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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此国庆40周年之际，欣闻《无锡县工业志》编纂完成，这

是无锡县历史上第一部工业专志，志喜、志贺。

无锡县历史悠久，风景优美，交通便利，经济发达，素有

“鱼米之乡”的美称，也是我国现代工业的发祥地之一。无锡解

放以后，市县分设。近代工业集中于城区，只有食品，建材．缫

丝等少量作坊，小厂散处四乡，寥若晨星。50年代后期，无锡县

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掀起了大办

工业的热潮，成为农村工业的首创。此后，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

兴衰起伏，几经曲折。无锡县人民始终坚持以农业为基础，工业

为主导和发展工业要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并举的方针，走农工

结合综合经营协调发展的道路，突破了单一农业经济的旧框子，

写出了农村工业化的新篇章，加快了农村现代化建设的进程。近

10年来，无锡县人民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

坚持正确方向，锐意改革进取，全县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

建设都得到了较快的发展，逐步形成了所有制结构以集体为主，

产业结构以工业为主，经济形态以商品经济为主，走共同富裕道

路的新格局。无锡县的面积占江苏全省面积的1．2％，人口占全省

入口的1．65％。1987年，无锡县创造的国民生产总值占全省的

2．85％，国民收入为全省的3．Ol％，财政收入占全省的3．22％，

工业产值占全省的4．88％。钢、钢材、水泥，化肥等主要工业产

品在全省占有一定的比重。按人口平均计算，各项经济指标高于

全省平均水平，走在全国县一级经济的前列，初步实现了农业社

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农民生活正在向小康水平迈进。马克思，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

使城乡之间的差别逐步消灭”的设想在这里正在逐步变为现实。

无锡县的实践，生动地展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农村社会主义现

代化的希望。
’

无锡是我的家乡，无锡县也是我长期工作过的地方。“月是

故乡明”，我与家乡人民有着不解之缘，时刻关注着无锡县的发

展。我深深感到，在兴办工业的初创阶段和艰难漫长的发展过程

中，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无锡县各级党委、政府和

广大干部能够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比较好地把握了两个基本点，将党的方针、政策与本地的实际情

况和群众的实践结合起来，将县区经济的稳定发展与全省、全国

宏观经济的全局联系起来，将本地潜在的历史优势转化为改革开放

条件下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生动实践，因而在建办企业，组

织生产，培养人才，经营管理，内部分配，协调工农关系，处理

国冢、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发展横向联合，’依靠技术进步，开

展对外贸易等方面都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在苏南以至全省都有一定的积极影响。经济理论界有的同志把无

锡县称为“苏南模式”的杰出代表，我看这种评价是很有道理的。

我离开无锡县已有多年，但全县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勤思敢

干，开拓迸取，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可歌可泣的动人情景，至

今历历在目，记忆忧新。 ，
。

《无锡县工业志》的编纂同志，不畏辛苦，历时三载，数易

其稿，以翔实的资料和大量的数据，将无锡县人民在发展工业过



程中的斗争历史和伟大业绩，忠实地记载了下来，彰其盛事，志

其奇迹，使之前有所稽，后有所鉴，对于激励今人，启发后代，

继往开来，必将大有裨益。当前，工业战线正处在重要的历史转

折阶段，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冷静思考未来，是一件很有意义的

事情。

《无锡县工业志》定稿付印之际，编纂委员会要我写几句话，

抚今追昔，感慨良多，谨书片言，权以作序。

～争’鹃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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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 二

《无锡县工业志》一书，沿着人民共和国走过的印迹，全面

回顾了我县工业经济40年的发展历程，系统地揭示了全县工业发

展的内在规律，是修志编史工作的重大成果．又是地方经济研究

工作的新突破。

我县紧邻中大城市，地理位置优越；沪宁铁路，京杭运河穿境

而过，水陆交通便捷；农村手工业发达，近代民族工业萌芽较早，

务工经商的风气浓厚。这些先天的和历史的优势，在解放以前几

被泯灭，工业经济风雨飘摇，人民群众啼饥号寒。解放以后，是

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我县工业之舟升火、启锚、扬

帆，导航，60年代县属骨干企业群的形成，80年代乡镇工业的崛

起，在县工业吏上竖起了两座辉煌的丰碑。数字是枯燥的，但是

当我们打开工业志，看着那一组组欢快跳跃的数字，禁不住感慨

万千，禁不住要放声讴歌党的正确领导，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

勤劳勇敢的广大干部群众，并衷心感谢给予我们大力支持和帮助

的各级领导与八方友客。
’

