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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根据中共绵阳市委和绵阳市人民政府关于编纂<绵阳

市志>的部署和要求，<绵阳市经济综合志>经绵阳市计划

经济委员会全体修志人员的艰辛努力，查阅档案近加100

卷、各类有关史料近百册，整理资料卡片数千张，历时5年

编纂，观终手出书。这是我市经济建设领域一项重要成

果o

《绵阳市经济综合志》是我市有史以来第一部公开出

版发行的有关全市经济发展历史的志书。本志以“立足当

代，详今略古”的原则，系统、全面地记载了1840年以后

150余年问绵阳市辖区内自然资源及其经济发展的全貌和

历史变迁，着重记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特别是改

革开放以来绵阳市经济发展总体态势、经济结构的演变过

程、经济管理取得的辉煌成就。本志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历

史资料，用以全面反映全市经济发展的规律，具有鲜明的

时代特征和地方特色o

《绵阳市经济综合志》述古今之要，颂故乡之美，彰桑

梓之杰，表振兴之绩，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具有“教化、

资政、存史”功能和“服务当代，惠及后世”的独特作用，我
·1·



玮阳市经眷综合志

们当以史为鉴，吸取经验教训，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实施

西部大开发，努力建设科技城，把绵阳建设得更加美好富

强o

<绵阳市经济综合志>的问世，是在市委、市府的领导

下，在市地方志工作部门的具体指导下，在省、市档案管理

部门、有关经济部门和计划经济工作战线老领导的积极支

持和帮助下，全体编修人员通力合作，共同努力的结果。

借此志书出版之际，谨向倾之心血、作出贡献的单位和同

志们表示深切谢意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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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

一．资料来源：本志资料主要取自各类文史档案、图书、报刊、

杂志、志书、年鉴、政府各部门文件、调研报告、公告，以及采访实录

的。口碑”资料。对建国前的资料个别因文中记述使用夹注外，均

附列脚注，以正史源，忠于史料，并按顺序依次编号。对建国后的

资料一般不加注出处。凡引用者均按原件。并加“”号。

二．上下时限：本志以“立足当代，详今略古”的原则，着重记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绵阳市总体经济发展与综合经济管理事

业。上限为1840年，下限为1995年。

三．历史纪年：清代以前一律使用朝代帝号纪年，并夹注公元

纪年；中华民国时期使用民国纪年，并夹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以后一律使用公元纪年。

四．记述范围：因绵阳行政区划几经变更，为使本志记述范围、

统计口径前后保持一致，均以现行政区为准，一律使用“全市辖

区”。个别确无法分割的原专区、地区总数，则加注“全专区”或“全

地区”。建市后使用“全市”。

五．体裁文字：本志采用述、记、志、录等体裁。“概述”采用夹

叙夹议、叙议结合的体裁；各章均采用记述体裁，寓褒贬于史实之

中。全志均采用语体文记述；使用文字按国家新闻出版署、国家语

言文字工作委员会1992年7月颁发的‘出版物汉字使用管理规

定>执行。

六．计量单位：建国前，一般均使用原用计量单位，不加换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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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审蠢奔赫含志B馥脑丽蹦既蟊醺菇丘竭可司瞬墨曩司魄弱讽团
建国后，采用法定计量单位。

七．专用词语：在本志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简称“建

国前”和“建国后”。以1949年12月下旬今绵阳市辖多数县解放

时为准，在此之前通称“解放前”，在此以后通称“解放后”。本志中

的称谓，如行政区域、机构名称、地名等，一律沿用各时期名称，并

注明今称谓。机构名称在各章第一次出现时使用全称，再出现时

一般用简称，机构名称变更后亦按此原则记载。

八．人物入志：本志均采取“以事系人”方式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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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一审蠢群鲦备志魄硒茧疆溜翻魄强阳茌同骝魄强明程旧嬲既蜀斑茁酾

