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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为区域性乡镇企业专志。全志以马

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存真求实、详

今略古，体现时代特点，突出地方特色，力求思想

性、科学性、资料性相统一。

二、本志记事范围，以现行区划为界，不越不

弃。时间上限，一般，起于1958年社队企业诞生

之日，下限止于1994年，少数地方适当上溯下延。

三、本志所用资料来自地区档案局、本单位资

料室及口碑、调查材料，业经考证核实，，编篡时一

般不另注出处。

四、所用数据以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为准；如

有所缺，则用主管部门的；如系调查数字，则在文

中注明。

五、全志采用规范的语体文、记述体及第三人

称记述，行文以《湖南省志编写行文通则》为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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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企业原称社队企业：诞生于1958年一，六、七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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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经历了曲折发展阶段，八十年代后加快，了发展速度。

郴州地区社队企业局成立于1973．年3月(1995年3

月地改市后为郴州市乡镇企业局)。从此，乡镇企业的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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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逐步走向了健康发展的道路，从少到多，从弱到强，从

“种、养、加”、“砖、瓦、灰、砂、石”逐步发展到今天有一大

批规模较大、技术含量较高、产品在国内外拥有一定市场

的骨干企业。乡镇企业，今天已经成为我市农民脱贫致

富的必由之路，成为农村经济的支柱、地方财政收入的重

要渠道、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乡镇企业成为

广大农民群众和各级领导的内在要求和自觉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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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乡镇企业是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而发展的，它的

发展壮大是我国“改革开放”等重大战略决策的具体体

现。全市乡镇企业发展为历届各级党委、政府重视，部门

关心、支持，先后制定颁发了不少优惠政策和措施，调动

了基层干部和广大农民群众兴办乡镇企业的积极性，激

发了广大经济能人发展乡镇企业阿创造性。乡镇企业行

政管理部门在发展乡镇企业的过程中功不可灭，秉着“服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务全局、搞活自身”的原则和“规划、协调、监督、服务”的

方针，为各级领导当参谋，为各级政府搞规划，为各个企

业指导服务，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为全市乡镇企业的发展

作出了重要贡献。

总结过去是为了明天的发展。今天，我们编纂《郴州

市乡镇企业志》，旨在系统整理这一时期发展乡镇企业的

资料，记述这段乡镇企业的发展历史，展示这个阶段中各

级党委、政府为发展乡镇企业所做的工作和所作的贡献，

为后来人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和资料。值此机会，我们

要向历来关心、支持乡镇企业发展的各级领导、各个部

门，向为发展乡镇企业作出了重大贡献的乡镇企业领导、

企业家、科技工作者和广大员工表示衷心感谢!向我们

乡镇企业行政管理部门．的前辈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同

时，向参加本志编纂的各位领导和同志，向为本志编修过

程中给予了支持、帮助的各位同志表示感谢!

李主其’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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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郴州市的乡镇企业(曾称为社队企业)，萌芽于农业生产合作

社时期。1954年，一些办得较好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原兼

营手工业的农民为骨干，成立多种经营专业队(组)，从事榨油、烧

石灰、打铁、制陶器、造土纸、采煤等生产。初级社发展为高级社

后，规模扩大，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提高，多种经营专业队(组)逐

步发展为小型企业，形成社队企业雏形。．1957年，郴县的328个高

级农业社，社社有小企业或专业队，共486个，从业者14673人，总

收入144万元。区内农村工副业收入5493万元，占农业总收入的
、 ，

。

13．6％oo

‘1958年下半年，农村实现人民公社化。’按照中共中央关于

“人民公社必须大办工业：?和中共湖南省委(以下简称省委)“公社

工业必须有一个大跃进”的指示，区内除将原有乡、社工业企业和

在农村的354个手工业合作社(从业者12277人)合并为公社企业

外，还向生产队调集劳力、资金、物资，兴办一批新企业。是年底，

全区共有社办工业企业2208个，实现工业产值3267万元(按1980

年不变价)，占区内工业总产值的16．5％。次年．1月，中共郴州地

委(以下简称地委)召⋯开的工业会议上，介绍推广末阳小水铺公社

(当时耒阳属郴州辖区)大办公社工业的经验，并要求公社加强对

工业的领导。是年，社队工业继续发展，工业产值达到3516万元+，

占区内工业总产值的14．6％，’成为，社队工业的第一个高峰期。

1960年，公社企业继续增加，t但一些公社工业或因占用劳力

过多：影响农业生产；或因管理不善，效益不佳，难以为继，致使产‘

值降至3282．万元。1961年4月，地委召开整顿公社工业会议，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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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压缩、合并或撤销一些占用劳力过多、经营亏损，原材料有困难

