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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经济发展

无锡，自古以来经济就较为发达。明清时期，无锡依凭优越的自然条件、便利的水

陆交通和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社会生产力得到较快的发展。农业上由于精耕细作、兴

修水利，亩产量增加，粮食自给有余。农村家庭副业日益兴盛。自明代中叶开始，土布

已成为无锡“生产之一大宗”；农村“比户以蚕桑为务”，“饲养者日多一日，而出丝亦年

盛一年”I内塘养鱼也形成相当规模。城镇中，手工业户星罗棋布，各具特色。惠山泥人、

锡绣等民间手工艺品享誉国内。与此同时，商业日趋繁荣。丝行、茧行林立，土丝成为

无锡早期出口贸易的主要商品。土布贸易兴旺，至明末，无锡已被称作“布码头”。特别

是粮食商业，发展迅速。早在元代，无锡已是邻近县上交漕粮的集中地。至清代前期，无

锡稻米集散不仅经营规模、交易数量居江苏各县之冠，而且成为漕粮的主要采购地和

“产者输之，购者集之”的粮食余缺调剂市场。光绪初年，江浙两省漕米改为折银征收后，

无锡成为江浙两省办漕中心，年办漕粮130万石(9．75万吨)。上海的米行、江苏棉区的

粮商到无锡采粮、购米，无锡成为北输漕米、南供民食的米市。米市的形成和扩展，又

促进土布的贸易。清代中期以后，无锡土布产销进入全盛时期，年销量达七八百万匹。粮

食、土布和茧丝交易需要汇款和堆存，钱肆、钱铺等应运而生，堆栈业也蓬勃发展。

甲午战争以后。许多有识之士看到国家积贫积弱，主张“实业救国”、“科学救国”、

“教育救国”。清政府也放宽了对开矿办厂的限制，出现了若干有利于民族资本发展的政

策。这期间，无锡经济发生重大变化：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开始建立，且发展较快。这些

企业以纺织、缫丝、粮食加工业为主体。无锡成为全国民族工业的发祥地之一。金融市

场活跃，钱庄增加。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钱庄业与土丝业合建钱丝两业公所，开办

同业汇划市场，办理同业间钱两汇兑、拆放、贴现和票据清算，成为国内最早的票据交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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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所。光绪三十四年，无锡又开设信成商业储蓄银行无锡分行。米市进一步兴盛。至宣

