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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篡说明

一、为了将上海铁路局集体经济企业自 1978 年创办时的从无到有、艰苦创业到 1995 年末

时的由少到多、由小到大、逐年发展壮大的历史资料作一次全面、系统性整理，傅为集体经济

部门今后决策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并向广大集体职工进行艰苦创业传统教育提供可靠

史实，特编写本史志。

二、本史志以实事求是、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原则，按史志凡例编写。因反映的集体经济

内容属上海铁路局一个部门的史实，故编写时采用章、节、目序例。记述各分局集经分处、大口

集体办的集经系统内容时，一般按由北向南程序编写、先分局后大口，又因上海铁路局地处上

海市，故有时需先写铁路上海地区各单位的集经史实，然后再由北向南排列。

三、本史志资料来源于(1)上海铁路局档案馆有关集体经济的档案资料并从中摘录了约

20 万字的资料卡片; (2) 所属 6 个集体经济管理分处(简称集经分处)及 5 个集体企业办公室

大口(简称集体办)报来的资料长编约 150 万字 ;(3)各集经分处、大口集体办报来的志稿资料

约 80 万字刊的各集经分处、大口集体办报来的各种统计报表 220 份 ;(5)查阅路局集体经济管

理处(简称集经处)保存的文书档案约 60 万字 ;(6) 各集经分处、大口集体办报来的 1991 年至

1995 年补充资料及统计报表约 20 万字。本史志反映的内容，上限时间为创业的 1978 年，下限

时间原定为 1990 年底， 1996 年 3 月 18 日路局召开的全局第三次史志工作会议又决定下限时

间定为 1995 年底。

四、上海铁路局为编写"上海铁路志"和"上海铁路局志"成立了路局史志办公室。路局集

经处相应于 1991 年 6 月底成立集经处史志编写领导小组，由副处长王妙荣任组长、副处长那

立夫、谭美堂任副组长，组员有各科室负责同志。领导小组设史志办公室，由副处长邓立夫兼

史志办公室主任，全面负责集经系统的史志编写工作。办公室聘请路局二位老同志毛剑平、陆

乃戒任主编。 1994 年元旦，毛剑平同志因病离任，史志总篡及主编任务由陆乃喊负责。

五、本史志的编写过程是贯彻众手成志的过程。各集经分处、大口集体办均有专职或兼职

的史志编写人员。先后有郭松喜、刘万发、夏岩秀、刘逸飞、康风、汤杨陵、高素蓉、黄建华、王国

荣、郑建铭、龚浩明、蒋景芳、黄芝庭、程敏华、郭祖湘、李芳、黄文华、容冰、陈传熙、王家芳、齐

忠熙、杨天保、朱柏蒜、陈兰珍、周洪杨、朱永胜、张金海、张银福、程笑宁、何照善等同志。

在编写过程中，还得到了有关同志的大力协助。他们是应嘉甫、赵有远、李风桐、葛圣亮、

王旭东、马永建、王遗民、刘延龄、蒋春贵、郭兴荣、刘祖兴(退休)、柴庆宗、徐顺英等同志。为此

特在这里向所有关心、支持、协助史志办公室完成这本集体经济志编写任务的各级领导、编写

同志、工作人员深致谢意。

六、完成本史志编写任务时，正好迎来上海铁路局创办集体经济 20 周年大庆。为此特又

补充赶写了 1996 年至 1998 年三年的集体经济概况，附在本史志的最后部分，傅 20 年来，上海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铁路局发展集体经济的史实内容，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记述。由于编写时间紧促，编篡人员水平

有限，难免有疏漏、错误之处，敬请有关领导、专家、读者批评指正。

, 

上海铁路局集体经济志编革委员会

1999 年 8 月



目录

概述....................... •• 

第-章管理体制……

第一节路局集体经济管理机构沿革…......................... .… 
第二节 路局上海地区集体经济管理机构沿革....................... .…............................... .去
第三节 路局蚌埠、南京、杭州、南昌、福州地区集体经济管理机构沿革............. .….. .••• .••• 3 

第二章经营范圃及主要业务................................... .…........ .…....... .............….......10 

第一节工业………………………………………………………................ .… ................10 
第二节工程建筑业.................... .…....... .……...... .…..................................... .… .17 

第三节装卸运输服务业....................... .…........ .…........................................ .… .23 

' 第四节商业、饮食服务业.......... ....................…................................ .…............. .也6
第五节劳务................ .…..................................... .…......................................28 
第六节 标兵单位及年创利百万元以上单位................................ .…........ ..… ...........30 

第三章经营管理…........... .…........ .…..................................................... ..… ........32 

第一节 铁路集体经济管理若干规定和准则....... .….............................. .…....... .…… .32 

第二节路风建设、文明服务........... .…............................................................. .… .33 

