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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战国时，境内已烧煮海盐。据对1958年、1985年发现的汉代冶炼场遗址和制陶作坊遗址

考证，在今城区东北、北郊近10万平方米的地方，秦汉时期已是一个人烟稠密、手工业繁荣的

集镇，盐业、铁业、陶业等手工作坊具有一定规模。唐宋时，“甲东南之富，边饷半出于兹”的淮南

盐场多在境内，生产颇具规模。随着盐业、渔业、农业的发展，手工业也有了很大发展。编织业

是境内传统的手工行业，当时串场河以西多湖荡，盐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编织为副业，每年销

售给盐场的蒲包有上百万只。明清时期，盐城的手工业已颇为发达，在县城里，有木、瓦、竹、石、

漆、染、银、铜、锻冶、缝衣、制秤等手工业；在农村，有纺织、织网、编蓑、织席等手工业。产品种类

繁多，其中有不少产品工艺精巧，在江淮地区负有盛名。19世纪中叶，盐城手工操作的粮油加

工业、纺织业、酿酒业、砖瓦制造业等已具一定规模，有的已形成手工工场，进行协作生产。清道

光十年(1830)前后，阜宁县益林镇陶楚华利用当地大量廉价黄豆资源，兴办世兴等4个油坊，

木榨生产豆油、豆饼。

境内近代工业起步较迟。清光绪年间，阜宁县城创办开源纺织局，从事棉织生产。清末民

初，在“实业救国”热潮的影响下，一些有识之士逐步投资办工业，境内陆续出现了从事食品、粮

油加工生产的上冈宏兴昌蛋厂、九丰米厂等；从事电力生产的兴业电灯公司、耀盐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等；从事纺织生产的贫儿院的民生工厂、平民工厂等。当时，已能仿制蜡烛(时称洋烛)、

肥皂。至民国25年(1936)，境内规模较大的私营工厂已有数十家。民国27年日本侵略军犯境

后，原有工厂2／3以上毁于战火，境内工业遭受严重损失。

民国29年(1940)，境内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后，为适应军队作战和人民生活需要，新四军军

工部和地方民主政府陆续创办了37个军需民用工业企业，其中军工厂16个，印刷厂11个，造

纸厂5个，油、米、卷烟、肥皂、毛巾厂各1个，规模小的只有20,--,30人，规模大的100多人。民

国31年后，为战胜日、伪军的经济封锁，境内掀起了群众性的手工纺织热潮，纺纱织布供应军

需民用。民国34年，全区从事手工纺织的妇女有10万多人。同年，新四军改组私营的淮南纺

织工业社，将其中的敌产部分转为公有，组成境内首家具有公私合营性质的淮南纱厂，也是当

时境内唯一的机械化纺织工厂。该厂为新四军生产了大量的军用布和药用纱布。盐阜区更名

为五分区后，中共各级组织和民主政府积极组织工业生产，发展经济。民国35年10月，全区有

公营工厂50余家，工人近3000人。尔后，全面内战波及境内，工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至1949

年，境内仅有小型工业企业130个，多数是手工作坊，只能生产棉纱、粮油、食品、铁木竹农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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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农副产品为原料进行初级加工的工业产品。全区从事工业生产的39251人，其中国营工业职

工1446人，工业总产值4344万元(已换算为1980年不变价格，下同)，占工农业总产值的

9．8％，占全省工业产值的2．71％。在江苏全省，盐城被称为“工业荒区”。

新中国成立后，盐城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发扬盐阜老区的革命精神，自力更生，艰苦

创业，现代工业从无到有，由小到大，逐步形成了以纺织、食品、机械、建材、化工、电子、煤炭、皮

革、造纸等15个工业门类协调发展的工业生产体系。

1949"-,1957年，是盐城工业起步阶段。建国初期，中共盐城各级组织和政府努力恢复和发展

工业生产。1950年，射阳、台北(今大丰)两县利用外国人撤走时滞留在上海的闲置设备，创办了

射阳轧花厂、射阳油脂厂、台北轧花厂等。专区将战争年代分散在各地的工厂，部分迁进盐城城区

集中管理，主要有湖垛镇的江淮铁工厂、阜宁县的盐阜印刷厂、城西机米总厂、盐东县的新丰油米

厂等。在无国家投资的情况下，中共盐城地委、盐城专署组织有限的财力，陆续兴办了一些小型国

营工业企业。在这期间，为了将私营工厂逐步纳入国家计划经济的轨道，1953年起，全区对私营

工业进行了有计划有步骤的社会主义改造。至1956年，全区103个私营工业企业已全部实行公

私合营，其中有41个并入国营工厂，62个合并组成了31个新公私合营企业，全区工业生产得到

了较快发展。到1957年底，全区有工业企业430个(含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从事工业生产28007

