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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侥平县志·工业志》．是饶平县志丛书之一．是我县置县五百

多年来唯一的一部地方工业志．它的出版，是饶平工业战线精神文明

建设的丰硕成果，是件喜事，值得庆贺·

饶平手工业生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据浮滨塔仔金古墓葬出土

文物Z证毒明，早在商周时代这里便有制作沙泥质，半沙泥质等各种古

陶．元代至明代陶瓷业已很发达。盐业生产更早j宋时沿海各地已普

遍有制盐生产·但在解放前，由于经济封闭，工业生产发展缓慢。

1949年全县工业产值只达518万元，仅卣工农业总严值10．7％．解放

后，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和1958年大办工业，饶平工业始由小到大，逐

步发展．至七十年代中期，已能制造和安装县内第一台3200千瓦水轮

发电机组工程。进入八十年代以后，工业生产发展更如雨后春笋。生

机勃勃．至1987年，全县工业产值已增至2．8亿元，居全县工农业总

产值的一半以上，比1949年增长53．18倍．饶平已从传统的农业社会

逐步转向现代工业社会．
但是；饶平自明代置县以来，由于封建社会的历史偏见和旧史志

学家的思想局限，几代修志：都没有记载下工业生产状况。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虽有两次修志，但由于种种原因，半途而废．19酣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修志这一优良传统，始得到继承和弘扬．
我县自1985年3月成立县志办公室开展修志以来，肩负编纂工业志的
同志，经历数载的深入调查，广泛搜集资料，精心编纂，‘辛勤笔耕，
付出了不少心血，换来了今天的成果．

本志书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求实精神，详细广
泛地记述了饶平工业生产发展的历史和现状，观点正确，内容详备，．
’归类得体，叙述简明，体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可为侥
平工业生产的决策提供历史借鉴和科学依据，同时也是一部较好的地
情书．通过浏览斯志，可以系统地了解饶平工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的‘
概貌，借鉴历史经验教训，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把饶平工业生产推
上新的台阶。是为之序．

詹赦，方潮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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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本志根据《饶平县志》编修工作方案(草案)规定进行，属方志丛书之一。

“一二，本志书编写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辫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

观点，详今略古，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三，本志书编写，上限一般起自明代，个别不限，下限断至1 9 8 7年，重要事项延至

1 9 8 9年。
“

，+四，本志书计量单位，一律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五，本志书的历史纪年，清以前和民国时期，均用历史纪年，并在后面加括号注明公元

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统用公元纪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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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县境内已有晒盐、陶瓷、鲑汁(鱼露)，m灰、砖瓦等手工业。至清代，制糖，

榨油．酿造，纺织作坊以及铁，竹、木、石，泥水匠，遍布城乡各地。清j较、民国初年，县

内所产的红糖，凉果、中成药、陶瓷等产品，已有小盈出口，行销乃：南亚等国家。

民国十年(1 9 2 1年)．县始出现用机器织布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至此，全县捌有

陶瓷、’制盐，制糖、酿造、纺织，服装，制药、建材、竹器，木器、铁器、船舶修造、凉果、

糖果饼食、副食品加工，烟丝加工等2 O多种行业，尤以陶瓷、制盐，制橱，’食品加工、竹

术器加工等行业的产品为大宗。民国二十八年。日军侵饶期间，港}_l封锁，海运中断，城乡

经济备受打击，多数手工业者停歇转行。抗日胜利后鼓有所复苏，但发展缓慢。至l g 4 9

年，全县工业总产值仅有5 1 8万元(含村．以下，按1 9 8 o年不变价换算，下同)．

解放后，着手恢复和发版二L业和手工业生产。1 9 5 0年．接管饶城国民党饶平县党部

印剧所，成立饶平县人民印凰所，成为饶1p第一家斟营工业企业。1 9 5 2年以后，组织个

体手工业者走互助合作道路，先后成立了农具，竹器、缝纫、盐业4个生产岔作社(组)．

工业，手工业生产得到发展，1 9 5 2年工业总产值8 4 3万元，比l 9 4 9年增长

6 2。7％。1 9 5 8年至1 9 5 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对私营1：业，手工业生产资科

所有制方面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经l 9 5 6年台作化和公私合营．纳入丁社会主义建设的轨