第三节企业改革........... .….............................................................................. 33 

第四节检查与整顿……...... .…............................. .….................................... .… .41 

第四章劳动人事管理................................ ..…...... .…......... ..…....................... .… ..43 

第一节管理制度.............. .…........................................................................... 43 

第二节集体企业人员状况…............................................... .…........ .…...............48 
第三节劳动工资…..................... .…........................... .….............. .………...... .… 52 
第四节补贴、津贴、奖金…................. ..…...... .…........................ .….....................59 
第五节职工教育培训11 .........................……………………………………………………..但

第五章财务管理.................................... .………………………………………………… ..67 
第一节 管理制度、办法和规定............................. .…....................... .….................-67 

第二节 经费提取与利润分配................................... .…....... .…............................69 
第三节机构设置、人员配备................ .…...... .…........ .…....... .…....................... .…-70 



第四节铁路上海地区财务管理情况…·………………………………………………………..71

第五节铁路蚌埠、南京、杭州、南昌、福州地区财务管理情况........…….......................…73

第六章其他管理…·………………………………………………………………………………..79

第一节安全质量管理.............…."i ……............ ..…二·吟................................ ..… ...........................79 

第二节计划统计管理........…………………………………………………………………….84

第三节经济合同管理、信息管理............. .............................................................-86 
第四节物资设备管理…....................................................................................89

第七章职工生活福利……………………………………………………………………………… 91
第一节职工住宅….......................................................................... .................................................................. .... .. μ..............9'1 

第二节养老金统筹保险…·……………………………………………………………………..归

第三节职工医疗卫生…………………………………………………………………………..95
第四节铁路通勤、就医及因公乘车............，.......... .… ....................................................95 
第五节子女人学人托.... .......................…………………………………………………… ..96 

第六节荣誉性休养................……………………………………………………………… ..97

第七节其他福利待遇........ .…........ .…................. .…........ .… ...............................98 

第八章党、团、工会组织....... .…....... ..…........…................. .…............................... .… 99 

第一节组织建设与政治思想工作 ........................................................................99

第二节各分局、大口组织建设情况........…………………………………………………….100

第九章评选先进…………………………………………………………………………………...105

第一节开展评先活动…·………………………………………………………………………..105
第二节各分局、大口评先活动情况.................…..............….............................… 105

第十章社会、经济效益........ .…………………………………………………………………… '110 

附件一组织机构图表................ .……………………………………………………………… ..115 

附件二主要领导干部名录….................................................. .… ............................133 

附件三各类统计报表 ............................................................................;.............14崎5 
附件四 1凹996 年至 199锦8 年上海铁路局集体经济概况.…….川…........ ............... ..................….. 188 



概述

上海铁路局集体经济是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安置职工返城知青及待业

子女，解决职工后顾之忧，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而发展起来的。 1978 年全局有"文革"期间

上山下乡回城职工知青 2.2 万人，加上历届初、高中毕业生待业青年，形成了一支庞大的待业

队伍。

1978 年 9 月，中共中央及时作出了创办城镇集体经济，建立劳动服务公司，缓解就业压力

的决策后，上海铁路局立即按局、分局(大口)、基层三级分别建立了集体经济管理机构和劳动

服务公司，妥善安置待业青年。 1984 年 10 月，上海铁路局二南昌铁路局合并后，全局集体经济
管理机构相应增加。 1990 年，路局设立集体经济管理处，除领导路局机关直属继业综合服务公

司(1992 年 6 月扩大并更名为新业工贸总公司)外，负责管理全局的集体企业。全局共有 6个

分处及 5 个大口:蚌埠集经分处、南京集经分处、上海集经分处、杭州经营分处、南昌集企分处、

福州集经分处;上海、南昌、福州工程总公司、上海工业公司 (1993 年 9 月改称上海工业总公

司)集体经济办公室及路局继业综合服务公司。各分处、大口归口管理所属集体企业。各基层主

要单位也设置集体企业办公室，管理本单位集体经济工作。

铁路集体事业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是安置待业青年，艰苦创业阶段。从 1979 年开始，路局选调铁路职工筹办集体企业，并

调拨场地、房屋、设备和资金，积极扶持、创办各种服务型企业，坚持扶丽不包、独立核算、自负

盈亏，与铁路主业分帐管理。

二是巩固发展、健全管理阶段。-从)982 年开始，各单位对集体企业经营的项目进行调整，
依托铁路的特点和优势，开辟客货运延伸服务、铁路工业生产及基本建设等新项目，使集体企

