配到市民手中，帮助私营商业解决困难，支持他

们恢复营业，从而控制了物价飞腾的局面，抑制了恶性通货膨

胀。另一方面，在1950年8月，中共重庆市委提出了有区别地恢

复和发展生产的方针，成立了重庆市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

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组织恢复工农业生产。到1950年

底，大多数工商企业开业生产，由此带动了金融业务的开展，促

进了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农民分得土地后，政府在政策上又给以

扶持，农业生产也很快得以恢复。到1952年，重庆的国民经济有

了恢复性的发展。1952年}=L1949年，全市工农业生产总产值增长

58．9％，年均增长16．7％。

1953～1957年是奠定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时期。这一时期；

重庆市一方面坚决贯彻执行了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要在。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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