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晚清时期四川省行政区划表 (1840～1911 年)





(二) 民国时期四川省行政区划

表 (1911～1949 年)

民国初年，四川省的地方行政区

划， 分为省、道、县三级制。以省统

道，以道统县。道实为监察区域，为

省的派出机构。地方政区建置，中华

民国政府作了较大的改革和整理，废

除府、州、厅，一律改县。清末，川

西康境地区所建置的设治委员也一律

改升为县。有的县改名，特别是对与

省外同名的县，进行了整理更改。

1914 年四川省行政区划表



四川军阀防区制时期，在四川军

阀各据一方、称王称霸的形势下，省

政实际上为防区制所分割，名存实

亡，行政区划建置变化甚小，仅在

1915 年改东乡县为宣汉县 (因与江

西省东乡县同名)；1927 年在茂县设

置松理懋茂汶屯殖督办公署，将松

潘、理番、懋功、茂县、汶川 5 县和

抚边、绥靖、崇化 3 屯划 为屯殖 区

域，将 28 军治理：1928 年裁道，改

各县直隶省府；1929 年前后新置成

都市、重庆市。



1918 年四川靖国各军和驻川滇黔军就地划分防区表



1919 年四川靖国各军和驻川滇黔军防区表



1933 年“二刘大战”战前四川各军驻防表



1935 年 2 月，蒋介石改组四川

省政府，以刘湘为省主席。四川各军

在蒋介石的压力之下交出了防区，成

为从属于蒋介石政权之下的地方实力

派。同年 6月，四川省正式实施行政

督察区制，将全川划分成 18 个行政

督察区 (另设西康行政督察区)，每

区设置专员公署作为省政府的派出单

位，分辖各县，以控制地方力量。从

此，四川防区制逐步消灭，全省行政

遂为国民政府所控制。

行政督察区制的实施，是四川省

行政区划的一大变革，也是 1935 年

四川省行政区划的一大显著特点。行

政督察专员是承袭民国初年道制而设

立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决定废

除道制，按孙中山的规划实行省、县

二级制。然而中国土地广阔，每省辖

管单位多者 100 多县市，少者也在

60 县市以上，再加上交通、通讯落

后，管理起来困难较大，因而 1935

年蒋介石兼任行政院院长后，便亲自

推广军事区普遍设置行政督察专员的

办法。次年 10 月，行政院公布《行

政督察专员公署组织》，将行政督察

专员作为正式的一级地方组织，同时

公布《区保安司令部组织暂行条例》。

自此，行政督察专员在全国范围内由

临时机构转变为固定制度，正式成为

国民党统治的一项重要行政组织。

行政督察专员除其专员本职外，

还兼区保安司令、驻在县县长，一共

有三道衙门：专员公署；区保安司令

部；兼县县政府。这三道衙门都是合

在一起办公。行政督察专员的职权：

单行法规颁布权、行政纠正权、考核

奖惩权、行政会议召集权、监督财政

权、军事权和视察权等，并负有办理

省政府交办事项和处理辖区内各县市

争议事项之权利，还兼行营军法官，

对某些案件有拘捕、审理、判决之

权。

行政督察专员制建立后，曾经历

过两次变化。第一次是 1937 年 10 月

行政院发出训令，行政督察专员一律

免兼驻在县县长。第二次是行政院于

1941 年 10 月公布《战时各省行政督

察专员公署及区保安司令部合并组织

暂行办法》，将过去两相分立的专员

公署与区保安司令部合并为一种单一

的组织。此后，行政督察专员制度变

化不大，一直存在到国民党大陆统治

的覆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也

沿袭了行政督察区划，初称专区，后

来又改称地区。

综合上述，四川省于 1928 年裁

道，各县直属省府。同年，建置成都

市。1929 年，建置重庆市。1935 年，

对行政区划进行较大调整，将四川省

划分成 18 个行政督察区和西康行政

督察区，成为省政府的派出机构，分

管一部分县份。四川省共辖 2 市、19

