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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江地区农业经济志》和读者见面了。她是至今在全省、全国地方志丛书中看到的第一部综合一
记述农业经济的专业志。’ ．

她凝聚着编辑们的心血和期望。期待她能够：再现辛亥革命以来内江农业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

状；记录两朝政府为促进农业经济发展而采取的不同政策、措施和方法；反映人们认识和追求农业

经济发展的曲折道路；促使这一代人对内江农业、农村经济命运和未来作出深沉的思考。
， 《内江地区农业经济志》以《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为

，．指针，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本着“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原则，汇集了翔实、准确的历史资料，

秉笔直书，成就不夸张，失误不隐讳，纵述了1911年辛亥革命以来，在军阀割据，连年战争的民国时

期，内江地区农业经济兴衰的历史和广大农民贫困的内在原因；再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废

除封建土地制度、引导农民从土地个体所人制变革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使农业生产关系不断适

应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推动农业经济发展的必要性和广大农民摆脱贫困。实现温饱和开始奔向小康

的历程。横述了七十五年来政府在管理农、林、牧、副渔业中，对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领域实施管

。7 理指导和政策措施的成功与失误以及对农业经济，乃至对整个国民经济造成的影响，一再证实了农

业兴则百业旺的历史发展规律和农业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全志脉络清楚，史实翔实，经 ．

验与教训兼收，如实地反映了内江地区农业经济发展的本来面目。是一部融资料性、科学性、可读性

‘于一志的工具书。：。
一

，， 。
，

．

毫． ，．，，

；’ 古云“治天下者以史为戒，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志贵在用”就是这个道理。望当今各级领导、

农业部门和广大从事农业经济研究及农业经济工作的同志，要借鉴这部农业经济志，深入了解内江 ：

” 农业经济的发展历史，加深对发展农业经济规律性的认识，从而扬长避短，把握全局，坚决执行党对

农业的方针政策，始终把农业放在国民经济的首位，发扬艰苦创业精神和求真务实的作风。紧紧依

靠广大农民群众。战胜前进中的困难，为“稳粮增收奔小康”，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农 ．

业作出历史性的奉献1 ．。

祝愿内江农业经济再创辉煌1

．’。刘业富

．一九九四年十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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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本志上限起至公元1911年，即民国元年。下限止于公元1：985年底。，。， 。 、

·。二、本志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以中国共产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

问题的决议》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为准绳，客观地记述区内农村生产关系调整和农、

林、牧、副、渔各业的发展情况以及农业生产、分配、交换’j消费的过程⋯． j。：囊。 ．．t二一

4—7三、本志以1985年撤地建市前的行政区划为准。． ： 一。 。 一

四、本志按篇、章、节、目、子目五层次，依时间顺序横排竖写，本“详今略古、详近略远、详主略

次、详本略外”精神，注重时代性、科学性、地方性、资料性相统_，突出本地区农业经济特色。采用语

体文记述，结合必要的图表集中反映。历史文献引用原文，借鉴资料经辨证后编入。 。．
、．

五、本志历史纪年，民国时期标注公元年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一律以公元纪年。志中，“新中

国时期，”系指1949年lo月1日以后的时期；“解放后”系指1949年12月全区解放以后的时期。

六、本志所称“党中央”或“中央”系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省委”系指中共四川省委员会；

“地委”系指中共内江地方(或地区)委员会；“县、市委”系指中共县(市)委员会；“省府(省人委)系指

四川省人民政府(四川省人民委员会)；“专署(行署)”系指内江地区专员公署(内江地区行政公署)；

“地革委”系指内江地区革命委员会；“县府(县人委)”系指县人民政府(县人民委员会)；“文革”系指

’“文化大革命；”“党的政策”，系指中国共产党的政策： !。一
，．一

七、本志计量单位，民国时期按习惯计量单位计，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按国务院新颁计量单位

标准记载(有些旧制无据折算者，按原单位计)，货币以1955年的币制单位计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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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大事记⋯⋯⋯

