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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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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被天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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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济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其他各行各业也焕发了青春，继承、发扬了

各自的传统和优势，迅猛发展，千红万紫，繁华竞逐。这一地区的工

农业总产值大幅度上升，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全国财政上缴最多的10个县市，十之八九出于其间，它是我国经

济最集中、最发达的地区。张家港市就是这个地区最有代表性的县

(市)之一。1988年全市工农业总产值71．93亿元，比1970年增长 ，

了26倍，人均产值9116元，在全国各县(市)中名列前茅。1988年

该市乡镇工业产值达55．2亿元，占总产值的76．7％。农村人均收

入1345元，是1970年的21倍，是我国乡镇工业最发达的地区之+‘

一。本书介绍的就是该市乡镇工业的历史和现状、由来和发展．为

我们评论它的功过是非，总结它的历史经验，探索农村经济发展的．

道路，提供了一份有价值的材料。 7．

编这套书，除了存史，传之后代，还为了向国内外如实地介绍

这一地区的主要行业和它的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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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外向型经济。 ‘，

这套丛书，与。长江三角洲乡镇志丛书”是姐妹篇。它们从不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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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编者献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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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丛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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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嘉湖地区与我国最大的工商业

城市和世界名城——上海密切联系起来，这对上海经济区“心脏地

带”的开发，将有重要意义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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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八九年四月



序

’

乡镇工业，这一农民的伟大实践，已经走过30个年头，历经了

风风雨雨。今天，这一农村经济中的重要支柱，已矗立在广阔的乡

．村，成为农民的希望，繁荣的象征． ．

张家港市乡镇工业诞生和成长的过程，告诉人们，它有自身的

发展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张家港市，原名沙洲县，是江

苏省内一个贫穷落后的地方。山、水、田人均不足l亩，工业基础

薄弱，财力有限。1962年建县时，全县人均工农业总产值仅224

’元，农民人均分配收入62．42元，连简单的生活也难以维持。靠农

业，靠县属工业，尽管艰苦奋斗了8年，到1970年全县人均工农业

产值上升到390元，但农村人均分配收入仅63．38元，与1962年

相比增加不到I元。靠农业，亩产即使达到1吨粮，农民也不能摆

脱贫穷。出路何在?人们在思考，在探索，终于从实践中找到了答

案。不冲破单一农业这个传统产业结构，不改交传统的发展经济的

路子，是没有出路的。这就是张家港市乡镇工业发展的起因，也是，

动力所在．从1973年乡镇工业复苏起步到1988年，全市的工农

业总产值提高到71．93亿元(其中乡镇工业占76．7％)，比1970

年增长了26倍，人均9116元，居全国各县(市)之首，农村人均收

入达到1345元。这是一个巨大变化，它证明了中央制订的改革，

开放的方针是正确的，同时也证明了因地制宜发展乡镇工业、走农

副工综合发展的道路，是符合张家港市实际的农民致富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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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张家港市经济发展的速度确实是比较快的，从

1962年到1970年的8年，全市工农业产值翻了一番，从1971年

到1988年的17年，却翻了四番半。这个速度，不是“大跃进”期间

脱离实际的高速度，而是几十万农民立志改变贫穷落后面貌，艰苦

奋斗创造出来的实在的速度，也是在发展初期的必然趋势。当这种

速度持续到一定的时候，必然会自’行调节。事实上，乡镇工业在发

展过程中，经常地、随时地都在进行自我调整，不断有新工厂出现，

也不断有一些耗能大、效益差的工厂关停或转产。决定的因素是乡

‘镇工业企业自身的素质和竞争能力。

今天，张家港市的乡镇工业已不能与初创时期同日而语，它已

发展了一批具有一定规模、一定水平的工业企业。不少产品填补了

。省内或国内空白，许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已有一定的影响。乡镇工

、业已成为大工业的有力助手，成为不可忽视的一支巨大力量。

《张家港市乡镇工业志》同大家见面了。翻阅全志，不禁使我思

绪万千。我们在以往发展乡镇工业的过程中，有成功也有失败，有

成绩也有失误和问题。这本志书，帮助我们回顾已经走过的历程。

进行认真的反思，总结过去，思考未来。它虽然还不成熟，疏漏和缺

点在所难免，但是，我还是热情地把它推荐给广大读者。因为它比

较系统地、翔实地记载了张家港市30年来乡镇工业发展的事实，

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借鉴，得到启迪。在这里，我谨向本志的所有作

者和征集资料的同志表示感谢!

王振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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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书记事的范围，限于乡(镇)、村、生产队三级的集体所

有制工业。时间断限，上起1956年，下迄1988年。 、。

， 二、本志的结构、体裁，采用编、章、节、目，表列于有关章节之

后。以事分类，横排竖写。全志除概述外，设乡镇工业综述、乡镇概

况和工厂、人物选介三个编。乡镇工业综述编下设体制、行业、生产

经营、管理和职工队伍共12章、62节。
4

三、1983年人民公社体制改革前，县以下各级行政单位分别

称公社(镇)、大队、生产队，工业称社队工业，工厂称社队工厂或社

队企业；体制改革后分别称乡(镇)、村、生产队，工业称乡镇工业，

工厂称乡镇企业。1986年撤县建市前称沙洲县，撤县建市后称张

家港市。
‘

·

．

、
～

。

I四，本志数字、计量，按照1987年1月1日国家语言文字工

作委员会等7个单位联合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

规定》书写：统计数字，凡统计局年报中统计的一律以统计年报为

准，全市历年的工业产值均以1980年不变价计算，行业分类以

1985年工业普查的分类标准划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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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乡镇工业是农村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个新事物，是从农业中、 。