行政督察区、166 县、3 局。



1935 年四川省行政区划表







抗日战争爆发后，四川在抗战中

的作用和地位日益突出。

1937 年 11 月，国民政府宣布迁

都重庆，把部分中央部门迁至山城。

翌年 10 月，国民政府直属部门全部

迁来重庆。1939 年 11 月 20 日，改

重庆市为中央直辖市。1940 年 9 月

国民政府正式颁布文告，将重庆定为

“陪都”。从 1937 年 11 月国民政府迁

都重庆至 1946 年 5 月还都南京，重

庆是中国的战时首都，是大后方政

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外交

的中心，又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所在

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世界反法西

斯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部设在重

庆，成为同盟国在远东的指挥中心。

重庆成为举世瞩目的重要城市，与伦

敦、华盛顿、莫斯科三大国际名城齐

名，成为沟通中外的重要桥梁，1945

年改为省辖市。

1939 年 1 月 1 日，国民政府将

原西康行政督察区和四川省第十七、

十八行政督察区合并，正式建置西康

省，直至 1955 年 10月。四川省境域

被划分为四川和西康两个省区，这一

建置变更是四川省建置沿革的一大变

革。此外，1939 年 9 月还正式建置

省辖市——自贡市。

此时，四川共有：1 中央直辖市，2

省辖市，16 行政督察区，135 县。

1939 年四川省行政区划表



为了贯彻 1938 年 3 月国民党全

国临时代表大会制订的《抗战建国纲

领》，从 1939 年至 1941 年止，四川

省各县一律实施新县制。各县定等标

准，是根据各县的面积、人口、富

力、文化分数计出，总计以后，再求

平均，即以平均数字和特殊情形评定

县等，或者决定是否升降等次。1939

年各县分为三等，1940 年分为六等。

四川省各县新县等级表

(1940 年 2 月 13 日四川省政府第 366 次省务会议通知)



民国时期西康省行政区划表

(三 ) 50 年 代 以 来 四川 省 行 政

区划 (1949～1987 年)

50 年 代 以 来， 四 川省 行 政 区划

变动 较 大。 现 将 具 有 代 表 意 义 的

1952、 1954、 1965、 1979、 1987 年

的行政区划列表如下：



1952 年四川省行政区划表



1952 年重庆市行政区划表



1952 年西康省行政区划表

1954 年四川省行政区划表





1954 年西康省行政区划表



1965 年四川省行政区划表





1979 年四川省行政区划表





1987 年四川省行政区划表









主席 刘伯承 四川开县

(以上 1 人，经 1949 年 11 月 18

日政务院第六次政务会议通过并提经

1949 年 12 月 2 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会第 4 次会议批准任命)。

副主席

贺 龙 湖南桑植

邓小平 四川广安

熊克武 四川井研

龙 云 云南昭通 彝族

刘文辉 四川大邑

王维舟 四川宣汉

(以上 6 人，经 1950 年 6 月 27

日政务院第三十八次政务会议通过并

提经 1950 年 6 月 28 日中央人民政府

委员会第 8 次会议批准任命。)

宋任穷 湖南浏阳

卢 汉 云南昭通 彝族

(以上 2 人，经 1952 年 8 月 7 日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 17 次会议通

过任命)。

委 员 (保留西藏藏族委员名额

5 名，西康彝族委员名额 1 名。以下

依姓氏笔划为序)