人，其中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职工12272人；工业总产值15820万元，比1952年增长83．44％，

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8．52％。这一时期，是围绕生活办工业，占主导地位的仍以农副产品为原料

的粮油加工业、酿酒业、日用品制造业等，产品少，档次低，均为小型企业。

1958--．-1965年，是盐城工业发展和调整时期。1958年开始，盐城为改变工业基础薄弱的局

面，大办地方工业。是年，全区工业企业猛增到3521个，比1957年新增了3091个。至1960年，

全区兴建了盐城纺织厂、盐城发电厂、盐阜电讯器材厂、盐城面粉厂、盐城专区水泥石灰厂、盐

城专区钢铁厂、盐阜化工厂、建湖缫丝厂、八滩酒厂等一批工业企业，全民工业企业职工发展到

42131人，但当时由于受“大跃进”影响，忽视了客观条件和经济规律，工业企业原材料紧张，资

金短缺，许多工厂亏本，工业内部轻工业和重工业比例失调，给人民日常生活也造成了极大困

难。1961年起，中共盐城地委按照中共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乡＼字方针，调整工业内部

结构，压缩工业基本建设规模，陆续关停并转了一大批工业企业。其间也下马了一些不该下马

的企业。至1963年，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减少到165个，职工减少到20232人，经过调整，盐城

工业逐步回升发展，至1965年底，全区有工业企业634个，工业总产值达32631万元，比1957

年增长了1．6倍。其中，纺织工业、食品工业的产值分别增长了2．64倍和89．1％。

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是盐城工业缓慢发展时期。1966年。文化大革命”

开始后，盐城工业管理机构瘫痪，企业生产秩序混乱，部分工厂一度停产，四分之一的企业

长期亏损。70年代初，党政机构相继恢复，广大干部、职工力排无政府主义的干扰，坚守生

产岗位，全区工业生产逐步摆脱混乱状态。1971年10月恢复盐城地区工业局，统一领导、管

理全区工业生产。是年，地区工业局继续贯彻1970年2月国家计委关于大办小钢铁、小化肥、

小机械、小水泥、小煤窑等“五小”工业精神，全区机械、建材、化工、缝纫、电力等工业

都有了发展，并出现了钢铁、煤炭、皮革、电子等工业门类。至1976年，盐城地区有工业企

业1776个，其中全民工业企业290个，职工5．8万人。全部工业总产值111170万元，比1965

年增长2．41倍。初步形成了机械、纺织、食品、建材、化工、能源、轻工、冶金等15个工

业门类。但工业企业规模不大，全区只有盐城纺织厂、盐城发电厂2个中型企业，其余均为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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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企业。

1977""1987年，是盐城工业新的发展时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

署按照中共中央“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加强工业管理，调整工业内部

生产逐步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1980年，工业总产值214762万元，占工

52．59％，首次实现了工业总产值大于农业总产值这一历史性转折，工业经济在全区经济中逐

步占主导地位。1983年3月，盐城实行地改市、市管县新体制后，工业技术改造的步伐进一步

加快。1978～1987年，全市安排工业技术改造项目3537个，总投资98850万元。企业改革不断

深化，至1987年，全市有432个县属以上工业企业实行了厂长负责制，220个全民工业企业、

158个县属以上集体工业企业推行了各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工业体制改革，调动了企业

和职工的积极性，实行承包经营的预算内国营企业完成产值、利税分别比承包前的1983年增

长2．3倍和2．2倍。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化，全市工业发展开始跳出“三就地”(就地取材、就地生

产、就地销售)的小天地，面向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加强协作，发展横向联系，组成各种经济联

合体近300个。乡镇工业异军突起，蓬勃发展。全市已有乡村两级工业企业10964个，从业人

员29．51万人，实现产值、利税分别为289851万元、2．12亿元。郊区龙冈镇工业产品跻身国际

市场，成为全市第一家外贸收购总额超千万元的乡镇。在技术改造和实行全面质量管理的基础

上，全市工业生产水平显著提高。1979～1987年，全市有151个产品被评为国家、部、省优质产

品。市江淮动力机厂S195柴油机、市拖拉机厂东风一12型手扶拖拉机、盐城无线电总厂燕舞牌

系列收录机等一大批产品成为拳头产品，有40多种产品出口额居全省之首，盐城无线电总厂、

市纺织厂、盐城肉联厂、市食品罐头总厂等15个大中型企业产品出口额均在1000万元以上。

1987年底，全市工业总产值688277万元，是1978年的4。13倍，占工农业总产值的

67．37％。全市全民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原值已达126178万元，实现利税29394万元，

全员劳动生产率20155元／人，分别比1978年增长2．39倍、2．76倍、0．74倍。在全市15个工

业门类中，电子工业发展迅速，1978年的产值为1114万元，1987年为34990万元，与纺织、食

品、机械、化工、建材工业一起，成为全市工业六大支柱行业。

建国38年来，盐城老区人民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勤俭办工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从总体看，全市工业门类比较齐全，具有相当规模和水平。但由于盐城工业发展受资金、能源、