县级工业主要是市场经济，对于原材料能源和销售“两头在

外”的我县来讲，市场更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依托市场，服务

市场，开拓市场，适应市场，是工业生产不可偏移的基本原则。

几十年来，我们在农村手工业的基础上，以机械行业为母体，相

继繁衍了冶金，化工、建材、轻工，纺织、食品．电子等行业，

开发了数以千计的产品，扩大了市场的覆盖面。我们根据市场消

费结构的变化，多次进行产品结构和行业结构的调整，压长线，

伸短线，增强了市场竞争能力。我们较早地建立横向经济联合，



多层次、多形式，多渠道，借对方脑袋长我智力，借对方资金、

材料壮我实力，借对方先进经验强我活力，集多方优势于一身，

提高对市场的应蛮能力。破们突出抓好乡镇工业，充分发挥其顽

强拚搏精神，利用经营机制灵活的长处，适时地引进国营企业行

之有效的管理规范，使乡镇工业在市场经济的引导下茁壮成长，成

为全县的经济主体。
。

我县工业的发展，有过成功的甘甜，也有过失误的苦涩。就

成功而言，主要体会有以下几点：一是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

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各地，各单位情况不同，发展的路子也不同，

各有各的办法，全县35个乡镇590个行政村．上万家企业，各有自己

的特色， “印染机械之乡”、 “机械冷作之乡”、 “彩印之乡”

“有色金属村”、 “电镀村”等，就是这样形成的；各有各的

“靠山”，所有制不分全民、集体，地理位置有远有近，联营方

式有紧有松，形式纷呈，不拘一格；各有各的经营策略，代客加

工、补偿贸易、整机生产，小件配套，不尽相同；企业的规模和

水平也有差别，有的规模上亿元，有的不满百万元，有的技术密

集，设备上乘，有的仍是劳动密集、技术水平不高，有的以产品

工艺精湛享誉中外，有的企业文化建设卓有成效。二是坚持改革，

开放，搞活的方针。从“一包三改” (即实行经营承包责任制，．

改干部任命制为选聘制、改固定工资制为浮动工资制，改固定工
为合同用工制)到“三制配套” (即在“一包三改”的基础上推

广“厂长任期目标制”和“企业内部审计制巧。)，从资产经营承

包责任制的推广到租赁制、股份制的试验，从单项改革到综合改



革，延绵不已，步步深化的改革措施，一次又一次地释放出企业

的巨大能量，使生产要素得到合理的聚合，有力地推动了全县工

业生产的发展。十年改革是建国以来我县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

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章。三是坚持工农业协调发展的指导思想。

农业的早期积累孕育了乡镇工业，乡镇工业的兴旺发达离不开农

业的支撑。我们较早地建立了以工补农、农工一体的机制，又及

时地引向以工建农，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提高了农业生产力水

平，减少了农业用工，保证了工业生产的正常秩序和发展工业对

劳动力的需求。四是坚持把提高入的素质放在突出位置。人是生

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设备的更新、产品的开发、先进管理经验

和新型技术的应用，归根到底取决于人。我们采取请进来，走出

去，分级办班的办法，对广大干部职工进行职前培训、岗位培训，

学历培训和职称考核，不断提高专业工程技术人员在职工中的比

例，特别是近两年对管理人员和一线操作工人的培训，更是明显

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

历史是一面镜子，总结过去是为了安排今天和规划明天。县

工业志是一本很好的教科书，可以帮助我们从历史的追溯中进一

步领悟到我县工业发展的真谛。目前，县级i业尤其是乡镇工业

处在一个新的重大转折关头，宏观治理整顿的形势一方面使乡镇

工业面临严峻的考验，困难很大；另一方面又为乡镇工业的发展

提供了新的机遇，希望很大，前景灿烂。借鉴历史的经验，我们

一定要战胜困难，抓住机遇，迅速实现思想转轨；高度重视产品

结构的调整，带动行业结构和企业组织总构的优化；积极开拓国

∥、■tfl●，l＼



内外产品市场、资源市场和信息市场；以互惠互利为原则，大力

发展横向联系；加快技术改造步伐，提高技术装备水平；健全企业积

累机制，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强化企业内部管

理，提高企业管理水平；推进企业内部改革，完善经营承包责任

制；转换机关职能，改进工作作风；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更好地

发挥各级领导班子的凝聚力．号召力和战斗力，以促进全县工业

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无锡县工业志》是一部专志，全书本着对历史负责讨后人负责
和对事业负责的原则，秉实而记，以史为主．使全书体现了鲜明的

