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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中期，罗城地方工业加快发展，县内以国有企业为主体，集体工业、个体工业一齐上，工

业生产迈出新步伐。1986年，全县拥有机械、化工、建材、食品加工、电力、采矿、印刷等行业的工业企业832
家，工业总产值3110万元。1990年，发展到2734家，工业总产值8925万元（按1980年可比价格计算为4623
万元），比1986年增长1.06倍，年平均增长19.74%。

90年代后，全县工业以制糖、建材、化工、矿业开采工业为重点产业。先后投资扩建和新建了县糖厂、

山野葡萄酒总厂、宇隆铁矿、金源矿业、一洞锡矿、天宝公司、县水泥厂、化建厂、铁合金厂等骨干企业，同时

加大技改投入，改造一批重点骨干项目，增强地方工业发展后劲。制糖、建材、化工、矿产工业形成规模经

济，成为罗城的支柱产业。“八五”期间（1991—1995年）全县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40.46%。

“九五”时期（1996—2000年），县内国有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核心，加大企

业改革调整力度，全县工业经济在国家宏观调控等因素影响下仍持续增长。2000年，全县全部工业企业

2310个，工业总产值 8.28亿元，其中：全部国有年销售收入 500万元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 22个，工业产值

2.54亿元；年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下非国有工业企业2288个，工业产值5.74亿元。全县工业总产值年均增

长4.34%。

2000年以后，县内工业企业通过租赁、合资、联营、股份制、出售产权等形式，全面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改

制，2005年，全县工业基本实现企业民营化。一改国有企业的一元工业经济结构，以制糖、建材、矿山开采

冶炼、农副食品加工为主的工业产业得到发展壮大，支柱产业推动作用强劲，工业经济占整个国民经济的

比重加大。“十五”期间，2005年全县全部工业企业977个，工业总产值7.83亿元，其中：年主营业务收入500
万元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19个，工业产值5.06亿元；年主营业务收入500万元以下非国有工业企业958个，

工业产值2.77亿元。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16.41亿元的47.71%，比2000年的58.17%下降10.46个百

分点。

1986—2005年罗城工业企业单位数和工业总产值

表11-0-1 单位：个、万元

年份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工业企业单
位数（个）

832

3037
2734
2738

其 中

国有

2
23
22
22
24
25

集体

5
28

22
25
35

个体私营

642

2493
2270
2351

其他

133

500
415
327

全部工业
总产值
（万元）

3110

8683
8925
12225

其 中

国有

1811
2448

4779
5123
7065

集体

508
830

1246
1442
1592

个体私营

636

777
915
2004

其他

155

1881
1444
1564

··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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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工业企业单
位数（个）

2576

3000

3603

5396

2277

2560

2168

2168

2310

2512

2248

2540

815

977

其 中

国有

25

26

26

26

26

25

20

18

17

17

9

7

7

7

集体

40

80

85

88

89

58

47

49

46

25

19

21

5

7

个体私营

2021

2389

2990

4048

1500

1734

2096

2096

2245

2468

2217

2464

788

952

其他

490

505

502

1234

662

743

5

1

2

2

3

3

8

5

全部工产值
（万元）

16121

31146

51497

76253

76288

82037

83537

86038

82816

75917

65822

63489

46871

78280

其 中

国有

9862

16211

23058

26445

26680

23180

19821

19307

18315

21180

11275

9110

11764

16138

集体

2399

3509

5041

5811

6373

4092

7247

4124

2733

2212

1781

2545

762

1393

个体私营

1907

6865

15436

26337

25535

33239

55318

61516

60269

50922

41718

40485

14552

33906

其他

1953

4561

7962

17660

17700

21526

1151

1091

1499

1603

11048

11349

19793

26843

续表11-0-1

注：①1986年全部工业总产值原统计数为2308万元，只包含国有和乡（镇）以上集体工业产值，为与后

面统计口径一致，加上村办工业产值11万元以及个体私营工业产值和农村合作经营工业产值，变为3110
万元；②1986—1997年的其他工业全部是农村合作经营工业；③1998—2005年的其他工业包括有限责任公

司、股份合作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其他经济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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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2005年罗城工业生产主要产品产量表