交通等诸多不利因素制约，全市工业经济水平在江苏省还比较落后，工业总产值仅占全省工业

总产值的4．56％，在11个省辖市中居第9位。从前景看，境内有丰富的资源，充足的劳动力，

优越的地理位置，只要充分发挥和利用本地潜在优势，古老的盐城将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的海

滨工业城市。

第一章工业结构

建国前，境内仅有少数生产食品、日用工业品的私营企业和手工业作坊以及在革命战争年

代创办的一些公营小型军工厂和粮油加工厂等，工业基础十分薄弱。

建国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致力于工业的恢复和发展。50年代初，将分散在农村、集镇的

小型国营工业企业，部分迁入城市。50年代中期，完成了对私营工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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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国营(全民)、公私合营、手工业生产合作社(集体)和少量个体等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工业

经济结构。

。大跃进”时期，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到处上项目，铺摊子，造成工业结构紊乱。经60年

代初期的调整，到1965年，所有制结构、区域结构、行业结构、企业规模结构、产品结构有所改

善。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工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进入70年代的中后期，由于干部、

群众的努力，机械、化工、纺织、建材等工业生产有较大发展，企业规模有了扩大，产品品种有所

增加。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工业门类逐步拓宽，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多种所有制并存发展，

新产品和名优产品不断涌现。至1987年，初步形成了以公有制工业企业为主导，大、中型骨干

企业为龙头，多门类、多品种协调发展的工业结构。

第一节 所有制结构

抗战前，境内工业企业皆为私人经营。民国29年(1940)民主建政后，新四军军工部和地方

民主政府陆续创办了军需民用工厂37个，这是最早的一批公营工业企业。同时，民主政府还扶

植创办了一批合作工厂(社)。这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的萌芽。

1949年，全区有工业企业130个，其中公营14个，合作社营9个，私营107个，分别占

10．77％、6．92％、82．31％。到1952年底，全区有工业企业227个，其中公营企业20个，合作工

业企业(社)75个，公私合营企业2个，私营企业130个，分别占8．81％、33．04％、0．88％、

57．27％。

1953年底开始，中共盐城地委、盐城专署按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精神，对私营工业进

行有计划、有步骤的社会主义改造，将私营工业逐步纳入国家加工订货的轨道。1954年，根据

“国家需要、可能和资本家自愿”的原则，对规模较大的私营工厂实行了公私合营。1956年清产

核资后，全区103个私营工厂中，有62个合并组成31个新的公私合营企业，41个并入国营工

厂为附属车间，对手工业作坊组织生产合作社。农村手工业劳动力剩余部分转入了农业生产合

作社。私营工业经济已不存在，完成了对工业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改造。1957年，全区

工业企业430个，其中全民所有制工业110个，占25．58％，集体所有制工业320个(包括手工

业生产合作社、组)，占74．42％。全区工业总产值15820万元，其中全民所有制工业产值11534

万元，集体所有制工业产值3989万元，其他工业产值297万元。分别占工业总产值72．91％、

25．21％和1．88％。

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工业生产计划指标不断加码，出现了大办地方工业的群众运动。

是年底，全区有工业企业3521个，全民所有制工业占7．04％，集体所有制工业占92．96％。

1961年，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对工业所有制结构进行调整。对少数

过早过渡为全民所有制的工业企业，仍退为集体所有制性质或改为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社办工

业大都停办。到1965年底，全区工业企业634个，其中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188个，占

29．65％；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446个，占70．35％。工业总产值32631万元，其中全民所有制

工业占85．65％，集体所有制工业占14．35％。

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区工业生产虽受到严重的影响，但由于广大干部群

众努力排除干扰，城乡工业仍有较大的发展。1976年全区工业企业达到1776个，其中全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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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制企业290个，占16．33％；集体所有制企业1486个，占83．67％。工业总产值111170万元，

其中全民所有制工业产值68134万元，占全区工业总产值61．29％I集体所有制工业产值

43036万元，占全区工业总产值38．71％。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坚持全民所有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积极发展集体经

济和个体经济。1983年末，在全市2985个工业企业中，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452个，集体所有

制工业企业2533个(其中城镇办工业占24．2％，乡办工业占75．8％)。在289837万元工业总

产值中，全民所有制工业产值159368万元，占54．99％；集体所有制工业产值130311万元，占

44．96％(其中城镇办工业产值占37．33％，乡办工业产值占38．94％，村办工业产值占

23．73％)；城镇个体工业产值158万元，占0．05％。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市政府利用外资，引进技术设备，创办合资企业。1987年3月