业站稳脚跟，稳步发展。 1984 年又对集体企业的领导班子、生产门路、经营方向、财经制度、劳

动组织和收益分配等 6 项管理，自下而上、由上而下地进行检查、整顿和建设，对一些不合格的

集体企业、网点作了合并、撤销〈降格的决定。

们三是改革搞活、开拓发展阶段。 1985年，铁路全民所有制的多种经营发展起来i市场竞争

日趋激烈。为此路局制定了进一步搞活和扶持集体企业发展的若干规定，普遍推行责、权、利相

结合的经济承包责任制，加强职工技术业务培训。在经营管理上狠抓路风建设、文明服务。1990

年，路局为了加强对集体事业的领导，专门成立集体经济管理处，统一管理全局集体事业。1991

年，集体企业以贯彻上铁办发(1990) 437 号上海铁路局、中共上海铁路局委员会《关于进一步

扶持和发展集体经济的若干决定》文件为主线，加快转换经营机制、开拓经营:广开思路、拓宽

3渠道，努力做好职工待业子女的安置工作;加强基层集体企业的基础工作、提高企业整体素质=

:关心职王生活、调动积极因素;从而取得了"两个稳定"(企业稳定和职工队伍稳定)和"两个增

1长"(企业经济效益和安置待业子女增长)的双丰收。 1992 年，路局又先后制定和出台 10 个办

!法和规定:(1)集体企业养老保险金统筹管理暂行办法; (2)劳务公司劳务管理暂行办法 ;(3)职

. ··A . 



工待业子女安置管理办法;(4)开办职业培训班的会议纪要;(S)上海市城镇集体股份合作制试

点办法(试行稿); (6)集体企业为主办单位承担经济义务的暂行规定;(7) 引进技术、鼓励专业

技术人员为集体企业提供服务的规定;(8)鼓励扶办干部、职工做好集体经济工作的若干规定;

(引发展集体经济奖励基金管理办法; (10)集体企业积压产品(商品)销售奖励办法。同年又印

发了《全局集体经济改革方案("八五"发展规划))。这 10 个改革办法和经济政策文件，在 1993

年进入全面运作，使集体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 1993 年就夺得全路集经实现利润的首位。 1994

年蝉联全路集体经济第一名。 1995 年又蝉联第一，荣获"三连冠"。

经过艰苦创业、巩固发展和改革开拓三个阶段后，全局集体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

发展，日益壮大，已成为今天铁路运输生产不可缺少的辅助力量和经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到 1995 年，上海铁路局合计有集体企业 996 个，经蕾网点 1940 个。共有干部、职工 48117 人。

其中大集体职工 29292 人，小集体职工 6141 人，干部 3342 人，全民派遣干部 1636 人、职工

l1SS 人，聘用离退休人员 1036 人，家属集体、五七连及其他人员 SSIS 人(全局 6 个集经分处及

5 个集经大口 1995 年职工总数见下表)。

1995 靠上海铁路局黛缉系统职工情况襄

』 人数二三些? 集体职工 路派职工 聘用 家属集体
其他

单位

单位 大集体小集体干部 干部 职工 离退休 五七连 职工总数

蚌埠集经分处 5629 1150 424 2倒 36 85 194 149 7935 
南京集经分处 52S0 618 623 370 250 210 240 7561 
上海集经分处 2307 365 121 16 205 1353 220 4587 
杭州经营分处 4118 4但 175 294 157 624 5770 
南昌集企分处 7015 39朋 929 371 39 168 178 1崎5 14085 
福州集经分处 2ω5 35 2ω 216 480 " 391 541 4594 
上海工程总公司集体办 874 84 16 9 41 67 1ω1 

南昌工程总公司集经分处(多兀分处) 683 219 110 63 20 21 35 1151 
福州工程总公司集体办 41 9 4 44 2 1ω 

上海工业总公司集经分处 427 130 ω 24 7 29 47 19 752 
路局新业工贸总公司 343 72 12 4 54 6 491 
合计 2饵" 6141 3342 1636 1155 1036 2207 33佣 48117 

路局集经系统从创业到 1995 年来共安置了职工待业子女 91421 人次(全局 6 个集经分处

及 5 个集经大口安置职工待业子女累计数见下表)。

上海铁路局黛经系统至 1995 年来安置集体职工累计撇

单 位 安置数(人次) 年 份

蚌埠集经分处 17644 1979 -1995 
南京集经分处 10297 1979 - 1995 
上海集经分处 5258 1979 - 1995 
杭州经营分处 9975 1978 - 1995 
南昌集企分处 29929 1980 - 1995 
福州集经分处 1ω87 1980 -1995 
上海工程总公司集体办 1917 1978 自 1995

南昌工程总公司多兀分处 3283 1979 - 1995 
福州工程总公司集体办· 524 1983 - 1995 
上海工业总公司集体办 . . 1186 1977 -1995 
路局新业工贸总公司 421 -1995 
合.计 91421 