道。地方国营工业，集体工业，从无到有，逐步发展，至l 9 5 7匀i，：￡业总产值2 7 2 7

万元，比1 9 5 2年增长2．2 8倍，年均递增率为2 6．5％。工业总产值中，国营工业占

4 7．6 7％，集溶工业占2 4．9 O％，个体手上业占2 7．4 3％，蓉奉确立j’以公有副经

济为主导地位。1 9 5 8年至1 9 6 2年第二个五年计刘期删，正值县J匀掀起大办工业热

潮，县于1 9 5 8年先后办起农机、水泥，造纸、钾镁化肥等地方国营工业企业·各公社也

桕应办起一批社队办工业，形成了地方国营，集体粕社队办三种工业所有制形式。1 9 5 9

年工业总产值3 6 8 5万元，比l 9 5 7年增加3 5．1％．。但因盲目发腱，资金来源靠囊平

诩”，技术设备土法上马，发展规模及速度超越客观条件，导致经济效益羞I加之连续几年

遭受自然灾害，1 9 6 0年以后，县内大部分工业企业关，停，并，转，大多数社、队办工

厂栩继下马停办．至l 9 6 2年，全县工业总产值降为2 8 9 5万元，年均递增率促

1．2％。三年调整期间(I 9 6 8一一l 9 6 5年，，兴建汤溪水力发电站，增加能源，

全县工业生产始有起色，产值也逐年回升，至l 9 6 5年，全县工业企业共l 3 o个(其中

嚣营2 2个)，工业总产值3 7 7 6万元，年均递增率9．2 6％。1 9 6 6年至l 9-／9

．1．



年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正当“文化大革命"的前期，工业企业管理一度出现混乱。但不

久即恢复正常生产，稳步发展，至1 9 7 0年，工业总产值巳达4 6 4 5万元，年均递增率

4．2 8 o／。l 9 7 1年至1 9 7 5年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县境内大办水力发电，汤溪水

电站第一台装机容量3 2 0 0千瓦水轮发电机组及汤溪至黄冈3．5万伏高压输变电线路建

成投产，为工业生产发展增添能源。县内化肥、制塘，罐头、钢铁、电机、冶炼、塑料等机械

化、半自动化现代工业企业陆续兴办，加之油头机床广，汕头罐头厂饶平浮滨加工站，先后

下放支援饶平，全县工业生产迅猛发硬。l 9 7 5年，工业总产值跃至8 4 2 3万元，比

1 9 7 0年增长8 1．8 4 o／，年均递增率1 2．6 4％。1 9 7 6年至l 9 8 0年第五个五

年计划期间，粉碎“四人帮"，全面拨乱反正，工业生产更加迅猛发展，产值逐年上升，‘至

1 9 8 0年，工业总产值1 1 2 9 8万元，比1 9 7 5年增长3 4．1 0％，年均递增率

6．0 5％。1 9 8 1年至l 9 8 5年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企业推行经济体制改革，落实

和完善各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扩大企业自主权．增强企业经济活力，并对工业企业进行穆

顿和技术改造，扩建和新建了一批产品适销，经济效益较高的工业企业。与此同时，乡镇

办，村办，联户办、个体办工jlk蓬勃兴起．促进了全县T__qk生产全而发展。1 9 8 5年，-t

、fk总产照1 7 0 9 3万元，比1 9 8 0年增长5 1．3 2％，年均递增率8．6 3％。1 9 8 8

年至I 9 9 0年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前二年(断限记趸1 9 8 7年)，随着改革，开放的

不断深入，来料加工，来件组装、来样装配、补偿贸易、巾外合资、独资等外向型工业企

业，方兴未艾，对内则发艮横向联营，搞活经济，使工业生产出现了新的局面。1 9 8 7

年，全县工业企业共6 8 0个，其中同营企业5 7个(独立核算2 2个，非独立核算3 5

个)。职工4 7 5 7 8人，其中全民职工4 7 7 5人。工业总产值2 8 0 6 7万元<其中乡

镇村办工业9 7 4 6万元，占仝县-r'_、Ik总产值的3 4．7％)占全县工农业总产值5 8％。在

工、I|，总产伉中，国营工、毗占2 7．5％，集体工、『『，与3 5．1％，村以下工业占8 7．4％。完

成税会9 5 0万元，实现利润5 9 4万元。“七五。计划前二年的工业产值，年均递增率

2 8．1％-，比“七五’规划中年均递增率1 1％大大超过。1 9 8 7年全县独立核算工业企

业全员劳动生产率6 6 8 9元，比l 9 7 8年3 7 7 6元增长近l倍，但因近年投资规模扩

大，每酉元固定资产原值刨产值、创税幂II却分别下降3 3．4％和5 0．8％。经济效益不
t、

高。
’

目前，全县已形成以食品，陶瓷，机械，纺织，服装、建材，化塑、工艺，抽纱等九大

行业为主的多门类工业结构。外向型经济已初具规漠，农村乡镇工业普遍发展，饶平县已从

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向=￡业社会，开始走上产品商品化、工业现代化的道路。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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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私营工业、手工业

