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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经济综述

怒江州由于受地理环境和历史、社会等多种原因的制约，社会发展缓慢，生产力水

平低下。民国时期，全州除兰坪县、泸水县南部的汉、白族地区已进入封建社会和封建

领主制社会外．原碧江、福贡、贡山、泸水县的北部等大部分地区，基本上还处于原始

公社末期向阶级社会转化的社会形态。农业生产十分落后，铁制农具使用不普遍，江

边、河谷均采用。一牛一人抬杆”耕作法；半山以上(包括半山区)以刀耕火种为主，

不习惯使用农家肥。部分农民缺粮常达半年左右，靠采集、狩猎维持生活。穿的大部分

是自纺自织的麻布衣。民国时期，当局曾经进行过一些实业种植推广，以及生产工具和

生产方式的引进，促进了部分生产力的发展，但收效不大，均无统计数字。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怒江地区因地处边疆，少数民族多居于贫困山区，民族关系、阶级关系、

内外关系错综复杂。为了稳定边疆，巩固国防，有利于民族团结，发展生产，在上级党

委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与扶持下，在大批外来干部及能工巧匠等各行业技术人员帮助下，

发动和依靠各族劳动人民，团结与群众有一定联系的民族上层。按照党在边疆民族

“直接过渡”地区“团结、生产、进步”的方针，经过和平协商，开展了以生产为中心

的山区生产改造，大力开垦农田，兴修水利以及土地调整，在积极改善生产关系的同

时，改善了生产条件。到2000年，全州国内生产总值达12亿1421万元，与1954年比

较年均递增13．46％。同时，加强了商业贸易等经济和文化工作，促进了各项事业的发

展。逐步改变着贫困的面貌。

第一节经济发展速度

怒江州以农业生产为主，在“一五”时期才逐步发展了民族贸易等商业企业和文

化教育事业。工业极少，1952年，全州除兰坪县有两个地方国营企业(糯米地铁厂和

拉鸡井盐厂)外，其他边四县(贡山、福贡、原碧江、泸水)无工业企业。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1952—1978年，由于采取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经济政策，

建立和发展了国有企业。城乡集体工业企业从无到有，发展很快。全州1953年国内生

产总值896万元，人均46元。到1978年发展为4371万元，人均133元。其中，1957

—1978年期间，由于受“大跃进”及三年困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增长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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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缓慢，年均递增4．O％一6．2％。1978—1990年间，特别是80年代执行“改革开放”

方针以来，年均递增都在8．7％～8．9％。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一、二、三产业发展

各异，农业保持稳步发展趋势。第二产业(工业、建筑业)和第三产业发展速度较快，

从1953—1993年的40年中，年平均递增分别达12．5％和11．0％。1995～2000年5年

中，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递增13．5％，其中第一产业年均递增5．4％，第二产业年均递

增20．O％，第三产业年均递增15．6％。(详见表)。

怒江州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递增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目 国内生产 其中

字劳＼＼ 总值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元)

1953 ’896 787 51 58 46

1978 437l 2956 635 780 133

1980 6236 3486 1252 1498 179

199lo 34471 12634 12171 9666 802

1991 38452 13474 13516 11462 880

1992 38976 1509l 1104l 128“ 884
主

要 1993 45178 16823 13436 14919 1015
1

焦
19914 49977 19165 13828 16984 1113

份
59015 24692 16628 17695 13061995

1996 66993 25574 20658 20761 1467

19917 77730 28676 26902 22154 1696

1998 90037 30135 32998 26904 1962

19919 102989 31245 39588 32156 2236

2000 “104l 32343 42114 36584 2394

1953一1993 6．23 4．13 12．5l 11．04 4．03

矩
1978一1993 8．72 4．69 14．90 14．11 6．54

均
递 1980_1993 8．90 5．14 14．45 12．59 6．86

增

(％) 1990—1995 11．4 14．3 6．4 12．85 10．24
●

1995—2000 13．46 5．4 20 15．63 12．85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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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江州社会总产值各阶段递增情况表

单位：万元

＼ 其中 人均社会＼项目 社会

地区＼ 总产值 农业 工业 建筑业
商业饮 运输邮 总产值

＼ 食业 电业 (元)

1953 1076 90l 104 10 25 36 56

1978 6359 3808 1039 735 356 42l 194

主
1980 8597 4708 1464 1354 556 515 247

要
1990 48583 16014 19444 7029 4149 1947 1130

年
199l 52459 17632 2(1968 6782 5335 1742 1193

份

19912 57063 20606 18965 9356 6226 19lO 1293

1993 65587 229162 21531 l2．100 6768 1926 1474

1953_1993 6．S3 4．86 lo‘胁 13。44 9．4．5 5．79 S．52

年平
1978一1993 8．9l 5．58 12．粥 14．13 15．60 5．22 14．48

均递
1980一1993 9．65 6．06 13．64 15．16 15．10 5．54 14．．73

增％

1990一1993 2．27 3．38 —7．75 22．27 8．35 3．38 9．26

第二节产业结构

怒江州的产业结构，以农业为主，属于发展程度比较低的边疆山区农业州。直到

20世纪50年代末才组织发展了一批小型工业企业。包括集体轻工、手工业和社队工

业。1953—1993年40年间，农业、工监、建筑业、商业、运输邮电等五大产业在社会

总产值中所占比重，农业产值最大，其次是商业、工业、建筑业、运输邮电等业。农业

在“一五”时期，年平均递增11．5％，轻工业递增7．O％，重工业递增6．6％。其后，

1958—1977年，因受“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各行业发展比较缓慢。直

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有较大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20年的调整与发

展，怒江州的产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到2000年三项产业的比例已由1980年的

56：20：24调整为29．10：38：32．9。其中：第一产业由1980年的56％下降到

29．1％，下降了26．9个百分点；第二产业上升了18个百分点；第三产业上升了8．9个

百分点。打破了全州产业结构以第一产业为主的格局，产业结构的调整已初见成效，并

为怒江州经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详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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