• 2 • 



路局集经系统从 1978 年到 1995 年，累计经营总收人 723241. 89 万元，利润累计 84262.51

万元，上缴税金 57435.09 万元(全局 6 个集经分处及 5 个集经大口到 1995 年末经济效益累计

数见下列附表)。

上海铁路局靠经系统至 1995 年束经济效益累计触

单 位
经营总收入 利润 上缴税金

年 份
(万元) (万元) (万元)

蚌埠集经分处 7ω96.93 4156.29 4086.11 1979 - 1995 
南京集经分处 108440.3 10830.9 7085.4 1979 - 1995 

上海集经分处 151259.7 23729.5 15195.7 1979 - 1995 

杭州经营分处 128830.3 21352. 7 13492.2 1978 -1995 
商昌集企分处 126129.8 8937.34 7744.54 1980 -1995 

福州集经分处 75282.36 11173.64 7247.4 1980 -1995 
上海工程总公司集体办 15180.8 413.68 253.71 1978 -1995 

南昌工程总公司多兀分处 18672 623.6 727.4 1979 -1995 I 
福州工程总公司集体办 13ω.61 44.43 55.61 1982 斗995 I 

上海工业总公司集经分处 5370.02 51 1; 35 332.62 1980 -1995 

路局新业工贸总公司 22679.0 2489.08 1214.4 1980 -1995 

合 计 723241. 89 84262.51 57435.09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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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管理体制

第一节 路局集体经济管理机构沿革

路局集体经济管理机构的变革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 1978 年 9 月至 1985 年 4 月，路局建立集体事业管理部门，性质为路局直属

单位，但限于当时的具体条件，仍属铁路局的职能机构，负责管理全局的集体事业工作。管理

机构的名称有三次变动:

第一次，路局 1978 年 9 月 7 日 (78)上铁革人字第 784 号文决定，自 1978 年 9 月 1 日起成

立上海铁路局"五·七"办公室，定员主任、副主任各 1 人，科员 6 人。

第二次，路局 1980 年 2 月 21 日 (80)上铁局字第 185 号文决定，将"五·七"办公室改称上

海铁路局集体事业办公室。

第三次，路局 1982 年 9 月 14 日 (82)上铁局人字第 1256 号文将集体事业办公室改为集体

事业管理处。设处长、副处长各 1 人，计划财务科、人事教青科、劳动工资科、生产业务科，定员

共 25 人。

第二阶段:自 1985 年 4 月至 1990 年 1 月，路局建立多种经营管理机构，统管全局全民所

有制性质的多种经营和集体所有制性质的集体事业。管理机构的名称有三次变动:

第一次，路局 1985 年 4 月 5 日 (85) 上铁局劳字第 306 ， 307 号文决定自 1985 年 4 月 1 日

起，撤销上海铁路局集体事业管理处，成立多种经营办公室，是路局负责多种经营和集体事业

工作的职能部门，受局长领导，在业务上受铁道部主管部门指导。并受局长委托，归口领导路

局对外服务公司、旅行服务公司、实业开发公司、美术广告公司、综合服务公司以及联运贸易

公司。办公室定员:主任 1 人，副主任 2 人，设业务科、财务科、劳动人事科，合计 20 人。

第二次，为开展对外业务工作，加强横向联系， 1987 年 4 月 21 日上铁劳 (87) 171 号文决

定，多种经营办公室改为多种经营管理处，对外称上海铁路局多种经营开发总公司。一套班

子，两块牌子。是全局多种经营和集体经济工作的归口管理部门，具有职能和职权双重性质。

多种经营管理处定员:处长(兼经理) 1 人，副处长(兼副经理)2 人，设集体经济管理科、计划财

务科、劳动人事科，共 26 人。.

第三次，为深化改革，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路局 1988 年 7 月 7 日上铁劳(1988) 326 

号文，决定撤销多种经营管理处，成立上海铁路局经济开发总公司，为具有法人资格的经济实

体，同时归口管理全局多种经营和集体经济工作。

经济开发总公司设三部二科一室:即办公室、经营开发部、经营管理部、集体企业部、计划

财务科、劳动人事科，定员 51 人。

第三阶段: 1990 年 1 月 13 日，上铁局劳发(90)028 号文决定，自 1990 年 1 月 1 日起，成立

路局集体经济管理处，设计划财务科、劳动人事科、业务科及直属企业科，定员 24 人，为路局

的职能机构，领导局机关直属集体经济企业并对全局集体经济工作实行政策指导，同时将集

体经济的管理工作从经济开发总公司划出，撤销路局经济开发总公司集体企业部。



1991年12月 19日，路局上铁劳发 (1991 )588号文公布成立上海局劳务公司，法定代表人姚

金荣，这是以安置职工待业子女就业为目的，实行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照章纳税的

集体所有制经济实体，行政上隶属集体经济管理处领导。主要任务:①管理劳务;②输出劳务;