的企业。是年冬，在农村整风整社运动中，清理“一平二调”(平均

主义、无偿调用劳力和资金、物资)，一批公社企业被破产退赔。为

集中劳力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地委于1962年8月发出《关于减轻

农民负担问题的通知》，规定“公社、大队基本上不办企业”。已办

的社队企业，少数转为县办，了部分恢复手：亡业合作社，大部分下

放给生产队。但下放的企业多数停办。是年，区内公社工业企业

只剩下80个，公社工业产值104万元，加上队办工业产值共1211

万元，比1959年下降65．5％。多数社队成为“清水衙门”。

1964年，随着农业生产形势的好转，社队企业开始复苏。在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区内推广郴县华塘公社开发丘陵，发展集体

经济的经验，兴办一批社队农场、林场、果场、猪场、渔场。1966舅z

5月7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号召公社农民“在有条件的时候，

也要由集体办一些小工厂”。之后，社队积极兴办“五·七”工厂。

1970年，区内社队工业企业恢复到293个，工业产值3743万元t，略

超过1959年的水平。同年，国务院召开北方地区农业工作会议，

要求各地发展小钢铁厂、小农机厂、小化肥厂、小水泥厂：小煤矿等

“五小”工业，支援农业；中共湖南省委也提出“十年建成工业省”的

口号；各县都提出建设“大寨县”、实现农业机械化的目标。这些虽

有不切实际，急于求成的倾向，但促进了社队企业的发展。社队为

实现奋斗目标，需壮大经济实力；开展农田基本建设，发展生产，需
要农业生产资料。而当时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一些工厂“停

产闹革命”，许多农用物资供不应求。于是不少社队，或开发当地

自然资源，兴办原材料与能源企业；或利用传统的民间工艺，发展

小农具修造和农副产品加工业；或引进技术，发展农用工业。为适

应社队企业的发展形势，1973年成立地区革命委员会社队企业

局：197．4年成立地区革命委员会社队企业领导小组i地委确定一

名副书记管社队企业工作并兼任社队企业局局长；各县市、公社也

2



尢后戚豆任队企业臂埋机构。社队企业从自发地发展走向有领导

地发展，发展速度加快。1974—1978年，区内社队企业的总收入，

每年平均以33．1％的速度递增。1978年，包括从1976年起划归公

社的225个农村手工业合作社(厂)、5671名职工在内，区内共有社

队企业8405个，从业者12．77·万人，总收入1．39亿元，纯利润2498

万元，交税金415万元。总收入、纯利润、税金分别比1973年增长

3．17倍、4．8倍和2．19倍。当年；社队企业上交社、队的利润中，

用于支农的1017万元，用于文教卫生等公益事业建设的215万

元，初步展示出社队企业利国富民的作用。但因社队企业积累过

高，分配偏低，而且分配上搞平均主义，影响农民的积极性。加上

缺乏科技人才，一些企业盲目上马，设备落后，不能充分发挥效益。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中共中央

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要求“社队企业要有一

个大发展，’，并规定若干扶植社队企业的优惠政策。1979年7月，

国务院颁发《关于发展社队企业若干问题的决定》(试行草案)，促

进社队企业继续发展。但是，在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期间，有些国有

工厂对原材料的需求暂时减少，全区一些社队企业因原材料产品

滞销而关停。同时。一些人在调整国民经济和消除“左”的影响之

际，片面地指责社队企业“冲击国家计划”，“以小挤大，以落后挤先

进”，是“左”的产物，要求在调整中大砍社队企业。在上述舆论压

力下，1980=年全区有三分之一的公社未安排领导干部抓社队企

业。嘉禾县28个社队煤矿关闭12个，煤炭减产3万多吨。加上

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强调分户经营，忽视统一经营，部分

队办企业的财产被分散到户；原划归公社的手工业厂社又陆续收

回二轻工业系统。致使，1981年全区社队企业出现第二次滑坡，

当年共有社队企业6657个，从业人员80827人，总收入1．45亿元，

与1979年比较，企业减少18：7％、职工减少32．1％、总收人减少

1．6％。+1982年，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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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要》后，社队企业又有转机，在加强管理，提高现有企业素质的同