27日，市城区与香港冠华实业有限公司合资创办的盐城盐冠塑胶制品有限公司率先在市工商

局注册登记，投资总额为199万美元。同年6月20日，东台与香港合资创办的盐城金东针织有

限公司在市工商局注册登记，投资总额为49万美元。同年12月，射阳与美国合资创办的射阳

华美菜牛有限公司，领取了工商执照，开始筹建。到1987年底，全市工业企业12244个，其中全

民所有制企业398个，集体所有制企业11841个(其中城镇办工业企业877个，乡办工业企业

2625个，村以下办工业企业8339个)，与香港、美国合资办企业3个，私营企业2个。分别占全

市工业企业总数3．25％、96．71％、0．024％、0．016％。工业总产值688277万元，其中全民所有

制工业产值244074万元，集体所有制工业产值442283万元(其中城镇集体所有制工业产值

152432万元，乡办工业产值146680万元，村及村以下工业产值143171万元)，城镇个体工业

产值1718万元，其他经济类型工业产值202万元。分别占工业总产值35．46％、64．26％、

0．25％、0．03％。

1949～1987年盐城市不同所有制工业企业产值结构表 单位：万元

工业 全民所 集体所有制工业产值 城镇个体 其他经济
年份 总产值 有制工 城镇集体 乡办工业 村及村以下 类型工业

合计 业产值 小计 工业产值 产 值工业产值 产 值 工业产值

1949 4344 1095 2724 2724 525

1950 5021 1293 3131 3131 597

1951 6157 2193 3285 3285 679

1952 8624 3686 4183 4183 755

1953 11228 5930 4840 4840 458

1954 11606 6047 5099 5099 460

1955 13945 7744 5590 5590 611

1956 14634 11182 3237 3237 215

1957 15820 11534 3989 3989 297

1958 22991 19480 3511 1329 2182

1959 29828 25651 4177 1403 2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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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 全民所 集体所有制工业产值 城镇个体 其他经济
年份 总产值 有制工 城镇集体 乡办工业 村及村以下 类型工业

合计 业产值 小计 工业产值 产 值 工业产值 工业产值 产 值

1960 31261 26716 4545 1828 2717

1961 25711 21765 3946 1587 2359

1962 19693 16408 3285 2306 979
、

1963 18436 15876 2560 1872 688

1964 28888 25329 3559 2694 865

1965 32631 27950 4681 3692 989

1966 32625 27550 5075 4427 648

1967 36478 30919 5559 4546 1013

1968 36990 32078 、4912 3730 1182

1969 40181 35212 4969 3293 1676

1970 47671 37147 10524 5410 3117 1997

1971 61616 46809 14807 8832 3790。 2185

1972 65260 47239 18021 10971 4307 2743

1973 81997 60360 21637 13939 5480 2218

1974 84284 59246 25038 15731 7193 2114

1975 95216 62791 32425 19358 9609 3458

1976 111170 68134 43036 23159 13162 6715

1977 144035 80730 ．63305 27470 23025 12810

1978 166703 88687 78016 30177 30170 17669

1979 183564 102087， 81477 29128 33031 19318

1980 214762 110145 104600 37031 42070 25499 17

1981 234392 124506 109844 39553 44459 25832 42

1982 260542 144215 116256 42701 46482 27073 ． 71

1983 289837 159368 130311 48650 50738 30923 158

1984 358447 140021 218019 102378 65139 50502 407

1985 450638 173494 275457 118961 87788 68708 1687

1986 549990 199089 348676 132042 114654 101980 2225

1987 688277 244074 442283 152432 146680 143171 1718 202

注：1．1987年。其他经济类型工业产值”202万元中，与香港、美国合资企业产值10万元，全民与集体合

营企业产值190万元，其他2万元。

2．按1980年不变价换算后的产值．

’

第二节 区域结构

建国前，境内工业基础薄弱，区域之间差距较大。1949年末，全区130个工业企业中，滨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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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14个，占10．77％；阜宁县17个，占13．08％；射阳县3个，占2．31％；建阳县(今建湖县)23

个，占17．69％；盐城县18个，占13．85％；台北县(今大丰县)4个，占3．08％；东台县51个，占

39．22％。全区工业总产值4344万元，其中滨海县占22．86％，阜宁县占9．37％，射阳县占

5．45％，建阳县占16．23％，盐城县占16．16％，台北县占6．93％，东台县占23％。

建国后，全区工业经济经过3年恢复发展，到1952年工业企业发展到227个。其中滨海县

31个，占13．66％；阜宁县46个，占20．26％；射阳县14个，占6．17％；建湖县35个，占

15．42％；盐城县36个，占15．86％；大丰县9个，占3．96％；东台县56个，占24．67％。全区工

业总产值8624万元，比1949年增长近1倍，其中滨海县占18．53％，阜宁县占7．93％，射阳县

占7．42％，建湖县占12．73％，盐城县占16．35％，大丰县占22．21％，东台县占14．83％。

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各县因地制宜发展工业生产，到1957年，全区工业企业达430

