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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谭明顺

《零陵地区志·计划志》经过两年多紧张的编纂工作，终于与

读者见面了，这是零陵地区计划工作的一件大事。《零陵地区志·

计划志》比较系统地记述了零陵地区计划机构设置、工作范围、计

划体制的变革过程和历史重大事件、工作经验与失误，以及计划工

作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一部集经济管理、经济资料于一体，反映。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密切相关的新志书，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更好

地运用宏观调控，搞好零陵经济提供历史借鉴。 ，

新中国成立以来，零陵地区行政机构几经分合变迁，计划机构

．不断健全和加强，它作为政府的职能部门，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过

重要的促进作用。43年来，计委共编制了8个五年计划，两个调整

计划，近百个中长期规划和专题规划，以及每年一度的年度计划。

在这些计划中，计划部门根据党中央和国务院各个时期政治任务

和战略目标，结合本区实际情况，确定不同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指

导思想、发展战略、经济布局、战略措施，认真做好人、财、物的三大

平衡，确保了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特别

是八十年代以来，为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以市场为导向，从零陵地区的实际出发，适时地调整战略，先后

提出了“农副工”、“贸工农”、“兴工促农”和“重农、兴工、扩城、活

商”的经济战略，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部分指标多年名列全省前

茅。十年内，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分别都增长1．1倍，年递增

7．7％，社会总产值增加1．4倍，年递增9．1％，工农业总产值增加

‘41．6％，年递增3．5％，财政收入增长1．68倍，年递增l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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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地区计划部门决破了传统计划管理模式，逐步适应

由计划经济向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大胆探索，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及时

提出了“想长远、议大事、当参谋、抓落实、服好务”的工作思路，使

计划工作实现了职能上的转变，即由微观转向宏观，直接转向间

接，管理转向服务，把工作重点转向宏观调控、长期规划、经济预

测、重点建设、市场导向和协调服务上来。
’

李鹏总理在八届人大第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国家

计划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

不要计划，计划管理作为一种管理形式，在当今世界经济管理中依

然普遍存在，乃至成为调控经济的一项重要手段。正确认识计划在

历史和现实中的作用，对‘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经

济稳定、快速、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作为计划战线的干部和职

工，肩负着国家宏观调控的重任，应加倍努力学习和工作，为在零

陵地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现代化建设进程，作出应

有的贡献。
。

一九九四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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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说 明
，

一、本志史实辑录时间从1840年到1992年．着重记述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零陵地区计划管理的重大变革．以及计划经济

的发展概貌。

二、“一五”、“二五”时期，零陵地区建制属湘南行政区和衡阳

地管辖，五年计划的执行情况主要记述零陵地区管辖范围内经济

发展情况。“三五”、“四五”、“五五”期间，祁阳县未划归零陵地区，

为了可比性，计划的指标与完成均未包括祁阳县。“六五”、“七五”、

“八五”计划的执行情况记述了零陵地区包括11个县市在内经济

发展概况。

三、除特别注明外，中长期规划的价值指标采用不同时段的不

变价格，在一个五年计划期内，遇到实行两种不变价格时．采取按

比例换算后对比。重量单位采用当时量制，未进行公制换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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儆 尬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三年经济恢复和“一五”初期对经济管理

的初步探索后，零陵地区开始设立计划管理机构，对全区国民经济

实行计划管理，并进行多次改革，1949～1992年43年间，大致分．

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两个阶段。
、

1949年lo·月，零陵解放。1950年初，专署和各县人民政府先

后设立财政经济委员会，全面负责全区和全县的财政经济管理。

1954年至1956年上半年，地、县先后成立计划委员会(计划统计

科)。从此，国民经济发展逐步纳入计划管理的轨道，管理范围涉及

农业、工业、商业、基本建设、财政收支、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国

民经济各个领域。此间，年年编制年度计划，有的年分还制订季度

计划。同时，试编了第一五年计划。这个时期对国民经济活动运用

经济手段和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对国营、地方国营和公私合营企

业实行直接计划，主要生产资料实行统购统销；基本建设投资、财

政收支国家统一安排；企业产供销的主要指标统一纳入计划轨道；

次要的指标如小商品和非计划管理的产品，由企业根据市场需求

情况进行安排；对农业、手工业、私营企业及低级形式的公私合营

企业实行间接计划，地、县只下达指导性的生产、经营任务，生产经。

营性活动由基层企业自主决定；“一五”期间，全区经济迅速得到恢

复和发展．

1958年，计划管理体制由集中统一的计划体制改为“统一计

划、分级管理”的双轨制计划体制。中央和省属企业的计划归口中

央和省主管部、厅，地区、县属企业和农业分别由地、县管理。。二

五”计划的制订，适应当时形势需要，提出了“赶超英美”的经济发

展战略，要求地方工业总产值三年赶上农业，五年超过农业，农业

四年实现机械化、电气化、肥料化学化。在计划制订过程中．计划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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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一次比一次高，忽视了可能性和科学性。“二五”计划全面落空，

