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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国土资源》编委会名单

编 委 会：

主任：余兆熙、

副主任：马万杰 杨华安 叶荣聪 陈莉君

主 编：马万杰 周介铭 叶荣聪

编 辑：况世民 彭 建 王之堂 徐 涛

编写人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万登泽 王之堂 王万新 叶荣聪

刘文英 汪祖超 李 应 李天明

况世民 余俊儒 邱建华 周介铭

周仁淑 唐 伟 徐惠芳 姚世民

唐 坚 黄光仪 彭 建 曾见然

谭 燕

地图编制：周介铭 况世民 彭 建



《成都市国土资源》评委会名单

主任：方家祥

副主任：方 磊 甘书龙 丁锡祉 李显宗

委 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昭雄 付绶宁 冯华安 冯永钦

石柱成 江学贵 刘昌诚 刘端直

李泽良 李朝金 沈 亮 杨德荣

杨昭明 罗坤厚 唐洪潜 高宇天

徐 仁 黄福宁 蒋国基 鲜肖威

蔡承忠 熊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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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科学技术协会

关于《成都市国土资源》的评审意见

成科协[87]29号文件

成都市科学技术协会受市计委委托，对《成都市国土资源》进行评审。成立了以方家样

(成都市副市长)为主任、方磊(国家计委国土局副局长)、甘书龙(四川省国土局副局

长)、丁锡祉(中国科学院成都地理研究所顾问、研究员)、李显宗(成都市科协党组书

记、副主席、工程师)为副主任，包括多方面专家学者，共计27人的评审委员会。于1936

年12月24日召开评审预备会议，1987年1月19日召开了《成都市国土资源》评审会。

委员们一致认为；从总体上看，《成都市国土资源》内容丰富、资料齐全、分析在理、

评价得当。其内容结构基本上符合国务院和省政府的有关要求，《成都市国土资源》为熟悉

和掌握成都市国土资源和基本市情，制定成都市社会、经济、科技发展战略和规戈Ⅱ提供了

基础资料；既是一本颇具实用价值的“工具书”，也是一本关于成都市的广义“自然资源
—-一
以：^ ●

一、《成都市国土资源》的编写工作紧紧围绕成都市经济建设，围绕成都市国土开发、

整治和保护，指导思想明确。

二、《成都市国土资源》广泛地汇集了各单位各部门对成都市自然资源及社会经济资源

长期调查研究的成果，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全面系统地分析、整理、综合、概括。因而，是

基础研究方面的一项软科学成果。

三、《成都市国土资源》比较系统地对成都市自然资源的特点及优势进行了论述，提出

了自然资源开发中存在的问题及制约因素，同时在详尽分析自然资源开发中存在的问题及制

约因素的基础上，就开发途径提出了建议。

四、《成都市国土资源》介绍了成都市的历史沿革，叙述了成都市的特点，充实了有关

社会、经济、科技、文化部分的章节，对开发成都市的tE会经济资源，发挥其优势提供了依

据。

五、《成都市国土资源》文、图、表并茂，资料翔实，数据充分，篇目安排也大致合理。

六、《成都市国土资源》一书涉及资料庞杂，编辑工作浩繁，能在短短的一年内初步完

成，是难能可贵的。但由于资料来源涉及面广、工作量大，难免存在错误、遗漏，及个别地

方提法不妥等问题，有待进一步完善。

评审委员会一致原则上同意《成都市国土资源》在修改的基础上付印。

四川省成都市科学技术协会

一九八七年一月二十目



序

为了实现党在十二大确定的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成都市

正在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规划．正确认识成都“市情。，摸清家底，对全市国土资源进

行全面、系统、科学地深入研究，是制定仝市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规划的一项重要基础工

作．

《成都市国土资源》对全市自然资源、经济资源、社会资源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汇集和整

理，详细地分析了全市资源的拥有，分布和开发利用等方面问题的基本情况和特点，在此基

础上对今后全市国土资源开发、利用、整治提出了较为科学、切合实际的建议。因此，本书

既是成都市的一部比较完整的国土资源资料，又是一部研究成都经济社会发展颇具有实用价

值的工具书。

《成都市国土资源》是成都市开展国土开发、利用、整治工作的第一部软科学成果，此

项工作涉及面广，工作量大，从收集资料到编写评审仅用了一年多时间，在整个工作过程

中，得到四川省计划经济委员会、省财政厅、省国土局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得到四川师范大

学和各科研院(所)的真诚合作与热情帮助，得到省，市各业务部门的密切配合。许多同志为开

发成都国土资源，振兴成都经济付出了辛勤劳动，尽了大力，借此表示衷心感谢。本书的正

式出版，仅靠成都市的力量难以完成这项重要任务，它是省、市有关部门共同努力的结果，

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尽管该书还不够完善，难免有欠妥之处，但它是一本比较系统、比较全

面分析和研究成都市国土资源的专著，为制定成都市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规划提供了较为

科学的依据。

国土资源的开发、利用、整治是一项长期工作，对国土资源的开发、利用、整治需要作

动态分析和考察，随着对国土资源的不断开发、不断利用，有待对资源作出新的评价．因

此，有必要在现有工作基础上，继续进行全面深入的工作，针对本书的不足，继续收集整理

国土资源资料，不断充实、不断完善，以专项资源汇编补充其不足，当条件成熟时，尽快制

定出成都市国土开发整治的总体规划。

成都市剐市长 毒茅碍
一九八七年四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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