个。其中滨海县46个，占10．7％；阜宁县48个，占11．16％；射阳县33个，占7．67％；建湖县

74个，占17．21％；盐城县91个，占21．16％I大丰县38个，占8．84％；东台县100个，占

23．26％。全区工业总产值15820万元，其中滨海县占14．12％，阜宁县占6．49％，射阳县占

19．15％，建湖县占11．73％，盐城县占14．64％，大丰县占18．68％，东台县占15．2％。1958年

“大跃进”开始后，各县大办工业，专区始办直属工业企业。是年末，全区公社以上工业企业发展

到3521个。其中专区直属工业企业17个，占0．48％；滨海县173个，占4．91％；阜宁县802

个，占22．78％；射阳县580个，占16．47％；建湖县403个，占11．45％；盐城县688个，占

19．54％；大丰县253个，占7．19％；东台县605个，占17．18％。全区工业总产值22991万元，

其中专区直属工业占0．82％，滨海县占12．64％，阜宁县占6．04％，射阳县占16．91％，建湖县

占10．06％，盐城县占14．93％，大丰县占19．66％，东台县占18．94％。

60年代初，全区工业企业进行调整，陆续停办了一大批缺资金、原料、技术的企业。1965年

末，全区工业企业为634个。其中专区直属工业企业14个，占2．21％；滨海县77个，占

12．14％；阜宁县68个，占10．73％；射阳县91个，占14．35％；建湖县66个，占10．41％；盐城

县115个，占18．14％；大丰县70个，占11．04％；东台县133个，占20．98％。全区工业总产值

32631万元，其中专区直属工业及滨海、阜宁、射阳、建湖、盐城、大丰、东台7个县，分别占

13．02％、6．62％、5．39％、14．58％、6．88％、14．11％、17．46％、21．94％。是年，与1960年比，工

业总产值仅增长4．4％，区域之间也不平衡，各地工业产值占全区工业总产值的比例，增减不

一。沿海地区射阳、大丰、东台3个产棉县棉花丰收，轧花工业产值增幅较大，分别增加

37．1％、27．57％、25．15％，专区直属工业也增加13．27％，滨海、阜宁、建湖、盐城4个县，分别

减少44．79％、3．35％、23．73％、11．66％。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全区工业生产遭受严重干扰，但由于广大干部职工抵制“左”倾错

误，工业生产仍有所发展。到1976年全区公社以上工业企业发展为1776个。其中地区直属工

业企业33个，占1．86％；响水县121个，占6．81％；滨海县205个，占11．54％；阜宁县212个，

占11．94％；射阳县155个，占8．73％；建湖县205个，占11．54％；盐城县328个，占18．47％；

大丰县216个，占12．16％；东台县301个，占16．95％。全区工业总产值111170万元，其中地

区直属工业企业占12．7％，响水县占2．47％，滨海县占5．45％，阜宁县占10．26％，射阳县占

11．58％，建湖县占9．24％，盐城县占17．91％，大丰县占14．51％，东台县占15．88％。“文化大

革命”结束后，对工业企业进行整顿，逐步完善各类规章制度，加强企业管理，对独立核算工业

企业考核效益指标。到1978年全区全民、集体(下同)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原值58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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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其中地区直属工业企业占25．89％，响水县占4．18％，滨海县占7．44％，阜宁县占

8．76％，射阳县占8．89％，建湖县占9．21％，盐城县占12．95％，大丰县占10．32％，东台县占

12．36％。全区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利税总额15960万元，其中地区直属工业企业占20．1％，响

水县占2．84％，滨海县占5．87％，阜宁县占10．11％，射阳县占7．3％，建湖县占7．09％，盐城

县占18．62％，大丰县占12．78％，东台县占15．29％。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区工业稳步发展。1983年盐城建市后，中共盐城市委、市政府

在大力发展农业的同时，把加快发展工业摆到重要的战略地位，加快了全市工业的发展。为发

展规模经济，工业技术改造投资始向市直属企业倾斜。是年末，全市乡以上工业企业2985个，

市区580个，占19．43％(市城区范围225个，占全市7．54％——含市直属工业、城区工业、郊

区区直属工业企业，下同)；响水县212个，占7．10％；滨海县350个，占11．73％；阜宁县332

个，占11．12％；射阳县313个，占10．49％；建湖县344个，占11．52％；大丰县368个，占

12．33％；东台县486个，占16．28％。全市工业总产值289837万元，市区占33．51％(市城区范

围工业总产值占全市25．04％)，响水县占3％，滨海县占6．12％，阜宁县占9．21％，射阳县占

9．23％，建湖县占8．9％，大丰县占12．05％，东台县占17．98％。全市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固定

