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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湖北乡镇企业志》，历经五年艰辛，终于付梓面世。这是

我省第一部乡镇企业志书，是湖北乡镇企业发展史上的一件大

事。志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翔实记载湖北乡镇企

业曲折发展、异军突起的史实，科学地反映了湖北乡镇企业发展

的规律。它的出版，将给广大乡镇企业干部、职工以及一切关心

和研究乡镇企业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提供比较系统的历史资料。

湖北乡镇企业，是全省农民兴办的，从事商品生产、交换、

服务活动的综合性经济组织，它包括乡(即原来的人民公社，舍

区、镇)、村(即原来的生产大队)举办的集体企业，部分农民

联营的合作企业及其他形式的合作企业，个体企业(含私营企

业)，其演变过程，经历了农村副业，社队企业、乡镇企业三个

历史阶段。虽然多经沧桑，但它刨自农民，置身于丰富的自然资

源和劳劝力资源的沃土中，有着为农村生产、生活服务和脱贫致

富的本能，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可阻挡地成长起来，在建

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农村经济发展作出重大战略决策，湖

北乡镇企业受到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视，在各部门、各行业的支

持下，经过广大农民的自身努力，步入大发展时期。它迎着巨大

的改革浪潮，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迅猛崛起，企业数量增多，，规

模扩大，产品质量不断提高，管理E1趋科学化，为大工业和出口

服务的功能增强，逐渐成为湖北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在国民经

济中的地位越来越引人注目。 ．

乡镇企业的发展，为妥善解决和合理安排湖北农村的剩余劳



动力，开辟出一条广阔的新路子。广大农民走“亦工亦农”的道

路，。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有利于充分发挥农村的资源优

势，有利于实现农业的专业化、商品化和现代化，对于造福农

村，缩小城乡、工农差别，建设富裕、文明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具

有重大的意义，“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也就在这里”。可

以预见，随着农村改革的日益深化，乡镇企业的发展活力会不断

增强；乡镇企业稳步健康的发展，又必将为解决。三农”问题、振

兴湖北经济作出新的贡献。

盏世修志，志载盏世。《湖北乡镇企业志》的出版，意在。资

政、教育、存史”，使读者从中得到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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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一、本志为章节体，共分4编，即发展历程、产业结构、企

业管理、地位作用；20章，69节。卷首设序言、凡例、目次、

编委会名单；卷尾有各县市1949-1985年乡镇企业产值表、湖

北省乡镇企业大事纪要(1949-1985)、附录和后记，以构成志

书的完整结构。 ，

二、乡镇企业是由农村副业、社队企业演化发展而来，为使

记述符合历史本来面目，本志中1957年前称农村副业，

1958-1983年称社队企业，1984年后称乡镇企业。三个阶段需

在同处记述的统称乡镇企业。

三、本志所载史实，1975年前的主要来自省档案馆、图书

馆。1976年后的主要来自省乡镇企业管理局档案室，并有局机

关各处(室)和各地、市、州、县乡镇企业管理局提供的大量资

料。

四、本志与其他专业志在取材上的交叉，以人详我略、人略

我详的方法处理，按其分工，本志主要记述综合性的经济指标。

各编章内部的部分交叉，亦根据表述章节内容的需要，各有侧

重，详略互见。
+

五，本志中的名称运用。对地名，以国务院和地方政府的正

式命名为据；对机构名称，一般以印鉴为准，多次出现时也用简

称；对人物，一般直书姓名，必要时写明职务或职称。。建国”前

后，系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本省”、。我省”，。全省”系指

湖北省。 ，

六、本志不设人物传记，，除省局领导及机关各处室、各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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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负责人列有姓名、职务、任职起止时间外，对部分县以上政

府及有关部门肯定的、为我省乡镇企业发展作出卓越贡献的人物

入志，均采用以事系人的方法。

七、本志一律采取公元纪年。断限时间，上限1840年，下

限1985年，个别必须记述的内容，则适当上溯和下延。。

八、本志中使用的度量衡单位和币制单位，因各个时期不尽

完伞一致，难以统一折算，除将货币单位中的银两折合为银元

外，其余系按原文照录。

九、本：基的数字表示，除习惯用汉字表示者外，一般用阿拉

伯数码。

十、本志以文字表述为主，辅以表格，以求言简意赅。

十一、本志中引用的重要文献内容加“⋯⋯”号，出处加“脚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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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交通运输业企业⋯⋯⋯⋯⋯⋯⋯⋯⋯⋯⋯⋯⋯(245)
。

#

第一节陆运⋯⋯⋯⋯⋯⋯⋯⋯⋯⋯⋯⋯⋯⋯⋯⋯⋯⋯(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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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与现状⋯⋯⋯⋯⋯Y⋯⋯⋯⋯⋯⋯⋯⋯⋯⋯·(246)

二、运输工具的改进⋯⋯⋯⋯⋯⋯⋯⋯⋯⋯⋯⋯⋯⋯(24叻

第二节水运⋯⋯⋯一⋯⋯⋯⋯⋯⋯⋯⋯⋯⋯⋯⋯⋯⋯(251)

第五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商业饮食服务业企业⋯⋯⋯⋯⋯⋯⋯⋯⋯⋯⋯(255)

商业⋯⋯⋯⋯⋯⋯⋯⋯⋯⋯⋯⋯⋯⋯⋯⋯⋯⋯(256)

饮食业⋯⋯⋯⋯⋯⋯⋯⋯⋯⋯⋯．．．⋯⋯⋯⋯⋯(263)