第一节解放前概况

解放前，本县传统的农村家庭手工业，主要有晒盐，陶瓷、酿酒，织布，砖瓦、腌制、

棒糖，榨油，‘抽纱及五匠(铁，竹，木、石、泥水灰工)等业，集镇手工业作坊(工场)以

纺织、服装，制鞋，打银、锡薄(南金)、酝造，米面制品，糖果饼食，凉果、铁器，竹

器，木器，鼎镬，船舶修造、印染等业为大宗，且集中子黄冈，三饶。作坊大的近十人，小

均三至五人，多属前店后坊，规模不大。清光绪年间，黄冈打银铜业，锡薄(南金)业有

2 0多家，印染坊1 0余家，从业人员逾百人。二十世纪初期，城乡纺织业很发达，时长

彬，潘段，苗田，田巾等四乡，被称为饶乎织布四大乡，其生产规模在潮汕一带仅次子潮安

的大寨乡。民国十年(1 9 2 1年)，黄冈下市庄七爷在陈晤祠创办“怡怡。织布厂，用

机器织布，是饶平第一家规模最大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民国十二年，全县砖瓦作坊2 2

家，年产砖瓦，仅次潮阳，揭阳。民国二十年至二十三年，黄冈又先唇创建“兴华’、．“庄

’‘南华’等私营织布厂。至民国三十年，私营织布广共达5家，从业3 6 7人，年产土布

·2 0 0 0正，纺织业较为发达。其它手工作坊等行N眨较为繁荣。嗣后，日军侵饶，港口封

锁，城乡经济破产，百、lI，凋零，私营工业、手工业生产不景气．多数手工作坊被迫停办或转

行。抗日胜利后，最有所复苏，但发展缓慢，至l 9 4 9年，全县私营工业、手工业仅存织

布厂1家，年产土布3 0 0,-Et瓷窑3 0家，年产瓷器3 0 0 0多担。其它手工业作坊如磨

粉业、面条业、打银业，锡薄、fp、竹木器业，铁器业、铸鼎业，贝灰砖瓦业⋯⋯等各行业，

均呈萧条衰落景象。
。

第二节 社会主义改造

自l 9 5 0年起，政府对私营工业实行委托加工，计划订货和统购包销的办法，对个体

手工业则组织联营，实行联产联销等生产自救的方针，使全县工业，手工业很快得到恢复和

发展，至1 9 5 2年，全县有国营工业企业5家，私营工业企业4家，手工业合作社(组)

名个，个体手工业8 5 8户。1 9 5 8年起，对私营工业、手工业逐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

一、私营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 9 5 3年4月，县以黄冈酒业产制社和黄冈烟丝业联合产制社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试点
：

．3．



工作I是时东界、拓林．海山三个洒业产制社并入黄冈，成立饶平县洒业联营社。至l 9 5旨

年9月，经县人民政府批准，分别成立公私合营饶罾酒厂，公私合营饶平烟丝厂，为本县工

业系统中最先公私合营的二家企业。1 9 5 6年下半年至l 9 5 7年上半年，全县私营工业

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全行业实行公私合营。参加公私合营的私营工业、手工业共l 2 2

家，职工4 8 5 5人。1 9 5 8年至l 9 5 9年，公私合营工业归口手工业部门的1 l 8-

家，职工4 6 6 3人I归口国营工业部门的4家，职工1 9 2人。在归口上业部门的1 2 2

家企业中，经调整，棉花加工及孵鸭苗等企业归属商业部门，粮油加工企业归属粮食部门。

存下的印刷，酿酒，凉果、鱼徭，烟丝，造纸、水泥，化肥，铸鼎、打铁等1 0多个自然行

业。

所有参加公私合营企业人员，国家采取“包下来"的方针，对私方人员量才使用，经济

上实行定股付息，发给0．5％的利息，自1 9 5 7年1月起付息，至l 9 6 6年6月停

付。在归口工业部门改造的公私合营企业中，任命一名私方人f，{为副J一长，协助企业经营管

理o ：
J

4，

：，个体手工韭的社会主义改造

．1 9 5 2年4月，县总工会，县供销合作总社联合组织工作套i，墙手试办手王业合竹三

社。是年5月，铁器、木器农具业的个体手工业者5 8人，联合组成黄冈农具生产合作社，为

全县第一个手工业合作社组织。嗣后，全县陆续办起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联社。1 9 5‘5车

起，贯彻执行“积极领导，稳步发展”的方针，对个体手工业者全面进行社会主义改造，5墨

1 9 5 7年，全县组织起来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l 0 8个，生产合作组2 2个，入社(组)

人数4 8 5 5入，占从业人数9 4％。初步形成金属加工，五金修配及竹木器加工三个行

业。至此，全县个体手工业经社会主义改造，走上合作化道路。 r．

在经济政策处理上，按自愿互利原则，生产资料折价入股，股金陆续归还。属高级形式．

的社(组)，采用集体经营，统负盈亏，低级形式的社(组)，则采用分散经营，自负盈

亏。

l 9 8 1年以后，在改革，开放中，又新发展一批工业，手工业个体户，并作为社会主

义经济补充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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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县国营工业，始于解放后1 9 5 0年。原饶城国民党饶平县党务印刷机构技接管后， 。

