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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机构

第一章 "彰-t-划管理

第一节 机构

1955年10月，果洛州成立计划统计科。，次年3月，在计划统计

科的基础上，成立果洛州计划委员会(简称州计委)，主任由主管副州长

兼任，配有副主任2名，工作人员6名。负责全州的计划、物价、统

计、劳动工资等工作。1960年，分出统计业务，增加了物资管理。

1966年5月，撤销州统计局、州工商局，其业务归州计委。“文化大革

命”中，州计委一度瘫痪，工作由果洛州革命委员会设的生产指挥部

工交组担任。1971年5月，恢复州计委，定编10人，张光喜任主任；

负责全州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编制、统计、劳动工资、物资

管理、物价管理等工作。1983年，恢复州统计局，统计业务随即划

出，州计划委员会改名为州计划经济委员会(简称州计经委)。下设计

划科、经济科、建设科，编制19人。1995年5月，在机构改革中，州计

经委改名为计划经济局，新成立的果洛州矿产资源管理局与其合署

办公，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定编21人。下设办公室、经济科、计划科、、

物价科。根据不同时期，州计经委先后管辖州建筑建材公司、州物价

检查所、与州计量所合署的果洛州计量局、大武自来水厂等单位。

1995年，州建筑建材公司，自来水厂，州建筑工程勘察设计室及城乡

建设等业务分别移交州工交局和州城乡建设局管辖。1979年1月～

1995年12月，王庆美、钟秋山、洪榕樵、钱富元先后任主任。

二、体制

果洛州的计划体制，在不同历史时期，随着国家计划经济体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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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而变化。建政初期，百业待兴，果洛州的计划体系很不完善，州

计委的主要任务是对国家支援的资金、物资有计划的分配、使用；对

牧业、商业和有限的基本建设进行统计上报。当时，由于县一级计划

委员会尚未建立，州计委同时负责基层的计划统计工作。以后，随着

果洛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州县的畜牧业生产、工业交通、商品购

销、民族贸易、文教卫生、财政收支等都要严格地按照国家的指令性

计划执行，计委工作日趋繁杂。由于果洛的经济落后，财政、商品、物

价等全部依靠国家支援，自我发展能力很低，加之计划经济体制的制

约，果洛州计划编制的自主权十分有限，基本都是按照省计委下达的

计划指标进行编制。计划编制程序是，省计委先下达年度计划的参

考指标，州计委再将这些参考指标分解、落实到各县及州级有关单

位。各县和各单位根据这些指标制定出年度计划，报州计委。在此

基础上，州计委通过汇总、平衡，制定出全州的年度发展计划，然后上

报省计委批准后执行。在省计委未批准之前，州县仍按省府下达的

参考指标执行。1958年大跃进时期，这种体制一度被打乱，制定计

划违背经济发展规律，脱离客观实际，随心所欲，定了很多无法实现

的高指标。1960年后，国家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压

缩基本建设规模，调整恢复国民经济，纠正计划工作中存在的分散主

义，实行高度集中。本着实事求是、积极可行的原则，把过高的经济

指标降下来，降到切实可行，留有余地的水平上。1963年，国家计委

制定了《关于计划工作条例》，实施“统一领导，分散管理"的计划体

制。年度计划按照计划管理权限，自上而下逐级下达，层层分解、平

衡、落实。州计委在严格执行省政府计划的同时，每年都要制定出相

应的落实措施，以保证国家计划的顺利实现。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工作重点的转移，推行牧业生产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企业放权搞活、扩大经营自主权，国家下达

的指令性计划逐渐减少，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指标逐渐增多，州县

计划管理权限不断扩大，计经委的工作由过去计划管理为主转向经

济管理为主，从过去单纯地编制计划转向不仅要编制计划而且还要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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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全州的经济进行经常调查、研究、分析、预测，成为政府的主要经济