③负责劳务培训、签订劳务合同;④维护劳务工的合法权益。劳务公司设办公室、业务管理部、

计划财务部、教育培训部。各分局、工程总公司、工业公司比照局相应成立劳务公司。1995年后，

路局内部待业子女的安置及内部劳务管理由劳务管理科负责。

1992年，路局集体经济管理处增设办公室及劳务管理科，1992年8月 24 日，路局上铁委组字

(1 992)75号文批准成立政工科。到1995年底，路局集体经济管理处定员:处长、副处长定员3人，

处长室秘书1人，计划财务科定员4人，劳动人事科定员6人，业务科定员8人，办公室定员4人，劳

务管理科定员4人，政工科定员5人。

第二节 路局上海地区集体经济管理机构沿革

铁路上海地区有分局、大口级的集体经济管理机构4家，即上海分局集体经济管理分处，工

程总公司集体经济办公室，工业公司集体经济办公室和路局继业综合服务公司(即以后成立的

新业工贸总公司)。

一、上海分局集体经济管理机构，自 1978年12月至1991年，共经历四次变更:

1978年 12月，上海分局成立"五·七"办公室， 1980年2月改为上海分局集体事业办公室，是

分局的一个职能部门，对分局所属各集体企业负有管理、指导职责。各集体企业属各主办站

(段)领导，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

1981年 1月，分局集体事业办公室更名为上海分局综合服务公司。公司设经理办公室、生产

办公室、人事劳资室、财务室，定员22人。

1984年4月，上海分局各基层站(段)主办的集体企业(含大、小集体)，实行由分局综合服务

公司和主办站(段)双重领导，以综合服务公司为主的管理体制，并明确规定:①综合服务公司

是分局的直属单位，公司党总支受分局党委领导;②各基层集体企业的党、政、工、团组织关系，

一律划归综合服务公司领导;③集体企业干部任免调动，按管理权限办理;④派到集体企业的

全民所有制干部、职工，所有制性质及待遇不变;⑤原主办站段仍应按国务院和铁道部规定，对

集体企业在厂房、场地、机械设备及其他生产资料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

1991年5月，上海分局成立集体经济管理分处(对外称上海分局综合服务总公司)。实行"两

块牌子、一套班子"。分处机关设办公室、人劳室、计划财务室、教育技术室、综合业务部、保卫科

6个部门。在管理体制上，各基层集体企业继续实行"由集体经济管理分处和主办单位双重领

导，以集体经济管理分处为主"沿线各集体企业实行"由主办单位与集体经济管理分处双重领

导，以主办单位为主"。

1992年，分处机关内部机构设置维持不变。 1993年，根据上铁分集(1993)劳字第204号文，

成立上海铁路分局集体经济管理分处养老保险统筹管理中心，隶属分处劳动人事室管理。1995

年分处机关内部机掏设置与 1993年相同，分处机关有行政现员42人，其中全民委派干部26人，

集体职工16人。

为进一步拓宽铁路职工待业子女就业渠道、妥善安排集体企业富余人员，有计划、有组织

地向路内外输送劳务，分处于1992年4月 21 日起成立上海铁路分局综合服务总公司劳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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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参与浦东开发，开辟集体经济新阵地，分处于1992年8月 22日成立了上海铁路分局综合服务

总公司浦东公司。为开辟集体经济新的经济增长点，分处于1995年3月 28 日成立上海铁路分局

闵行运贸综合服务部， 1995年8月 10日成立上海铁路分局兴铁经营部。

二、上海工程总公司集体经济管理机构变革情况:

1979年2月上海铁路局基建工程处(工程总公司前身) ，根据路局 (78)上铁革人字1094号文

件精神，以上铁基办(79)30号文，公布成立基建工程处"五·七"办公室。

1981年4月上铁工程集字88号文决定将"五·七"办公室改称集体事业办公室。

1986年11月，根据路局上铁局劳字[ 1985)307号文精神，撤销集体事业办公室，成立上海铁

路局工程总公司多种经营办公室，负责管理工程总公司的多种经营和集体经济工作。

1990年12月，按照路局上铁劳发[1990)028号文精神，成立上海铁路局工程总公司集体经

济办公室，设主任1人，副主任1人，劳动人事1人，财务2人，业务1人。到1995年，机构、人员无变动。

三、上海工业公司集体经济管理机构变革情况:

1981年10月，工业公司成立集体事业办公室。

1985年4月，按路局 [85]上铁局管字第598号文件精神，以 [85]上铁业字第095号文，成立公

司多种经营办公室，是公司管理多种经营和集体事业工作的职能部门。同时撤销多种经营部。

1990年7月工业公司以上铁业发[1990 ]1 25号文，决定成立工业公司集体经济办公室。

1993年9月 16日，根据路局工业总公司上铁工总发[ 1993 ]1 37号文件的通知，成立了工业总

公司集体经济管理分处，同时撤销工业公司集体经济办公室，分处设主任1人，副主任2人，财会

人员2人，劳动人事1人，生产业务部2人，办公室2人，共10人。

四、路局机关集体经济管理机构变革情况:

路局机关的集体经济，于1980年底由机关工会创办，至1981年9月，成立路局机关集体事业

办公室。

1985年4月，改为路局综合服务公司，领导和管理直属基层集体企业和网点。

19到际1月，路局综合服务公司撤销，改为路局集体经济管理处直属企业科，仍行使原公司l{p，板。

19佣年9月，路局集体经济管理处以集发[ 1990]029号、030号文，决定成立路局继业综合服

务公司，以替代原路局综合服务公司，同时撤销直属企业科，公司职权未变。

1992年6月 13 日，路局以上铁劳发[ 1992]298号文批准在浦东成立新业工贸总公司，为自主

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的集体所有和j经济实体，具有法人资格。总公司设副总经理1名、总经

理助理1名，综合部职工5名，计财部职工4名，人劳部职工2名。另外指派 1人专职负责养老保险

统筹管理中心工作，指派1人专职负责工会工作。总公司先后下设四个公司、一个部。即1993年8

月 1 日，原上海铁路局继业综合服务公司改制成立上海铁路局继业物资公司; 1995年3月，成立

上海铁路华业综合工业有限公司; 1995年8月，成立上海铁路申业劳务有限公司及原来的上海

铁路震远打桩工程公司和新业工贸总公司运输贸易部。

第三节 路局蚌埠、南京、杭州、南昌、福州地区

集体经济管理机构沿革

一、蚌埠分局集体经济管理机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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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 年下半年，蚌埠铁路分局成立"五·七"办公室，负责管理从事劳动服务的家属工。

1979 年初，农村的插队知识青年大批返城，连同留城待业知青、 78 届中学毕业生，形成了

庞大的待业知青队伍。为此， 1979 年 2 月，蚌埠分局印发了计[79]字第 095 号文，成立了分局

城镇知青学工劳动大队。各基层单位也相应成立知青劳动服务队。

1979 年 8 月，分局将原知青办、知青学工劳动大队、"五·七"办三个办公室，合并成立"五

.七知青联合办公室"同年 11 月改为蚌埠分局集体企业管理办公室。

1980 年 5 月，根据路局上铁局 (80)185 号文，撤销集体企业管理办公室，同时成立分局集

体事业办公室，定员 37 人。

1982 年 5 月，成立分局劳动服务公司和分局集体事业办公室，属一个机构、两块牌子。

]991 年 3 月前机构不变。

1991 年 4 月 1 日起，分局以蚌铁劳发 [199 1] 189 号文，公布撤销集体事业办公室，同时成

立蚌埠铁路分局集体经济管理分处。分处设办公室、业务科、计划财务科、劳动人事科、教育科

及运输贸易公司。定员共 37 人，其中行政管理人员引人，列生产人员 3 人，服务人员 3 人。

1992 年分局以蚌铁劳发[ 1992]080 号文，成立蚌埠分局劳务公司，隶属于分局集体经济管

理分处领导，定员 9 人。

1993 年分局以蚌铁劳发 [1993] 420 号文，在集体分处内增设集体企业养老保险金统筹办

公室，定员 3 人。其时，集经分处共设二室四科二公司。即办公室、养老保险统筹办公室、业务

科、劳动人事科、计划财务科、教育科、运输贸易公司和劳务公司。定员总数为 55 人。其中行政

编制 49 人，党群口编制 6 人。现员 40 人。 1994 年分处机构和定员未变。 1995 年分处机构仍设

二室四科二公司。定员不变，现员 40 人中有行政人员 35 人(内大集体职工 5 人) ，党群口 5 人，

分处领导有分处长 1 人，副分处长 1 人，党委书记 1 人，工会主席 1 人。直属企业有五金建材总

厂、分局印刷厂、蚌埠铁路工程公司三个单位。

二、南京分局集体经济管理机构

南京铁路分局待业知识青年劳动服务队，经江苏省劳动局批准，于 1979 年 5 月 10 日正式

开业。知青服务队由分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主办。实行集中领导、分散管理、独立核算、