时，从实际出发，兴办一批骨干企业。．到1983年，区内社队企业个

数、从业人数虽继续减少，但总收人达1．8亿元，比1978年增长

28．9％。社队工业总产值达1．46亿元，比1978年增长13．8％。

1984年3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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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社队企业改名为乡

镇企业，包括的范围从原来的社(乡)、队(村)举办的企业，扩大到

部分农民联营的合作企业、其他形式的合作工业和个体企业。并

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积极引导”，“有关部门l应切实给予支持”。

中共郴州地委、郴州行署认真贯彻中央文件精神，先后发出《关于

发展乡镇企业的若干规定》、《补充规定》和《关于在乡镇企业整党

中划清若干政策界限的通知》3。个文件。特别是1988年郴州地区

4被定为改革开放过渡试验区后，对发展乡镇企业的政策更加放开。

这些措施，引导乡镇企业坚持乡办企业、村办企业、联户企业。个体

企业一起上；并由集体所有、集体经营，改为经营承包、所有权与经

营权分离；集体企业的利润，由统收统支改为乡(村)、企业、农民三

家按比例分成；由政企不分，改为由股东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乡办企

业董事会和企业联合公司，实行民主管理；由传统方法生产，改为

重视引进技术，依靠科技进步；由封闭状态，改为面向国内外市场，

发展横向联营。在改革中，区内乡镇企业进人发展新阶段。1988

年，区内共有乡镇企业68938个，从业者20．54万人，总收入lI．06

亿元，纯利润1．54亿元，分别比1978年增长7．25倍、0 76倍、6．92

倍和5．16倍。1979。1988年，乡镇工业产值平均递增速度为lS．

3％(按1980年不变价)j比同期全区工业产值平均递增速度高4．6

个百分点。1988年，区内乡镇企业总收入超过l亿元的县由上年

的1个(宜章县1．09亿元)增加到6个，其中宜章县1．59亿元，永

兴县1．36亿元，桂阳县l：24亿元，汝城县1．10亿元，郴县1．05亿

元，临武县l：04亿元。乡镇企业总收入超过l千万元的乡镇由上

4



，牛日刁11个，瑁加刽28个，其中郴州市郴江乡3353万元，永必县马

田镇2927万元，宜章县麻田乡2375万元j‘企业总收入超过300万

元的村2个，其中郴江乡三里田村4·12万元，龙门池村421万元。
4

1978年与1988年比较，全区乡．镇企业总声值由1．39亿元增

加到10‘．7亿元，占全区社会总产值的比重由．9．7％上升到18 7+

3％，占全区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由28．9％上升到56．3％。乡镇工

业产值(按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由9284万元增加到·6．42亿元，

占全区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3．6％上升到‘21．8％。l§84』1988

年，乡镇工业净增产值4．55亿元，占同期全区工业总产值净增部

分的20％。

．全区乡镇企业纳税金额，1978年为，、415万元，1988年增至

4637万元，增长10．17倍，占全区税收总额的比重由-3．6％上升到

20．2％。1988年，乡镇企业新增税金1296万元，占全区新增税金

的34．6％。乡镇企业出口产品交售金额1714万元，占全区外贸收

购总额的30．9％。

、全区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村劳力，1978年为12．．77万人，。，1988

