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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概 述

黑龙江省乡镇企业源于农村手工业和农村副业，是以农村的油坊、粉坊、

磨坊、豆腐坊、小烧锅和木匠铺、铁匠炉、柳罐铺、洋铁铺、成衣铺、绳麻铺

等为基础发展而来。如今的乡镇企业是以农村能工巧匠和有专业特长的农民为

技术骨干，以自有资金和集体积金为基金，由农民兴办，以集体经营为主、多

种经济成分并存，从事商品生产、交换、服务活动。

40年代末、50年代初，黑龙江地区的乡镇企业，随着农业生产互助的发

展和农业合作化出现萌芽，作为农业社副业附属于农业。50年代末，在人民

公社化运动中，在“公社工业化”的口号下，社队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作

为农村经济中的一个综合产业独立于农业(种植)之外，这些由人民公社和生

产大队兴办的企业，称为社队企业o 80年代，随着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农

村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将社队企业改称乡镇企业，其范围

由原来的社队两级扩大到乡、村联办、个体4级。所有制形式经历了由个体、

合作、集体到单一的集体所有制，又发展到集体、合作、个体等多种所有制并

存。

1946年6月黑龙江地区的黑龙江、松江、嫩江等省部分地区开始进行土地

改革。中共中央东北局发出《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指示》，提倡和鼓励农民合

作互助。松江省等地区出现插犋换工的农业互助合作组织，在开展农业生产的

同时，组织副业生产。1948年，黑龙江地区土地改革完成后，农民分得了土

地，发展生产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农村副业、手工业同时得到发展，为黑龙江

地区社队企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o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黑龙江地区的人民政府积极贯彻中共中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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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和中央人民政府扶持农村副业、农村手工业发展的政策。松江省和黑龙江省

农村已经实行农副结合，发挥充分调配合理使用劳动力的作用，有条件的互助

组开始分工分业。1951年，黑龙江地区的农村副业收入占农民收入的30％左

右，开始改变了农民的单一收入结构和经营结构，农村副业和手工业得到全面

发展。1952年，中共松江省委和黑龙江省委在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定中，

强调农业社要农副结合，既可增加收入又可支持农业扩大再生产，给农闲的劳

力找到生产门路，以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1953年，随着农业合作化的发展

和开始对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分散在农村乡镇的手工业者组织起手

工业小组或合作社，加入农业社的手工业者和兼营手工业的农民成为农业合作

社发展副业生产的骨干。黑龙江地区农业社依靠这批力量组成铁木、编织、农

副产品加工组(队)或手工业工场、作坊，从属于农业社，作为集体副业。

1955年4月，黑龙江省人民委员会提出农业为主，多种经营的农村工作方针，

农村家庭、集体副业呈现一片繁荣景象。1956年春，全省实现农业合作社和

完成手工业合作化，农业社出现强调粮食生产而放松副业生产的现象。有的地

方把发展副业生产同农业生产对立起来，禁止社员家庭经营副业。粮食、林

业、运输、税务等部门过严过死地限制农业社副业生产，使农业社多种经营和

社员家庭副业严重萎缩；对于农业手工业者，实行盲目集中统一经营，由于要

求过急，工作过于简单，随后全省出现了农业社社员、手工业者加人手工业合

作社后个人收入减少的问题，群众有意见。1957年，黑龙江省委分别批转防

止手工业盲目集中现象和农业社经营副业生产权利下放的意见。但是，全省农

村集体副业生产和家庭经营，手工业者自产自销，农民自由交易等问题，没有

得到真正解决。

1958年，毛泽东同志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

主义”的总路线，并且发动“大跃进”运动。黑龙江农村掀起人民公社化高

潮。农村经济出现了加快发展的新形势，社队企业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中共

黑龙江省委连续发出关于农村各项副业生产的指示，将农业社办的工副业和手

工业组(社)平转为公社工业；乡镇手工业合作社下放给公社经营；地方财政

或城市工商企业扶持一批公社企业，平调社员的人、财、物新建一批公社企

业。农村社队企业从依附于农业而成为相对独立的产业脱颖而出，遍地开花。

一年中公社企业发展到1万多个，比1957年增长4倍，从业人员近20万人，

总产值达11．3亿元。但是由于盲目追求高指标、工作上的浮夸风和瞎指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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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各地竞相大放“卫星”，纷纷争报建成“万厂县”、“千厂乡”、“百厂社”、