管理部门。自1981年起，州县的年度计划和中长期计划，必须报同

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审议批准，计划要接受人大的监督。

一、计划编制

第二节 计划

(一)年度计划

1955年10月，州人民委员会计划统计科编制了第一个《果洛藏

族自治州1955年国民经济计划》。当时各县计划统计部门尚未成

立，所以计划编制过程不是从下而上，而是由州级主管部门代编代

估。计划指标是：农牧业总产值3804．2万元；商业购进总值127万

元，销售总值311万元；基本建设总投资162．5万元；牲畜总头数97．

9万头，其中：牛32．02万头、马1．53万匹、绵羊60．27万只、山羊4．

08万只；人口54660人。

(二)第二个五年计划

1957年1月着手编制《果洛州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规

划(草案)》，1958年4月完成定稿。计划根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和党在民族地区发展经济的总任务，遵照青海省委二届五次扩大会

议和《青海省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精神，结合果洛

实际编制的。其总任务是苦战五年，基本改变果洛地区的落后面貌。

具体任务是：3年基本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5年基本完成畜牧业

社会主义改造；5年牲畜头数翻一番，粮食产量增加16．7倍，达到自

给；地方工业(包括个体手工业)至1962年总产值达到312．9万元，占

同年工、农牧业总产值的3．82％；五年内新建公路750公里，通车里

程达到1370公里；商业至1962年收购总值达1544万元，比1957年

增加802．18％，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到1915万元，比1957年增加

201．6％；文教卫生至1962年有30％的学龄儿童入学，有40％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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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脱文盲，医院病床达到170张，社社有卫生所。

(三)第三个五年计划

1963年4月提出规划意见，8月编制完成初稿，并经中共果洛州

委二届二次委员(扩大)会议通过。1965年12月完成第三个五年计

划(草案)编制。这是根据青海省3年调整和今后国民经济建设方

针，在“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的指导

下，大力发展畜牧业，全面加强牧区建设，大力发展农业，逐步实现粮

食、油料自给，并相应发展畜牧业、农业生产和为各族人民生产、生活

需要的工业、交通运输业和手工业；积极支援国家建设，为进一步开

发地下资源提供有利条件；坚持多快好省地以发展畜牧业生产为主

的指导思想编制的。“三五"计划指标是：5年内农牧业总产值达到

526．26万元；工业总产值19万元；商业购进总值948万元；销售总值

1005万元；基本建设总投资227．3万元；牲畜总头数289．34万头，其

中：牛98．25万头、马3．23万匹、绵羊182．13万只、山羊5．73万只；

人口72035人。 ，

(四)“四五"计划

1971年8月，完成《果洛州第四个五年计划(草案)》编制工作。

该计划的指导思想是：贯彻以牧为主、农牧结合的方针，大力提高牲

畜质量，适当发展牲畜数量；积极开发小块农业，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减少国家粮食调拨供应；努力发展地方工业，大办“五小”工业(小煤

矿、小有色、小电力、小水泥和小机械)；相应地发展文化教育、卫生和其他

各项事业，抢时间，争速度，为改变落后的经济面貌而奋斗。计划指

标是：农牧业总产值4937．46万元，工业总产值252．1万元(1970年不

变价格)；基本建设总投资314．3万元；商业购进总值1173．4万元、销

售总值2043．2万元；牲畜总头数300．23万头，其中：牛108．7万头、

马5．07万匹、绵羊182．46万只、山羊4万只；人口86838人。

(五)“五五"计划和“六五"设想

1975年9月，完成《果洛州国民经济发展十年规划(初稿)))(1976

年"---1985年)，1977年9月，编制《果洛州国民经济发展十年规划(修



第一章计划管理483

改稿)》。其指导思想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十一大

路线，贯彻执行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精

神，坚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总方针，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调动