概 述

绵阳市地处四川盆地西北部，历来是川西北的交通、经济、文

化中心。民国耐期，四川省政府在绵阳设四川省第十三行政督察

区，辖绵阳、安县、梓潼、彰明、罗江、德阳、绵竹、广汉、什邡、金堂lO

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先后成立绵阳专区、绵阳地区。

1985年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地区建制，改建省辖(地级)绵阳市。

绵阳自1949年12月解放到1995年整整走过了46个年头。

其问，绵阳行政区域有过几次大调整。1953年2月，广元(剑阁)专

区撤销，其所辖广元、旺苍、青川、平武、北川、江油、昭化、剑阁8县

划归绵阳专区；同年7月，绵阳专区所辖广汉、什邡、金堂3县划归

温江专区，绵阳专区共管辖15个县。1958年10月，遂宁专区撤

销，其所辖潼南、遂宁、蓬溪、射洪、三台、中江、盐亭7县划归绵阳

专区；1959年3月，相继撤销罗江、彰明、昭化3县，分别并人德阳、

江油、广元3县，绵阳专区共管辖19个县。1976年，渣南县划归江

津专区；1983年8月，省辖(地级)德阳市建立，德阳、中江、绵竹3

县划出；绵阳地区共管辖15个县。1985年，经国务院批准，绵阳地

区所辖15个县分别设立绵阳、广元、遂宁3个省辖(地级)市。绵

阳市辖绵阳(后改市中区，1992年再分设为涪城、游仙2区)、江油

(1987年改县级市)、平武、安县、北川、三台、盐亭、棒潼8个县。

1995年绵阳市辖六县、一市、两区。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清代和民国时期，由于半封建、半

殖民地的桎梏和长期战乱的影响，经济发展十分缓慢。但由于受

西方工业革命的影响和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以及新技术的输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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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商品经济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开始萌芽，推动了农业生产力的提

高，粮食和经济作物种植加工的扩大，工场手工业和盐、茶、矿、丝、

纺工业的发展，特别是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国民政府为了抗

战的需要，一面推行。抵制日货”，一面采取许多措施发展经济，民

族工业、官僚资本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为了治理经济建设的。放任自流”、

“杂乱无章”状态，一再强调在大后方实行所谓的“计划经济”，I蝴
年国民党全国临时代表大会把。实行计划经济”列入“抗日建国纲

领”。从l够8年至1943年国民政府对大后方的开发和建设作过
几次比较重要的计划并加以实施。

在实施“计划经济”的过程中，国民党历次中央全会关于经济

建设方面的决议都反复强调。经济建设应以军事为中心”，西南后

方工业建设。已不能依照一般国家由轻工业向重工业发展的自然

顺序”，首先从重工业搞起。1940—1942年国民政府以国库拨款、

“四行”(即：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农民银行、交通银行)投资、“四

行”贷款的方式投到重工业方面达2亿多元。同时对民营工矿企

业实行奖励政策，取消过于苛刻的某些限制。与此同时，国民政府

也不遗余力地发展国营厂矿j膨胀官僚资本。它借助国家机器的

强大作用，把“战时必须之各矿业”、。制造军用品之各工业”、“电

气事业”和其它日用必需品生产者，以种种借口由政府没收、接办、

合并、代管、收买、改组。

在实施经济计翅I中的另一条重要措施是将东部工业企业和高

等学校内迁，重点在川东、川南。三台境内的东北大学、农工学院

就是其时迁入和建立的，这也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在国民政府开发西南的经济战略规划中，交通运输网的建设

