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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先聪

在纪念改革开放二之十年的金秋时节， <<风生水起30年一一潜州

非公经济发展记事》与读者见面了。这是j除扑i历史仁苔部记述非公

经济发展历程的专集。它以我市非公经济不新成长壮大为主线，真

实客观地再现了三十年来人们患想观念不断解放、改革开放不断深

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逐步建立和完善的历史进程，我们

从中欣喜地看到非公经济在潜娟的经济援块上赫然蝠起，也可以从

中得到很多亲历的体会和有益的启示O

非公有制经济从该复发展到成长壮大走过-~曲折艰辛、波澜

起伏的路程。 潜州是中国农村改革发源地，也是非公经济发展的一

片热士。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非公经济在逐步向深层推进的改革

中风雨兼程，执着前行。进入新由主己，在科学发展现指引下，我市

全西实施东向发展、工业强市、域镇化兰大战略，进人"全民创业

+招商引资"的新时期，非公经济登台唱"主角"驶入加速发展

的"快车道"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越来越大，成为最具活力、最具

发展潜力的市场主体，是梅建和浩瀚捕的重要社会力量。

读过这本书，我们可以发现它不仅仅是游全i'I~~公有制经济的发

展记事，雨且还尽可能地把改革开放的历程与非公经济相关的重大

事件进行对应捷理，让读者能站在兰十年的时代大背景中循着历史

发展的踪络，回顾、认识、理解我市一些具体事件的深层原因和深

刻涵意。

非公经济的发展是在人们思主旦观念的不断革薪中实现的。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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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改革开放的亲历者，解放患意不是靠大道理来实现的，更多的

是人钉在亲历亲为中、从现实的变化中逐步实现的。大包干、搞活

市场、全民创业、产权改革、招商引资、资本运作、多元化、国际

化、长;三角、南京都市圈、开发区工业园……这一大批耳熟能详的

新名词代表了一系列新事物，-tl!.轩射了人妇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嬉

变的轨迹c

改革开放带来最大的变化是人的变化，无论市场经济格局的形

成，还是社会结构的变迁，都是人创造的。三十年自骑过朦，改革

开故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人的命运。特那是非公经济，由地脱主要而出

的民营企业家，他们有的原来只是域市无业人员、下放知青、进城

务工农民，有的是原工商业者、小商小贩，有的是城镇下岗职工、

原国企管理者，还有的是复员退伍军人、大专皖校毕业生等等，如

今已成为薪的社会阶层，发挥着的重要的社会影自由。叶世渠、高允

年、钱永言、曾晓程、宋家明、涂修春、徐之明、杨士勇等一大批

民营企业家已成为社会上引人注目的明星。本书记述了他们与时代

司呼吸、共命运的琅苦创业勇程，以期读者在对创业者心生敬意的

同时，从中、汲取奋发上进的力量。

市地方志编篡委员会组织编篡这本书，秉承了修志客现ìè实的

一贯原则，资料全面建实，有存史价值也有实用性，是我幻纪念改

革开放三十年活动的一项重要成果。

我们要共同努力，推动科学发展，进一步推进潜州非公经济提

升到一个新的发展平台，捏j除外i建成和谐发展的新兴城市，让人民

过上富搭安康的美好生活。

. 2 . 

2008年10月 22 自

(作者为中共潜州市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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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言

潮生潮涨，风雷激荡。 中国改革开放的巨轮已驶过三十年波澜

壮阔的航程。

三十年巨变，万象更新。 在一系列辉煌成就的背后，屹立着一

块举世瞩目的丰碑:非公有制经济。 展开时代的长卷"我们从中看

到 : 体制改革、市场经济与非公有制结成了因果互动的链环，推动

着社会经济一步步前行。 本书作为惊州非公经济发展纪事，也许能

让人们从历史的轨迹中窥见其发展的缩影。

30年前，在江淮东部的潜州市凤阳县，贫困而偏僻的小岗村，

18户农民首先打破了传统生产关系的束缚，发出了最先的呐喊: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此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全

年上缴和公粮不在向国家伸手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牢也干心大家

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到 18岁这份还有着错别字的契约，

成为打破旧体制的第一张改革宣言书。 1979年，分田到户的小岗生

产队大丰收，全年粮食产量从原来的1.5万公斤增加到 6 万公斤。 此

后，农业"大包干"呼风唤雨在全国推开。

"风生水起农村改革是中国走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滥筋，

计划经济的铁板被打破以后，个体私营经济就像枯木逢春，逐步复

苏、生长，历经风吹雨打，愈发枝繁叶茂。

j除州的非公经济在告别了"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转人"经

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初潮中，以农村改革首创精神突破旧体制的

束缚，迅速复苏繁衍起来，在曲折发展中不断壮大。 它与改革开放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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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生相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焕发出勃勃生机，小苗长