统二年(1910年)，粮业所收厘捐占锡、金两县商业捐(包括工业)的30．2％，成为

“百业之首”。这期间，工业企业所需的资金，往往取之于粮食贸易的盈利，而工厂的兴

办，食用商品粮人口的增加，又促进了粮食贸易。由于商业的兴旺，商人中有更多的资

本投入于工业之中。

辛亥革命后，政府采取奖励办企业的措旋。自民国初年至日军侵占无锡前，是无锡

经济在曲折道路上前进，获得较快发展的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几年中，西

方国家忙于战争和战后恢复，暂时放松对中国的经济掠夺，无锡工商业获得迅速发展。至

20年代末，无锡工业总产值达9882万元(不含建筑业、手工业)，农业总产值为5927万

元，工农业总产值之比为5。3。商业进销两旺，特别是米市，从以米稻为主，变为稻米、

小麦、黄豆、杂粮并重，年成交量达1000万石左右。无锡成为全国四大米市之一。

民国18年(1929年)秋，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危机波及无锡，一批

工厂倒闭或被抵押，钱庄、商店闭歇者也甚多。上海原是无锡大米的主要销售地，经济

危机中上海的进口大米倒流无锡。加上民国20年的严重水灾，农田被淹，米价陡涨；蚕

农破产，桑田锐减，农民流离失所。

在严重的经济危机面前，无锡一批实业家励精图治，改进企业管理，加强技术改造，

使企业转危为安。自民国21年后，生产逐渐恢复，至民国25年，无锡已成为国内重要

的工业城市。商业也日趋繁荣。尤其是粮食业，至民国25年，粮食的集散总量、加工能

力、仓储容量、运营总功能均居全国四大米市之首。金融业也进入全盛时期，无锡成为

江浙一带著名的“用款码头”。农村中，出现资本主义性质的实验农场和蚕种制造场，农

业机械得到推广。至日军侵占无锡前，无锡共有戽水机1000台以上，使用机器戽水的耕

地面积占总面积的70％。

民国26年11月25日，日军侵占无锡，无锡经济遭到惨重的破坏。日军在无锡杀害

14150余人，烧毁工厂厂房28537间、商店店堂54268间、学校校舍及机关团体房屋10240

间、居民住房65600余间、名胜及祠堂2105间，抢走粮食545万余石，财产损失20730

万元以上。工厂损毁严重，未毁的机器、原材料也被日军劫掠一空。北塘运河沿岸371家

商户毁于战火，其中银行11家、钱庄15家、米行81家、纱号和绸布号41家、粮食和

丝茧堆栈9家。水陆交通一度全部中断。损失货轮20艘，货船、木船1200艘。锡沪公

司损失客车68辆。战争也给无锡农村带来灾难，战前有耕牛3．2万头，战后已不多见。

日军还以“占用”、“租用”、“统制”等手段，建立起殖民体制的经济秩序。大米被强迫

低价征收。无锡原来的经济结构解体，经济严重倒退。这期间虽出现为数不少的“家庭

工业”，但规模小，经营分散，设备陈旧落后。商业出现虚假繁荣，兴旺的是为少数人服

务的菜馆、戏园、妓院、赌场、鸦片售吸所。

抗日战争胜利后，无锡经济有所复苏。由于市场对纱、布需求量激增，棉纺织业恢

复较快。交通运输业也迅速恢复。市场物价趋稳，批零企业成倍增加，从事埠间贩运的

商贩也日益增多。银钱业陆续复业，民国36年，各行庄存放款总额830亿元。但这种景

象没有维持多久。由于国民党统治集团发动内战，横征暴敛，滥发纸币，造成物价飞涨，

．通货膨胀，投机猖獗，市场混乱，美国又倾销剩余物资，无锡经济陷入困境，民族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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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经营困难，人民生活日益困苦。

1949年4月23日，无锡解放。无锡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面对解放初市场秩序混乱，投机资本扰乱金融，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工厂停工、半

停工，人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的局面，无锡市人民政府采取措施，整顿和恢复发展经济。

在城市中，将敌逆产和官僚资本企业收归国有，建立起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有经济，同时

组建发展合作社经济，对私营工业积极扶持。通过组织粮食等生活必需品低价抛售，收

缴和兑换银元，取缔地下钱庄和露天投机市场，提高存款利率等手段，打击投机资本，平

抑市场物价。在农村中，发动群众，开展土地改革，至1951年9月，土地改革完成，农

民真正成了土地的主人。经过1950--一1952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无锡经济走上稳步发

展的道路。1952年，全市社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1倍多。

1953"--1957年，无锡市在制订、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同时．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

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农村，按照自愿互利和全面规划、

加强领导、有计划分步骤发展的方针，通过组织互助组、初级农业合作社，到社会主义

性质的高级农业合作社，实现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至1956年底，郊区建立高级社147

个。在城市，国家对私营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通过加工订货等方

式进行合作，并着手发展公私合营企业。1953年和1954年，国家对粮食、油料、棉布、

煤炭先后实行统购统销，从而控制市场，稳定物价，削弱了资本主义工商业与农村的联

系。私营工商业进一步依附国营经济。1955年起，通过私私合并、私私联营、以大带小、

以先进带落后等形式，在棉纺、榨油、丝织、冶坊等工业行业首先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

同时，对私营批发商、零售商的改造采取限制和逐步紧缩的方针，先后对13个行业758

户零售商签订“购销业务合同”，把他们纳入国家计划轨道。批发商或转向工业，或转入

零售，年内私营批发商营业额仅占全市批发销售额的2．5％。至1955年底，布绸、百货、

南北货、茶叶等4个行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1956年1月，资本主义工商业形成全行

业公私合营高潮。私营工商业者纷纷要求批准公私合营。全市批准公私合营的工商企业

共2139户，其中工业819户，商业697户，交通运输业368户，手工造船业298户。5371

户个体手工业者与原来的116个社也组成199个合作社。至此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

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的基本完成，促进了经济的发

展。1956年，全市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8％，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25．39％，社会商

品零售额比上年增长15．18％。

1958年，以冬春农村兴修水利、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和开展高产丰收竞赛为序幕，无

锡市各行各业掀起。大跃进”高潮。由于在所有制上急于过渡，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造

成人力、财力、物力的严重浪费和经济比例关系的失调。但在此期间，发展了一些新的

工业门类，建成了一批重要的工业项目，生产能力增加，乡镇工业也应运而生。自1960

年起·全市经济出现严重困难。1961年起，无锡市认真贯彻中央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