丁兆冠 云南 绅耆

丁道衡 贵州 地质学家，贵州

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

于江震 四川西充 中共中央西

南局组织部副部长

文藻青 四川华阳 教育界人士

王天锡 贵州 苗族 绅耆

王近山 湖北黄安 人民解放军

兵团副司令员，川东军区司令员

王家烈 贵州桐梓 军人

王新亭 湖北孝感 人民解放军

西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王维刚 河北磁县 人民解放军

川南军区政治委员

白小松 云南 云南大学教授

安恩溥 云南 彝族 军人

朱家璧 云南龙陵 人民解放军

云南省昆明市警备区副司令员

艾思奇 云南腾冲 中共中央马

克思列宁学院教授

但懋辛 四川荣县 老同盟会会

员

何 鲁 四川广安 中国国民党

革命委员会 重庆大学校务委员会主



任委员

吕 超 四川宜宾 军人

宋任穷① 湖南 云南省军政

委员会副主席

李大章 四川合江 川南人民行

政公署主任

李井泉 江西临川 川西人民行

政公署主任

李侠公 贵州 中央人民政府政

务院参事

李根源 云南 绅耆

李筱亭 四川宜宾 老同盟会会

员

李 达 陕西眉县 人民解放军

西南军区副司令员

杜义德 湖北黄陂 人民解放军

兵团副司令员，川南军区司令员

邦达多吉 西康义敦 藏族 士

绅

周土第 广东乐会 人民解放军

西南军区副司令员

周太玄 四川新都 文化界人士

(以上 27 人，经 1950 年 6 月 27

日政务院第三十八次政务会议通过并

提经 1950 年 6 月 28 日中央人民政府

委员第 8 次会议批准任命)。

周 林 贵州 上海市人民政府

秘书长

(以上 1 人，经 1951 年 10 月 12

日政务院第一百零六次政务会议通过

并提经 1951 年 11月 5 日中央人民政

府委员第 13 次会议批准任命)。

周保中 云南大理 云南省人民

政府副主席

周素园 贵州 绅耆

周钦岳 四川巴县 重庆新蜀报

总经理

周 兴 江西永丰 中共中央西

南局委员

段君毅 河南范县 中国共产党

鄂豫区委员会书记

胡子昂 四川巴县 民主建国会

全国会务推进委员会委员，重庆市各

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主席

胡耀邦 湖南浏阳 川北人民行

政公署主任

夏仲实 四川江津 中国国民党

革命委员会；工商界人士

夏克刀登 西康德格 藏族 士

绅

孙志远 河北定县 人民解放军

兵团政治部主任

徐孝刚 四川成都 军人

徐崇林 四川 民主建国会全国

会务推进委员会委员，重庆市各界人

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秘书长

徐嘉瑞 云南 昆明师范学院校

务委员会主任委员

格 达 西康甘孜 藏族 西康

甘孜白利寺活佛

① 1952 年 8 月升任副主席后，不再任委员职务。



桑吉悦希 (天宝) 四川马尔康

藏族 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

会委员

张子意 湖南醴陵 人民解放军

西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张 冲 云南泸西 彝族 云南

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张国华 江西永新 人民解放军

十八军军长

张为炯 西康德昌 西康省人民

政府副主席

张际春 湖南宜章 人民解放军

第二野战军副政治委员

张曙时 江苏睢宁 中央人民政

府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张霖之 河北南宫 中国共产党

重庆市委员会第二书记

曹荻秋 四川资阳 重庆市人民

政府副市长

(以上 23 人，经 1950 年 6 月 27

日政务院第三十八次政务会议通过并

提经 1950 年 6 月 28 日中央人民政府

委员会第 8 次会议批准任命)。

梁 华 四川广汉 西南军政委

员会人事部副部长

(以上 1 人，经 1951 年 8 月 17

日政务院第九十八次政务会议通过并

提经 1951 年 9 月 3 日中央人民政府

委员会第 12 次会议批准任命)。

梁聚五 贵州 苗族 中国民主

同盟贵州省支部临时工作委员会委员

庄 田 广东万宁 人民解放军

云南军区副司令员

郭天民 湖北黄安 人民解放军

兵团副司令员，云南军区第一副司令

员

陈希云 湖南 人民解放军西北

军区后方勤务部部长

陈曾固 (曾固) 贵州 贵州

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陈筑山 贵州 教育界人士

陈 赓 湖南湘乡 云南省人民

政府主席

陈锡联 湖北黄安 重庆市人民

政府市长

陈 离 四川安县 军人

陈 铁 贵州遵义 起义将领

彭 涛 江西鄱阳 中国共产党

川南区委员会第二书记

程子健 西康荥经 中共中央西

南局统一战线工作部副部长

黄汲清 四川仁寿 地质学家

杨 勇 湖南浏阳 贵州省人民

政府主席