一切积极因素，有计划、按比例、高速度地发展国民经济，正确处理农

轻重的关系，广泛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为在全

州普及大寨县、大庆式企业而努力。“五五"计划指标是：农牧业总产

值7026．6万元；工业总产值348万元；基本建设总投资1115．3万

元；商业购进总值1382．1万元、销售总值2034．3万元；牲畜总头数

340．01万头，其中：牛118．42万头、马6．72万匹、绵羊211．82万只、

山羊3．05万只；人口99392人。

(六)“六五"计划

1981年5月，编制果洛州“六五”计划。编制的指导思想是清除

“左"的影响，坚持实事求是，坚持以牧为主，其他各业围绕牧业适当

发展，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先考虑人民生活必要的改善，先安排科

技、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然后再安排一些必要的建设项目；

贯彻因地制宜原则，从实际出发，不强求一律。其基本任务是：继续

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

进行企业全面整顿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努力增加生产，开源节流，

增收节支，争取财政经济状况有一个明显的好转，为“七五”期间的较

大发展准备条件。其指标是：5年内完成社会总产值9376．3万元。

其中：农牧业总产值6091．08万元；工业总产值990．05万元；运输、

邮电业总产值285．1万元；建筑业总产值1237．4万元；商业购进总

值1951．39万元、销售总值3264．74万元。人口108276人，自然增

长762人，自然增长率11．47‰。牲畜总头数294．2万头，其中牛

123．2万头、马6．49万匹、绵羊163．3万只、山羊1．21万只。

(七)-．七五"计划 ．

按照国家和青海省关于编制第七个五年计划的要求r 1984年州

政府就开始布置编制“七五’’计划的任务，随后各部门、各县提出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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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经过反复讨论、充分酝酿，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年底完成了

初稿。1985年3月在州委五届三次全委会、5月在青海省召开的“七

五"计划论证会上进行了修改。1986年3月将计划要点(草案)提交

州人大常委会第17次会议审议，再次进行修改；1986年7月，果洛州

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这一计划。“七五’’期间

经济建设的战略思想是改革开放，治穷致富，发挥优势，打好基础，开

拓前进。以突出强化畜牧业经济，加强能源交通建设，大力发展民族

教育和科技、文化事业等为战略重点。计划指标是：社会总产值达到

9202万元，其中：农牧业总产值5245万元，工业总产值1803万元，运

输业总产值351万元，建筑业总产值448．8万元，第三产业8458万

元(1990年不变价格)。商业购进总值2043．38万元，纯销售总值

3928．8万元，基本建设总投资1063．5万元。总人口116565人·，自然

增长860人，自然增长率7．54％0。牲畜总头数258．42万头(只、匹)，

其中：牛118．61万头，马5．33万匹，绵羊133．57万只，山羊0．91万

只。国民收入12700万元，牧民人均收入583元。

(八)“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

《果洛藏族自治州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

计划(1991年"-1995年)》，自1989年5月开始编制，于1990年5月

完成。在编制过程中计经委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反复论证几经

修改《“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1991年5月，提交果洛州第九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的指导思

想是：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发扬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的精神，坚持“以牧为主、多种经营、开发资源、加工增值、治

穷致富”的发展道路，实现果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八

五"计划指标是：五年内社会总产值19111万元，其中：农牧业总产值

12462万元，工业总产值4638万元，运输业总产值219万元，建筑业

总产值566万元；商业购进总值6002万元、销售总值6939万元；基

本建设总投资4931万元。总人口124026人，自然增长2326人，自

然增长率11．43‰。牲畜总头数271．68万头，其中：牛122．6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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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4．79万匹、绵羊143．56万只、山羊0．73万只。国民生产总值为

24502万元，牧民人均收入997元；第三产业总值10795万元。

二、计划实施

自1952年8月果洛解放至1995年，果洛经济发展大体经历了

六个时期：

(一)稳定发展时期(1952年---1957年)

果洛建政后，大力宣传贯彻党的民族、宗教、统战政策，发放救济

物资和贷款，实行免费医疗，开展民族贸易，经济建设和各项社会事

业得到了迅速发展。粮食产量由1952年的34．25万公斤增加至

1957年的47．35万公斤。各类牲畜年末存栏数由1952年的146．7

万头(只、匹)，增加至1957年的160．5万头(只、匹)。1957年，牧

(农)业总产值1033万元(1952年不变价格)。拥有各种汽车31辆，货

运量3030吨，货运周转量146．5万吨公里。邮电业务收入125万

元。地方财政收入由1952年的1．3万元增加到1957年的49．8万

元。基本建设投资190．4万元，竣工房屋面积1．3万平方米。全民

所有制单位职工人数2395人。商业纯购进159万元。纯销售367

万元。有各类学校8所，在校生280人。卫生机构11个，病床15

张。年末总人口5．81万人。

【二)严重困难时期(1958年"一1961年)