表11-0-2

年份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原煤
（万吨）

35
34
49
52
46
51
51
53
92
90

123
112
98
52
52
46
32
6

7.29
7.99

铁矿石
原矿量
（万吨）

3.49

1.95
1.44
2.77
1.95
2.41

7
9

14
22
32
40
26
26
24
20
9.9
2.21
7.9

锡精矿
含锡量
（吨）

330
180

239

282
356
366
789
1000
1100
549
355
253
640
531
469
224
311
644

锑精矿
含锑量
（吨）

2679
3022
3074
3270
3290
3267
4040
1900
4000
5000
1522

593

自来水
（万吨）

136
198
174
214
219
198

256
349
367
378
366
713
718
715

机制糖
（万吨）

0.12
0.14
0.53
0.89
0.71
0.83
1.26
1.81
2.28
2.50
2.52
2.30
4.00
4.52
6.26
5.44

水泥
（万吨）

1.22
2.50
4.91
5.17

11.32
16.54

20
23
29
35
34
30
27
24
23
28
27
30
30
32

淀粉
（万吨）

0.20
0.31
0.23
0.24
0.24
0.27
0.28
0.18
0.29
0.44
0.34
0.24

酒精
（万吨）

0.28
0.24
0.20
0.32
0.32
0.32
0.34

饮料酒
（万吨）

0.05

0.29
0.17
0.07
0.08
0.18
0.20
0.51
0.94
0.61
0.60
0.61
0.53
0.52
0.41
0.32
0.47
0.25
0.22

发电
量（万
度）

473
589
528
684
791
765
655
673
714
689
595
628
822
972

1108
1261
1187
1478
1478
2214

··436



上册

第十一篇 工业

第一章 企业管理与改革

第一节 机 构

县经济贸易局

罗城仫佬族自治县经济贸易局前身为自治县经济委员会，是国有工业、商业、企业的主管部门。1986
年设秘书股、政工股、财贸股、生产技术股、经营管理股、职工教育办公室，编制29人。1997年组建自治县

经济贸易局，2005年设人事培训股、工业生产技术投资股、经济运行股、工业规划股、能源资源股、秘书股、

企业改革办公室，行政编制58人，事业编制32人。

1986—2005年，经委主任、经贸局局长：梁鸿生、潘庆林、邓日忠。

县二轻城镇集体工业联合社

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二轻城镇集体工业联合社前身是自治县手工业联合社和二轻工业管理局。1985
年，自治县手工业联合社和二轻工业管理局合署办公，一套人员，挂局、社两块牌子。1990年，县手工业联

社改名为“二轻城镇集体工业联合社”。1997年，撤销二轻工业管理局，原二单位合并为自治县二轻城镇集

体工业联合社，为政府直属事业单位。2002年6月机构改革归口自治县经贸局管理（二层机构事业单位）。

2005年联社有干部4人，工人3人，其中事业编制3人，自收自支编制4人。有职工总数174人，在职职

工25人，退休职工75人，下岗职工74人。

1986—2005年，轻工业联合社（局）主任（局长）：李有智、刘昌奇、罗韦均、张勇、唐珍贤。

县乡（镇）企业局

1975年9月县革委会成立公社社队企业办公室，1976年9月改为社队企业管理局，1984年12月改称乡

（镇）企业局。各乡（镇）成立企业管理办公室，配备管理人员3~5名。1987年3月自治县乡（镇）企业局改为

县乡（镇）企业委员会。1997年4月改名乡（镇）企业管理局。1997年12月，县长办公会议确定乡（镇）企业

管理办公室为全民所有制事业单位，大乡（镇）企办人员5人，中乡（镇）企办人员4人，小乡（镇）企办人员3
人，编内人员工资列入乡（镇）财政预算，解决企业管理人员工作经费保障问题。

2000年12月成立民营企业管理局，与乡（镇）企业管理局实现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办公。2002年1月乡

（镇）企业局并入经贸局管理，乡（镇）企业局机关行政编制6名，机关后勤编制1名，共7名，其中局长1名，

副局长1名。2002年3月，民营企业管理局更名为民营企业管理办公室，核定事业制8名，设主任1名，副主

任1名。2004年9月乡（镇）企业局更名为中小企业局，核定编制16名。

1986—2005年，乡（镇）企业（委）管理局主任、局长：谢世业、张显华、徐广义、梁振德、罗武坤、蒙重诚。

第二节 经营管理与改革

国有工业企业经营管理与改革

1986—1992年，国有企业继续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1989年，罗城矿业公司与县经委签订承包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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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承包经营。通过制订切实可行的班组承包方案，优化劳动组合，经济效益创历史最高水平。全年产值

613万元，实现利润172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3倍以上；上缴税利117.95万元，增长2.1倍（摘自《广西年

鉴（1990）》罗城县条目）。1992年，在国有工业企业中落实经济承包，积极进行技术改造，转换经营机制，把

企业推向市场，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全年实现工业总产值9862万元（按1990年不变价计算为8607万元），