求实特色。
’

我县工业行业多，企业多，产品多，几十年发展中的起伏多，

要把全县工业的历史变迁有条不紊地编纂起来，确是一项十分繁

重的工程。参加县工业志编写的同志们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我们

代表全县人民表示热情的慰问和感谢。

编写工业志，在我县尚属首次，缺乏经验，书中疏漏不当之

处，希各位专家、前辈、同行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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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献 辞

“千里莺啼绿映红”的太湖流域和长江三角洲，是我国有名

的鱼米之乡，向以“衣披天下”、 “食供四方”的“锦绣江南”

．和“金三角”著称于世。近一时期以来，这一地区的乡镇企业异

军突起，在经历了几番风雨之后，大部分以它的勃勃生机而存留

下来，成为地方经济中的一支苇要力量。其他各行各业也焕发了

青春，继承，发扬各自的传统和优势，迅猛发展，千红万紫，繁

华竞逐。这一地Ⅸ的社会总产值大幅度上升，在我国国民经济中

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伞国财政上缴最多的lO个市县，十之九八

出于其间，它是我国经济最集中，最发达的地区。地处太湖之滨

的无锡县，就是这一地区最有代表性的一个。1988年它的工农业

总产值为95．771L元，是我国县市之最、该县的财政上缴也居令国

之首。而在总产值中，它的工业产值已达91．5545元，占95．6％o

本书记述的就是这个县工业发展的历史、现状、主要行业和特点

等。这本书的出版，为我们研究“苏南模式”、总结历史经验和

探讨我国地方经济发展的道路，提供了一份典型材料。

编这套书，除了存史，传之后代，还为了向国内外如实地介

绍这一地区的丰要行业和它的特点，提高它们的地位和知名度，

促进改革开放，以开拓国内外市场，发展外向犁经济。

这套丛书，与“长江三角洲乡镇志丛书”是姐妹篇。它们从

不同的角度和层次，展示这一地区的历史传统、城乡面貌和所取

得的成就。它们相辅相成，相互补充，条块交叉，点面结合，构

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收入从书，进入这个系列，成为一个群体，

它的影响将会大大增强。这两套书，还把苏锡常．杭嘉湖地Ⅸ与

我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世界名城一一E海密切起来，这对上海

经济区“心脏地带”的开发，将有币要意义。

广大读者对于编好这套丛书的各种意见和建议，均竭诚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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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按国务院批转的《地方志编纂工作暂行规定》编纂。

二．本志时限为1949—1988年。1949年前的工业经济史实，从

探源需要，只在有关条目中简略追溯。

三、工业战线上的先进人物。限于资料，只录省以上政府，总

工会评定的荣誉称号获得者。

四、机械工业包括全县各系统的机械制造业，各主管部门分管

的专业机械不单独记述。

五、名优产品只介绍省级以上评定的得奖产品。 ·

六，县内行政区域一律以1988年底的乡(镇)村为依据，不用

过去的区、公社，大队等名称。

七，乡镇工业即前称社队工业，除机构名称、文件摘录外，一

律用乡镇工业的名称。

八、产值计算标准为1980年不变价，不能折算的个别数据，随

文说明。

九，全县综合数据以县统计局资料为准，特例数据按实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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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九九。年元月二十日，国务院总理李鹏到无锡县调研，先
后视察了特种风机厂．南方悬挂输送机厂，太湖锅炉厂(洛社)，

报警设备厂，工艺玩具厂，前达毛纺厂、磷肥厂等八家乡镇企业。

视察期间，李鹏总理为前洲镇题了讽 ‘‘发展乡镇工业，繁荣农
村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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