“千头猪厂”、“万鸡山”、“万鸭湾”。当时几天就建成一个厂，有的把家家户户

积肥变成户户办工厂，甚至一个工厂的几道工序就可以变成几个工厂o

1959年初，全省贯彻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人民公社必须大办工业”，

随后，在贯彻上海手工业生产会议时，中共黑龙江省委对农村公社工业提出

“整顿、巩固、提高、发展”的方针，针对农村出现的“共产风”、“一平二调”

高指标、瞎指挥现象进行制止和整顿。然而，中共中央庐山政治局扩大会议之

后，各种大办发展继续，10月黑龙江省委提出农业生产已进入以粮为纲，农

林牧副渔全面大发展阶段，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水利化、化肥化、电器化和

公社工业化，全省社队办企业发展到近10万个，其中社办企业56 946人，产值

15．4亿元。1960年初，黑龙江省委讨论发展公社工业问题，提出实行“高大精

尖新、农轻小洋群”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掀起几次发展公社工业的高潮。随后

召开省委农业二级干部会议，提出“农业和社办工业并举”，召开鸡西现场会，

要求全省再掀起一个大办县、社工业、大办小洋群高潮。7月，中共中央提出

_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黑龙江省委发出《关于制止一平二

调现象的通知》，全省农村开始纠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和调整社办工

业的管理体制。公社工业一部分退给生产队或社员，一部分退给手工业生产合

作社<组)，经过国民经济的调整，农村人民公社工业纷纷下马，关停并转。

1962年全省公社企业只剩3 000多个，从业人员5．3万名，总产值5亿多元，比

1958年企业减少70％，人员减少73．5％，总产值减少55．7％，撤销了刚成立一

年的黑龙江省公社工业管理厅。1963年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农村

副业生产的决定》，公社和生产大队一般地不办企业，不设专业副业生产队。

全省乡镇企业经过调整、退赔、限制，社队工业经过分解，又退回到附属于农

业的副业地位o

1964年，随着全省国民经济形势的好转，农村社队重新开展工、副业生

产。“四清运动”给农村工副业定格为“抓钱丢钢”，农村家庭副业被当作资本

主义尾巴，必须割掉。1965年，中共中央放宽农村副业生产政策，为发展社

办企业提供了契机，社队企业的中小农具生产得到重视，砖、瓦、沙、石、灰

等建筑材料工业和农副产品加工业得到发展。全省社队企业的生产恢复到

1957年的水平o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社队企业被视为资本主义

不断受到批判。城市一些国营和大集体工业受到“以阶级斗争为纲”左的错误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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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停产闹革命，使生产受到严重干扰，造成市场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短