服务业⋯⋯．．．’⋯⋯⋯⋯⋯⋯⋯⋯⋯⋯“：⋯⋯⋯(265)

g．z编 ．企业管理

第一章 体制与机构⋯⋯⋯⋯⋯⋯⋯⋯⋯⋯⋯⋯⋯⋯⋯

第一节管理体制⋯⋯⋯⋯⋯⋯⋯⋯⋯⋯⋯⋯⋯⋯⋯⋯

行政管理⋯⋯⋯⋯⋯⋯⋯⋯⋯⋯⋯⋯⋯⋯⋯⋯⋯

行业管理⋯⋯⋯⋯⋯⋯⋯⋯⋯⋯⋯⋯⋯⋯⋯⋯⋯

第二节机构与职能：⋯⋯⋯⋯⋯⋯⋯⋯⋯⋯⋯⋯⋯⋯．．

第二章 企业基本制度⋯⋯⋯．．．⋯⋯⋯⋯⋯⋯⋯⋯⋯⋯

第一节政治工作制度⋯⋯⋯⋯⋯⋯⋯⋯⋯⋯⋯⋯⋯⋯

一．企业党团组织⋯⋯⋯⋯⋯⋯⋯⋯⋯⋯⋯⋯⋯⋯⋯

二、工会⋯⋯⋯⋯⋯⋯⋯⋯⋯⋯⋯⋯⋯⋯⋯⋯⋯⋯⋯

三、企业政治工作⋯⋯⋯⋯⋯⋯⋯⋯⋯⋯⋯⋯⋯⋯⋯

第二节厂长负责制⋯⋯⋯⋯⋯⋯⋯⋯⋯⋯⋯⋯⋯⋯⋯

第三节经济责任制⋯⋯⋯⋯⋯⋯⋯⋯⋯⋯⋯⋯⋯⋯⋯

(273)

(273)

(273)

(276)

(279)

(287)

(287)

(287)

(289)

(290)

(292)

(293)

第三章 企业兴办⋯⋯⋯⋯⋯⋯⋯⋯⋯⋯⋯⋯⋯⋯⋯⋯(306)

第一节企业的起步与发展⋯⋯⋯⋯“j⋯’⋯⋯·．⋯⋯⋯．(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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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生产要素的投入⋯⋯．．．．⋯⋯⋯⋯⋯⋯⋯⋯⋯⋯(313)

企业与乡村行政领导⋯⋯⋯⋯⋯⋯⋯⋯⋯⋯⋯(319)
、

‘

·

劳动管理⋯⋯⋯⋯⋯⋯⋯⋯⋯⋯⋯⋯⋯⋯⋯⋯(321)

企业人员⋯⋯⋯⋯⋯⋯⋯⋯⋯‘⋯⋯⋯⋯⋯⋯⋯(321)

劳动计酬⋯⋯⋯⋯⋯⋯⋯⋯⋯⋯⋯⋯⋯⋯⋯⋯(323)

一、工分制⋯：⋯⋯⋯⋯⋯⋯⋯⋯⋯⋯⋯⋯⋯⋯⋯⋯．．(324)

二、工资制⋯⋯⋯⋯⋯⋯⋯⋯⋯⋯⋯⋯⋯⋯⋯⋯⋯⋯(326)

第三节劳动保护⋯⋯⋯⋯⋯⋯⋯⋯⋯⋯⋯⋯⋯⋯⋯⋯(330)

一、安全生产⋯⋯⋯⋯⋯⋯⋯⋯⋯一⋯⋯⋯⋯⋯⋯⋯(330)

二，劳保福利⋯⋯⋯⋯⋯⋯⋯⋯⋯⋯⋯⋯⋯⋯⋯⋯⋯(332)

第四节环境保护⋯_．．⋯⋯⋯⋯⋯⋯⋯⋯⋯⋯⋯⋯⋯⋯·(334)

第五章 财务管理⋯⋯⋯⋯⋯⋯⋯⋯⋯⋯⋯⋯⋯⋯⋯⋯(340)

第一节财务制度⋯⋯⋯⋯⋯⋯⋯⋯⋯”⋯⋯⋯⋯⋯⋯·(340)

一、企业财务会计制度的建立⋯⋯⋯⋯⋯⋯⋯⋯⋯⋯(340)

二、统一财务会计制度的执行⋯⋯⋯⋯⋯⋯⋯⋯⋯⋯(343)

第二节国家资金扶持⋯⋯⋯⋯⋯⋯⋯⋯⋯⋯⋯⋯⋯⋯(345)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财政扶植⋯⋯⋯⋯⋯⋯．．．．⋯⋯⋯⋯⋯⋯⋯⋯⋯⋯(345)

信用贷款⋯⋯⋯⋯⋯⋯⋯⋯⋯⋯⋯⋯⋯⋯⋯⋯⋯(346)

企业税负⋯⋯⋯⋯⋯⋯⋯⋯⋯⋯⋯⋯⋯⋯⋯⋯(349)

利润分配及使用⋯⋯⋯⋯⋯⋯⋯⋯⋯⋯⋯⋯⋯(356)

财务清理⋯⋯⋯⋯⋯⋯⋯⋯⋯⋯⋯⋯⋯⋯⋯⋯(367)

第六章 供销服务⋯⋯⋯⋯⋯⋯⋯⋯⋯⋯⋯⋯⋯⋯⋯⋯

第一节乡镇企业的供销⋯⋯⋯⋯⋯⋯⋯⋯⋯⋯⋯⋯⋯

第二节供销服务网络的建立与作用⋯⋯⋯⋯⋯⋯⋯⋯

第三节供销承包责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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