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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1

编辑说明

一、矗乡镇企业劳原称“社队企业"(公社化初期称“公

社工业")．1 984年5月26日，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

农牧渔业部<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的通知》，将

社队企业改名为乡镇企业．本志在提到1 984年5月以前的乡镇

企业时，’仍用社队企业原称．
‘

’

二．湘乡的街道企业由乡镇企业局(社队企业局)代管，

有关统计数字均附于全县乡镇企业(社队企业)统计数字之

内．但在全省总收入按县(市)排列名次时，剔除了街道企业

的统计数字。
’

兰．本志记述的“乡镇企业一，除农业只限于乡(公社)、

村(大队)两级举办的企业外，还包括区、区级镇、乡镇(公

社)、村(大队)及街道，组(生产队)，社员联营(含联

户)．个体举办的工业、运输业．建筑业，商业，服务业等各

类企业． “乡(镇)办企业秒仅指乡(镇)一级办的企业(根据

农牧渔业部规定区办企业一般统讨在乡办企业内)I “乡村企

业力仅指乡镇，村筏两级办的企业，不包括组办，联户．个体

企业， “乡(镇)办工业力，仅指乡(镇)一级办的工业．不

包括其它企业I “乡村工业"是指乡(镇)和村两级办的工

业。

四、本志记述时间，一般从50年代农业生产合作社办企业

起至1986年止．部分行业和产品，根据乡镇企业已经包括了联

户和个体(私营)企业的实际．适当追溯到以前．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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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 973年以前，社队企业未设专门管理机构，资料．数

据残缺不全。1 984年中央将社队企业改名为乡镇企业以前，

县，区、乡(镇)社队企业管理部门对组办，联户．个体企业

均未予管理，本志对此三类企业的记述均从1 984年开始。 ．

六、1 984年以前，无社队企业总产值统计资料，只有社队

企业总收入和社队工业总产值统计资料，所以在计算“全员劳

动生产率"搿固定资产产值率秒“百元资金产值率黟等统计数 ·

据时，采用近似总产值的总收入计算．

七、根据编写志书的一般原则，下限应尽量后延，有的可

记述到脱稿时为止。但根据湘乡的实际，1 986年以前为县，

1 987年改县为市，故正文严格下限至1 986年底。同时，考虑脱

稿时间较晚，特将l 987年以后有关乡镇企业发展情况。，数据，

机构与人事异动、重大事件作为附录记述于志末。

八．本志的编写，得到湘乡市地方志办公室、湘潭市乡镇

企业局编志办、湖南省乡镇企业局编志办的指导，得到本市各

兄弟志办和兄弟单位的热情支持I得到各区，镇、乡企业办公

室和许多企业负责人的大力协助，王亿民，杨志德，’熊韵秋，

黄兴友等同志及本局各股室的同志为编者收集了大量资料，各

区乡(镇)企业办公室和企业单位还在经济上给予资助，在此

一并表示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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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1

概 述

湘乡的乡镇企业是以农民为主兴办的第二和第三产业．它

是在农村工副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名称和内涵的演变可

分为三个时期l 1954年至1958年9月人民公社化以前属农副

业’1958年9月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独

立核算附属于农业的企业，初期叫公社工业，体制调整后，公

社，大队(包括街道)两级办企业，叫“社队企业，，1984年

、 改名“乡镇企业∥，其范围扩展到村民小组所办企业和联户、

个体企业。 ，’

’

：。

． ●

境内农民历有兼营手工业，其它副业和外出熬硝、造纸．’

炼铁，经商的习惯。唐代，湘乡农民以竹料造纸者达数百处．明

永乐年问(1408～1424)土布纺织已成为农民家庭的一项重要副
‘ 业．1723年开始生产“烘糕"，咸丰年间曾成为贡品．1863年
， 在今坪花乡有人采矿炼铁．1867年红茶开始进入国际市场．