比上年7065万元（按1990年不变价计算为6643万元）增长29.56％。

1993—1995年，认真贯彻执行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实施办法》，将

14项生产经营自主权还给企业，给企业注入新活力（摘自《政府·施政纪要》）。

1995年12月8日，自治县党委、自治县人民政府作出《关于自治县企业产权“改、租、并、卖”试行办法的

决定》，部署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工作，以促进企业走出困境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摘自《大事记》）。

对县酒厂实行全员风险租赁经营承包制度改革；对扭亏无望的原农机厂、印刷厂分别由四堡锡矿和汝甲铁

矿兼并，对经营不活的县铁合金厂实行承包经营。县农机厂被汝甲铁矿兼并后，研制开发新产品，生产多

功能拖拉机，使企业获得新生（摘自《政府·施政纪要》）。

1997年12月3日，经自治县四家班子领导扩大会议决定，对12家国有企业分别采取改革措施。县葡

萄酒厂改为县山野葡萄酒有限责任公司，实行股份制，通过大股东控股来经营；县化工厂实行拍卖；县化工

建材厂搞股份制；县工矿公司搞拍卖也可搞股份制；县水泥厂搞规模性破产或者送人经营（含债权债务）；

具糖厂采取联合经营；矿业公司作为拍卖试点拍卖；麦柯食品厂由县工商银行承担；宇隆公司、一洞锡矿搞

股份制。

1998年，县化工建材厂改为县化工建材有限责任公司，为股份合作企业；广西罗城山野葡萄酒有限责

任公司改称县山野葡萄酒总厂，为股份合作企业。

1999年9月30日，罗城化工厂产权整体出售给河池地区天宝有限责任公司，原化工厂360名职工重新

上岗。产权转让后的11月和12月，该厂生产锑锭281吨、电解铅598吨，总产值达501.97万元，上缴税金80
万元（摘自《广西年鉴（2000）》罗城条目）。

2000年，自治县国有企业深化企业内部劳动人事分配三项制度改革。普遍实行浮动工资制，浮动工资

占工资总额的60%~70%，企业效益和工人工资挂钩，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杜绝“大锅

饭”。全面实行竞争上岗，优胜劣汰，职工队伍素质提高。全年实现工业总产值 1.51 亿元，比上年增长

29%；实现利税2139万元，增长115%（摘自《广西年鉴（2001）》罗城条目）。

2001年，县糖厂完成改制，成为股份制企业，并加入柳州凤山糖业集团，集团注入资金6000万元，企业

负债率由99%下降到68%，信用等级提高，发展后劲增强。全年实现总产值9374万元，缴税1087万元。

二轻系统工业企业经营管理与改革

二轻城镇集体企业的特点是资金自筹、原材料自找、产品自销。1986年，企业全面推行承包责任制。

联社采取间接管理办法，以“指导、服务、维护、协调、监督”宗旨为下属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提供服务，利

用联社经济力量和经营手段，发挥二轻企业互助合作优良传统，帮助企业克服困难，稳步发展。管理局负

有按所有制、按行业归口管理企业职责，代表政府对二轻（手）工业集体企业行使统筹规划，制定政策，综合

指导，协调关系，提供服务，保护权益等宏观管理职能（管理局撤销后，其管理职能由联社执行）。联社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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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企业进行政策咨询、权益维护，生产经营，企业管理，供销业务，人才培训，资金筹措，技术交流，财务管

理，劳保统筹，市场信息，横向经济联合，深化改革，互助合作等多方面的指导和服务，这种间接管理办法为

企业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和引导作用。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与优化，联社所辖企业中大部分工厂因市场经济竞争激烈和企业本身条件局限，

如资金薄弱，设备陈旧等原因，无法适应市场需求变化开发新产品。综合厂于1993年解散，县镜画厂和家

具厂分别于1996年和1998年停产。

1999年下半年，县铸造总厂实行社会招标承包经营。2000年县服装厂停产后，把厂房改装成店面，实

行以出租店面收取租金为主的经营方式。

乡（镇）企业经营管理与改革

1986—2005年，罗城乡（镇）集体企业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民主管理、共同劳动、按劳分