楚图南 云南文山 中国民主同

盟中央委员会党务委员兼西南区盟务

特派员

廖志高 西康冕宁 西康省人民

政府主席

廖苏华 (女) 四川内江 中

共中央西南局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

裴昌会 山东潍坊 起义将领

赵 林 江西 中共川北区委员

会副书记



刘岱峰 山西 人民解放军第二

野战军第二后勤司令员

潘文华 四川仁寿 起义将领

潘朔端 云南 云南省昆明市人

民政府市长

蔡树藩 湖北汉阳 西南总工会

筹备委员会主任

邓季惺 (女) 四川 新民报

报社经理

邓锡侯 四川营山 起义将领

郑伯克 四川 中共中央西南局

委员

平措旺阶 (闵志成) 西康巴塘

藏族 东藏自治区同盟主任

卢 汉① 云南昭通 彝族

云南省军政委员会主席

钱信忠 江苏宝山 人民解放军

西南军区卫生部部长

阎红彦 陕西安定 川东人民行

政公署主任

谢富治 湖北黄安 人民解放军

川东军区政治委员

钟体乾 四川成都 绅耆

鲜 英 四川西充 中国民主同

盟中央委员

罗任一 四川 中国农工民主党

中央委员

苏振华 湖南平江 人民解放军

兵团政治委员

龚自知 云南 云南省人民政府

副主席

龚逢春 陕西城固 中共川西区

委员会副书记

秘书长 孙志远 (兼)

副秘书长 高兴亚 教授

熊子骏 教授

周钦岳 (兼)

(以上 41 人，经 1950 年 6 月 27

日政务院第三十八次政务会议通过并

提经 1950 年 6 月 28 日中央人民政府

委员会第 8 次会议批准任命)。

办公厅

主 任 胡 光 人民解放军西

北军政大学政治部主任

副主任 段 云 中共中央晋绥

分局秘书处处长

犹凤岐 西南军政委员会办公厅

秘书处处长

(前 2 人，经 1950 年 6 月 27 日

政务院第三十八次政务会议通过任

命；后 1 人，经 1951 年 9 月 14 日政

务院第一百零二次会议通过任命)。

人事局、部

局 长 董新山 人民解放军西

北军区卫生部政治委员

副局长 王直哲 人民解放军师

政治部主任

(以上 2 人，经 1950 年 6 月 27

日政务院第三十八次政务会议通过任

命)。

① 1952 年 8 月升任副主席后，不再任委员职务。



部 长 于江震 (兼)

副部长 梁 华 中央人民政府

人事部第一局局长

胡光 西南军政委员会

办公厅主任

(以上 3 人，经 1951 年 4 月 6 日

政务院第七十九次政务会议通过并提

经 1951 年 9 月 3 日中央人民政府委

员会第 12 次会议批准任命)。

财政经济委员会

主 任 邓小平 (兼)

副主任 陈希云 (兼)

段君毅 (兼)

刘岱峰 (兼)

委 员 (按姓氏笔划为序)

文藻青 (兼)

毛毅可 重庆上海机器厂经理兼

工程师

王 磊 中国人民银行西北区行

经理

吴作民 太行行政公署副主任

吴晋航 工商界人士

李文采 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

重工业处副处长

李琢菴 云南省昆明市各界人民

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主席

李 斌 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

金融贸易部部长

李紫翔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重庆市分部筹备委员会委员 教授

沈兰芝 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

财政经济接管委员会副主任

贝仲选 皖北人民行政公署财政

处处长

屈 健 西南行政公署建设处处

长

胡子昂 (兼)

胡浚泉 工商界人士

苗天宝 云南大学教授，云南制

革厂厂长

张天霖 云南人民企业公司平浪

煤盐场经理

康心如 工商界人士

张天放 昆明木棉公司协理

张志和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

张茂甫 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分行

经理

陈 离 (兼)

陈 铁 (兼)

黄汲清 (兼)

黄凉尘 重庆宝元通公司总经理

黄墨涵 民主建国会常务委员

华问渠 贵阳文通书局总经理

杨尚高 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后

方勤务部政治委员

杨灿三 工商界人士

杨体仁 工商界人士

万 里 南京市人民政府建设局

局长

熊 奎 西康省人民政府财政经

济委员会副主任

赵立德 晋绥行政公署财政处处

长

赵健民 人民解放军第十七军政



治委员

刘 中 人民解放军晋绥军区后

方勤务部部长

刘卓甫 西北贸易总公司副经理

刘 星 人民解放军第十七军政

治部主任

蔡树藩 (兼)

蒋崇璟 成都市军事管制委员会

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邓辰西 华北供销合作总社副主

任及合作银行经理

邓锡侯 (兼)