成立饶平人民印届Ij所，为本县第一家国营工业企业，隶属县建设科(后属工商科)。l 9 5 8

年，县政府成立工业科，辖国营厂5家，私营广4家，’职工1 5 6人。l 9 5 6年。社会主+

义改造基本完成后，部份合作企业，公私合营企业对口纳入国营，使国营工业企业增至2 6

家。是年，国营工业产值l 8 0 0万元，占工业总产值6 5．2 3％。l 9 5 8年公社化时

期，县成立工业部，统管全县工业企业。是年6月，先后在县城黄冈镇关锁桥西铡工业区h
‘、

兴建饶平农械厂，饶平水泥厂、饶平造纸厂，在上饶建办饶平炼钢厂I‘在海th(。浮任乡) 。。

办饶平钾镁肥厂，在东界(横山)建办饶平横山化工厂。同时将部份对I-q的公私台营工．也， ，7

集体工业合并转为地方国营企业，全县国营工业企业增至3 1家，其中独立核算的企业杰0

家。l 9 5 9年。县工业部撤销，成立县工交办公室，统管全县国营工业交通企业。l 9 6 0 、．。

年i县果子厂，县酒厂和县农副产品加-r r"合并，成立饶平县联合加工广，县烟丝厂并入饶

平县印刮厂。1 9 6 1年贯彻“凋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工业结构进行调整，‘对一

些原料不足，产品质差，成本高，连年亏损的工业企业，实行关，停，并，转。‘是年，饶乎 ‘：

水泥厂：饶平横山化工厂：饶平钾镁肥厂下马停办，饶平炼钢厂0饶平浮山陶瓷厂分别归上
。

饶公社，沥溪公社为社办企业，饶平县电机厂(原并入的浮滨农械厂归还二轻)下放为汤溪 ．t’|r

社办企业，县砖瓦厂91Ij迁至樟溪黄团港·’原纳入县国营的黄冈建筑工程公司，、又恢复为集体

企业，归还黄冈镇管辖。与此同时，在工业系统中，精简机构，贯彻手工业归队，动员家在

农村的职工回乡参加农业生产。是时，精简下放职工达5 3 8人。至l 9 8 8年，国营工业，
“

企业由3 8家，调整为2 8家，其中独立核算王4家。‘职工由原l 0 6 8人，压缩存5 8 5’．

人。经三年调整，扭转了由“大跃进一所造成的国民经济失调的状况。l 9 6 4年8月，‘县

根据农业发展需要，决定兴建地-j了国营饶平糖厂。越年2月建成投产，初期Et榨甘蔗3 5 0

吨(后改为5 0 0吨)．I 9 6 5年，原并入县联合加工厂的果子厂、洒广，。又分歼各自独

立核算，联台加工厂至此自然消亡。至1 9 6 6年，国营工业企业仅存2 l家．．其中独立核， ‘。

算8家。 ．，：，． 。 j。。+ ，’。，‘

，文化大革命?初期，国营工业企业受到冲击，管理系统失控，生产迭经起落，工业产

值从1 9 6 7年2 5 1 6万元，降至1 9 6 9年l 7 5 8万元，下降幅度占3 0％，企业大’

都陷于半瘫痪状态膏l 9 7 0年以后^汕头机床厂全套设备和技术人屡下放支援饶平，与县

农械厂合并为饶平县机械厂，给饶平机械工业的发展增添了活力。是年，县机械厂又分出成

p，』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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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饶平县铸造厂、饶平县第一农业机械广，县印刷厂又分出县烟丝厂，原下放汤溪公社的县

、。 机电厂，重收回县管，成立饶平县第二农业机械厂(厂址仍在浮演)。为贯彻地方工业支援

， 农业、服务农业的方针，县于1 9 7 1年9月在汤溪水库主坝下兴建水电站，安装3 2 6 0

千瓦水轮发电机组l台，1 9 7 2年2月竣工投产送电，为工农业生产增添能源。是年，汕

头罐头厂浮滨加工站也下放饶平，并迁入联饶高厝铺饶平县罐头厂(该厂于1 9 7 6年迁至

黄冈)。原县农药厂转为冶炼化工厂，年产电解铜9 5吨。县电力厂又分出电机厂，年产变
’