配的经营管理原则。企业的经营、分配、资金使用及人事任免，乡办、直属企业由县乡（镇）企业主管部门参

与决策。

1986 年，部分乡（镇）企业开展横向联系，先后与广东、湖南两省及自治区内兄弟县挂钩，引进资金

152.31万元，并开展技术联系和协作340多人次，加速了乡（镇）企业的发展，使乡（镇）企业从2519个发展

到3722个，增加1203个，增长47.8％。年总产值2179万元，比上年增长19.5％。实现利润226.53万元，增

长 211.64％。上交国家税金 71万元，增长 221.79％。罗城还根据本地矿藏丰富这一优势，发动群众开发

煤、铁、锑、锡、钨等矿产。全县挖矿点增加到415个，正常开采人数为4200多人。全年乡（镇）集体企业及

个体矿点为国家提供原煤1462万吨，铁矿石3.49万吨，金属量锑1597吨，金属量锡180吨。

1990年，为促进乡（镇）企业持续稳定发展，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开展企业整顿，健全各项管理制度。

对黄金水泥厂、龙岸爆竹厂进行纪律整顿，严格安全管理措施；对连年亏损的县腐竹厂进行全面整顿，健全

了领导班子和管理制度。二是帮助企业解决生产经营中的各种问题。采取预付货款、引进资金等办法，为

县腐竹厂、黄金水泥厂和四把水泥厂等企业解决流动资金和技改经费共65万元，并创办了龙岸、天河等木

薯基地，解决天河淀粉厂木薯原料不足的困难。三是培训骨干，提高素质。采取办班、送培等办法，先后培

训乡（镇）企业骨干127人，提高了企业管理水平。四是严格产品质量管理。县内3个乡（镇）水泥厂均成立

了质量攻关组，各个环节严格把好质量关，并获得计量合格证和化验室合格证，东门镇水泥厂还获得了生

产许可证。通过采取这些措施，促进了乡（镇）企业的发展。全年总收入达6830万元，比上年增长15.02％；

实现产值5392万元，增2.2％；实现利润613万元，增2.07％（资料来源：《广西年鉴》）。

1993年，在全县范围内乡（镇）企业实行风险抵押金承包责任制，当年全县乡（镇）企业取得较好经济效

益，乡办企业盈利255万元，这一举措一直沿袭到1996年。由于乡（镇）企业起点低，规模小，生产技术水平

低，企业设备工艺落后，产品科技含量少，市场竞争力弱，经营管理不善，资金薄弱等，乡（镇）企业从1994年

开始走下坡路。乡（镇）企业供销公司、水泥厂、银汉总厂、食品厂等企业基本上连年亏损，有些企业到资不

抵债或关门倒闭程度。1997—1998年，乡（镇）集体企业多数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企业举步维艰。食品

厂、彩印厂倒闭，银汉总厂的资金负债率已经达到176.6%。各乡（镇）企业管理办公室经营的企业也步入重

重困难，解决管理人员工资发放成为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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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给企业找出路、找活路，罗城乡（镇）企业管理主管部门开始向外招商引资，意识到只有通过企业改

制或改变企业的经营方式，才能盘活企业。全县乡（镇）企业开始掀起企业承包风，如龙岸企办、东门企办、

小长安企办等都将管理不到位、经营不善的集体企业承包给个人，由个人承包经营。乡（镇）企业供销公司

内部实行分组承包，盘活企业资产，实行承包责任制，企业的财产所有权不变，企业照章纳税。1999年罗城

将龙田水泥总厂承包给个体老板廖忠玉经营，企业实行厂长（经理）责任制，2005年该企业经营状态良好。

1986—2005年罗城乡（镇）企业基本情况表

表11-1-1 单位：万元

年度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企业单位（个）

3722
5562
6324
6740
6414
6522
7032
9700
10521
13860
7995
6859
5956
7194
9749
7497
11313
6423
6531
7246

从业人员（个）

10676
12171
14264
15264
16866
17250
17597
28308
31146
36594
24652
33892
24274
26880
29150
27341
50869
22214
23373
25351

现价总产值

2179
3003
3889
4907
5392
7235
9286
22142
42221
59723
87897

123669
100503
123626
149320
156780
96233
68935
77409
81546

营业收入

2160
2979
4608
5936
6830
8577

11553
25421
47583
96205
96143
135800
128530
167200
200411
232816
117945
80100
98859
102316

工资总额

649
612
1228
1718
1283
2126
1791
3910
5789

14986
10386
9220
9145

10270
15347
14492
10260
8184
9915

11592

利 润

226
534
859
593
613
855
1311
2686
3824
6848
4823
6463
6954
8317
9540

13491
6759
4126
4733
5181

税 金

71
128
212
212
249
348
476
912
1576
1953
1423
1767
2125
2588
2989
3162
2040
1546
1843
2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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