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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篇 综合经济管理

第一章计 划

’

芜湖市国民经济计划管理工作，解放初期由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下设财政部负责。1950

年，市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同时设立市人民政府统计科，承担管理计划事宜。

1955年4月，市人民政府改名市人民委员会，统计科归属市人民委员会管辖。5月，市

人民委员会决定撤销市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市计划委员会，内设：办公室、综合计划、工

业计划、商业计划科，统计科改归市计划委员会管辖。1956年3月，统计科又直属市大民

委员会。1957年7月，市计划委员会改称为芜澳市经济计划委员会(简称经计委)。1958

年，经计委内增设基建物资科，同年11月，地，市合并时为芜湖专署经济计划委员会，增

设：农副科，商业计划科改称财贸科；1959年，增设物价科。1960年12月，地、市经济计划

委员会正式分开，农副科撤销，物价科对外称芜湖市物价委员会。1962年11月，统计科划

出，成立芜湖市统计局，设：综合、工交、财贸科。1964年8月，市经计委分为经济委员会

(简称市经委)、计划委员会(简称市计委)。市计委下设办公室、综合、工交计划、财贸基建

科，物价科对外仍称物价委员会。

1968年，经济计划工作由当时市革命委员会内设的生产指挥组统管。1969年，市统计

局被撤销。1975年12月，市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组撤销，恢复市计委，设统计科。1979年

7月，撤销统计科，成立芜湖市统计局。

1980年8月，市革命委员会撤销，成立市人民政府，市计委隶属市人民政府。1984年

3月，市计委增设：协作科、引进科、利用外资技术引进办公室(对外称经济协作办公室)f6

月，增设科教文劳科#市统计局内成立城市抽样调查队。1985年6月，市计委所辖经济协

作办公室划属市人民政府管辖；截止年底，市统计局设办公室、综合研究、工业基建物资、

财贸农业统计科；市计委设办公室、综合、工交、财贸、引进、基建、物资、文劳、农副等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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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计划编制

一、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

1954年，市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研究编制“一·五”时期规划，主要任务：集中力

量，发展工业，相应地发展其他各项事业劝Ⅱ速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

造；扩建原有24个工业企业，新建29个工业企业，为芜湖市的工业发展奠定基础。

二、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

1958年，市经济计划委员会组织编制“二·五”规划：在3年时间内，把芜湖市建成为

以冶金、机械制造为中心的轻、重工业全面发展的现代化工业城市；提出新建、扩建、改建

74个工业企业}工农业总产值不切实际地要求达到169443万元。

三、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 ．

1965年6月，市计划委员会编制“三·五”时期规划：贯彻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

总方针，相应发展轻纺、钢铁，化学、机械制造、塑料制品工业，1970年工业企业要比1965

年增加14个，集体所有制厂、社达到104个门：农业总产值达6．2芎亿元；粮食亩产要求达

1347斤，蔬菜亩产达4000斤；将市中心移到劳动路与工业干道交叉口。

四、第四个五年计划(1971—1975) ，、

“四·五”时期，处于。文化大革命”后期，国民经济发展忽起忽落，在编制计划时要求

新增塑料、胶合板、电子管等新产品。1975年，贯彻执行中央提出的对工业、农业、交通运

输等进行整顿的方针，工农业生产逐渐恢复，工农业总产值要求超过第三个五年计划。

五、第五个五年计划(1976—1980)

1976年3月，市计划委员会召开计划会议，制定“五·五”时期规划。为发挥现有企业

的挖潜、革新、改造，重点发展基础工业和原材料工业；轻纺工业以发展高档产品为主要方

向}冶金工业要抓好芜湖钢铁厂、矿山、焦化和芜湖冶炼厂；化学工业、机械工业要抓好支

农产品和为市场服务’在发展公有制的基础上，允许个体经济发展f工农业总产值要求达

到136472万元。

六、第六个五年计划(1981⋯1985)

1981年2月，市计委召开计划工作会议，1982年，经市八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后下达

“六-五”规划：继续贯彻调整方针，保持财政、信贷收支基本平衡，物价基本稳定I强调严

格控制建设规模，重点发展纺织、食品、日用品三大系列产品；采取行政干预的办法，保证

宏观经济的稳定，加快铁路和港口建设，将芜湖建设成为皖东南以轻纺工业为主的综合性

工业和商业中心城市，有计划地发展农业、科技、教育和其他各项事业。规划要求进一步将

冶金、化工，机械、建材等工业配套，发展区街工业和县社工业，使市工业结构、产品结构、

技术结构合理化，促进国民经济协调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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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计划实施

一、“一·五”计划 !