1894年潭市铁锅已畅销省内外。清代、民国年间湘乡人外出熬硝
· 者曾逾2万人，仅在攸县炼铁者数千人，当地称之为搿湘帮秽-

万贯的纸伞，丰冲的皮纸，肖家冲的篾席．，士布，潭市的豆腐

和铁锅，中沙，桂花、巴江、虞唐．酒铺等地的土纸，虞唐、一

羊古，翻江等地的石灰，壶天的红薯粉丝，肖家冲，丰冲的斗
1

笠，县城的毛笔．席草以及羊古．壶天等地的煤炭等产品都久

负盛名。 。，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土改，农民和农村手工业者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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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走上合作化的道路。社队企业也随之产生并逐渐发展．

30多年来，经历了反复曲折的过程，大体上可分为以下5个发

展阶段，

萌芽起步阶段
、

1951年，桂花，万里等乡组织4个土纸社，万贯建立雨伞

社．i954年，全县铁木行业组成20个生产组，从业730人。1956 '．

年春，手工业实现合作化，组成69个组，从业2838人。1957年

产值330．4万元。这些社、组，后来一部份成为社队企业，一

部份成为县属大集体企业。 一

1 954年2月．首批建立的道坪初级农业社，除在本地经营

两个纸槽外．还在衡山承包一个纸槽。其木工组除生产木制农

具．家具外，还承建过中沙完小校舍并参与湘乡五中基建。随

后，一些农业社为了给剩余劳力找出路，先后办起缝纫、榨

油、轧花、碾米、烧石灰、铁木加工及采矿等企业。湘乡最大

的农业社——东山农庄，曾陆续办起红砖厂，粉丝厂、瓷厂．

农具厂等企业，从业320人。1955年，岩前．岩龙两农业社100余

人在豹子坑采煤。1956年，横铺乡16个农业社联办石灰厂。撤区

并乡后，一些乡开始办企业．乡．社办企业由此兴起。

1954年至1957年，全县农村工业和手工业产值由468．81万
。

元增至612．41万元．增长31．2％(年均递增9．3％)，建筑业

由6l万元增至1 01万元，增长65．6％，运输业由26万元降至 _

20万元．减少23％；三业总产值由553．81万元增至733．41万

元．增长32．4％，年平均递增9．7％。 t，

．、

大起大落阶段 、’

’

． '．1，

1958年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中共中央提出“工

业和农业同时并举黟的方针，号召实现农村工业化和公社工业

●



．

’

概 述 3

化．要求人民公社大办工业．这年3月，中共湘乡县委召开工

业代表会，贯彻省委工交会议精神，要求“乡乡办工业，社社

办工业"．到7月止，全县建5807个厂．’从业4万余入．当时

除有一批农具修制、农副产品加工．采矿等业企外，有的地方

把理发，缝纫．修理，作豆腐．做颗粒肥料等均叫作工厂．‘随

后，开展了大办小水泥，小化肥和滚珠轴承的群众运动．8，：

9月间．随着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兴起，开展大炼钢铁的群众运

动j在“工农带头，万马奔腾，服从钢铁黟的口号下，‘全县上

阵10TY人采矿j挖煤，炼铁，其它与钢铁无关的企业大多停产

或关闭：；公社将各农业社的企业无偿接收为公社，大队(管理

区)企业，县又将一部份县属轻工企业下放公社管理。19,58年

底，全县社办工业企业502个，全年总产值621．74万元，1959年

达94634万元．． ，’

60年代初．国民羟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黟的

方针，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万韵制度，根据中共

湖南省委关于“公社，大队基本上不办企业矽的指示，中共湘

乡县委提出公社，大队要搞“清水衙门"。1 960年底社办铁厂

全部停办．1961年大多数社队企业下马，同年12月将原下放给

公社管理的46个手工业合作社，仍收归手工业管理局，1962年

社队煤矿全部停办，全县社办工业产值降至4争．7万元。．
、

． ⋯‘ ．_．
．

’。 恢复重建阶段
’

