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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综述篇

第一章经济发展

第一节概述

甘孜州在解放前，长期处于封建农奴制社会经济形态(九龙彝族聚居区处于奴隶制

社会经济形态)，加之频繁的战争和自然灾害，经济发展缓慢。农业生产水平低，1949年

粮食亩产100斤左右，约为种子的5倍。牧区疫病流行，牲畜死亡率高，畜产品产量低。

可供交换的农牧产品有限，交换的基本形式是农区与牧区之间以物易物。土司、头人和

寺庙利用封建特权，垄断茶、布、盐、铁等生活生产必需品，掠夺农牧民的土特产品．大

量土地和生产资料为少数封建农奴主、地主和奴隶主所占有，广大农奴和奴隶没有土地，

生活十分困苦。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开始利用资源，在康定创办1个500瓦水电厂和1个小型印刷

厂；泸定办有1家私营酱园厂。至解放初，1950年工业总产值40．70万元(按1952年不

变价计算)。手工业主要有铁工、木工、金银工、毛织、擀毡、制作陶器、皮毛加工等。

农村牧区手工业尚未完全从农牧业中分化出来，绝大部分是家庭副业性质，专门从事手

．工业劳动的人不多．手工业较集中的白玉县河坡制作藏刀、巴塘县制革业、乡城县制毪

业、康定县城区银饰业等，规模均小，工具简陋。

康区在历史上汉藏商贾频繁往来，商贸活动历史悠久．清末民初，转口贸易发展较

快，康定、甘孜等县形成转口贸易市场，外地客商、洋行进入康定市场，本地一些大商

的商号分设于国内的成都、重庆、武汉、上海、天津、拉萨及国外印度加尔各答等地。到

民国17年(1928)，康定为康藏进出口商埠，每年输出金额约300多万元，汉商来往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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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频繁。据民国24年(1935)对康定城各行业调查统计，有坐商250户，从业人员1000

人，资金397．41万元(旧币)。解放前夕，货币贬值，通货膨胀，税赋繁重，市场萧条。

解放后，全州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医治旧社会遗留下来的

创伤，恢复和发展农牧业生产，先后创办了一批工厂。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方面进行

了一系列变革。国民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取得了显著成就。到1990年，全州工农业总产

值达48601万元(按1980年不变价计算，下同)，比1950年10213万元增长3．76倍；社

会商品零售总额40405万元，比1950年3112万元增长11．98倍；财政收入6633．9万元，

比1950年22万元增长300．5倍。1950,---1990年，全民所有制单位累计完成基本建设投

资111397．54万元，年均投资2717．01万元。

第二节成就

解放41年来，全州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取得以下一些成就。

一、社会主义经济的建立和发展

在农村牧区，进行民主改革，发展互助合作，建立人民公社，实现了封建土地所有

制到农民个体所有制、再到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转变，集体经济成为全州农牧业生产

的主体。在城镇，基本上完成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和发展

了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并在国民经济中占绝对优势。

在社会主义所有制基础上，全州基本上实现计划经济管理，贯彻了按劳分配的原则。

1980年以后，对经济体制逐步进行改革，调整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某些方面和

环节，鼓励和扶持城乡个体经济的发展。

二、基本建设投资

1950--,1990年，全州全民所有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为111397．54万元(不包括中央

和省在州的直接投资与城乡集体和个人的基本建设投资额)。其中，工业41077．21万元，

占36．87％；农业(包括畜牧、水利等)5238．15万元，占4．7％；公路23033．75万元，

占20．68％；商业6785．07万元，占6．09％；文教卫生11393．58万元，占10．23％；其

他23869．78万元，占21．43％。特别是1980,--,1990年国家在民族地区设立发展资金和开

发基金后，有力促进了甘孜州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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