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对国民经济进行综合平衡，缩

短基本建设战线，调整工业布局，对部分企业实行“关、停、并、转”，精简7．2万名职

工下乡务农。严格信贷管理，加强现金管理，实行工资基金监督，清理积压物资，搞活

资金。对18类主要消费品实行凭证限量平价供应，提高粮油统购价并相应提高食油统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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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对部分商品实行高价敞开供应，同时开放集市贸易。农村中将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

单位下放到相当于原来初级社规模的生产队。全市从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加强和支援农

业。

通过贯彻调整方针，无锡市经济形势逐年好转。1963一-1965年，工农业总产值年平

均递增19．1％，财政收入年平均递增29．3％，城镇和农村储蓄存款年平均分别递增

19．1％和33．2％。1965年，全市经济形势出现前所未有的好势头。社会总产值11．15亿

元(当年价)，比1957年增长96．46％，其中工农业总产值10．29亿元(当年价)，为1957

年的2．02倍，社会商品零售额15992万元，比1957年增长24．81％。市场呈现繁荣景象，

议价商品和集市贸易商品价格下跌，高价商品和议价的肉、禽、蛋恢复平价。郊区农村

纠正了“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抓紧粮食生产，兴修水利，开展农田基本建设，

选育和引进高产品种，1965年粮食总产量达3．82万吨，比1957年增长33．5％，亩产量

达585公斤，比1957年增长95．19％。

“文化大革命”初期，无锡市大批从事经济工作的领导干部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

的当权派”受到批判；管理机构瘫痪，干部、科技人员下放劳动，正常的经济管理受到

严重削弱；生产下降，事故增加；商业网点大批撤并，集市贸易关闭。1967年，全市工

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22．16％，财政收入下降37．46％。1969年后，生产逐步回升。在

“大力开发江南煤田，扭转北煤南运”的热潮中，煤炭工业从无到有，弥补了市场缺口。

合成纤维、电影胶片、手表等一批重点产品相继出现，并形成一定生产能力。农村的粮

食和副食品生产有所发展。尤其是乡镇工业，克服阻力，增长迅速。

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无锡市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1978年，工农

业总产值比1976年增长25．23％，社会商品零售额增长31．78％，外贸商品收购总值增

长9．49％，财政收入增长19．22％。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工作的重点逐步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为扭转国民

经济重大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的情况，自1979年起，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

提高”的方针。无锡市着重调整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例关系，压缩重工业的投入，

加强农业和轻纺工业，发展消费品的生产l调整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压缩基本建设

规模，紧缩财政信贷，积极解决人民生活中长期积累下来的问题，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1980年，经济体制改革在无锡市逐步展开。首先是在农村，1980年1月，郊区全面

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公社、大队(乡、村)建立为农服务的经济实体，灌溉、

耕耙、植保等机械作业仍由集体经营，为分户经营的农户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随

着农业劳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和为农服务社会化程度的提高，粮食种植逐步向种田大户集

中。在稳定粮田面积的基础上，按照服务城市、发展外贸、活跃市场、富裕农村的原则，

调整农业结构。同时，采取“以工补农”(以工业收入补贴农业)、‘‘以工建农”(从工业

利润中拿出一部分用于农田基本建设、购置农机具和对开发性生产的投资补贴)的办法，

改善农业生产条件。1979---,1985年，全市乡镇工业累计补贴农业7．6亿元。大力发展乡

镇工业，中共无锡市委总结和推广无锡县堰桥乡乡镇工业“一包三改”(实行以经理、厂

长为主的经济承包责任制，改干部任免制为选聘制，改工人录用制为合同制，改固定工

资制为浮动工资制)的经验，调动乡镇企业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促进了商品生产和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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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发展。全市农村形成以乡镇工业为主的经济结构。

在城市，经过几年的试验和探索，自1984年起。以扩大企业自主权，增强企业活力

为重点，全面推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和多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同时，对计划、财

税、金融、价格、物资、劳动工资、外贸等体制进行初步改革，培育和发展各种生产要

素市场，陆续建立物贸中心、钢材、化工轻工原料、木材建材等生产资料市场。商业、供

销、粮食部门也建立一批贸易中心。集市贸易兴旺，至1985年，全市已有各类集市贸易

市场312个(市区59个)。

1985年，无锡市被国务皖确定为长江三角洲沿海经济开放区开放城市．按出口贸易’