缺。1967年，农村干部和社员响应毛泽东主席“公社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

牧、副、渔)⋯⋯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的号召，借助城

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和下放劳动锻炼干部的力量，立足当地优势，从市场需求

出发，城乡串连，厂社(队)挂钩，求亲靠友，兴办一批社队企业。1970年，

省革命委员会提出“三就四为”①方针，大办五小企业，下发《高举毛泽东思

想伟大红旗，多快好省发展县、社、队三级农机修造网，发展地方五小工

业⑦》的通知。随后，国务院召开北方农业会议和全国农机会议，提出加快农

业合作化的步伐，改变六亿农民搞饭吃和管理好社队企业建立县、社、队等一

系列方针，黑龙江省农村社队以农村修造业为首的工业企业有了较大发展，成

为石头缝中生存发展的社队企业骨干。1975年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后，黑龙

江省对农业提出“抓两翼，保主体”的方针(两翼是农村副业和社队企业，主

体是农业)，全省各市县相继成立社队企业管理机构，促进了社队企业的发展，

到1977年，社队企业发展到1．750"个，从业人员34万人，总产值7．9万元，比

1970年增长7倍。同年，成立黑龙江省社队工业管理局(与二轻合署办公)o

1978年，省革命委员会召开全省社队工业工作会议。总结1958年以来全省社

队工业发展的经验教训，贯彻省委常委会议要求“各级党委一定要下决心把社

队企业办好。将黑龙江省社队工业局单设为黑龙江省社队企业管理局。对全省

乡镇企业通过指导协调监督服务，来进行宏观管理。1978年12月，中共十一

届三中全会肯定了社队企业的地位和作用，提出“社队企业要有一个大发展”

的方针，中共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将城镇农村原二轻工业所属手工业企业一律

移交人民公社领导和管理。国务院颁布《关于发展社队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

(试行草案)》后，中共黑龙江省委制定“十八条”贯彻办法，省革命委员会颁

布《黑龙江省发展社队企业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召开全省社队企业工作会

议，举办全省社队企业产品展览会，有力地促进了全省社队企业的健康发展。

1979年，全省社队企业2．3万个，从业人员54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

13．3％，总产值14亿元，比1977年增长1倍。1980年黑龙江省召开社队企业

经营管理工作会议，推广以“五定一奖”④为核心的经济承包责任制，全省社

①三就：是就地采购、就地生产、就地销售；四为：是为农业生产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为大工业服务·为
出口服务。

．。 ②五小企业即五小工业：小钢铁厂、小煤矿、小机械厂、小化肥厂、小水泥厂、尘水电站等统称。’

③五定一奖：定人员、定任务、定费用、定质量、定报酬，超额受奖，达不到受罚o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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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企业经营管理开始走上改革之路。随后，全国刮起一股对社队企业非议和责

难风，说发展乡镇企业是“以小挤大”、“以落后挤先进”、“和国营大工业争原

料、争能源、争市场”。这年社队企业发展受到较大影响，1980年企业数比上

年下降9．4个百分点。1981年5月，国务院颁布文件进一步肯定“社队企业已

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符合农村经济综合发展的方向”，才平息这股

“砍小风”。1982年，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文件肯定了我

国农村经济必须走农工商综合发展的新路子，大力发展商品生产，根据国务院

和省政府的部署，对全省社队企业开始有计划的整顿和改革，促进了产业结构

的合理调整。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落实，在社队企业中也相应实行

各种承包责任制，企业的规模效益明显地提高。1983年，全省社队企业2．1万

个，比1981年减少4．4％；从业人员63．3万人，比1981年增加8．4％；总产值

21．7亿元，比1981年增长29．8％。为社队企业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

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通知》和中共中央、国务

院转发农牧渔业部《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的通知，对发展乡镇企

业作出纲领性指示，强调“疏通流通渠道，发展商品生产，开创乡镇企业新局

面”。省委、省政府颁布《关于发展乡镇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文件，举行

各种会议，放宽政策，优惠乡镇企业。全省乡镇企业普遍推行“一包五改”。①

促进了政企之间在一定程度上的分离，扩大了企业的自主权，改革了平均分配

制度，调动了企业、干部、工人生产经营的积极性。乡镇办、村办、联办、户

办企业四轮齐转，使全省乡镇企业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新阶段。1985年，

全省乡镇、村办企业发展到23 383个，占企业总数的9％，户办企业占86．2％，

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1 107 796名，占全省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2．7％，完成总产

值45．3亿元，实现纯利润38 080万元。

黑龙江地区乡镇企业由原始、简陋的农村手工业作坊和自给自足的农村副

业经过30多年的曲折发展，形成乡镇工业企业、农业企业、交通运输业、建

筑企业和第三产业等其它企业的五大行业。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①一包五改：即实行各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改官办为民办；改干部委任制为民主选举或公开招聘，改固定工
资制为计件，浮动工资和承包利润分成铜；改固定工为合同工；改单纯生产型为经营生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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