压器4万千伏安。+1 9 7 8年，县铸造厂并入县液压件厂，县电力厂改为县供电公司。

l 9 7 4年1月动工．1 9 7 6年5月建成投产的饶平县氮肥厂，年产合成氨3 5 0 0吨

(1 9 7 8年扩建年产为5 0 0 0吨)。1 9 7 5年6月，汤溪水电站安装第二台3 2 0 0

千瓦水轮发电机组，投产送电。是年，县液压件厂又分出入力，设备，成立饶平县钢铁厂。

1 9 7 7年1 1月，县在联饶建办铁矿。至此，全县国营工业企业共有3 5家，其中独立

核算2 2家，职工共8 4 6 4人，固定资产原值2 1 2 6万元，年产值3 4 5 4万元，占工
， 业总产值4 7．7 7％。r· ，

。、

．。‘ ．．

，1 9 7 9年以后，国营工．业系统进一步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穆的方针，

对产业．产品，技术结构作了全面调整，先后停产关闭的有县冶炼化工厂，县钢铁厂、县农

：一 机第二厂、县氮肥厂。新创建的有饶平电气植绒布厂’．饶平县花岗石板材厂，电子电器公司

等国营企业i并在全系统中开展以提高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为中心的企业整顿，扭亏增盈，

。，． 推行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扩大企业自主权，建立多渠道，多层次的产销结构，发展跨系

．． 统、跨地区横向联营，使国营厂矿企业有了新的活力和新的发展。至1 9 8，T年，全县国营

． 工业企业5 7家，其中独立陵算2 2家。行业有食品、陶瓷，制糖、机械、建材、化工，医

．，’， 药，制盐，凉果，酿酒，鱼露，印刷、纺织(含电植绒布)，电子电器，铁矿场等1 5个，

．’ 职工4 7 7 5人：固定资产原值6 7 8 8万元，产值7 7 2 5万元，占工业总产值2 7．5％，、

利润1 5 5万元。在产值中居前三位的行业是食品工业，占3 7．3 5％；纺织工业，占27．3％．：

，． 机械工业，占1 6．7 0％。在利润中居前三位的是纺织工业，占5 9．8 5％，机械工业，

占2 1．2 9％I食品工业，。占1 9．8 5％．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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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县二轻工业；‘是在原私营工业、个体手工业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属集体所有

。制性质，．．归县手工业联社管理，二轻工业局管辖．

‘解放初期，个体手工业作坊，在县总工会和县供销合作总社的藕助下。组织生产自救，

走互助合作道路．。成立了缝纫，农具、竹器三个生产社和盐业生产互助组，共4 1 4人．个

体手工业作坊8 5 8家，2 8 6 1人；总共从业人数3 2 7 5人．1 9 5 4年，贯彻执行

’∥j ，，，tj ’．．7． ·‘·l’、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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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方针，由小到大，从低级到高级，开展了

手工业合作化运动，对私营工业，个体手工业逐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t到1 9 5 7年，全县

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组)有1 2 2个，职工4 8 5 5人，占手工业从业总人数9 4％，工业

产值6 7 9万元，占工业总产值3 4．0 8％，比1 9 5 2年增长1．2 5倍。1 9 5 8年大

办地方工业，贯彻地方工业必须为农业生产服务和农村经济相结合的方针。全县手工业生产

合作社(组)除对口并入地方国营厂及合作工厂4个，1 9 2人外，剩下1 1 8个社(组)，

4 6 6 3人及个体手工业l 3 0户，1 8 6人，均转为公社厂社办企业。1 9 5 9年下半

年，按行业归并，至年底，全县手工业厂社缩存1 0 9个，9 2 0 7人。是时，各地手工业

广社投入农田水利建设，产制了一批新式中小型农具，以及土化肥，土农药支援农业，发挥

虚有的作用。至l 9 6 0年，集体所有制工业产值1 2 8 6万元，比1 9 5 7年6 7 9万

元，增长4 7．6 oA，占全县工业总产值3 6．0 5 oA。

1 9 6 1年，贯彻中央关于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和口关于手工

北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调整手工业体制，对企业进行整顿。通过整顿，解决了。大跃