给国民经济发展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造成持续三年的经济困难

时期。1961年初，按照中共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

方针，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实行以农业为基础，按照农、轻、重的 ·

次序安排计划，工业关、停、关、转了一批不符合发展要求的企业，

将发展重点转向轻工业和提高产品质量、增加品种、降低消耗上

来，努力增加消费品生产，精简职工，充实农业生产第一线；农村确

定了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取消公共食堂，分给社员自留地，鼓

励社员发展家庭副业，普遍推行“四固定”和“五定包干”制，恢复了

农村集贸市场；基本建设压缩投资规模，缩短基本建设战线，集中

力量打歼灭战。同时对交通、商业和文教卫生事业也作了相应的调

整。全区经济形势随之好转，到1965年，国民经济各项主要指标恢

复到1957年水平。

从1958年到1965年八年内，全区人民克服重重困难，紧衣缩

食，艰苦创业，付出了辛勤劳动，新建和扩建起来的大批工业企业，

成为零陵地区的工业基础。农村修建一批水利、水电工程和排灌设

施，增强了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文化大革命”时期(包括：“二五”、“三五”时期)，由于社会动

乱，各级党政机关受到冲击，计划管理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地、县

计划组织多次撤并，计划职能相对削弱。1972年恢复计划委员会

机构。这一时期，计划工作的指导思想，坚持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

主导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按照农轻重安排计划，加大了农业投

入，建立生产基地，发展了一批以轻工业、建材工业、机械工业为主 。

体的工业企业和建设一批交通、水电工程，调整了经济结构和产业

结构，全区国民经济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到1975年，全区工农业总

产值达到10．75亿元(1980年不变价)，比1965年增长1．0倍，其

中工业产值增长4．4倍，占工农业总产值的33．8％，农业总产值

7．11亿元．比1965年增长51．9％，商品零售额3．45亿元，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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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倍，财政收入6055万元，增长58．9％，农民入均纯收入70

元，增长14．8％。但是，这期间，在计划安排上继续扩大指令性计划

和直接计划范围，所有制结构上盲目追求“一大二公”，形成国营和

集体所有制一统天下局面，忽视其他经济形式；农业生产“以粮为

纲”忽视多种经营全面发展；工业生产强调战备需要，重军工生产，

轻消费品生产；基建投资重生产性建设，轻非生产建设，人民生活

欠帐多；城市基础设施的交通、邮电、住宅、水电等跟不上经济发展

和人民生活的需要。‘ ， +，

1978年12月，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

的思想路线，作出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

的战略决策。全区农村全面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扩大生产自

主权；城市围绕两个搞活和打破“铁饭碗”，逐步推行厂长(经理)经

营承包责任制，实行“两权”分离；流通领域里改进过去单一经济成

分、统一市场的局面，形成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营形式和多种流

通渠道的流通格局。在计划管理上实行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

为辅计划的体制，计划形式转向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相结合；

由以年度计划为主，转向年度计划和中长期计划相结合；由．以实物

平衡为主，转向价值平衡为主；计划调控由以行政手段为主转向以

经济手段为主；由具体组织生产经营为主，转向宏观调控和调节为

主。调动了广大农民、工人的社会主义生产积极性，全面完成了“六

五”计划任务．五年内，全区社会总产值、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收

入、农民人平纯收入年递增分别达到14．7％、10．3％、14．9％和

13．9％，整个国民经济步入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轨道．1987年

下半年，地区计委着手编制零陵地区2000年长远规划．提出到

2000年全区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宏伟目标，为零陵地区经济发‘

展描绘了美好的蓝图，促进了全区经济发展步伐。1988年4月，省

委、省政府确定零陵地区为湘南改革开放过渡试验区之后，地区计

委按照“南与两广接轨，北赶超湘北”的要求．进一步加快了计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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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改革步伐，在物价、税收、固定资产投资、外贸、劳动用工等方面

向县下放了管理权限。原来属地区管理和审批的权限，除省规定不

能下放的权限外，基本上下放到县计委管理。此间由于各项配套改

革未跟上，经济上两次出现过热，基本建设投资规模扩大，物价上

涨，经济效益不够理想。1988年lo月，根据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

精神，全区经济工作重点转移到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上

来，重点压缩投资规模、控制物价上涨，紧缩财政开支，整顿流通领

域和调整经济结构，到1990年。全区经济环境和秩序明显好转，全

区完成国民生产总值46．25亿元，国民收入20．57元，工农业总产

值36．06亿元，财政收入2．65亿元，农民人平纯收入538元(当年

价)，分别比1985年增长14．9％、4．9％、51．2％、92．0％和

52．45％；其他经济社会发展指标也比1985年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1992年，根据党的十四大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的要求，地区计委把计划工作的重点转向经济总量上把握综合平

衡，在产业结构上掌握发展方向，对凡是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

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一切经济活动，

一律放开搞活，加强宏观指导和重点项目建设，为建立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作出应有的贡献。

43年来，全区全民所有制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31．91亿

元，建成1700多家工矿企业、1200余座水库、1600多座大小水电

站，新建和扩建公路4300余公里和上百座桥梁，大中小学7000余

所，商业、饮食、服务网点5万余个，医院、诊所800余家，县城以上

均建有自来水厂，全区实现电话自动拨号，电视、无线电广播覆盖

率达84％以上。1992年全区国民生产总值达到61．97亿元(按当

年价)，比1949年增长45倍；国民收入达到53．35亿元，增长37

倍，人平国民收入1010元；工农业总产值87．07亿元，增长11倍，

年平均递增5．95％，其中工业总产值44．5亿元，增长236．6倍，

年平均增长13．6％，农业总产值42．57亿元，增长5倍，年平均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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