郑东琴 民生实业公司董事长

萧松立 工商界人士

阎秀峰 川西人民行政公署副主

任

严 俊 人民解放军兵团后方勤

务部部长

(以上 48 人，经 1950 年 6 月 27

日政务院第三十八次政务会议通过并

提经 1950 年 6 月 28 日中央人民政府

委员会第 8 次会议批准任命)。

秘书长 刘岱峰

副秘书长 李 斌

(以上 2 人，经 1950 年 6 月 27

政务院第三十八次政务会议通过任

命)。

文化教育委员会

主 任 楚图南 (兼)

副主任 张子意 (兼)

何 鲁 (兼)

丁道衡 (兼)

委 员 (保留彝族委员名额 1

名、川南新闻界名额 1 名。以下依姓

氏笔划为序)

方镇华 教育界人士

王文彬 重庆大公报报社经理

王敏昭 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政

治部宣传部副部长

田一平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

申云浦 中共贵州省委员会宣传

部副部长

任白戈 中共重庆市委员会宣传

部部长

△朱丹南 西北军政大学艺术学

院主任

艾 芜 (汤道耕) 重庆大学

文学系教授

李劫人 教授

李长路 人民解放军西北军政大

学副校长

李亚群 中共西康区委员会宣传

部部长

李嘉谟 教育界人士

杜心源 中共川西区委员会宣传

部部长

沙 汀 作家

谷醒华 教育界人士

周太玄 (兼)

昂旺格桑 藏族 中央人民政府

民族事务委员会参事

邵子南 新华通讯社西南总分社

副社长

金锡如 教授



段 云 中共中央晋绥分局秘书

处处长

胡 痴 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政

治部宣传部副部长

范朴斋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

孙铭勳 重庆市育才学校校长

徐方庭 人民解放军政治部宣传

部副部长

缪海棱 新华通讯社西南总分社

社长

秦 瓒 教授

袁 勃 云南日报社社长

常芝青 重庆新华日报社副社长

康乃尔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西南工作委员会副书记

△张一然 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

京剧院院长

张永清 川北日报社社长

张非垢 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政

治部宣传部部长

张秀熟 教育界人士

梁聚五 (兼)

陈文贵 重庆宽仁医院院长兼医

务主任

陈述元 教授

陈复光 云南大学教授

陈斐琴 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政

治部宣传部部长

△陈 播 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

政治部战斗剧社社长

彭迪先 中国民主同盟川西支部

临时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 教授

曾 克 (女) 新华通讯社特派

记者

税西垣 教授

冯诗云 重庆工人日报社社长

黄觉民 重庆市人民政府文教局

副局长

杨效农 川西日报社副社长

葛 洛 人民解放军随军记者

董秉奇 教授

廖井丹 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

副部长

漆鲁鱼 中共河南省郑州市委员

会新闻出版局副局长

△刘仰峤 中共中央西南局副秘

书长

刘成禺 前国史馆副馆长

乐森 # 西南地质调查所副所长

潘大逵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

邓止戈 西南人民革命大学教育

长①

邓孝慈 教授

郑思群 西南人民革命大学教育

长②

鲁之俊 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卫

生部副部长

平措旺阶 (闵志成) (兼)

萧华清 中国民主同盟候补中央

① 原文如此，经与不同年代版本核实亦如此。

② 原文如此，经与不同年代版本核实亦如此。



委员，重庆市人民政府文教局局长

钱信忠 (兼)

谢文炳 四川大学校务委员会主

任委员

罗承烈 重庆新民报总主笔

罗稷南 用家

苏鸿纲 教育界人士

(以上 68 人中，64 人经 1950 年

6 月 27 日政务院第三十八次政务会

议通过并提经 6 月 28 日中央人民政

府委员会第 8 次会议批准任命；姓名

前注有“△”的 4 人，经 1951 年 1

月 12 日政务院第六十七次政务会议

通过并提经 2 月 20 日中央人民政府

委员会第 11 次会议批准任命)。

秘书长 廖井丹

△漆鲁鱼

副秘书长 田一平

(以上 2 人中，2 人经 1950 年 6

月 27 日政务院第三十八次政务会议

通过任命，姓名 前 注有 “△”的 1

人，经 1952 年 7 月 25 日政务院第一

百四十六次政务会议通过任命)。

人民监察委员会

主 任 李筱亭 (兼)