进一时期的平调问题，调整生产关系，将盲目转为国营的企业恢复为集体所有制企业，4将不

符合转厂条件的合作工厂，仍复为自负盈亏的合作社，将不宜合并的厂社，重又分开经营。

至1 9 6 5年，共有手工业社l 0 8个，其中社办企业2 0个，职工3 7 9 9人，，产值9 5 5

万元，比1 9 6 0年产值下降2 5．4％。“文化大革命’’期间，二轻所属手工业厂社，：在

初期受到干扰，管理一度混乱，但不久即恢复正常生产。从1 9 7 1年至l 9 7 5年，企业

经过裁并，先后成立农机厂、铁木家具厂、通用机械厂、汽车修配厂、自行车配件厂，五金

制品厂、塑料胶丝厂。同时调整产品结构，把生产重心逐步转为生产简易车床、农用车床，

冲床、台钻、镀锌铁丝，自行车配件、电熨斗等五金机械产品。工业j产值逐年上升，至

1 9 7 6年产值达1 6 8 7万元，比1 9 6 5年增长1．3倍。 ：、：’一’，，

1 9 7 6年，县成立社队企业局后与县二轻局合署办公，至1 9 8 0年8月两局分开．

原来属县二轻局管辖的农村社队手工业厂社，戈Ⅱ归县社队企业局管辖。二轻局除管理县城6

个直属厂外，其余企业均与黄冈镇共管。为加强县二轻工业的发展，翌年l 0月，将原双重

领导C县、镇)的黄冈农具厂、食品厂、五金厂，镀锌铁丝厂，农机配件厂、家具厂。金银

首饰制品厂、绳缆厂，造船厂、木器厂，竹器厂，纸箱厂，．木箱厂，塑料一厂、钟表修配

厂、糖果饼干厂，服装绣衣厂及理发社，油漆社，刻印社等2 8个企业，重新划归县二轻局

管辖至今。1 9 8 4年，系统内企业实行厂长经济承包责任制，扩大企业自主权，增强企业活

力，生产得到发展，系统行业有金银首饰工艺、服装、纺织，塑料、食品，调味i制鞋、橡

胶龟线、五金，机械，电器，家具、绳缆，竹艺，纸木包装等2 O个．1 9 8 7年共有企业

2 8个，职工4 3 t 9人。固定资产原值8 7 3万元，完成产值2 1 7 0．5 4万元，其中

出口值8 1 8万元，产值每年以9．7 1％的速度递增。但由于设备陈旧．经营管理不周，

利润盈亏相抵后，仍亏损1 6．1 1万元．1 9 8 8年通过狠抓企业内部配套改革，引进生
、

。。 ．7．



l产设备2 5 3台(套)，新扩建厂房4 5 0 0平方米，企业技改面从原有的3 5％，提高搿

5 0％以上。改善经营管理，优化产品结构，．广拓产销门路，因而获得较大的经济效益。

1 9 8 8年产值3 8 1 5．1 7万元，其中出口值8 6 6．8 0万元。创汇9 2．8 1万美

一。 元·产值比。上年增长1．7 5倍，比历史最高的1 9 8 5年又增长5％。销售收入
4

2 3 7 9．5 1万元，完成税金8 1 9．0 6万元，实现利润1 0 2．4 0万元。在产值中居
+ 前三位的行业是金银首饰占4 2．8 2％，纸箱占9．3 1％，制鞋占8’．5 4％，在利润巾

居前三位的行业是金银首饰占9 0％，服装占6．4％，制鞋占6．2 5％。
。

f{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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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乡(村)镇工业 ，： 7。

、

．* 。．’ ： ∥

．， 本县乡<村)镇手工业，溯源久远。民国时期，传统手工业有陶瓷，制盐、食品，建

材，纺织、缝纫、中成药，日用小五金，编织工艺，酿造、铁、竹、木加工，副食品加

工，船舶车辆修配等近2 0个行业。其中，以陶瓷、食品，制盐，铁竹木加工四个行业为大

宗，生产规模较大。但多属私营作坊或家庭手工作坊，农余兼工为主。
’‘

乡镇工业的基础为农村手工业。解放后，随着农村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参加农业生产合

作社，1始有社队企业，但仍属于农业社的组成部份。至1 9 5 6年，私营工业和个体手工业

者，’按行业参加公私合营，成为集体所有制企业，隶属于所在的区乡领导，除县城黄冈镇

外，其经营业务受县手工业联社(后改为手工业局，1 9 7 6年以后改为县社队企业管理

局，1 9 8 1年改为乡镇企业管理局)指导性管理。一‘ ’J’“

1 9 5 8年社办工业发展很快，+全县社队工业企业(包括手工业社组)7 1 9个，从业
。

人员1 6 3 0 0人。其中，社办工厂1 8 7个i‘9 5 l 9人．主要行业有五金机械，竹木

器，±农药、土化肥，抽纱工艺，电力，建材、船舶车辆修配，水果加工，粮油加工。副食

品加工等。不久．所有小高炉炼铁、小化肥，小农药等社办厂，均因质差效益低丽下马謦

办。1 9 5 9年底，社队工业缩存5 0 9个．其中社办工厂9 2个，职工9 7 6 0人，产值

8 8 5万元。． t。·。 ， - -‘ ，-一
。-十 、

1 9 6 1年，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一方针，工业体制调整，社队工业企业及

存1 2 9家，职工5 3 3 1人，年产值6 2 2万元，比1 9 5 9年下降2 9．7％。经三年

国民经济调整，农村经济复苏，社队工业又有所发展，至1 9 6 5年；队社工业产值9 5 5

万元，比1 9 6 1年增长5 3．5％。一一
“ ’。 ’‘

一，。

---1 9 8 6年，躁屠县二轻局管辖的7 3个手工业社，下放为公社企业，增强社办工业发

展，‘但遭到“文化大革命班的冲击，”使刚刚恢复起来的社办工业，在所谓_刈资本主义尾

E靠的摧残下．又遭到挫折。产值从1 9 6 5年的9 5 5万元降至5 8 5万元，下降幅度占
v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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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8．7％。- o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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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o．7 6年5月．饶平县社队企业管￡l!局成立．是年1 40月，二轻系统又再次下放