第一篇资源

．第_章 自
⋯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 一第四节

‘．第五节

第二章经

第二节

⋯“第二节

⋯ ：‘第三节

第=篇机构

第_二章管

¨一r㈡?第二带
·⋯．i第二节

、． 5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二章事

j彭j第二节
一i i第三节

+“¨”第兰节

。”-第四节

㈡⋯：第五节’’农业学术团体⋯：⋯⋯⋯··：⋯·：⋯⋯：·：?⋯⋯j⋯··；·：j．；．⋯⋯⋯“⋯⋯⋯⋯⋯；(73)

第三篇土地制度·’··：⋯⋯．．．⋯⋯⋯⋯⋯⋯：·：；：·_．．．⋯⋯⋯⋯⋯⋯⋯j⋯：⋯⋯⋯⋯小⋯·。硝(75)

第一章一土地所有制‘：：⋯⋯⋯··：⋯⋯⋯．．．⋯··：⋯·：：⋯．．．·j·⋯二⋯⋯⋯⋯⋯⋯⋯⋯⋯⋯⋯⋯(75)
j‘

第一节⋯土地私有制：·：”j：：j··：⋯⋯⋯：．．．：⋯⋯_。⋯⋯⋯⋯二⋯⋯⋯⋯⋯⋯⋯⋯⋯⋯⋯(75)

。‘一二第=节’土地集体所有制：⋯⋯⋯⋯_：．．-⋯⋯⋯·k．^-．_⋯j。．．．、．_．．·“⋯⋯⋯⋯⋯⋯⋯．．(82)

t一?第三节、土地全民所有制。．．．_-⋯⋯⋯；k⋯-j⋯⋯．．．⋯：．．f．kj⋯⋯．．，⋯⋯⋯⋯⋯”(92)
‘

’第二章⋯土地经营方式-⋯⋯·。⋯⋯⋯．．．⋯⋯·^⋯⋯⋯’⋯⋯·⋯⋯‰⋯⋯⋯⋯⋯⋯⋯⋯(96)
、 i、一第一节。土地私有制的经营方式⋯⋯⋯⋯‰⋯⋯⋯⋯⋯⋯⋯⋯⋯⋯⋯⋯⋯⋯⋯⋯⋯(96)

。’=f二第二节‘土地集体所有制的经营方式：．．．⋯⋯k⋯⋯j⋯⋯一⋯⋯⋯⋯⋯：⋯⋯⋯⋯⋯·(99)
‘

，

·1·



第三节国营农业场、站的经营方式⋯⋯⋯⋯⋯⋯⋯⋯⋯⋯⋯⋯⋯‘：⋯⋯⋯⋯⋯⋯‘

第三章土地管理⋯⋯⋯⋯⋯⋯⋯⋯⋯⋯⋯⋯⋯⋯⋯⋯⋯⋯⋯⋯⋯⋯⋯⋯⋯⋯⋯⋯⋯⋯

第一节地权变更管理⋯⋯⋯⋯⋯⋯⋯⋯⋯⋯⋯⋯⋯⋯⋯⋯⋯⋯⋯⋯⋯⋯⋯⋯⋯⋯

第二节地籍管理⋯⋯⋯⋯⋯⋯⋯⋯⋯⋯⋯⋯⋯⋯⋯⋯⋯⋯⋯⋯⋯⋯⋯⋯⋯⋯⋯⋯

第三节国家征用土地⋯⋯⋯⋯⋯⋯⋯⋯⋯⋯⋯⋯⋯⋯⋯⋯⋯⋯⋯⋯⋯⋯⋯⋯⋯⋯

第四节集体非农业用地⋯⋯⋯⋯⋯⋯⋯⋯⋯⋯⋯⋯⋯⋯⋯⋯⋯⋯⋯⋯⋯⋯⋯⋯⋯

第四篇经济发展⋯⋯⋯⋯⋯⋯⋯⋯⋯⋯⋯⋯⋯⋯⋯⋯⋯⋯⋯⋯⋯⋯⋯⋯⋯⋯⋯⋯⋯⋯⋯

第一童发展速度⋯⋯⋯⋯⋯⋯⋯⋯⋯⋯⋯⋯⋯⋯⋯⋯⋯⋯⋯⋯⋯⋯⋯⋯⋯⋯⋯’：⋯⋯‘
’