资产原值113391万元，市区占35．18％(市城区范围占全市30．05％)，响水县占4．47％，滨海

县占7．78％，阜宁县占8．68％，射阳县占8．34％，建湖县占8．88％，大丰县占12．13％，东台县

占14．54％。全市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利税总额24758万元，市区占38．12％(其中市城区范围工

业企业利税占全市31．59％)，响水县占2．74％，滨海县占4．58％，阜宁县占7．01％，射阳县占

7．34％，建湖县占6．94％，大丰县占14．62％，东台县占18．65％。

到1987年，全市工业有较快的发展，特别是市区工业出现了新的面貌。市区工业企业单位

增加，规模扩大，产值提高，利税显著增长，对全市工业初步起辐射作用。是年，全市乡镇办以上

工业企业3905个，其中市区702个，占17．98％(市城区范围工业企业266个，占全市6．81％，

内有大中型企业12个，占全市15个大中型企业92．31％)；响水县245个，占6．27％；滨海县

414个，占10．6％；阜宁县483个，占12．37％；射阳县466个，占11．93％；建湖县441个，占

11．29％I大丰县495个，占12．68％；东台县659个，占16．88％。全市工业总产值688277万

元，其中市区237719万元，占34．54％(市城区范围工业产值占全市22．61％)，响水县占

3．01％，滨海县占6．24％，阜宁县占8．15％，射阳县占9．56％，建湖县占9．75％，大丰县占

10．99％，东台县占17．76％。与1983年比，市区及响水、滨海、射阳、建湖4个县，占全市工业

总产值的比例分别增加1．03、0．01、0．12、0．33、0．85个百分点，阜宁、大丰两个县及东台县分

别减少1．06、1．06、0．22个百分点。全市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原值236195万元，其中市

区占38．】3％(市城区范围占33．01％，比1983年增加2．96个百分点)，响水县占4．28％，滨海

县占6．78％，阜宁县占6．7％，射阳县占9．55％，建湖县占8％，大丰县占11．18％，东台县占

15．38％。全市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利税总额54636万元，其中市区占37．69％(市城区范围利税

占32．28％，比1983年增加0．69个百分点)，响水县占4．97％，滨海县占5．38％，阜宁县占

6．18％，射阳县占10．22％，建湖县占7．37％，大丰县占12．93％，东台县占15．26％。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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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行业结构