5 8个县集体厂社为扯办企业，乡镇工业发展迅猛。1 9 7 G年底，社队企业增趸1 8 7 0

家，歌工迭4 1 5 O 3人。产值1 4 7 5万元，与1 9 6 6年产值相比增长1．5 2倍。

1 9 7 9年1，J，中共巾央、国务院颁发《关于发肢社队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

草案)p-’1 9‘8 0年省府又发出“关于贯彻执行cfI共中央，国务院《关予发旋吐队企业若干

问题的规定>的补充通知力之后，乡镇工业更加蓬勃发展，企业体；|i|j由姒社队两’级增至乡．、

镇，联营(村)，台作、个体等五级，形成多层次．多门路，多格硒．多种经济成份的体制

结构，促进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1 9 8 7年，乡(村)镇工业企业7 2 o家，职工

2 0 8 6 7人，固定资产原值6 7 5 4．6万元，产值1．5亿元，占全强工业总产值

5 4．3％I比1 9 7 8年4 7 9 8万元，增长2．I 7倍，平均年垴长1 3．7％。完成税

金5 O 0．5 2万元，实现利润8 2 1．3 7万元。乡镇工业年产值在1 0 0 0万元以上的企

业2家．5 0 0万元以下，l 0 0万元以上的企业1 5家。1 9 8 7年。出口工业产品有陶

瓷、抽纱、毛衫，’胶丝绳缆、渔网，竹制工艺，金漆木雕及卫生盐等，、}}i口渣2’5 0 8万

元，占全县出口总值4 1．4％。产品行销欧英‘非州、日本，澳大利弛，泰国．新加坡及

港澳等国家和地区。
．

’

’’

．’

_
．

第四节 部 门 工业

部门工业始于解放后五十年代。时商业．供销．粮食等部门，分别凇设有竹木农具，弹

棉、碾米，磨面．榨油，糕点，饼食等加工业，是本县部门工业的萌芽。

、1 9 7 9年以后，贯彻改革，开放，搞活方针．经济体制进行改革．部门办工业臼益增

多，发展很快，至l 9 8 7年，县供销总社，商业局．粮食局，农iI}=局，：沐北局．水利局．

水产局，教育局，邮电局，广播电视局及建委，外经委等1 2个单位，共有附属工业6 9

家，职工2 2 7 7人，固定资产原值l 0 5 7：g O万元，‘产值2 8 7 8．1 0万元；实现剃

润7 2．0 6万元。其中，1产值在4 0 0万元以上企m：1家，8 o o万元以上企业8家，

1 0 O万元以上企业2家。
。

、
·．

．

t

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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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谣销系统所属芏业

．‘县供销零统办工业始于1 9 5 2年，是本县母早办鄣门工业的单位·幺蚤统共育榨油加
工厂(场)2 9仑l职工5 5 7人·年加工花生蕈脯2．9，l万公斤，产花生油8 5．4．万公