脱胎出来的农村工业，是农村经济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性 j

质是“社办社有，队办队有，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集体所有制。乡 ．

镇工业的职工制度是“亦工亦农”，。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乡
“

、镇工业的发展，使农村不断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

张家港市，原名沙洲县，位于长江下游南岸，总面积999平方
’’

公里，有78．9万人口，69．39万亩耕地，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地区。

它北濒长江，南依沪宁铁路，交通方便。境内的张家港外贸港，是苏 ．

(苏州)、锡(无锡)、常(常州)对外开放的门户。
‘ ‘

、． 长期以来，本地的经济以农业为主，土纺土织和铁、木等传统

手工业较为普遍，工业基础薄弱，人民生活贫困。1949年，本地工 1．、

业产值仅909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4．9％}农村人均收入约

30元。直到1977年，这里还是一个粮食全年亩产超“双纲”(按《农
‘

业发展纲要》提出的指标，达“纲要”为800斤，●双纲”为1600斤)、

农村人均收入不到百元的高产穷县。1978年以后，全面调整经济

结构，走农、林：牧i副、渔、工、商、运、建、服综合发展的道路。1988

年，全市工农业生产总值达到71．93亿元，比1978年增长11．5

倍，农村人均收入1345元，初步改变了长期贫穷落后的面貌。
’

． 本地区的乡镇工业从诞生至今，几经曲折，形成了几个发展时．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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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概述

1956--1970年为初创时期。1956年，境内就有部分高级农业

．生产合作社兴办一些小型加工企业。。大跃进”初期，为了加速实现

工业化，在。县县发展工业，乡乡兴办工业，社社积极参加”的13号

下，不顾客观条件，一哄而起，在几个月内办了数百家工厂。不到年

底，许多脱离实际、盲目兴办的工厂纷纷关闭停歇。在三年国民经

济暂时困难时期，社队工业首当其冲，层层压缩，许多社队企业被

迫关停。到1961年底，境内共有社办工厂99家，产值931万元。

1962年沙洲建县时，正是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时期，社队工业处于

低谷。经过调整，几十家社队工厂分别下放、关并或收归县管。1963

年起，为了发展集体副业、解决农村集镇闲散劳力和一部分城市下

放工人的就业，不少公社、大队又开始兴办小土窑、小作坊和针织、

五金等小工厂；随着政治运动接二连三的开展，社队工业步履艰

难，时而兴起j时而迫退。到1970年，全县农村人民公社的生产总

值19253万元，其中农业占72．4％，林牧渔副占23．2％，社队工业

占4．4％f农村人均收入63．38元，比1949年只增加33元，部分

地方连温饱也不能维持。
7

1971--1978年为复苏起步时期。1971年以后，通过贯彻两次

。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和。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为了积累农

业机械化和农田基本建设的资金，壮大农村人民公社实力，县委提

出了“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和“三就地、四服务、四不

‘争”(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就地销售；为农业生产服务，为人民生活

服务，为市场服务，为大工业配套生产服务，不与农业争土地、争劳

力、争资金，不与大工业争原料)的方针，采取。大厂带小厂，老厂带

新厂，一厂办多厂，母厂生子厂”和“小土群，满天星”的方法，发展

’社队工业。同时成立社队工业管理机构，组织工业、商业、财政、金

融、物资等部门和县属工厂，采取产品脱壳、牵线搭桥、开发产品和

支持物资、资金等办法，帮助社队发展工业。各个社队以砖瓦厂、农

II●l-ldT^}¨$，：：-

j魄1lZf



∥
《

概述3

机厂为基础，积累资金，培养技术骨干，利用靠近上海、无锡等大中

城市和60年代下放工人多，本地土纺土织，小手工业基础较好等

条件，找门路，办工厂，社队工业从此普遍复苏，开始起步。1975

年，全县社队办工厂661家，产值8563万元，其中直接为农业生产
’ 和群众生活服务的农机厂、农机站、粮饲加工厂和小农药厂有300

家，产值5154万元，占60．1％。1976年，全县社队工业的产值超

过1亿元，1978年达到24941万元，比1970年增长28．2倍。 ，

‘

1979--1985年为全面发展时期。1978年以后，通过贯彻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各级党委、政府把工作的重心从阶级斗争转

移到经济工作上来，从单』抓农业转移到农、副、工三业一起抓，以

工业为重点上来。各个社队纷纷找关系，寻门路，铺摊子，，社队工业

迅速发展。1985年，全县共有乡镇工业企业1068家，产值251805

万元，比1978年增长9．1倍，年递增率为40．5％，形成了纺织、轻

工、机械、冶金、建材、电子、化工、食品等行业，以纺织、轻工为重点

的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

，1985年以后，全县乡镇工业进入上规模J二水平，抓管理、再

发展的时期。1985年，县委、县政府提出。三上一高一(上管理、上质

量，上水平，提高经济效益)促发展的方针，全县乡镇工业从以扩大

外延发展再生产为主转到抓管理、抓科学技术、抓设备更新、抓新

产品开发和提高产品质量上来，发展横向经济联系，发展外向型经

济，使乡镇工业不断提高发展。1988年，全市乡镇工业企业发展到

1513家，产值552185万元。其中：1000万元以上的工厂有115

家；87．1％的设备是7¨80年代出厂的产品，并有一批从国外引
进的先进设备。乡镇工业企业拥有固定资产原值139883万元：产

品4000多个，其中国优2个、部优31个、省优44个、苏州市级优

质产品129个，还有一批填补省内或国内空白的新产品，有2个产

一品获国家银牌；有120个出口产品，外贸收购额53750万元，占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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