盐城近代工业起步于轻纺。清光绪年间，阜宁人顾鼎之、丹徒人田登科在阜城共同创办开

源纺织局，从事棉织工业生产。同期，徐小尖、徐淦成在阜城设织布厂。20世纪初，食品工业得

到了发展。清末，镇江人许炳辉、许炳元兄弟在上冈创办宏兴昌蛋厂，蛋制品加工形成相当大的

规模。此后，粮油工业、电力工业亦得到了较快的发展。40年代初，民主建政后，新四军军工部

和地方民主政府，先后创办了与军需民用有关的军械修理制造业、印刷业、纺织业等工厂。

1949年底，全区在130个工业企业中，食品工业109个，纺织工业2个，建材工业9个，机

械工业1个，其他工业9个。工业总产值1385万元(不含手工业产值)，其中食品工业占

72．2％，纺织工业占0．36％，机械工业占0．36％，建材工业占0．29％，其他工业占26．79％。

建国初，随着工业的恢复和发展，行业结构有所变化，1952年在186个工业企业(不含手

工业企业)中，电力工业2个，机械工业3个，纺织工业6个，食品工业152个，建材工业9个，

其他工业14个。工业总产值4273万元，其中电力工业占0．05％、机械工业占0．42％、纺织工

业占22．46％、食品工业占74．47％、建材工业占0．26％、其他工业占2．34％。这期间，由于粮、

棉生产恢复增长较快，粮油生产和棉花加工业也得到了较快发展。

1953年国家进入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到1957年末，全

区工业企业已达430个，其中电力工业6个，机械工业78个，纺织工业44个，缝纫工业94个，

食品工业76个，建材工业14个，皮革工业3个，造纸工业3个，其他工业112个。工业总产值

15820万元，其中电力工业占0．29％、机械工业占5。2％、纺织工业占33．02％、缝纫工业占

6．49％、食品工业占37．27％、建材工业占1．27％、皮革工业占0．33％、造纸工业占0．17％、其

他工业占15．96％。

“大跃进”时期，仅1958年就办了3091个厂，化工、冶金、电子、煤炭等工业门类从无到有，

一年新办化工企业212个。同年创办了盐城专区纺织厂、盐城专区钢铁厂、盐阜电讯器材厂、盐

城专区炼焦厂等，并组织大批人员到徐州铜山县筹建盐城专区小煤窑。各行业工业企业数迅猛

增加。与1957年相比，建材行业增加24倍，机械行业增加12倍，食品行业增加8倍，其他行业

也成倍增加。由于工业生产建设脱离当时的客观经济条件，工业内部各种比例关系失调，因而

许多工业企业效益很差。

从1961年起，按照中共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在优先安排人民生活急需的

轻工业品的同时，合理安排重工业，积极恢复和发展食品、日用工业品和手工业品的生产。陆续

停办了一大批缺资金、原料、技术的企业，如盐城专区钢铁厂、盐阜电讯器材厂、在徐州铜山县

办的盐城专区小煤窑、专区炼焦厂，化工行业新办的212个厂全部停办，集中力量发展农机、轻

纺、食品等工业生产。到1965年末，全区工业企业为634个，工业总产值32631万元，其中纺织

工业17772万元，缝纫工业860万元，食品工业10424万元，机械工业1705万元，化学工业28

万元，建材工业955万元，电力工业489万元，皮革工业72万元，造纸工业67万元，其他工业

259万元，分别占总产值的54．46％、2．64％、31．95％、5．23％、0．08％、2．93％、1．50％、

0．22％、0．21％、0．78％。

1970年2月全国计划会议提出大力发展地方“五小”工业的精神后，境内创办了一批小型

工业企业。在这期间，冶金、电子、煤炭等行业又开始复办，化工、机械行业迅速发展。·全区新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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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8个小化肥厂，一批小农机厂也普遍得到发展壮大。到1976年末，全区乡办以上工业总产值

104455万元，比1965年增长2．20倍，其中化学工业增长203倍，机械工业增长8．65倍。轻工

业占73．34％，重工业占26．66％。工业总产值中，纺织工业占32．73％、缝纫工业占2．37％、食

品工业占19．70％、机械工业占15．75％、电子工业占0．32％、化学工业占5．48％、煤炭工业占

0．88％、建材工业占8．06％、电力工业占1．60％、皮革工业占0．88％、造纸工业占0．49％、其

他工业占11．74％。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盐城建市后，纺织工业有了较快的发展；农机、化肥等支

农工业进入了成熟时期，形成了自己的特点；电子工业开始兴起，市无线电总厂由于抓住了市

场机遇，大力开发新品，增加产量，扩大销售，总产值1987年比1983年增长36．48倍，在全国

同行业中夺得了产值、产量、销售收入、人均创利和全员劳动生产率5项第一。以盐城无线电总

厂为龙头的电子工业迅速成为全市支柱行业之一。到1987年全市工业总产值688277万元，其

中乡(镇)办以上工业总产值543388万元，分行业产值：电力工业6019万元，煤炭工业999万

元，化学工业34056万元，机械工业62984万元，建材工业49337万元，食品工业80187万元，

纺织工业141876万元，缝纫工业12215万元，皮革工业4887万元，造纸工业7941万元，电子

工业34990万元，其他工业107897万元。分别占总产值1．1％、0．18％、6．27％、11．59％、

9．08％、14．76％、26．11％、2．25％、0．9％、1．46％、6．44％、19．86％。纺织、食品、机械、化工、电

子、建材等行业成为全市工业中的6个支柱产业，总产值403430万元，占全市乡以上工业总产

值的74．25％。

盐城市部分年份乡(镇)办以上工业各部门产值结构表 单位：万元、％

行 业 1949年 1952盈 1957焦 1961年 1965焦 1970焦 1976焦 1979芷 1983焦 1987危

工业总产值 4344 8624 15820 25711 32631 45674 104455 164246 258756 543388

电力工业 O．05 O．29 1．20 1．50 1．96 1．60 2．2 1．06 1．10

煤炭工业 o．88 O．74 O．43 0．18

化学工业 O．80 0．08 4．40 5．48 6．70 8．OO 6．27

机械工业 o．36 o．42 5．20 2．16 5．23 6．47 15．75 15．92 14．36 11．59

建材工业 0．29 o．26 1．27 1．28 2．93 4．20 8．06 9．97 8．51 9．08

食品工业 72．20 74．47 37．27 44．26 31．95 28．11 19．70 17．25 16．82 14．76

纺织工业 O．36 22．46 33．02 34．97 54．46 46．11 32．73 29．8 36．80 26．11

缝纫工业 6．49 2．05 2．64 3．21 2．37 2．23 2．09 2．25

皮革工业 O．33。 O．61 O．22 o．88 O．78 0．90 0．90

造纸工业 O．17 1．45 o．21 1．05 O．49 o．85 O．64 1．46

电子工业 O．32 O．53 O．98 6．44

其他工业 26．79 2．34 15．96 11．22 O．78 4．49 11．74 13．03 9．41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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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 电力 煤炭 化学 机械 建材 食品 纺织 缝纫 皮革 造纸 电子 其他