成大树，众木蔚然成林，已经成为国民经济最具活力的组成部分，

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繁荣城乡经济，促进人民就业和增加收入 、 致

富奔小康的生力军。 一大批非公经济企业家应时而生，勇立市场经

济潮头，步人新的社会阶层。 众多的劳动者跻身于个体私营经济圈

内，成为从业人员 。

非公经济这个特有概念已经覆盖了城乡诸多行业领域，包容了

广大的社会群体。 本书所述"非公经济"是"非公有制经济"的简

称，有人称之为民营经济，我国 《宪法 》 和各种法规均表述为"非

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构成我国基本经济制度。 非公经

济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是指依法在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领

取营业执照经营的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以及合

作经济、股份制经、民?非国家控股的企业、乡镇企业等;广义的还

包括城乡非正式就业而未领取营业执照的各类经营活动的众多劳动

4 者，如城镇中流动摊贩、家政服务业中的保姆、从事装潢装修的农

民工等，本书主要记述依法登记、纳入管理的各类非公经济组织，

必要时也会涉及众多非正式就业者，但对从事农业家庭承包经营的

广大农民未作全面叙述，仅对其中兴办农、林、牧、副、渔业及其

加工、运销业的经营型企业或合作经济组织，如农民专业合作社等

作相应介绍。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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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卢章

曲折艰辛伪费良辰 1iJ 程

·改造中冰封雪藏

·复苏后探索前行

·转体制"国退民进"

·走向新世纪激情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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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飞古 ~d王三叶辛

从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非公经济经历了从欲将其彻底消

灭，到大力鼓励支持发展的冰火两重天的境遇 。 前三十年，由于实

行计划经济体制，在所有制上搞"一大二公三纯"的极"左"路

线，在欲消灭各类非公经济的同时，也一度将国民经济推向崩溃的

边缘 ;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非公经济风生水起，国民经济也随之不

断增强，非公经济已经由当初的"允许存在"转变为大力"鼓励发

展由"拾遗补缺"的"有益补充"成长为市场经济的"重要组

成部分" 。 除州的非公经济同样走过了这条艰辛曲折的道路。 回顾

这段历史的巨大变化，我们更加体会到改革开放伟大而深远的意

义，更加体味到非公经济繁荣昌盛来之不易 。 客观而理性地评价过

去，有助于我们审慎而乐观地展望未来，对未来改革的方向和前景

增添几分憧憬和把握。

第一节 改造中冰封雪藏

1除外|市( 1992年以前为惊县地区)历史上一直是传统的农业地

区，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发展落后。 民国初年津浦铁路开通后，

商业开始兴起，但十分弱小。 解放前夕， ~除州市各地一些略具规模

和知名度的私营工商企业主要有: ~除县大成面粉厂、全椒金复茂

(酱园)、鼎浮公司(煤油、香烟)、马益兴(机米)、来安老字

号-张亚昌(棉布)、泰兴号(棉布、粮食)、凤阳临淮关的金玉

成商号、 临淮关的大伦堂中药店 、 刘府先后有五家烟草公司(美英

烟草公司、兴业公司、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华成烟草公司、大来公

司)、嘉山田、海山照像馆、管店大、小72家粮行等(详见《安徽文

史资料全书 ~ ~除州卷2007年4月版) 。

1949年 1月除县地区全境解放。 据 o除县地区志》记载，建国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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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 1949年，全区工农业生产总值仅为 12244万元(按当年不