自负盈亏。不影响参加地方的招工、招兵和招生。

1980 年 7 月，根据路局指示，将"知青办"改为集体事业办公室，统一负责管理知青服务

队、家属"五·七"连等集体事业和分局农、副业工作。

1980 年 11 月，南京市计委批复同意建立南京铁路分局生产服务公司，可下设若干厂、队、

社、组。并同意分局所属南京西站等 12 个单位的"五·七"连上升为集体所有制企业，隶属生产

服务公司统一领导。

1981 年 4 月，分局决定成立芜湖地区集体办，代表分局在安徽省境内联系办理有关集体

事业工作。

1982 年 2 月，经南京市计委批准，成立南京铁路分局劳动服务公司，由南京铁路分局和南

京市劳动服务公司双重领导，与分局集体办实行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的组织形式，同时具有集

体经济管理和劳动就业服务的职能。

1982 年 9 月，撤销分局集体办，把劳动服务公司改为独立核算单位的分局附属机构，设三

科一室:业务科、财务科、人事科和办公室。

1984 年 8 月，分局恢复集体办，为分局职能科室，与分局劳动服务公司实行一套班子、两

块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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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 年 9 月，分局成立多种经营管理分处，同时撤销集体办。多种经营分处下设劳动服务

公司，其内部管理制度不变。 1989 年 3 月，分局又恢复集体办，其隶属关系，由原属分局领导改

归多经分处领导。集体办与劳动服务公司，仍实行一套班子、两块牌子。

1991 年 1 月 1 日起，分局根据路局上铁局办发(1990)437 号文精神，发出宁铁劳发(1990)