需要发展加工工业。当年全市外贸收购总值96463万元(计划价)．比1978年增长1．81

倍。超过千万元的出口产品14个，收购值63942万元。全市利用外资项目90个．直接

利用外资6972万美元，中外合资、合作企业10家。

通过贯彻“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等方针．无锡市经济实力明显增强。1985年，

全市国民生产总值79．84亿元(市区30．78亿元)，比1978年增长2．2倍(市区增长1．a5

倍)I国民收入71．33亿元(市区27．17亿元)，比1978年增长2．27倍(市区增长1．47

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2049元(市区3691元)，比1978年增长1．98倍(市区增长

92．9o／／)；人均国民收入1830元(市区3258元)，比1978年增长2．04倍(市区增长

94．5％)；财政收入16．49亿元(市区9．7亿元)，比1978年增长75．4％(市区38．1％)。

无锡市成为江苏省重要的经济城市。1985年，无锡市人口占全省的6．3％．职工占

全省的9．5％，工农业总产值占全省的15．2％，均居第二位。农业总产值占全省的4．9％，

居第十位。财政收入占全省的18．6％，居第一位。社会商品零售额占全省10．2％，唇第

四位。外贸收购总值占全省17．2％，居第一位。全市人均工农业总产值、财政收入均居

全省第一，人均社会商品零售额和职工年平均工资均居全省第三。在全国15个经济中心

城市中，无锡市人口居第十四位，职工人数居末位，固定资产原值居第十四位，工农业

总产值列上海、北京、天津之后，居第四位，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居第十三位，外贸收购

总值居第七位，地方财政收入居第十位，按全市人口计算的人均财政收入列上海、北京、

天津之后，居第四位。

第二章经济结构

第一节所有制结构

解放以前，无锡98％以上的生产资料为私人所有。解放后，人民政府接管了敌逆产

和官侉资本经营的生产资料，将其改变为国营企业，并建立国营苏南建中贸易总公司、国

营中国蚕丝公司苏南分公司。到1949年底，无锡市共有工业企业1144家，其中国营、地

方国营企业12家，私营企业1132家。在全市工业总产值中国营工业产值占2．25％，私

营工业产值占97．75％。在全市社会商品的批发总额中，国营商业占2．23％，私营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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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97．77％；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国营商业占0．34％，合作社商业占0．04％，私营

商业占99．62％。解放初期，尚保留私营银行11家、私营钱庄6家。在交通运输等行业

中，国营经济占的比重很小。

1950一"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无锡市先是在农村中开展土地改革，变封建的土

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郊区土地改革从1950年9月试点开始至1951年9月颁

发土地证止，共没收征收土地10168亩，占全部耕地面积的7．9％。在城市中，一方面通

过国家银行、国营公司对私营工商业发放贷款、收购产品，提供原料，帮助其克服困难，

恢复生产I另一方面，运用行政、经济和法律等手段，打击投机奸商，开展“五反”运

动。先后取缔地下钱庄100多家，56家银楼停业。在与粮商进行平抑粮食价格的斗争中，

一批私营粮行倒闭。1951年6家私营钱庄先后报歇清理，私营银行逐步实行公私合营。在

调整公私关系方面，通过国营公司对私营企业开展加工订货业务，指导私营企业成立联

营组织，创办国营企业，建立合作社组织，推行加工订货、收购包销、统购统销、公私

合营等措施．公有制经济得到发展和壮大，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显著提高。1952年11月，

公私合营银行全部结束，金融业务由国营银行统一办理。到年底，全市1236家工业企业

中，国营、地方国营、公私合营、合作社营的工业企业数增加到37家，年产值占全市工

业总产值的比重提高到18．55％；私营工业企业1199家，另有个体工业单位7997家，年

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下降为81．45％。国营公司有效地控制了工业品的原料和

成品。全市28728家农户中，合作社和互助组经营的耕地面积2．74万亩，占全市总耕地

面积的22．03％。商业行业发展具有集体所有制性质的合作社组织。1952年，国营和合

作社营的社会商品批发额占全市总批发额的81．31％．社会商品零售额占全市零售总额

的30．26％；私营商业占社会商品批发额和零售总额的比重分别下降为18．69％和

69．74％。同年，交通运输业的货运量地方国营占31．65％，私营占29．94％，个体占

38．41％。在1952年，成立地方国营建筑公司，有固定职工732人，其余泥、木工匠，均

由营造作临时招雇。

1953年，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国营经济进一步壮大，并通过对粮食、棉花、煤

炭等主要农产品和重要工业品实行统购统销，进一步控制市场，稳定物价，加强对私营

企业的利用、限制、改造，私营经济进一步依附于国营经济。同时，在工商业中，不断

扩展公私合营企业，在农村发展互助组和合作社。到1955年底，全市已有公私合营的工

业企业34家，其全年生产总值已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53％。同年，对全市134户私营批