副主任 于江震 (兼)

王维刚 (兼)

(以上 3 人，经 1950 年 6 月 27

日政务院第三十八次政务会议通过并

提经 6 月 28 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

第 8 次会议通过任命)。

乔钟灵 晋西北行政公署副主任

(以上 1 人，经 1950 年 9 月 1 日

政务院第四十八次政务会议通过并提

经 9 月 5 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 9

次会议批准任命)。

委 员 (依姓氏笔划为序)

丁兆冠 (兼)

甘道生 (林蒙) 中共中央西

南局统一战线工作部秘书室主任

吕一峰 教授

李 震 重庆市总工会筹备委员

会主任

汪云松 工商界人士

张平江 (女) 工商界人士

张宾吾 绅耆

陈野苹 中共中央西南局组织部

秘书长

陈鹤樵 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政

治部组织部部长

(以上 9 人，经 1950 年 6 月 27

日政务院第三十八次政务会议通过并

提经 6 月 28 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

第 8 次会议批准任命)。

彭友今 中共中央西南局统战部

第一处处长

(以上 1 人，经 1950 年 10 月 20

日政务院第五十五次政务会议通过并

提经 12 月 26 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

第 10 次会议批准任命)。

曾庶凡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

黄鹏豪 中国农工民主党重庆市

党务整理委员会主任委员 教授

廖苏华 (女) (兼)



赵德恒 绅耆

刘文泉 人民解放军岳北军区政

治部组织部部长

刘宗宽 中国农工民主党

阎崇阶 士绅

阚世英 (甘棠，女) 中共重庆

市委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

饶国模 重庆市各界人民代表会

议协商委员会委员

龚农瞻 工商界人士

(以上 10 人，经 1950 年 6 月 27

日政务院第三十八次政务会议通过并

提经 6月 28 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

第 8 次会议批准任命)。

秘 书 长 刘文泉

副秘书长 宋更新 教育界人

士

(以上 2 人，经 1950 年 6 月 27

日政务院第三十八次政务会议通过任

命)。

民族事务委员会

主 任 委 员 王维舟 (兼)

副主任委员

张 冲 (兼)

桑吉悦希 (天宝，兼)

梁聚五 (兼)

△夏康农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

文化教育委员会参事

孙雨亭 西南军政委员会民政部

副部长

(前 4 人，经 1950 年 6 月 27 日

政务院第三十八次政务会议通过并提

经 6 月 28 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

8 次 会 议 批 准 任 命； 姓名 前 注 有

“△”的 1 人，经 1951 年 4 月 6 日政

务院第七十九次政务会议通过并提经

9 月 3 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 12

次会议批准任命；后 1 人，经 1952

年 7 月 25 日政务院第一百四十六次

政务会议通过并提经 8 月 7 日中央人

民政府委员 会第 17 次会议批 准任

命)。

委 员 (保留达赖办事处委员名

额 1 名。以下依姓氏笔划为序)

于式玉 教授

王天锡 (兼)

召存信 傣族 云南省车里县人

民政府副县长

田兴武 卡佤族 云南省沧源县

人民政府县长

瓦渣木基 彝族

任筱庄 教授

朱家璧 (兼)

李安宅 教授

李和才 哈尼族 云南省石屏县

人民政府县长

何季华 沙族

余存永 邮局职员

柴军武 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司

令部处长

昂旺格桑 藏族 (兼)

夏克刀登 藏族 (兼)

孙克巴顿 藏族

格 达 藏族 (兼)



马 聪 回族 军人

张超伦 苗族 医师

陈可大 中共中央西北局党校研

究室主任

杨松青 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部

长

温少鹤 回族 重庆市工商联筹

委会副主任委员

熊予骏 教授

赵钟奇 回族 士绅

刘连波 中共中央西南局统战部

地方工作科科长

邓劼刚 教育界人士

平措旺阶 (兼)

欧百川 苗族 军人

韩戈鲁 中共绥远省伊克昭盟委

员会秘书长

魏锦国 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司

令部副处长

罗石生 中共中央西南局统战部

人事科科长

(以上 30 人，经 1950 年 6 月 27

日政务院第三十八次政务会议通过并

提经 6月 28 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

第 8 次会议批准任命)。

秘 书 长 陈可大

副秘书长 熊予骏

(以上 2 人，经 1950 年 6 月 27

日政务院第三十八次政务会议通过任

命)。

政治法律委员会

主 任 王维舟 (兼)