1958年"---1959年，州内发生武装叛乱，致使畜牧业生产遭受严

重损失。从1959年起，州内兴办电力、煤炭、砖瓦、修理等小型工业

企业8家。工业总产值69．5万元(1957年不变价格)。1961年生产奶

粉15．3吨，黄油5．2吨，皮鞋1009双，藏靴1392双，原煤2500吨，发

电量4．25万度，粘土砖31万块，石灰500吨。当时提出和推行“以

开荒为纲”、“三年不吃牛羊肉"、“大办工业’’等不切实际的口号和做

法，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各类牲畜存栏数虽然恢复到107万头

(只、匹)，但远远没有恢复至1957年的水平。1960年农牧业总产值

2717万元(1957年不变价格)。1961年粮食总产量达到130万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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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牧民人均收入171元。基本建设投资207万元。全民所有制单位

职工6127人。地方财政收入170万元。商业纯购进344万元。纯

销售732万元。收购羊毛51．5万公斤、牛毛绒6．5万公斤、菜牛1．3

万头、菜羊2万只、酥油20．5万公斤。1961年年末总人口53740人。

(三)恢复时期(1962年"--1965年) ．

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纠正“开荒种粮”等错

误做法，实行“以牧为主，农牧结合，发展多种经营”的生产方针，经济

得到较陕恢复和发展。1965年，牧(农)业总产值3085万元(1957年

不变价格)。粮食总产量达到132万公斤，牲畜存栏数达到194万头

(只、匹)，农牧民人均收人179元。工业经过调整，关停了一些盲目

建设的企业，工业总产值59万元(1957年不变价格)，比1961年减少

10万元。生产原煤3881吨。有各种汽车81辆。．基本建设投资

1839万元，竣工房屋面积1．6万平方米。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2872

人。地方财政收入204．3万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993．2万元，纯

购进367万元，纯销售581万元。收购羊毛102万公斤，牛毛绒17

万公斤，菜牛2700头，菜羊2．1万只，酥油6．5万公斤，贝母475公

斤，虫草225公斤，大黄665500公斤。1961年有电影院6座，电影放

映队11个，文化馆2个，学校36所，其中：中等师范学校1所、小学

35所，在校生3466人。有卫生机构54个，病床100张。年末总人口

56352人。

(四)“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年--1976年)

果洛经济虽然遭受极“左’’路线的干扰和破坏，但由于广大干部

群众的努力，还是获得一定的发展。1976年末牲畜存栏320．5万头

(只、匹)，比1965年增长64．8％。但在相当长的时间，由于片面强调

牲畜的存栏头数，盲目追求牲畜“百万县”，结果牲畜数量增加了，却

出现了吃的少、卖的少、产的多、死的多的现象。1973年"---'1976年的

4年中，共产仔畜250．3万头(只、匹)，平均每年产仔62．5万头(只、

匹)；死亡116．57万头(只、匹)，平均每年死亡29．14万头(只、匹)；

出栏113．41万头(只、匹)，平均每年28．35万头(只、匹)，其中：出售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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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6万头(只、匹)，平均每年17．4万头(只、匹)。死亡数大于出栏

数，对国家的贡献减少，牧民群众的收入下降，同时造成草原退化，牲

畜体质下降，破坏了牲畜结构。1976年农牧业总产值4732．43万元

(1970年不变价格)。粮食总产167万公斤。1970年有工业企业29

户，工业总产值343．4万元(1970年不变价格)。其中：有电力、煤炭、机

械、建材、食品、缝纫、皮革、印刷等工业企业。1976年生产奶粉100

吨，牛肉干51吨，黄油4吨，轻革18万平方米，皮鞋840双，藏靴

7277双，马靴1007双，原煤2万吨，发电量314．57万度，粘土砖

349．17万块，石灰1995吨。但企业生产效益差，1976年亏损78．4

万元。同年地方财政收入415．2万元。商业零售总额2070．5万元，

商业纯购进1319．2万元，纯销售1941．4万元。 收购绵羊毛166

万公斤，牛皮7．7万张，绵羊皮11．41万张，菜牛4．04万头，菜羊

13．44万只。生产贝母500公斤，虫草900公斤，麝香2．5公斤，鹿茸

57．6公斤，大黄21．42万公斤，黄芪4650公斤。有邮电局(所)11

处，邮电业务收入20．3万元，邮电线路总长2269公里。基本建设投

资730．6万元，竣工房屋面积2．7万平方米。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

5704人。1976年总人口达到89305人。

(五)调整时期(1977年-----1980年)