发商进行改造，有51户转向工业，私营批发总额只占全市批发总额的2。5％。12月17日

对布绸、百货、南北货、茶叶等4个行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

1956年初，全市掀起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所有制结构发生根本性变革。农业实行合

作化，至1956年3月，郊区共建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22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7

个，入社农户占总农户数的98．1％．至年底，全区共有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47个。私

营工业企业是年全部改造为公有制企业，其中绝大部分实行公私合营，其余的或并入国

营企业，或参加合作社。至年底，工业中，国营企业31家，占总数的11．7％，产值占

13．6％；公私合营企业231家，占总数的86．8％，产值占85．9％；合作社营4家，占总

数的1．5％，产值占0．5％。手工业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全部实现合作化，按行业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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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组成手工业合作社(组)202个，社(组)员13315人。接着，全市合作社(组)分4

批，全面进行合并改组，组成统一核算、集中生产的合作社(组)66个，统一核算、分

散生产的合作社(组)40个，分散生产、各负盈亏的合作社(组)91个。通过公私合营、

组织合作商店和小组、并入国营公司等形式，对8023户私营商业进行改造。当年在批发

总额中，国营占92．69％，合作社营占5．98％，公私合营占1．33％l在社会商品零售总

额中．国营占45．06％，合作社营占6．61％，公私合营和合作社(组)占46．2％，个体

商贩及服务摊点占2．13％。交通运输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后，内河货物周转量中，地方

国营21152．74万吨公里，占85．74％，合作社3519．02万吨公里，占14．26％。建筑业

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后，国营、地方国营的职工人数已达7862人，占全部职工的86．7％，

公私合营1004人，占11．07 oA，尚有个体自营人数202入，占2．23％。

1958年，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农村的合作社全部转为人民公社，土地、重要生产

资料为公社集体所有。“大跃进”期间，郊区8个公社办了200多个工场，其中社办45个，

其余为队办。

“文化大革命”期间，公私合营企业全部转为国营企业，并有一批集体所有制企业改

为全民所有制企业。在农村中，片面强调。一大二公”，限制甚至不准个体经济存在，一

些个体工匠、个体摊贩均被作为“资本主义尾巴”割掉，形成单一的公有经济。至1976

年，全民所有制职工19．39万人，占72．92％；集体所有制职工7．2万人，占27．08％。

在这期间，社办工业进一步发展，1977年产值达6623万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2．24％。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无锡市所有制结构出现较大变化：个体经济在小商品生

产领域以及商业、服务业、饮食业、交通运输业等行业得到一定的发展。农村推行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各类生产专业户，其土地及重要生产资料由农户承包经营、家庭

独立核算，所有权仍归集体所有。出现外商投资企业，1983年9月无锡市建立第一家中

外合资企业江海木业公司，其中外方投资占企业注册资本的40％。企业间开展横向经济

联合，出现全民与集体合营的形式。

至1985年，无锡市的所有制结构表现为以全民所有制经济为主导、集体所有制经济

为重要组成部分、个体经济和外商投资为补充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结构。在全市工业

总产值中，全民所有制工业占44．85％，．集体所有制工业占51．26％，全民与集体合营工

业占3．75％，中外合资工业占0。14％。在全市农村耕地面积中，由全民所有制农业经营

的占0．15％，集体所有制农业经营的占89．75％，农民自营地占9．93％，其他占0．17％。

全市有零售商业、饮食业、服务业网点36054个，其中国营1416个，占3．93 oA；供销合

作1323个，占3．67％l集体所有制7694个，占21．34％；个体25620个，占71．06％，

还有合营商店1个。在建筑业建筑安装工程量中，全民所有制占69．23％，集体所有制占

30．77％。在交通运输货运量中，个体运输占20％左右。金融、邮电、外贸、粮食、物资

等部门，全部都属全民所有制企业。

第二节产业结构

1949年，无锡市的产业结构，按国民生产总值计算，第一产业占7．08％，第二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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