副主任 周 兴 (兼)

张曙时 (兼)

但懋辛 (兼)

委 员 (依姓氏笔划为序)

李侠公 (兼)

李筱亭 (兼)

沈谷雨 (女) 西南民主妇女

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周钦岳 (兼)

孙雨亭 西南军政委员会民政部

副部长

张雪岩 中国民主同盟；川北行

署委员兼人民法院院长

乔钟灵 西南军政委员会人民监

察委员会副主任

黄新远 西南军政委员会司法部

副部长

杨青田 云南省政府委员兼人民

法院院长

裘千昌 川西人民法院副院长，

四川大学法律系主任

赵苍璧 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

副部长

罗士高 重庆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罗忠信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

员；川南行署副主任兼民政厅厅长

(以上 17 人，经 1951 年 12 月

28 日政务院第一百七 十次会议通

过)。

财政部

部 长 陈希云 (兼)

副部长 贝仲选 皖北行署财政



处处长

赵立德 晋绥行署财政处长

段 云

(前 3 人，经 1950 年 6 月 27 日

政务院第三十八次政务会议通过并提

经 6月 28 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

8 次会议批准任命；后 1 人，经 1951

年 8 月 17 日政务院第九十八次政务

会议通过并提经 9月 3 日中央人民政

府委员会第 12 次会议批准任命)。

贸易部

部 长 王 磊 人行西北区行

经理

副部长 刘卓甫 西北贸易总公

司副经理

黄凉尘 重庆宝元通公司总经理

工业部

部 长 段君毅 (兼)

副部长 万 里 南京市人民政

府建设局局长

蒋崇璟 成都军管会财经委员会

副主任

李文采 上海市军管会重工业处

处长

周子祯 西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

兼供给部部长

刘 星 西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

副部长

(前 8 人，经 1950 年 6 月 27 日

政务院第三十八次政务会议通过并提

经 6 月 28 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

8 次会议批准任命；后 1 人，经 1951

年 8月 17 日政务院第九十八次政务

会议通过并提经 9月 3 日中央人民政

府委员会第 12 次会议批准任命)。

交通部

部 长 赵健民 人民解放军第

十七军政委

副部长 刘 星 人民解放军第

××军政治部主任

禳明德 人民解放军二野后勤部

副政委

△萨福均 专家

刘 清 全国仓库物资清理调配

委员会西南区分会副主任

(前 3 人，经 1950 年 6 月 27 日

政务院七十八次政务会议通过并提经

6 月 28 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 8

次会议批准任命；姓名前注有“△”

的 1 人，经 1950 年 8月 11 日政务院

第四十五次政务会议通过并提经 9 月

5 日中央民人政府委员会第 9 次会议

批准任命；后 1 人，经 1951 年 6 月

15 日政务院第八十九次政务会议通

过并提经 9月 3 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会第 12 次会议批准任命)。

农林部

部 长 陈 铁 (兼)

副部长 屈 健 晋南行政公署

建设处处长

王善全 棉业专家

水利部

部 长 邓锡侯 (兼)

副部长 陈 离 (兼)



劳动部

部 长 蔡树藩 (兼)

副部长 李紫翔 中国国民党革

命委员会重庆市分部筹备委员会主任

委员、教授

吕文远 人民解放军二野政治部

敌工部第二部长

(以上 8 人，经 1950 年 6 月 27

日政务院第三十八次政务会议通过并

提经 6月 28 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

第 8 次会议批准任命)。

合作事业局

局 长 胡浚泉 工商界人士

副局长 邓辰西① 华北供销

合作总社副主任兼合作银行经理

严 俊 人民解放军兵团后勤部

部长

程 容 西南军政委员会人民监

察委员会委员

(前 3 人，经 1950 年 6 月 27 日

政务院第三十八次政务会议通过任

命；后 1 人，经 1952 年 9 月 5 日政

务院第一百四十九次政务会议通过任

命)。

文教部

部 长 楚图南 (兼)