第一节总产值⋯⋯⋯⋯⋯⋯⋯⋯⋯⋯⋯⋯⋯⋯⋯⋯⋯⋯⋯⋯⋯⋯⋯⋯⋯⋯⋯⋯⋯

第二节种植业⋯⋯⋯⋯⋯⋯⋯⋯⋯⋯⋯⋯⋯⋯⋯⋯⋯⋯⋯⋯⋯⋯⋯⋯⋯⋯⋯⋯⋯

第三节畜牧业⋯⋯⋯⋯⋯⋯⋯⋯⋯⋯⋯⋯⋯⋯⋯⋯⋯⋯⋯⋯⋯⋯⋯⋯⋯⋯⋯⋯⋯

第四节林业⋯⋯⋯⋯⋯⋯⋯⋯⋯⋯”⋯⋯⋯⋯⋯⋯⋯⋯⋯⋯⋯⋯⋯⋯⋯⋯⋯⋯。

第五节渔业⋯⋯⋯⋯⋯⋯⋯⋯⋯⋯⋯⋯⋯⋯⋯⋯⋯⋯⋯⋯⋯⋯⋯⋯⋯⋯⋯⋯⋯

第二章产业结构⋯⋯⋯⋯⋯⋯⋯⋯⋯⋯⋯⋯⋯⋯⋯⋯⋯⋯⋯⋯⋯⋯⋯⋯⋯⋯⋯⋯⋯⋯

第一节农村产业结构⋯⋯⋯⋯⋯⋯⋯⋯⋯⋯⋯⋯⋯⋯⋯⋯⋯⋯⋯⋯⋯⋯⋯⋯⋯⋯

第二节第一产业结构⋯⋯⋯⋯⋯⋯⋯⋯⋯⋯⋯⋯⋯⋯⋯⋯⋯⋯⋯⋯⋯⋯⋯⋯⋯⋯

第三节第二产业结构⋯⋯⋯⋯⋯⋯⋯⋯⋯⋯⋯⋯⋯⋯⋯⋯⋯⋯⋯⋯⋯⋯⋯⋯⋯⋯

第四节第三产业结构⋯⋯⋯⋯⋯⋯⋯⋯⋯⋯⋯⋯⋯⋯⋯⋯⋯⋯⋯⋯⋯⋯⋯⋯¨-⋯

第五篇经济管理⋯⋯⋯⋯⋯⋯⋯⋯⋯⋯⋯⋯⋯⋯⋯⋯⋯⋯⋯⋯⋯⋯⋯⋯⋯⋯⋯⋯⋯⋯⋯

第一章行政管理⋯⋯⋯⋯⋯⋯⋯⋯⋯⋯⋯⋯⋯⋯⋯⋯⋯⋯⋯⋯⋯⋯⋯⋯⋯⋯⋯⋯⋯⋯

第一节政策措施⋯⋯⋯⋯⋯⋯⋯⋯⋯⋯⋯⋯⋯⋯⋯⋯⋯⋯⋯⋯⋯⋯⋯⋯⋯⋯⋯⋯

第二节思想教育⋯⋯⋯⋯⋯⋯⋯⋯⋯⋯⋯⋯⋯⋯⋯⋯⋯⋯⋯⋯⋯⋯⋯⋯⋯⋯⋯⋯

第二章集体经济管理⋯⋯⋯⋯⋯⋯⋯⋯⋯⋯⋯⋯⋯⋯⋯⋯⋯⋯⋯⋯⋯⋯⋯⋯⋯⋯⋯⋯

第一节计划管理⋯⋯⋯⋯．．⋯⋯⋯⋯⋯⋯⋯⋯⋯⋯⋯⋯⋯⋯⋯⋯⋯⋯⋯⋯⋯⋯⋯’

第二节劳动管理⋯⋯⋯⋯⋯⋯⋯⋯⋯⋯⋯⋯⋯⋯⋯⋯⋯⋯⋯⋯⋯⋯⋯⋯⋯⋯⋯⋯

。． 第三节财务管理⋯⋯⋯⋯⋯⋯⋯⋯⋯⋯⋯⋯⋯⋯⋯⋯⋯⋯⋯⋯⋯．．⋯⋯⋯⋯⋯⋯
第四节财产物资管理⋯⋯⋯⋯··：⋯⋯⋯·”·!⋯⋯⋯⋯⋯⋯⋯疗⋯⋯⋯⋯⋯⋯⋯⋯”