．‘

。。

： t 。
．

‘

1963年至1965年，省，地委先后在泉塘．湖山两公社和东

郊，自田两区办“四清"试点．．中共湖南省委把发展社队企业

作为搞好“四清弦运动六项标准之一．1963年公社工业产值回

·升到110余万元。1964年，全县农村经济巳基本恢复到1959年

的水平．在县境内的中央，省．地属厂矿先后建成投产了’1965

年有1 1个社镇通电(1 961年高压线路开始向农村延伸>。．这



4 湘乡乡镇企业志

些，都为社队企业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条件。至1965年全县新

植园茶5289亩、果树521亩，各种林木14．4万亩，同时，办起

了一批茶、果，林场和农副产品加工企业和农具生产企业，组

织了为大工业服务的采石队、基建工程队。1965年因部份手工

业人员回归手工业社(组)，公社工业产值回落到56万元?但

仍比1962年高出28．1 5％。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主席提出“公社也要由集体办些

小工厂"，1970年国务院召开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号召大力发

展“五小’’工业和社队企业，1971年国务院提出建立县，社、

队三级农机修造网。一批社队综合厂、农机广，翻砂厂，磷肥

广陆续建立．建筑业、运输业相应发展。至1972年社队企业发

展到l 272个，从业1 2246人，总收入11 59．63万元，占公社三级

收入的1 3．2％。其中社队工业产值650．65万元，恢复到1 957年

的水平。
。

积极发展阶段
‘

’

为了适应社队企业发展的需要，1973年县成立社队企业领

导小组，由县委副书记任组长，下设办公室。1974年改设社队企

业管理局，由县委副书记兼局长，除配专职副局长外，计委主

任还兼任副局长，以协调各方关系，促进社队企业的发展。随

后，各区、社社队企业办公室也陆续建立，并有一名党政负责入

主管社队企业。1973年9月．全县召开第一次手工业’，社队企
’

业工作会议，动员发展社队企业。11月，县委组织各区社财会

辅导在双江公社整顿社队企业，帮助公社制订社队企业管理办 ．、

法，湘潭地区社队企业局推广这一经验，对全县社队企业的整

顿发展起了推动作用，至1 975年社队工业总产值巳超过历史最。

高水平．在中共中央转发华国锋关于发展社队企业的一封信

后，县委书记陈军到虞唐公社抓企业整顿和发展规划，社队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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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发展进一步加快。I 976年社队企业总收入2772．7万元，较

上年增110．72％。1978年，全县社队企业发展到1471个，‘从业

34044人，总收入4843．Ol万元，为1971年(此前无专门统计数

字)的484．92％，年平均递增25．3％(其中工业产值2689．23

万元，较1971年增长4．3倍)． ．
，

，

。 上述期间，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极囊左骨路

线的干扰，社队企业曾遭受过挫折。首先是经营范围受到多方

限制，不准劳力外出搞运输、搞建筑，不准社队经商，甚至把社

队企业当作集体经济内部的资本主义加以批判：1969年大桥电

器广聘请外地技术人员开发新产品，被诬为“私招乱雇"，勒

令停业，没收设备，1"970年莲花公社电机厂被当作拓资本主义

黑窝子一处理，办厂人员被批斗广设备被没收，厂房被拆除，

1972年东郊区建筑队被解散，1976年巴江等社在城市参加运幸《

的劳力被迫撤回。其次在分配上，1974年取消工资制，实行劳动

在厂(场)，分配在队，工分加补贴的平均主义分配制度，不

少社队下拨生产队的工分值往往不兑现，造成新的平调，挫伤

了企业人员的积极性。在具体工作中也有一些失误，如1978年

9月，县里将轻工业局管辖的县属镇以下1 o个手工企业戈Ⅱ归当

地人民公社管理，因矛盾很多，难以为继，复于1979年3月又

收归轻工业局管辖，造成职工思想混乱，生产蒙受损失。’
‘

ft

调整改革。全面发展阶段
‘

1979年7月3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发展社队企业若干问题

的规定》，全县社队企业在产品结构，积累与消费的比例等方

面进行调整．按照少关停．多并转、在调整中求发展的原则．

关停了少数能耗高．原材料缺，产品销路差的企业．转产了一

批市场需要，耗能少，劳动密集，服务生产生活．增加出口的

产品，重点发展了商业和建筑业。1979年试办社队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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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社队商业收入864．85万元，成为社队企业五大产业支柱