粉碎“四人帮"以后，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五个五年计划。

当时尽管百废待兴，困难很多，由于正确贯彻了党的经济调整政策，

因而牧业效益得到提高，工业得到发展。1980年农(牧)业总产值

5129万元(1970年不变价，下同)。生产牛奶4763万公斤，绵羊毛

181．21万公斤，牛皮9．57万张，绵羊皮20．5万张，牛毛绒46．69万

公斤；农牧民人均收入204元。粮食总产量152．45万公斤，油料

2．16万公斤。1980年末牲畜存栏达到340万头(只、匹)。工业总产

值348万，工业企业亏损由1976年的78．4万元，下降至1980年的

35万元。生产奶粉115．43吨、牛肉干44．89吨、黄油4．85吨、毛毡

2920条、原煤3万吨、发电量432．58万度、粘土砖564．16万块、石灰

2990吨；工业净产值207．3万元；有各种汽车456辆，货运量4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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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货运周转量876．8万吨公里；邮电业务收入32．9万元，邮路总长

2374公里；基本建设投资1115．3万元，竣工房屋面积4万平方米；全

民所有制职工7091人；地方财政收入469．5万元。社会商品零售额

2165．1万元，商业纯购进1382．1万元，纯销售2034．3万元。收购绵

羊毛179．55万公斤，羊绒1050公斤、牛皮5．3万张、羊皮15．6万

张，菜牛2．71万头，菜羊19．29万只。有各类学校36所，在校学生

8402人，毕业生837人。有卫生机构73个，卫生技术人员399人。

总人口99391人。1952年至1980年28年中，农牧业平均增长速度

是：种植业4．7％，牧业3 o／／。1959年---1980年的22年中，工业的年

平均增长速度为19．2％。从1958年---1981年的24年中，国家给果

洛州的财政补助总额达2．58亿元，基本建设投资1亿元，粮食5．02

亿斤，充分体现了党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关怀。

(六)加快发展时期(1981年--1985年)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果洛州各族人民解放思想，

拨乱反正，清除“左"的影响，工作重点向经济建设转移，完成或接近

完成了“六五"计划。规定的主要经济指标1985年社会总产值

11308．2万元(1980年不变价格)，按可比价格计算，“六五”期间年递

增1．17％，完成计划的93％。国民收入8908．1万元。工农业总产

值7082．1万元(1980年不变价格)，完成计划的88．5％。各类牲畜存

栏294．2万头(只、匹)，同时注重提高牲畜的总增率、出栏率和商品

率，经济效益有所提高。繁活率达到54．4％，比计划提高2．66个百

分点；损亡率4．9％，比计划低2．44个百分点；出栏率14．8％，比计

划提高0．1个百分点；商品率9．47％，比计划提高1．11个百分点；总

增率17．99％，比计划提高1．73个百分点。粮食总产量1339．45吨，

完成计划的76．5％；牧民人均收入470．62元。草原建设5年累计投

入324万元。工业企业实行各种形式的责任制，在服从计划的前提

下实行自主经营，企业活力增强，经济效益明显提高。1985年工业

总产值990．02万元(1980年不变价格，下同)，完成计划的99％；产品销

售收入1238万元，盈利额128万元；6个亏损企业亏损额21万元，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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亏相抵后利润总额107万元。主要产品产量：原煤23569吨，完成计

划的117．8％；发电量1233万度，完成计划的148．6 o／／；牛肉干

71．58吨，完成计划的177．5％。五年基本建设投资3901．9万元，完

成计划的139．3％。相继建成大武、达日县水电站；建成大武、达日、

玛多肉联厂；新建知钦、雪山、哇赛等3条县乡公路。国有商业发挥

主渠道作用，市场逐步繁荣，社会商品零售额3656．63万元。商业网

点458个。邮电业务收入64．56万元。地方财政收入613．8万元。

学龄儿童入学率31．3％，中专招生460名。医院病床386张，卫生技

术人员609人。1985年末总人口108276人，人口自然增长

率11．47‰。

(七)“七五"期间(1986年-'-1990年)