第六篇投人·效益⋯⋯⋯⋯⋯⋯·j⋯⋯⋯⋯⋯⋯⋯⋯⋯⋯⋯⋯⋯⋯⋯⋯⋯⋯⋯⋯⋯⋯⋯’

第一章投入⋯⋯⋯⋯⋯⋯⋯⋯⋯⋯⋯⋯⋯⋯⋯⋯⋯⋯⋯⋯⋯⋯⋯⋯⋯⋯⋯⋯⋯⋯⋯⋯

第一节资金投入⋯⋯⋯⋯⋯⋯．．⋯⋯⋯⋯⋯⋯⋯⋯⋯⋯⋯⋯⋯⋯⋯⋯⋯⋯⋯⋯⋯·

第二节劳动投入⋯_⋯⋯⋯⋯⋯⋯⋯⋯⋯⋯⋯⋯⋯⋯⋯⋯⋯⋯⋯⋯⋯⋯⋯⋯⋯⋯

第三节物质投入⋯⋯．．⋯⋯⋯⋯⋯·?⋯⋯⋯．．⋯⋯⋯⋯⋯⋯⋯⋯⋯⋯⋯⋯⋯⋯⋯⋯

第二章c效益⋯⋯⋯⋯⋯⋯⋯⋯⋯⋯⋯⋯⋯⋯·：?⋯⋯⋯⋯一：：⋯⋯⋯⋯⋯⋯⋯⋯⋯”：⋯”

第一节经济效益⋯⋯⋯⋯⋯⋯⋯⋯⋯⋯⋯⋯⋯：⋯⋯⋯⋯⋯⋯⋯⋯⋯⋯⋯⋯⋯⋯¨

第二节社会效益⋯⋯⋯⋯⋯⋯⋯⋯⋯⋯⋯⋯⋯⋯⋯⋯⋯⋯⋯⋯⋯⋯⋯⋯⋯⋯⋯”，

第三节生态效益⋯⋯⋯⋯⋯⋯⋯⋯⋯⋯⋯⋯⋯⋯⋯⋯⋯⋯⋯⋯⋯⋯⋯⋯⋯⋯⋯⋯

第七篇贸易·价格⋯⋯⋯⋯⋯⋯⋯⋯⋯⋯⋯⋯⋯⋯⋯⋯⋯⋯⋯⋯⋯⋯⋯⋯⋯⋯⋯⋯⋯⋯

第一章贸易⋯⋯⋯⋯⋯⋯⋯⋯⋯⋯⋯⋯⋯⋯⋯⋯⋯⋯⋯⋯⋯⋯⋯⋯⋯⋯⋯⋯⋯⋯⋯⋯

第一节农产品贸易⋯⋯⋯⋯⋯⋯⋯⋯⋯⋯⋯⋯⋯⋯⋯⋯⋯⋯⋯⋯⋯⋯⋯⋯⋯⋯⋯

第二节农业生产资料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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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价格⋯⋯⋯⋯⋯⋯⋯⋯⋯⋯⋯⋯⋯⋯⋯⋯⋯⋯⋯：⋯⋯⋯⋯⋯⋯⋯⋯⋯⋯⋯一

第一节农产品价格与成本⋯⋯⋯⋯⋯⋯⋯⋯⋯⋯⋯⋯⋯⋯⋯⋯⋯⋯⋯⋯⋯⋯⋯⋯

第二节农业生产资料价格⋯⋯⋯⋯⋯⋯⋯⋯⋯⋯⋯⋯⋯⋯⋯⋯⋯⋯⋯⋯⋯⋯⋯⋯

第三节4比价⋯．．．⋯⋯⋯⋯⋯：⋯⋯⋯⋯⋯⋯⋯⋯⋯⋯⋯⋯⋯⋯⋯⋯⋯⋯⋯⋯⋯”