：之一。由于放宽了劳动力外出的限制，社队建筑业迅速发展．

1983年建筑业收入2084：61万元，为1978年的4．21倍。经过调

整，’1983年与1978年比较，各业在总收入中的比重为1种养业

由9．9％下降为7．8％，工业由55．5％下降为39．7％．建筑业由

10．2％上升为24．3％，运输业由1 2．5％下降为6．33％．商业服

‘务业由11．8％上升为21．7％。其次，从1981年起，全面改革劳

动在厂(场)．分配在队的办法，恢复工资加奖励的制度，增

加了职工的工资收入’同时调整了积累与消费的比例．1971年

至1978年固定资产投资年平均递增35．8％，1979年至1983年为

8．7％。在调整中，有些部门以社队企业“以小挤大．以劣挤

优，以落后挤先进黟为借口，在经营范围、供销渠道上设关立

电使社队企业发展受到一定限制。1979年至1983年社队企业
总收入年平均递增只1 2．8％，．较上一时期低1 2．5个百分点。但

由于注意了在调整中发展不与大工业争能源，争原料的商业和

建筑业，增长幅度仍高于同期全省(1981年比1980年增1．9％)

和湘潭市(1 981年和1983年分别比上年增0．4％和0．6％)的

水平，社队企业总收入在全省县市级排队中由1979年的第2n位

上升到1980年的19位，1981年的14位． ． ．

一 1984年3月1日，中共中央专门为社队企业发出的4号文

件，一再肯定社队企业的地位和作用，制订了方针政策，指明

了发展方向。同年7月，省委、省人民政府作出《关于立足改

革，一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的决定》，中共湘乡县委书记张海根．

县长廖六如分别到广东、深圳考察乡镇企业，1 o)1间，·县委，

县政府领导带领部，办、委、局负责入和区，乡长88人到江

苏、浙江等地参观学习，各区乡也先后组织275人，往外地取

经，经过层层发动．乡镇企业有了较大发展。当年新办乡级企

业70多个，村级企业100多个．乡村企业总收入突破亿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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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较上年增28．7％，增长率较上年高1 1．8个百分点． ’，

从1984年起．乡镇企业的改革全面展开。一是全面推行经

营承包责任制。1979年起．各地逐步推行“五定一奖打(定产

。 值，利润，上交．人员、报酬和奖罚)责任制，1981年部分企

业试行比例分成和大包千责任制，1982年在企业内部推行岗位

责任制，1 983年全面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1 984年全面推行经
’

营承包责任制，以后又不断完善，提高。二是改革层次结构-从

1980年起，农村个体工商业，服务业有了恢复和发展．1984年

经工商登记的有4393户6l 53人，从1 983年起，农村合作经济组

织兴起：1 984年达30户256人。根据中共中央1984年4号文件的

规定，社队企业改称乡镇企业．村以下的组办、联户，个体企’

业均纳入乡镇企业。当年全县乡镇企业总收入达。13214．34万

元，较上年增54．25％，为1976年以来增长幅度最大的一年．

1986年在全县9939个企业和26307．42万元总收入中，乡村企业

分别占16．31％和64．88％，村以下企业占74．69％和35．1 2％．

兰是改革劳动人事制度，厂长由乡村任命改为选举，招标或招

聘．职工由乡村调配改为公开招聘，招考或带资(金)上劳

(力)． ：．
‘

． ’、

‘

． 改革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和效益灼提高。1 986年乡镇企业总

收入比1982年增2．s9倍，．乡．村，街道企业固定资产产值率龟

157％增为324．3％，人平刨收由2184元增为41 06元，人牢创利

由209．67元增为228．7元i‘人平缴税由99．45元增为l 38．84元．

入平工资由646元增为813元。全面改革的三年．乡镇企业总收
， 入增长99．08％，年平均递增25．8％，为增长幅度最大的时

期．特别是村以下企业增长更快，达298．38％。年平均递增

j
经过几十年的曲折历程，乡镇企业逐步发展壮大．1986

年r乡镇企业总产值占全县衣村社会总产值的53737％t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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