果洛州各族人民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认真贯彻执行“治

理整顿、深化改革”的方针，艰苦奋斗，努力工作，完成了“七五”计划

制定的主要指标。1990年社会总产值16908万元，完成计划的

112．7％。国民收入12700万元(现价)，完成计划的115．5 o／t。工农业

总产值6889万元(1980年不变价格)，完成计划的74．1％。“七五’’期

间，果洛州畜牧业生产连年遭灾，在经历了徘徊下降之后，开始出现

好的转机，繁活率达52．4％；损亡率5．5％；出栏率11．8％，其中：商

品率6．6％；总增率15％；年末存栏258．42万头(只、匹)。主要农牧

产品产量：粮食1683吨，油料41．5吨；牛羊肉11948吨，牛毛绒605

吨。农业总产值524．5万元，完成计划的77．13％，农牧民人均收入

583元。“七五"期间草原建设投资1116．7万元，其中：牧民和集体投

资占30．74％。扶贫工作取得较好成绩，全州累计脱贫1954户，

10389人。农牧民人均收入407元。草原建设投入增加，5年累计围

栏草场43．6万亩，种草15．25万亩，修建畜棚348处，1．48万平方

米。1990年工业总产值1644万元(1980年不变价格)。主要工业产品

产量：原煤29462吨；发电量1304万度；奶粉110吨；黄金和水泥突

破“零"的纪录，分别达到68．2公斤及2500吨。牛肉干、牛肉脯分别

获国家金奖和铜奖。邮电业务收入168．5万元。33家独立核算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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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盈利25家，盈利额679．4万元，亏损8家，亏损28万元，盈亏相

抵后盈利651．4万元。州乳品厂年利润200万元，进入青海省创利

百万元以上企业行列。“七五”期间，固定资产投资进一步加大，5年

累计完成投资7436万元。资源开发得到重视，基础设施进一步改

善。新建久治沙柯河水电站、甘德县水电站、玛沁县雪山乡水电站和

班玛县亚尔堂乡水电站；久治、甘德、班玛3县肉联厂相继建成投产。

改造了班玛县大团水电站、达日县水电站。改建县乡公路6条，总长

493公里；宁果公路建成通车。建成大武自来水工程，班玛县供水工

程、并建成班玛县多卡“青海一号’’采金船、玛多县红金台金矿。新增

国有商店4处、基层粮店5处。1990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5675万

元。完成地方财政收入1128万元，财政支出5864万元。科技、教育

等社会事业有了新发展。有各级各类学校80所，在校生7027名，学

龄儿童入学率28．4％，其中：牧民子女占17．7％。5年招生808名，

毕业625名。完成中小学危房改造42359平方米。新建成卫星电视

地面接收站26个，县乡文化、图书馆12个，县电影院2个。1990年

末总人口11．66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7．54‰。

(八)“八五"期间(1991年--．-,1995年)

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引下，果洛州抓以经

济建设为中心的各项工作。1995年，国民生产总值24502万元(按可

比价格计算，下同)，平均年递增2．3％。第一产业10990万元，与1990

年基本持平；第二产业2717万元，年递增2％；第三产业10795万元，

年递增5％。农(牧)业总产值17100万元(按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下

同)，年递增1．7％。畜牧业生产在遭受两次较大雪灾的情况下，生产

仍保持较好的发展势头，并开始向效益畜牧业发展。1995年各类牲

畜年末存栏271．69万头(只、匹)，比1990年增加13．27万头(只、

匹)，年递增1％。母畜比例由1990年的39．14％提高到46．16％，提

高7．02个百分点。主要畜产品产量：牛奶3．12万吨，牛羊肉1．69

万吨，绵羊毛1069．16吨，牛毛绒627．34吨。粮食总产量2365吨，

油料60吨。农牧业总产值12462．23万元。用于草原基础建设的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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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3086．5万元。建成围栏草场108．5万亩，修建畜棚8．63万平方