是重要的组成部份，市境内的川陕公路、唐(家寺)巴(中)公路、绵

(阳)遂(宁)公路等干线就是以改善旧路建成的，形成了绵阳连接

外省、市、区的交通网络。 、

·3·



’。．其次，在国民政府开发西南的经济战略规划申，蔫笈农业资源

也是一项基本政策和重要措施。1938年国民党l翱跨剿昏懋亵大会

宣言中说：“大多数人民皆为农民，故中国之经济基础在于农糟毒
抗战期间，首宜谋农村经济之维持，更进而加奖进，以谋生产方之

发展”。在“抗战建国纲领”中。国民政府把农业置诸工业、交通各

业意静，表示要。以全力发展农村经济”。1937年8月，国民政府公

布《中、中、交、农内地联合贴发办法’，规定农民可以奋种鞭食和经

济作物产品向在川银行申请押放。1938年军委会颁行t战嚼晗怍

农贷调整办法>，严令农贷不得停顿，不得少于历年发放数额。”同

时，行政院通过<扩大农村贷款办法>，颁行<改进地方金融机构办

法纲要>。《纲要)规定各地方金融向四行领用法币一元券及辅币

券者应增加。农业仓库之经营”、。农产品之储押‘、。种子、肥料、耕

牛i农具之贷款”、“农业票据之承受或贴现”等等业务，促使癸金流

向农村。

从1938年起，国民政府还开始大力建设农业金融网，并严令

各行局限期完成。一是国家行局在各地设分支机构；二是由农本

局、国家行局协助地方设合作金库；三是由国家金融机构协同设立

农村信用合作社。至1944年绵阳所辖各县已有各类金融机构40

个，其中：国家行局8个，地方银行13个，合作金库8个，私营银行

11个。还有一部份乡保设了信用合作社。通过以上措施，一方面

“督促垦荒，倡导冬耕，减种非必要农作物改种粮食作物，刨设新棉

区，推广优良品种”，另一方面加强“防治病虫害与兴修农田水利，

提高单产”，以实现增加粮棉生产。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悍然发动内战，工农业遭銎}更加严重的破·

坏，加之一系列适应打内战的错误经济政策，造成生产萎缩，物资

匮乏，形成恶性通货膨胀，最终导致经济全面崩溃，人民生活十分

困苦。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的46年来，绵阳在中国共产党和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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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府领导下i在国家计翘I指导下，匝结奋斗，致力于经挤建设，实

施了八个五年计划，已由一个以农业、手工业为主，经济十分落后

的地区建设成一个经济繁荣，科技、文化、教育事业，全面发展的科’

学研究、电子工业基地，堋；：乡面貌发生了蠢天覆地的变化。．绵阳的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盅义建设是全市人民艰苦奋斗、在不断探索

中前进发展的，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
。

。第一阶段，19卯年到1957年共8年时阿。这是绵阳社会主义

经济薛倒立阶段，这。阶段可分为三年经济恢复和开始有计划地

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

1950年到1952年的三年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i 1949年12月

绵阳解放之后，党的．互作重心从武装斗争转向政权建设和恢复经

济、发展工农业生产方面。根据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的统一部

署，经济工作由绵阳专区行政公署财政经济委员会负责，主要任务

是以恢复经济和发展生产为中心，开展。征粮征税、加强农产品收

购、沟通城乡交流、稳定物价、统一财经。，开展“三反。、。五反”运

动，调整工商业，为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创造条件i在农

村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的同时，全面开展减租退抨i土地改革、实

行互助合作；在城市，广泛推行民主改革，没收官僚资本，整顿和改

造私营企业，迅速遏制旧中国遗留下来的通货膨胀的流弊，稳定物

价。通过3年恢复经济的工作，初步建立了以国营经济为主体、多

种经济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工农业得蓟发展，人民生活有所改

善。1952年与1949年相比，农业总产值增长28．2％，粮食总产量

净增18．6万吨，增长3l％。按人口计算，人均增产粮食135市斤；

生猪存栏达到65．56万头，增长41．4％；油料总产量达到2．38万，

吨，增长24％。工业总产值增长112．8％，平均年递增28．5％。其

中：集体工业增长79．9％；轻工业增长115％，重工业增长72．1％，

为有计划地大规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创造了良好条件。
i 1953年到1957年的。一五”计划时期，国家和省把绵阳确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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