变价格计算) ，其中工业总产值2422万元，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

19.8 % ; 工业基础十分薄弱 ， 全区仅有生产棉布、卷烟、饮料酒和

食用植物油等6家国营工厂和66家私人作坊， 主要从事铁木制农具、

农副产品加工等;商业上除盐业官营外，主要是私营商业。

民国37年( 1948年)除县私营工商业、合资与个人经营有1301

户 ， 其中 :城关767户 ， 乌衣24户、沙河86户 、珠龙42户、施集44

户、章广3 8户 o 1950年8至9月对全县私营工商业普查登记为1350

户 。 1949年 11月 天长县对全县私营工商业户进行调查统计，计有手

工业463户 ，商业1602户， 从业人员2232人，店员工人175人， 学徒

工42人 。 到 1952年经重估资产和核发执照达2910户，其中手工业上

升到663户，商业上升到 1701户，还有摊贩行商421户，牙行业125

户 。 (见 《天长县工商行政管理志》第58页、 64页) 。 定远县1949

年有工业(包括手工业) 574户 ， 商业(包括摊贩) 1813户，牙行

(各种行 ff 一 .. 哩学费瞿擅蜻蹦蹦
业) 349 I 一一一 ←

户 。 其中

定城有 16

个行业，

个体户

480户 。

定炉两镇

工业产值

为 371 万

元。 经过

三年经济
建国初炳辉县(今天长市)的私营企业变更登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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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个体丁a商业发展很快。到1953年，全县工业发展到 1282户，

从业人员3599人。商业1509户 3037人，其中坐商943户 2232人，行商

35户 42人，摊贩531户 763人，商业资本226432元，从事粮食交易的

坐商193户769人，资本2900元( ~定远县T商行政管理志~ p54 、 88

页，未出版的打印稿) 0 据《凤阳县志》记载 1949年社会商品零

售额358.42万元全部是由私营商业完成的，占100%. 到 1952年随着

国营、合作商业快速发展，私营商品零售额占全社会总额的比重下

降到72.9% ，但私营零售额仍大幅增长到1030.06万元。

建国初期我国对私营工商业实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

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在整个国民经济

恢复时期( 1949-1952年)还是符合同情，有利于经济恢复发展的。

国家同时强化市场管理，打击技机倒把和不法奸商，这对于遏制物

价上涨、稳定社会、打破帝国主义封锁，迅速恢复发展国民经济，

发挥了很大作用。在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建立的同时，私营(个

体)工商业仍有所发展。据1952年统计，当时j除县城关的私营商

业、饮食服务业共有 1090户，私营商业商品零售额占社会商品零售

总额的5 1.03% 。

1950年 12月 29 日政务院颁布了《私营企业暂行条例~ • 1951 

年3月 30 日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又公布了《私营企业暂行条例施行办

法~ ，当时皖北行署j除县专员公署先后制订了《私营工商业登记暂

行办法》和《关于办理工商企业登记工作几点指示~ ，同时专署成

立重估评审委员会，下设宣传、查核、技术研究等股，并请公安、

税务、银行等单位和街道干部参加共同审核，对全区私营工商业进

行登记、重估资产和核发执照。到1952年1月 15 日登记、重估资产和

核发执照工作全面完成。全区共有私营E商业70358户. 300520人，

资金53600万元(嘉山县只有明光区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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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我国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 O 同时也提出了党在过

度时期的总路线 "一化兰改造" (实行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

农业、于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明确提出对私

营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当时，社会上存在社

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经济，农业和手工

业者的个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五种经济

成分。其中，农业和手王业者的个体经济占国民经济总量的80%以

上，非公有制经济居主导地位。在"一化三改造"运动中，在全国

掀起农业合作高潮的同时，对私营工商业和手T业进行社会主义改

造运动也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大多数私营工商业户对"利用、限

制、改造"的方针能正确认识，愿意接受改造，少部分人认识不

足，认为工商业没有前途，而以大化小、抽走资金、弃商务农、

停业歇业、等待观望、消极对待改造，仅1953年全区私营工商业户

停、歇、转业的就达1229户。

1953年开始对全地区私营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

( 1 ) 1954年国家对粮、油、棉实行统购统销，并对其它一些

农副产品实行统购、派购政策，资本主义批发商业逐步被国营商业

和供销合作社所替代。到 1954年止，国营花纱布公司与477户私营

棉布商签订了批购合同，经销店占统销前982户的48.59毛;油脂公司

与47户油商建立了代销关系，代销店占统购前的63.39毛;百货公司

与私营百货、新药等行业建立批购关系的有65户;专卖公司与酒店

建立代销关系的有947户，并组织烟商凭"供应于册"进货。通过

批购、代销及合同，将私商逐步纳入国家计划轨道。 1954年同 1953

年相比，专区设立的国营公司由6个增至9个;各县设立的国营公

司由20个增至41个，全民所有制职工人数由 1000人增加到7090人。

国营商业的销货额由3141亿元(旧币，下同)增至5909亿元，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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