米，建成防灾基地2189户，灭鼠1551．4万亩，灭虫72万亩，实现定

居点牧户6845户，占牧民总户数的38％。各级政府和企业主管部

门，加强企业的管理，在资金、原料收购方面给予政策倾斜，企业内部

开展“转机制、抓管理、练内功、增效益"活动，效果明显。1995年工

业总产值恢复到4638万元，接近1991年的最高水平。盈利企业实

现利润1117．2万元，创历史最好水平。亏损企业减少到8户，亏损

面比1994年下降22个百分点，亏损额114万元，盈亏相抵后实现利

润1003．2万元。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原煤2．25万吨；发电量1270

万千瓦时；黄金142．12公斤；牛肉干285吨；奶粉63吨；冷冻牛羊肉

3252吨。固定资产投入增加，投资结构趋向合理，资源开发和生产

性投资的比重增大。全社会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2亿元，比

“七五”增加1．67亿元，其中：国有单位完成投资1．58亿元(不包括青

海贵德一同德一大武110千伏送变电工程投资)。一批建设项目建成投产

或交付使用，累计新增固定资产1．46亿元，比“七五"增加0．93亿

元。先后建成班玛二号采金船、班玛阶地矿、玛沁县德尔尼岩金矿等

黄金开发项目，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八五"期间共安排以采金为

主的地勘项目33个，总经费840万元。黄金资源的开发，带动了其

他资源的开发。新扩建两个小煤矿，新增原煤生产能力6万吨。建

成或正在建设的水电站2座，新增装机容量3890千瓦。新建成久治

至齐哈玛公路，大久公路老下藏科至门堂段，知钦至吉卡公路，建设

桥至桑日麻、特合土公路；改建了达日县上下红科公路等。群众集资

修建乡村公路700公里。1995年底，果洛州公路通车里程2588公里

(不包括乡村公路)，其中省养干线公路822公里，州养公路干线304公

里，州养县乡公路1462公里。全社会完成公路货运量10万吨，货运

周转量7000万吨公里。邮电通讯发展较快，通信能力不断提高。先

后建成大武纵横制自动电话，班玛程控电话，开通了果洛卫星通信，

大武至班玛12路载波线路，用单边带电台解决了12个乡不通电话

问题；州邮电局3000门程控电话改建工程于1995年12月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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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邮电业务收入287．93万元。

1995年，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9021万元，完成了计划目标。

“八五’’期间果洛州市场建设得到重视和加强，各方集资1000多万

元，新建各类商品市场7个；集贸市场总数达到26个，个体工商户达

到1283户，从业人员1920人。1995年市场成交额5679万元。全州

物价改革逐步深化，进一步理顺了价格，出台成品油、粮油价格改革

措施，放开畜产品和部分地方工业品价格。加强物价管理，开展物价

大检查，实行明码标价和收费许可证制度。对少数放开的重要商品

价格和服务收费实行提价申报制度。各级财政调整支出结构，培植

和开辟新财源，财政收入增长较快。1995年财政收入3037．8万元，

财政支出11430万元。金融部门加强储蓄存款，增加信贷规模，有力

地支援地方资源开发和各项经济建设。1995年底各项存款余额

17779．5万元；各项贷款余额12783．3万元。城乡人民收入增加，生

活明显改善。1995年农牧民人均收入997元，完成“八五’’计划的

114．2％。国有单位职工年平均工资6714元。实行科技兴牧战略，

狠抓科技示范，坚持科技种田、养畜。“八五"期间共建科技示范乡3

个、示范村4个、示范户424户，培养农牧民技术员16名，共安排完

成科技项目63项，投入科技三项费用33万元，取得一批科技成果。

同时完成青海省下达的“星火计划"项目6项，开发新产品26个。加

强基础教育和民族教育，重视发展中等专业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开

展成人教育和扫盲教育，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1995年各类学校达

到88所，在校学生8149名。学龄儿童入学率39．72％，比1990年提

高11．32个百分点，其中牧民子女入学率28．82％，比1990年提高

11．12个百分点。州属中等专业学校5年招生890名，毕业602名。

5年累计扫除文盲8152人，文盲率下降到50．4％。加强县乡医疗卫

生机构建设，先后投资修建了甘德县医院、久治县医院门诊楼、达13

县藏医院、州妇幼保健站以及其他卫生机构的业务用房，并对部分乡

卫生院的危房进行了改造。1995年，果洛州卫生机构84个，病床

467张。，卫生技术人员691人，每千人拥有病床4张、卫生技术人员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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