年增加到20．54万人，占农村总劳力的比重由’9．9％上升到．12％。

乡镇企业发放的工资总额，1978年为4821万元，职工人均337．4

元，1988年增加到了2．32亿元，增长3．8倍，职工人平均1128．4

元，增长2．3倍，乡镇企业工资加上联户、个体企业的纯利润和乡

村两级企业给农民的分红上．共计3．3亿元，接全区农业人口平均为

94．20元：占人均纯收入的24％。同时，将乡镇企业利润用作乡镇

统筹经费，减少农民负担2360，3万元，‘人均减轻负担6．8元，全区

有64个乡镇和666个村全部免除农民的分摊上交款。1986年前

安排到乡镇企业的2万多困难户劳力，大多已脱贫。‘

1979一·1988年，全区乡(镇)办企业上交利润18709万元，其中

用于扶植农业的共3259万元，年均325．9万元，促进-『农业的发

展。用于文教等公益事业的资金3719万元，平均每年371．9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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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1986—1988年，镇办企业为集镇建设提供资金263万元。

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决定，1989年和1990年两年的工作重点

是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有领导有秩序地推进相互配套的

全面改革。接着，《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

定》中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乡镇企业的发展，为支援农

业、解决就业、繁荣经济、增加收入和出口创汇作出了重要贡献，已

经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和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乡镇

企业的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产品质量差，管理水平落后，经济效

益低，同国营大中型骨干企业争原料、争能源等问题，必须有计划、

有步骤地调整、整顿、改造和提高。”郴州地委、行署认真贯彻执行

中央的决定，教育全区各级各部门的领导统一对发展乡镇企业的

认识，既要看到近几年来郴州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取得了可喜的

成绩，步子迈得大一点；叉要看到起点低、基数小，与全国全省比

较，发展还是慢的，在治理整顿中要保持正常的增长速度，防止折

腾，避免大起大落j由于地委、行署发展乡镇企业的指导思想明

确，工作没有放松．，尽管遇到了银根紧缩，资金十分紧缺，原材料价

格上涨和市场疲软等困难情况，全区的乡镇企业没有因治理整顿

而大滑坡。1989年，全区乡镇企业虽然个数、从业人员和利润略

有减少，总收入j总产值和上交国家税金分别比上年增长11．8％、

17．9％和17．8％。i990．年，总收入、总产值、利润和上交国家税金

分别比上年增长8．6％、12．7％、7．4％和5％。经过两年的治理整

顿，郴州地区乡镇企业的科技意识增强，整体素质有了提高。

1991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

‘!八五”计划的建议，为乡镇企业的发展确定了“积极支持，合理规

划，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方针，有利于乡镇企业继续健康发展。

特别是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发表后，中共郴州地委、行

署加大了乡镇企业工作的力度。5月，根据省委的指示，地委决定

将地区乡镇企业局改为乡镇企业委员会。由于各级各部门加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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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力度，全区乡镇企业发展的速度加快，经济效益显著提高。当+

年，全区乡镇企业增至78209介，从业人员235609人，完成乡镇企

业总产值(90年不变价，下同)19．3058亿元，实现利润总额2．4亿

元，上交税金8963万元，乡村企业固定资产投资7660万元，出j口
产品交货额3962万一元，分别比上年增长9．2％、10％、34．9％、48．

’

一

。

’ 。

7％、34．5％≮286％,AO．3％。
．

． 1993年；中共郴州地委、行署认真贯彻落实湖南省委六届五

次全体(扩大)会议和全省专员、州长、市长、县长会议精神，采取过

硬措施，地委书记赵毅拯在三月初召开的全区经济工作会议上提

出：要象抓计划生育工作一样抓乡镇企业，在任期内达不到乡镇企

业发展目标的，不仅要罚票子，而且还要丢帽子、让位子。给各级

干部加压力；添“动力”，促使各级主要领导亲自抓乡镇企业工作。

通过真抓实干，努力拼搏，全区乡镇企业的发展步人了“快车道”。

是年，全区共有乡镇企业89972个，从业人员289406’人，完成乡镇

企业总产值36．2365亿元，实现利润总额4．64亿元，上交税金1．

54亿元，乡村企业固定资产投资．2．35亿元，出口产品交货额5900

万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5％、22．8％、87．6％、93％、71．8、206％、