斤，豆麸1 2 8万公斤，产值5 2．4 0万元。1 9 5 4年县油脂公司成立”．供销系统所属

榨油加工业，归口粮油部门管辖．是年，县供销台怍总社子上饶，凤凰两个茶叶主产区．创

办2个茶叶加工产，职工2 8人·主要代国营企业出13茶叶加工精制，年加工茶叶

．9．



、I 9 3 8．8 l担，加工茶梗5 0．8 8担。1 9 5 5年又增办食品，纺织，．建材，金属晶棚

’工，竹木铁加工等r(场)。．部门工业企业增夏2j 6-个，职工l冬7人，产值言2万元。

p‘嗣后，供销系统属下的食品、纺织，建材、茶叶姗玉等企业，归日有关部门经营，存下筋木

加工、棉花加工，金属品加工，铁削品加工等1 0个厂场职工5 9人。1 9 5 8年大办地方

工业，全县供销系统又办起7 0 0多个小型化肥厂，农药厂。但由于盲目办厂；成本高，产

晶质低，经济效益不大．至l 9 8 0年全部下马停办。1 9 7 9年以后，供销系统办工业始

又逐步发展，到l 9 8 7年底统计，共有工业企业1 2家，计彩瓷厂6家，凉果厂1家，

水果综合加工厂1家，贝灰厂1家，精制茶叶厂1家以及初级茶叶加工场、饼食加工场等，

职工8 3 8人。固定资产原值5 5．5 8万元，产值3 5 4．6万元，完成税刊1 9．6 7万

元．

：、商业局所属工业
．

．， - f。

解放初期，商业系统有附设米面制品加工业、经营豆干、豆浆、粳条、面条。工场j乏蔷

简陋，生产规模不大。1 9 5 8年，商业局在东界横LII创建地方国营饶平县钾肥厂，刊用海

水盐卤制钾镁化肥。理年，归口给县制盐局管辖。以后，商业i部门办工业没有发腱。

l 9 7 8年，商业部门办工业又复苏，先后办起簧品7m工广、糕点冷饮广、饼干精果i拥工

场，饮服米面制品加工场等企业。1 9 8 7年5月，又新建饶平县嘉华服装毛织广(属三来

一补企业)。至此，商业局局属工业企业共4家，职工2 0 5人，拥有加工设备1 2 8台

(套)。主要产品有饼食，糖果、糕点，冰琪琳、雪羔、冷饮料，皮蛋、成鸭蛋以及加工出

口毛织，服装等。1 9 8 7年产值1 o 4．6万元，其巾出I：1创汇4．5万美元，实现利润

4．5万元。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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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

：，^ ，。

～

j·‘‘
，． ‘j

。

三。粮食局所属工业 7·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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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系统办土北始于l 9 5 1年。是年6月，建巅饶平县黄冈人民碾米厂(其前身是私

营公发碾米厂，l 9 5 1年初由汕头迁入饶平)；不久又转为地方圆营饶平县黄冈粮食加工

厂j：是本贝．第二家粮食加工的国营企业，．配有内燃机，谷砻机，碾米机5台(套)，日碾大

米1 5 0 0 0斤。至l 9 5 8年，粮食局所属工业企业增至7个，其中．国营1个，公私合营

6个，职工l 8 7人。拥有加工设备2．4台(套)，2 0 8匹马力。年加工大米2 2 l 7 6

吨，产值8 2 8万元，利润4。2 5万元。尔雷，粮油工业产值，利润逐年稳步上升。

1 9 6国年至1 9 6 2年，由于农业遭受自然灾害，粮油加工业产值下降。1 9 6 4年起又

回升，时国声内燃机和其它粮食加工机械设备成批供应，，弧上县内水电事业的发暌，，各公

社：’犬队纷纷建厂，粮油工业发展很快。j：，至’l|9 8 7年，粮食局所属粮食加工厂共1：7·家

其中，“独电核算4象j职工2 1 8人。固定资产原值1．1 0-4万元，产假5 1 5．2万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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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6．2 l万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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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育局所属工业

： 教育系统办工业始于1 9 5 8年“大跃进’’时期。全县3 2所中学(含职业中学)建有

小高炉，炼钢铁小型工厂4 9个，炼出生铁2．5吨，钢铁5 0 O斤及产制教学所需的工业

原料2 5个品种。至1 9 6 0年由于产品质差，所有校办工厂停歇荒废。l 9 6 4年重视勤

工俭学，校办工业又复苏，教育局所属工业厂场(车间)共2 1 3个，同时与社会上对口的

厂社挂钩。‘“文化大革命厅期间，校办工业又停办。1 9 7 9年以后又再恢复发展。1980

年，县教育局创办饶平县教育局附属教具厂，职工2 O多人，产制各种纸簿文具，教学用

具。1 9 8 5年教育部门工业企业共2 2家，产值1 8 2．4 8万元，利润1 7．5 5万

元。1 9 8 7年，局属工业企业增至8 5家，其中县局属1家，中学校办1 7家，小学校办

．1 7家。产值5 4 7．2 1万元，利润8 8．0 7万元。产值、利润比1 9 8 5年分别增长

暑．1 8倍和8 8％。现拥有彩瓷，印刷、教学仪器模具，塑料制品、小五金，木材加

工，食品加工等8个行业。

五，农委部门所属工业

农委部门办工业，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发展起来的。1 9 8 0年起，县农委贯

彻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利用当地资源，投资创办企业。至1，9 8 8年，共有工业企业

·1 0家，职工2 8 7人。计有茶叶加工、水果加工j木材加工，饲料加工、对虾急冻加工!

：制冰、水产品冷冻等行业。固定资产原值6 6 8．1 3万元，产值1 0 9 5．7 4万元j完成

税利1 8．6 8万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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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其它部门工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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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县外经委，建委，邮电局、广播电视局等4个单位，也先后创!办工业。

：1 9 8 7年，共有工业企业5家，职工1 t 6 0人。计有抽纱公司附属厂、水泥预翩构件

厂2家，水泥电杆制造厂、广播器材水泥秆厂等。固定资产雅值2 1 9．6 9万元，产值

8 9 1．1 1万元，创利润8 2．6 6万元。

第五节 外引内联工业

一，对外来科艏生业

本县对外来料加工业，是在原有外贸部门加工出IZl产一|}{，的基础上，引进发展起来的新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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