第八篇收益分配⋯⋯⋯⋯⋯⋯⋯⋯⋯⋯⋯⋯⋯⋯⋯⋯⋯⋯⋯⋯⋯⋯⋯⋯⋯⋯⋯⋯⋯⋯⋯

第一章私有制的收入分配⋯．．．⋯⋯⋯⋯⋯⋯⋯⋯⋯⋯⋯⋯⋯⋯⋯⋯⋯⋯⋯⋯⋯⋯⋯⋯

第一节田赋(农税)⋯⋯⋯⋯⋯⋯⋯⋯⋯⋯⋯⋯⋯⋯⋯⋯⋯⋯⋯⋯⋯⋯⋯⋯⋯⋯⋯

第二节土地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分配⋯⋯⋯⋯⋯⋯⋯⋯⋯⋯⋯．．．⋯⋯⋯⋯⋯⋯⋯⋯

第二章、集体所有制的收益分配⋯⋯⋯⋯⋯⋯．．．⋯⋯⋯⋯⋯⋯．．．⋯⋯⋯⋯⋯“：⋯⋯⋯⋯

第一节总收入分配⋯⋯⋯⋯⋯⋯⋯⋯⋯⋯二⋯⋯·■⋯⋯⋯⋯⋯⋯⋯⋯⋯⋯⋯⋯⋯·

第二节实物分配⋯⋯⋯⋯⋯⋯⋯⋯⋯⋯⋯⋯⋯．．．⋯⋯⋯⋯⋯⋯⋯⋯⋯⋯⋯⋯⋯⋯

第三节分配兑现⋯⋯⋯⋯⋯⋯⋯⋯⋯：¨．⋯⋯⋯⋯⋯⋯⋯⋯⋯⋯⋯⋯⋯⋯⋯⋯⋯··

第九篇农民生活⋯⋯⋯⋯⋯⋯⋯⋯⋯⋯⋯⋯⋯⋯⋯⋯⋯⋯⋯⋯⋯：⋯⋯⋯⋯⋯⋯⋯⋯⋯”

第一章物质生活⋯⋯⋯⋯⋯⋯⋯⋯⋯⋯⋯⋯⋯⋯⋯⋯⋯⋯⋯⋯⋯⋯⋯⋯⋯⋯⋯⋯⋯⋯

第一节消费水平⋯⋯⋯⋯⋯⋯⋯⋯⋯⋯⋯⋯⋯⋯⋯⋯⋯⋯⋯⋯⋯⋯⋯⋯⋯⋯⋯⋯

第二节’食品消费⋯⋯⋯⋯⋯⋯⋯⋯⋯⋯⋯⋯⋯⋯⋯⋯⋯⋯⋯⋯⋯⋯⋯⋯⋯⋯⋯⋯

第三节居住条件⋯⋯⋯⋯⋯⋯⋯⋯⋯⋯⋯⋯⋯⋯⋯⋯⋯⋯⋯⋯⋯⋯⋯⋯⋯⋯⋯⋯

第四节救灾、救济⋯⋯⋯⋯⋯⋯⋯⋯⋯⋯⋯⋯⋯⋯⋯⋯⋯⋯⋯⋯⋯⋯⋯!-．．⋯⋯⋯

第二章文化生活⋯⋯⋯⋯⋯⋯⋯⋯⋯⋯⋯⋯⋯⋯⋯⋯⋯⋯⋯⋯⋯⋯⋯⋯⋯⋯⋯⋯⋯⋯

第一节教育⋯⋯⋯⋯⋯⋯⋯⋯⋯⋯⋯⋯⋯⋯⋯⋯⋯⋯⋯⋯⋯⋯⋯⋯⋯⋯⋯⋯⋯⋯

第二节医疗卫生⋯⋯⋯⋯⋯⋯⋯⋯⋯⋯⋯⋯⋯⋯⋯⋯⋯⋯⋯⋯⋯⋯⋯⋯⋯⋯⋯⋯

第三节广播和农村电影⋯⋯⋯⋯⋯⋯⋯⋯⋯⋯⋯⋯⋯⋯⋯⋯⋯⋯⋯⋯⋯⋯⋯⋯⋯

附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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