“一·五”时期，到1957年，工农业总产值已达20406万元(其中：农业总产值为399

万元，比1952年的519万元下降了23．13 oA)，社会商品零售额6697万元。财政收入为

2709万元，比1952年1152万元增长1．3倍。银行贷款11379万元，比1952年增长20．62

倍。基本建设投资完成额为5646．38万元，比恢复时期增长8·45倍。城市年末总人口

1957年为264499人，比恢复时期的1952年193588人，增加70911人；在校学生46828

人，教职工2904人，毕业生人数为6626人I卫生机构在原36所基础上增至82所，医院病

床701张；影剧院各增加1所；城市供电达1925．7万度，比1952年727．7万度增长1·65

倍；城市供水量为111．81万吨，比1952年23．54万吨增长3．75倍；城市建设修筑街道达

88．01公里，修建下水道48．4公里；开辟公园54公顷，园林绿化36．7公顷I新置公共汽

车1l辆，行车线路24公里I市区街道从土块、碎石路面向混凝土、沥青柏油路面发展。“一

·五”时期，职工工资相应得到提高，1957年人均工资为561．57元，比1952年438·61元

提高28．03％。

二、。二·五，计划

-1961年，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硒国民经济计划进行了调整。

。二·五”时期，到1962年工农业总产值为20957万元(其中：工业20490万元，农业

为467万元，农业产值比1957年增长17．04％)。社会商品零售额为11326万元，由于市

场供求量相差悬殊，人口增加7．6万人，而商品可供量在减少，商品消费与人民生活水平

大大下降。财政收入为4155．7万元，比1957年增长53．4 oA。银行贷款为14646·3万元，

比1957年增长28．71％。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为23999．31万元，比“一·五”时期增长3．25

倍。城市总人口为340670人，比1957年增加了76171人。

。二·五”时期，文教卫生事业也相应发展。全市学校到1962年为178所，比1957年

增加55所；教职工为4102人，比1957年增加1138人；在校学生为54426人，比1957年

增加7598人，毕业生为6772人，比1957年增加46人。卫生机构1962年为187所，比

1957年增加105所，病床增加835张。

“二·五”期间，到1962年城市供电6890．6万度(其中：工业用电4886．6万度，占

70．32 oA I农业用电858．9万度，占12．46％)，除排灌用电外。并供应农业小型加工厂用

电。1962年供水46．73万吨，年底水厂日供水能力达1万吨，比1957年增长一倍。城市住

房面积达71．04万m2，人均住房为2．58m2；公共汽车线路5条，长42．25公里，比1957年

增长76．04％，通路长度达112．6公里。 ，

三、“三·五”计划 、．

。三·五”时期到1970年，工农业总产值达57276万元(其中：工业56654万元，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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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万元)；社会商品零售额为10638万元。财政收入1970年为11832．6万元。比1965年