555 号文，决定成立集体经济管理分处(对外称劳动服务公司，简称分局公司) ，设业务科、财务

科、人事劳动工资科、保卫科和办公室(均为副科级) ，定员 32 人。芜湖办事处与各站、段分别成

立集体企业管理办公室，负责各自单位的集体经济管理工作。芜湖集体事业管理办公室，业务

上受分局集体经济管理分处指导。

1992 年 10 月 19 日，分局宁铁集分人发(1992) 79 号文，宣布成立集体企业养老保险金统

筹办公室，隶属集经分处领导，挂靠人劳科。 1995 年 1 月 24 日分局决定自即日起成立南京铁

路分局集体经济管理分处劳务公司和集体企业养老保险管理中心，实行一套班子，两块牌子，

行政上隶属集经分处领导。劳务公司经理，养老保险管理中心主任由分处长兼任。财务实行独

立核算、自负盈亏，业务上受路局劳务公司、分局劳务分处和地方劳动部门的指导。

从 1995 年 4 月 1 日起，经分局芜湖办事处、分局劳资分处、集经分处三方洽商，并经劳资

分处文件认定，原芜湖办事处集体事业办公室(定员 4 人)划归集经分处，改名为南京铁路分局

集经分处芜湖地区办公室，定员 4 人。

至 1995 年末，南京集经分处机关的行政部门设办公室、业务科、人劳科、财务科、保卫科、

集体企业养老保险中心(劳务公司)及芜湖地区办公室，政工部门设党委、纪委、工会、及团总

支。共有工作人员 47 人(其中集体职工 16 人)。

三、杭州分局集体经济管理机构

1978 年 1 月，杭州铁路分局党委成立了"留城青年工作领导小组"下设留城知青安置办

公室。同年 9 月 13 日，分局成立"五·七"安置领导小组。下设"五·七"安置办公室。

1979 年 10 月 15 日，成立"杭州铁路分局杭州服务公司"和"杭州铁路分局知青安置管理

办公室"属两块牌子、一套班子。实行自负盈亏、独立核算。

1980 年 4 月 1 日 v根据路局规定，成立杭州铁路分局集体事业办公室，属分局机关的一个

职能科。对外称"杭州铁路服务公司"仍实行一套班子、两块牌子。

1982 年 6 月 1 日，经报浙江省人民政府，由省劳动局批准，成立"杭州铁路分局劳动服务

公司"(对内仍称集体事业办公室)。配备正副经理(主任)3 人，下设办公室、人劳室、技术业务

室、财务计划室，定员共 26 人。劳动服务公司下设商业、运输二个专业分公司。分局劳动服务公

司是在铁路分局和地方政府劳动部门领导下的一个综合性机构。同时各基层集体事业也改为

劳动服务公司，由各主办单位领导，分局劳动服务公司负责业务指导。金华铁路地区成立劳动

服务公司，作为分局劳动服务公司的派出机构，受金华铁路地区党委和分局劳动服务公司双重

领导，在业务上，以分局劳动服务公司为主。

1984 年 11 月 8 日，分局设立多种经营董事会。下设多种经营办公室，多种经营办公室人

员由集体事业办公室人员兼任。仍实行两块牌子、一套班子，领导所辖各经营网点。

1985 年 12 月 1 日起，撤销分局集体事业办公室，成立分局多种经营办公室(对外称杭州

铁路分局劳动服务公司) ，受分局长领导，对全分局多种经营和集体事业进行统筹、协调、服务

监督、指导工作。

1987 年 6 月 1 日起，根据路局规定精神 j成立杭州铁路分局多种经营管理分处(对外称杭

州铁路分局多种经营开发总公司) ，作为多种经营和集体事业工作的归口管理部门，具有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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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权双重性质。分处机关设 5 个职能科室:经营业务科、集体事业科、计划财务科、劳动人事科

及办公室。

1990 年 7 月，分局多种经营管理分处更名为杭州铁路分局经营管理分处。同时分处机关

增设科技开发科，负责分局"两经"系统科技产品研制，实业开发及工业生产的指导、协调等工

作。分局多种经营和集体经济(简称"两经")管理机构实行的是一套班子、三块牌子。对内称"杭

州铁路分局经营管理分处，对外称杭州铁路分局经营总公司和杭州铁路分局劳动服务公司。既

是分局的一个职能部门，又是两个具有法人资格的两种所有制不同性质的经济实体，兼有职能

和职权双重功能的机构。

1991 年末，分处设五科一室:即经营业务科、集体事业科、计划财务科、劳动人事科、科技

开发科和办公室。有职工 37 名(含集体职工 3 名) ，其中工人 1 名，干部 36 名(内技术干部 15

名)。

1994 年 5 月 13 日杭州分局杭铁分劳发(1994) 346 号文公布成立杭州铁路分局对外经济

贸易办公室。 1995 年 3 月新设分处基建科。

至 1995 年末，分处设 2 室 6 科:办公室、对外经济贸易办公室，集体事业科、计划财务科、

劳动人事科、经营业务科、科技开发科和基建科。分处定员 57 人，其中分处长 1 人，副分处长 4

人，分处机关现员的名中有干部 44 人，工人 3 人，其中 35 人有技术职称，9 人系集体职工。

四、南昌分局集体经济管理机构

南昌铁路局于 1978 年设置"五·七"办公室管理机构。

1979 年 9 月 12 日，南昌铁路局以昌铁人字 (79) 558 号文，公布将各级"五·七"办公室更

名为集体企业办公室。

1982 年 3 月江西省劳动局 (82) 赣劳社字第∞3 号文件批准同意成立南昌铁路局劳动服

务公司。 5 月 1 日起，经商昌局批准，正式成立"南昌铁路局劳动服务公司"与分局集体企业办

公室机构同时并存。 1983 年 9 月 29 日又规定各二等站、段的集体企业均实行两块牌子，一套

定员的管理体制。同时设立分局集体企业办公室党委，与各二等站、段党委共同领导和管理集

体企业的各项工作。各站、段设立的集体企业党支部，由分局集体企业办公室党委和站、段党委

实行双重领导，以站、段党委领导为主。

1984 年 5 月 14 日，根据分局昌铁分劳(84)字第 215 号和昌铁分政(84)字第 20 号文件，将

分局集体企业办公室改为集体企业管理分处，设分处长(由副分局长兼)及副分处长 2 人，分处

机关设相应科室，合计定员 3 人。同年 9 月铁道部决定撤销南昌铁路局，南昌分局归上海铁路

局领导，集体企业管理分处仍恢复为集体企业办公室，对外仍称劳动服务公司。 1986 年 10 月，

上海铁路局公布撤销鹰潭分局，并入南昌分局之后，在鹰潭设立了南昌铁路分局劳动服务公司

"鹰潭管理组"协助管理上饶、鹰潭、景德镇三个地区的集体企业。

1989 年 9 月，按照南昌分局昌铁分劳 (89)字第 259 号文件，将分局集体企业办公室(劳动

服务公司)改名为集体企业管理分处，对外仍称劳动服务公司，保持原两块牌子，一套定员的形

式，分处机关设办公室、生产业务科、计划财务科、教育培训科、劳动人事科、审计科，定员 36 人

(含分处长 1 人、副分处长 3 人)。同时设置分局机关直属集体企业办公室，定员 5 人。

1991 年，分处机关设一室六科:即办公室、生产业务科、经营管理科、劳动人事科、职工培

训科、计划财务科、审计科，定员的人，实员 36 人。

1师2 年，分局以昌铁分劳发(1992 )165 号文撤销分处审计科，增设社会事业保险科，之后
又以昌铁分劳发(.1992)071 号文增设劳务公司作为分处的直属单位。以昌铁分劳(1992)33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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