年淤 合计 工业 工业 工业 工业 工业 工业 工业 工业 工业 工业工业 工业

1957 142 19 9 3 35 46 30

1958 1897 228 8 33 271 76 407 522 35 317

1959 3407 366 119 392 127 1297 758 74 274

1960 3373 910 21 288 540 96 749 167 149 453

1961 975 207 12 12 338 77 43 286

1962 283 87 7 21 3 67 27 71

1963 609 456 9 21 113 7 3

1964 346 73 2 40 14 14 193 10

1965 693 39 353 16 67 21 175 22

1966 1213 62 807 159 13 85 87

1967 646 15 372 200 3 34 22
，。

1968 307 50 109 38 86 24

1969 858 74 297 168 13 33 159 14 100

1970 1514 322 652 288 47 106 99

1971 1124 250 495 201 21 113 44

1972 2132 475 971 369 166 43 14 94

1973 1595 363 659 296 141 3 58 75

1974 1869 653 784 285 91 6 50

1975 946 263 130 271 123 4 109 35 1l

1976 545 84 191 69 32 2 30 137

1977 1124 143 119 100 29 55 96 500 82

1978 3854 191 432 1199 539 248 134 942 169

1979 5455 948 159 1905 581 486 313 861 202

1980 7308 1027 59 2385 599 177 447 2208 25 381

1981 5731 722 18 1281 473 118 644 1953 25 72 86 146 193

1982 6741 542 59 707 940 231 1273 2458 35 127 72 71 226

1983 6526 440 193 835 829 352 1831 1569 16 38 86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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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电力 煤炭 化学 机械 建材 食品 纺织 缝纫 皮革 造纸 电子 其他

年汰 合计 工业 工业 工业 工业 工业 工业 工业 工业 工业 工业工业 工业

1984 7705 466 144 1590 1313 349 1547 1584 90 23 117 146 336

1985 19202 858 105 2290 4232 937 3573 4471 538 135 700 777 586

1986 25934 2037 149 2725 3914 1084 4461 8820 421 146 965 959 253

1987 44051 10791 4306 5526 1559 5625 11424 436 137 1119 2750 378

第四节 企业规模结构

建国前，盐城工业企业数量少，规模小。1949年，全区130个工业企业，大多数为加工农副

产品的作坊，全部工业总产值4344万元，仅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2．71％。当时最大的企业是

淮南纱厂，有纱锭1160枚，铁木织机16台，年产棉纱700件。

1950一-1952年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小型企业开始起步。在这期间，对工业企业投入了1822

万元，采取相对集中、外地迁入、投资新办、扶持发展等措施，建立了一批小型工厂。“一五”期

间，主要靠自身的财力新办了203个小型企业，固定资产投入总额2959万元，比经济恢复时期

的投入增加62．4％。至1957年末，全区有工业企业430个，工业总产值15820万元，分别比

1952年增长89．43％、83．44％。工业总产值虽有增加，但每个企业的平均产值与1952年基本

持平。

1958年，在“大跃进”运动中新办的3091个工业企业，多数是“土法上马”，到1959年就关

停了2533个，保留下来的是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纺织、食品、轻工业和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的

农机工业，这些工业企业成为以后工业发展的基础。于1960年建成投产的盐城专区纺织厂，当

年有棉纺锭6万枚，工业产值1618万元，利税363万元，职工3097人，成为全区第一家中型工

业企业。至1965年，全区有工业企业634个，除盐纺一家为中型企业外，其他均为小型企业。

1970年2月全国计划会议提出大力发展地方“五小”工业的要求后，地区复办盐城地区钢

铁厂；新建盐城地区农药厂、电机厂、量具刃具厂、石油化工机械厂、纺织机械厂；扩建盐城发电

厂，增加2．5万千瓦汽轮发电机组1台，1974年底投运，至此，盐城发电厂装机容量已达4·7

万千瓦，达到国家中型企业标准，是全区的第二个中型企业。各县新建农机厂9个，化肥厂8

个，水泥厂10个。同时，组织人员到徐州铜山县开采小煤矿。在此期间，盐城一批小型骨干企

业开始形成，部分地、县属企业已具备一定规模。到1978年，全区乡以上工业企业总数已达

2476个，工业总产值149034万元，分别比1965年增长2．91倍、3．57倍。平均每个企业产值

60．19万元，比1965年增长16．94％。中型企业2个，占企业总数0．08％，占全省大中型企业

数的0．7％；中型企业总产值9087．56万元，占全区工业总产值6．1％。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工业经济实力有所增强。到1982年全区乡以上工业企业2997

个，比1978年增加521个，工业总产值233398万元，平均每个企业77．88万元，比1978年增

长29．39％。这期间，盐城地区电化厂、盐城供电局、盐城地区江淮动力机厂3个工业企业发展

较快，跨入中型企业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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