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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莳

泉州市市长

_

耘痧：
乡镇企业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产物，是中国

农民的一个伟大刨造。它为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上转移出

来，为农村致富和逐步实现城市化、现代化，为促进工业和

整个经济的改革和发展，发挥了多方面的积极作用，开辟了

一条新路。泉州市十多年来的实践证明，要加快整个经济的

建设步伐，就必须加快乡镇企业的发展步伐。

．改革开放以来，市委、市政府从侨乡实际出发，把鼓励

群众集资大办乡镇企业作为发展泉州经济的战略措施来抓。

当乡镇企业还处于起步阶段，就提出“放、帮。促黟，

“联，扩、带"的方针，扶持和引导这一新生事物的发展，

同时还提出“打好侨牌"，鼓励引进外资嫁接乡镇企业，实

现外向型转轨；近几年，开始兴办乡镇工业小区和组建企业

集团，以适应乡镇企业规模经营的需要。农民群众在实践中

深切地体会到，发展乡镇企业是他们可以直接参与并能迅速

受益的事业，因而大办乡镇企业lj：积极性越来越高涨。

经历十四年的进程，泉州乡镇企业逐步形成以外向型经

济为主，以侨资侨力为依托，以股份合作为主要形式，以国

内外市场为导向，以区域化、专业化为布局，以“小工厂、

大产值，小商品、大市场，小洋货、大射汇"，并转向创办

骨干企业，实行规模经营为特色的发展格局。乡镇企业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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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就遵循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要求，在市场竞争中不断发

展壮大，并为国有企业、二轻集体企业突破高度集中的计划

统制，逐步转换经营机制提供了经验。同时，乡镇企业的发

展还推动了市场体系的发育，尤其是直接促使一批颇具规模

的专业性商品市场的形成。可以说，在泉州探索发展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乡镇企业一直是一支起示范效应的先

导力量。

近年来，泉州乡镇企业出现了高速高效的发展势头。目

前，乡镇企业已达5万多家，就业人数近百万人，拥有100

多类、5000多个规格品种的产品，远销100多个国家和地

区I全市兴建乡镇企业工业小区160多片，组建乡镇企业集

团近20个，企业群体50多个。1992年，乡镇企业总产值达

135．37亿元，比1991年增长106．5％，比197'8年增长82倍，

占全市工农业总产值的73．2％，其中，工业产值116．74亿

元，出I：I交货值29．03亿元，分别占全市工业产值和出I：1商

品总值的77'．8％和93．5％。乡镇企业已成为泉州加快经济发

展的一个最基本的增长源，在全市国民经济中，乡镇企业已

经是“四分天下有其三，，。目前，泉州乡镇企业正在致力于

实现企业集团化、生产集约化、经营外向化、技术管理现代

化、产品优质名牌化、融资社会化、市场多元化。

《泉州市乡镇企业志》以丰富翔实的资料，历史地记录

了本市乡镇企业发展的全过程。它有助于人们了解泉州乡镇

企业的过去和现在，并有助于规划发展其未来；对于关心桑

梓建设的“三胞"来说，也是一本富有乡土气息并可提供投

资参考的好读物。为此，应向辛勤编纂《泉州市乡镇企业

志》的全体同志致以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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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市乡镇企业管理局局长 江正兴

《泉州市乡镇企业志》现在编就成书，同时列为《泉州

市地方志丛书》正式出版与读者见面。这对乡镇企业界来

说，是一件喜事。我为她诞生面世感到欣慰，引为自豪。

这部志书跨度大，上承远古时代的工匠作坊手工业，下

接本世纪80年代在改革开放中崛起的乡村工业和农业企业、

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及商业服务业。但重点是写近十多年来

在农村乡(镇)办的、村办的、联户合股办的、个体办的，

中外合资合作办的工、农、商、运、建、服等企业(统称乡

镇企业)的发展史实。全书近21万字，编为7章32节及《文

件选编》，《企业家与劳动模范名录》两个附录构成全书。

在编纂过程中，编辑人员不仅翻卷查档，而且深入基层调查

访问，在搜集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动笔耕耘。写出初稿后

又进行了审评讨论、修改筛选，然后定稿成书。可以说从市

到乡、镇，有许多乡镇企业工作者参与修志。许多执笔者呕

心沥血付出辛勤劳动，同时在泉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等有

关部门热情帮助下，才告完成。在此谨向参与编辑这部志书

的所有同志表示亲切的敬意，谢谢他们为乡镇企业完成了一

项有意义的文化工程。

《泉州市乡镇企业志》的出版，正如林大穆市长为这部

志书作序时指出的z它有助于人们了解泉州乡镇企业的过去

和现在，并有助于规划发展其未来，对于关心桑梓建设的海

外侨胞、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来说，也是一本富有乡土气息

并可提供投资参考的好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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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泉州市乡镇企业管理局任职近10年。在发展乡镇企

业中，尝够风风雨雨举步维艰的滋味，也分享了蓬勃发展获

得丰硕成果的喜悦。现在，本市乡镇企业已形成了规模经营

和规模效益，其年总产值、工业产值、出口创汇、交纳税

金、以工补农建农等，均居全市各行业之首，已成为全市国

民经济的主要支柱，出口创汇的主力军。这方面的事实志书

已作了详细记载。这里，纵观本市乡镇企业从低潮到高潮的

过程，不难看出有它若干方面的特色。这些有2芒命力的特色

集中表现在；其一，泉州市乡镇企业的巨大成就，是中共泉

州市委、市府认识泉州、建设泉州的成就，泉州的市情是地

处沿海前线，长期来国家投入少，国有工业薄弱，人多地

少，经济建设速度十分缓慢。至1978年农民从集体中分配的

收入人均不上50元。但是，泉州是全国著名的侨区，在外的

侨胞、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比在家的村民还多出2倍。这是

泉州诸优势中，最具影响力的一大优势。在中国共产党十一

届三中全会制订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中共泉州市

委、市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紧紧抓住这一优势，提出

“了解侨情、争取侨心、吸引侨资、运用侨力力的指导思

想，采取“以港引侨、以侨引外、以港引台一的措施，结果

港澳台侨外的资金普遍流向乡镇企业，形成了泉州市乡镇企

业以侨资侨力为依托的“侨’’字号外向型的特色。其二，泉

州市农村最早冲破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刀体制

的，是农民股份合作企业兴起的发祥地，因而形成了以股份合

作经济为主体的新型的部份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体制。

其三，在产业结构上，以工业企业为主体，工业产值占乡镇企

业年总产值80％以上，这打下了产业合理布局的良好基础，蓝

为发展第三产业创造了条件。其四，以国内外市场为导向，以

销定产，以外促内，工贸结合，产销两旺。其五，以科技进步为

先导，引进先进设备，应用新技术、新材料，创造一批“闯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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