增长1·2倍。银行贷款额为19244万元，比1965年增长4598万元。基本建设累计完成投

资额为5606．54万元，比调整时期增长30．79％。城市年末总人口1970年为352644人，

比1965年增加12793人。

。三·五”期间，文教卫生事业受到严重的摧残。1970年全市学校只有174所，比1965

年344所，减少170所；教职工为3914人，比1965年减少586人；卫生机构，为100所，比

1965．年129所，减少29所，医院病床只剩834张，比1965年减少675张，卫生技术人员为

1140人，比1965年2337人减少1197人，降低51．22％。

。三·五”期末，到1970年城市供电12858．j万度，比1965年11358．21万度上升

13·21％(其中：农业用电下降69．22％)。城市供水到1970年为70．4万吨，比1965年

62·43万吨增长12．76％，水厂日供水能力3．5万吨，城市交通、市政建设等基本上保持调

整期水平。

四、。四·五”计划
‘

“四·五”期问、到1975年，工农业总产值为92776万元，比1970年57276万元，增长

60·05％(其中工业为91870万元，比1970年56654万元，增长60．69％I农业为906万

元)，社会商品另售额为15040万元。财政收入为16476．02万元，比1970年增长

39·24％。银行贷款为27659万元，比1970年增长43．73％。基本建设累计完成投资额为

13483·94万元，比“三·五”期间5606．54万元，增长1．41倍。集体单位基本建设完成投

资额为242．53万元。城市年末总人口1975年为382221人，比1970年352644人，增加．

29577人。

。四·五”期末，文教卫生事业也相应的得到恢复和发展。到1975年全市学校共383

所，较“文化大革命”前的1965年344所还多39所，恢复中等专业学校5所，教职员工达

到7410人，比“三·五”期末3914人增加3496人。在校学生达99129人，比1970年增加

25931人。卫生机构已达到213所，较之调整时期1962年187所，多26所，医院病床达到

1933张，较之1962年1536张，多397张。
。

“四·五”时期，到1975年城市供电21559．8万度。城市供水，1975年为1776．28万

吨，比1970年上升88．54％，1975年底水厂生产能力达6万吨，比1970年日产3．5万吨，

增长71．43％。市内公共汽车行车线路达6条，汽车53辆，比1970年29辆增加24辆。入
均住房达3．13m2i

五、。五·五”计划

“五·五”期间，到1980年，工农业总产值为137027万元(其中：工业总产值136152

万元，农业总产值为875万元)。社会商品零售额23576万元，比1975年增长60．32％。财

政收入为24143．1万元，比1975年增长46．53％。银行贷款为34986．5万元，比1975年增

长26．49％。基本建设累计完成投资额为10929．19万元，比。四·五”期间降低18．95％，

集体单位基本建设投资完成额为1125．43万元，比“四·五”时期增长3．64倍。城市年末

总人口1980年为440301人，比1975年增长58080人。 ．

“五·五”期间，在调整改革中，教育事业得到发展，教育结构发生变化。各类职业学校

相继兴办，全市已有高等学校3所，创办业余中技、中学达77所。1980年在校学生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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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823人，比“四·五”期末增长1．08．倍。卫生机构达239所，比1975年增加26所，病床

2563张，比1975年增加630张。

“五·五”期问，到1980年，城市供电32233万度。城市供水为3336．17万吨。城市公

共汽车线路达10条，比“四-五”期末增加4条，公共汽车达到93辆，比1975年末增加40

辆。城市实际住房面积达263．38万m2，比1975年104．23万m2增长1．53倍，人均住房

为3．74m 2。

六、“六·五”计划

“六·五”期间，到1985年，工农业总产值达231866万元(其中工业总产值229040万

元，农业总产值2826万元)。财政收入1985年为41910．6万元，比1980年增长7r3．59％。

社会商品零售额为52607万元，比1980年增长1．23倍。银行贷款91829万元，比1980年

34986．5万元，增长1．62倍。基本建设累计完成投资额为37864万元，比。五·五”时期

10929．19万元，增长2．46倍。城市年末人口1985年为502188人，比1980年增加61887

人。

“六·五”时期，1985年全市学校513所，比1980年增加299所。卫生机构到1985年

末为252所，医院病床为3326张，比1980年增加763张。

“六·五”期间，城市建设发展较快，1985年城市供水5450万吨，已建有6个自来水

厂．日产自来水18万吨，比1980年增长2倍。城市供电43522万度。公共汽车达147辆，

比1980年增加54辆。全市住宅面积达763．09万m2，城市人均住房面积为5．79mz，比

1980年3．74m2，增长54．8％。

第三节统 计

、P

一、统计调查

1、职工家计调查

1952年，芜湖市人民政府指示有关部门调查了解各阶层人民的生活状况，在执行国

家统一布置调查劳动就业的基础上，开始了职工家计调查。

1955年6月，市计划委员会统计科组织商业、百货、专卖、食品、土产、石油、油脂、花

纱布、煤建公司及百货站、盐业门市部等12个单位，开展居民消费品定量调查，用等距抽

样法，选择120户为家计调查典型户，颁发《芜湖市家计调查固定典型户管理暂行办法》。

1957年7月，在原调查户基础上，进行调整和重新抽样，采用机械抽样法，抽选116

户为经常性家计调查户。这一年，芜湖市被列为全国调查城市之一。调查方法．由调查户

逐日填写家庭收支登记簿，调查员定期访问取得资料，编制12种统计报表。通过1956—

1958年三年的调查资料，为研究职工生活、社会商品购买力、商品流通，提供决策依据。

1958年。大跃进”时期，由于重生产、轻生活，从下半年起，调查户减少，到1960年二季度，

家计调查工作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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