副部长 任白戈 中共重庆市委

宣传部部长

潘大逵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

员；教授

李长路 人民解放军西北军政大

学副校长

徐芳庭 西南军政委员会文化教

育委员会委员

(前 4 人，经 1950 年 6 月 27 日

政务院第三十八次政务会议通过并提

经 6 月 28 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

8 次会议批准任命；后 1 人，经 1951

年 1月 12 日政务院第六十七次政务

会议通过并提经 2 月 20 日中央人民

政府委员会第 11 次会议批准任命)。

卫生部

部 长 钱信忠 (兼)

副部长 鲁之俊 西南军区卫生

部副部长

陈文贵 重庆宽仁医院副院长兼

医务主任

民政部

副部长 孙雨亭

王德茂

(前 4 人，经 1950 年 6 月 27 日

政务院第三十八次政务会议通过并提

经 6月 28 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

8 次会议批准任命；后 1 人，经 1951

年 6 月 8 日政务院第八十八次政务会

议通过并提经 9 月 3 日中央人民政府

委员会第 12 次会议批准任命。

公安部

部 长 周 兴 (兼)

副部长 刘炳林 西南军区政治

① 经 1951 年 10 月 26 日政务院第一百零八次政务会议通过任命为局长。



部保卫部副部长

赵苍璧 南京市人民政府公安局

副局长

司法部

部 长 但懋辛 (兼)

副部长 黄新远 西北军区后勤

部副政治委员

最高人民法院西南分院

院 长 张曙时 中央人民政府

法制委员会副主任

(以上 6 人，经 1950 年 6 月 27

日政务院第三十八次政务会议通过并

提经 6 月 28 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

第 8 次会议批准任命)。

最高人民检察署西南分署

检察长 周 兴 中共中央西南

局委员

(以上 1 人，经 1950 年 6 月 27

日政务院第三十八次政务会议通过任

命)。

外事处

副处长 温剑风 中央人民政府

外交政策委员会秘书

(以上 1 人，经 1951 年 9 月 28

日政务院第一百零四次政务会议通过

任命)。



在省政府办公厅领导的关怀和支

持下，按照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的统一部署， 《四川省志·政务志》

(上册) 从资料收集到编写出版，历

时 8 年，如今正式面世了。

《四川省志·政务志》 (上册) 主

要记载从 1840 年到 1987 年间四川省

省级政权组织变更的历史，真实地反

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四川省政府组织

动员全省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物质

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显著成就。本书收

集了有关四川省政权组织的第一手资

料，有的资料属第一次公布。这些资

料，对于我们认识四川、建设四川会

有很大的帮助。本书如能为各级政府

正确决策提供一定借鉴的话，将是我

们的最大心愿。

《四川省志·政务志》 (上册) 是

在省政府办公厅信息处、四川省社科

院、四川联合大学历史系等单位共同

努力下完成的。在资料收集方面，得

到了四川省档案馆、省政府办公厅秘

书处档案科、省委组织部档案室、重

庆市档案馆、省委组织史编写组、四

川省图书馆、四川联合大学图书馆、

成都市图书馆、省政府驻上海办事

处、南充市档案馆、南充市地方志办

公室、绵阳市地方志办公室、遂宁市

委组织部、遂宁市地方志办公室、乐

山市委宣传部、万县市委宣传部、泸

州市委宣传部、泸州市党史研究室、

泸州市档案馆、泸县党史研究室、四

川省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四川省地

质矿产局组织处等单位以及有关同志

的支持、帮助，在此—并致谢!

《四川省志·政务志》 (上册) 由

雷喻义总纂和通审。

参加本册编写的人员有 (排名不

分先后)：王治国、黄一龙、谢放、

何一民、曾瑞炎、赵迎生、马宣伟、

陈建明、阮明惠、陈德言、陈文渊、

张斌、周原孙、周建春、夏训炎、李

明志、胡祉兰、邹一清、吴畏。

参加本册初审的人员有：曾先

燧、韩映泽、李盛乾。

参加本册编务工作的人员有：高

朴实、熊树林、李盛乾、梁清诲、王



坤、敖太飙、徐旭、刘德珍、韩素

珍、冯涛、康金蓉、韩秀芳。

限于我们的水平和经验，难免有

疏漏不当之处，恳请读者指正。

编者

1997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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