49％。1994年，全区乡镇企业再上新台阶，企业发展到115525个，

从业人员363898．人，完成乡镇企业总产值．70．9187亿元，实现利润

总额7：’3126亿元，税金4．3846亿元，乡村企业固定资产投资4．

825亿元，出口产品交货额1．1953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28．4％、

25i7％、95j7％、57．5％、184．8％、105：3％：102．6％是全区乡镇企

业发展史上最好的二年，省政府对地州市乡．镇企业考核8项指标

的增f速度，郴州地区有4个第一名(乡镇企业总产值、乡村企业

总产值、乡镇工业总产值、乡办工业总产值)，1，仑第二名(乡镇企

业实交税金)和2个第三名(乡镇利润总额、乡村企业固定资产投

资额)。涌现出乡镇企业总产值过‘10亿元、利税过，1亿元的县3

个，其中宜章县总产值11．58亿元、国家税金O．85亿元，利润总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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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亿元；桂阳县总产值lO．28亿元，国家税金0．73亿元，利润总

额‘1．37亿元；郴县总产值lO．27亿元，国家税金0．75亿元，利润总

额O．88亿元。乡镇企业产值过l亿元，利税过l千万元的乡镇18

个，其中郴县鲁塘镇企业总产值20013万元，利润总额2749万元，

税金1313万元；郴州市郴江乡企业总产值19589万元，利润总额

1580万元，税金1175万元；宜章县麻田镇企业总产值’18689万元，

利润总额1656万元，税金1415万元。总产值过2千万元，利税过

200万元的乡镇企业有7个，其中郴州良田水泥厂产值3626万元，

利税995万元。 ，
‘，

1988年与1994年比鞍，全区乡镇企业产值由7．914亿元增加

到70．9187,,'t乙元，增长9倍；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由56．3％上．升到

74．6％。乡镇工业总产值由4．370亿元，增加到49． 亿元，占全,822

区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21．8％上升到47．7％。。
一

’

全区乡镇企业应纳税金额，1988年为4637万元，1994年增加

到4．3846亿元j增长9．45倍。 。． ·‘

全区乡镇企业发放的工资总额，1988年为2．3183亿元，职工

人均1128元，1994年增加到】1．4298亿元，职工人均3141．元。

，在改革开放中，全区乡镇企业虽然成效显著，但由于新旧体制

交错，改革配套未臻完善，新矛盾、新问题也不断出现。采矿业放

开后，因宏观调控未及时跟上，1以致出现乱挖滥采现象f资，源纠纷

迭起，安全事故频发。+由于对老、少、边．贫地区扶持不够，致使县

与县、乡与乡、村与村之间，发展很不平衡，差距不断拉大。1．988

年，全区乡镇企业总产值过l千万元的乡镇有27个，但还有6个

乡不到．10万元。1994年，全区有18个乡镇的企业总产值过l亿

元，但有38个乡不到500万元。在生产上，因组织科技攻关和技

术改造不力，部分瓷厂、造纸厂建成多年，不能正常生产。在新上

项目时，因科学论证不够，致使部分硅厂停停fl-fr，部分化工厂破

产倒闭。加上思想认识不一致：工作力度不够大等原因，使全区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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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企业的发展水平在1992年以前低于全省和毗邻的零陵地区。

197卜1988年乡镇企业总收人的平均递增率，全省为25．9％，零
陵地区为27．J％，郴州地区为20．1％，比全省和零陵地区分别低

5．8个和7个百分点。198卜1992年，乡镇企业总产值的平均递
增率，全省为29％，零陵地区为30％，郴州地区为26％，比全省和

零陵地区分别低3个和4个百分点。1988年；乡镇企业总产值占

农村社会总产值的比重，全省为45．5％，郴州地区为35．8％，比全

省低9．7个百分点。1994年，乡镇企业总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

的比重，郴州地区为74．6％。 。

乡镪企业为农村转移的劳动力，1988年全省占农村总劳力的

20％，邯州地区为12％，比全省低8个百分点。1994年全省占25．

1％，郴州地区为。18．8％，比全省低6．3个百分点。

郴州地区毗邻广东，区位优势明显，自然资源丰富，农村劳力

充足，交通十分方便，市场广阔、信息灵通；乡镇企业已有～定基

础，产业结构基本适应国家需要，乡镇企业家队伍正在逐步扩大。

i只要各级进一步加强领导，增加投入，加强管理，加强人才培训，依

靠科技进步，向农村工业化、农村城市化的方向发展，全区乡镇企

业就一定能健康、快速地迈向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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