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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6 工业综述

1949年，全市工业总产值913万元(折新版人民币)。

1949年11月25日柳州解放，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很快完成了对旧政权及其财物的接

收。据柳州市军管会秘书处于1949年12月21日编印的《柳州市接管单位登记表》，接管

的工业生产单位29个(其中半数是为国民党政府和军队服务的单位)。解放初，为整顿经

济和社会的混乱局面，市政府于1950年1月成立工商局，负责管理工业企业、商业企业和

市场。市政府根据“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原则，打击投机倒把，动员工商业主复工开业，

通过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及组织银行放贷款等措施，扶持工商业者，鼓励私营业主积极经

营，还组织城乡商品物资交流，促进生产发展。在此基础上，调整工业结构和布局，将小的

同业企业合并重组，一批卷烟、碾米、机器修造等行业的小厂合并，扩大了生产规模。个体

手工业也开始组织合作生产小组。1950年7月，柳州城区首次进行工业普查，有国营和

集体企业19户。是年，全市工业总产值(按1952年不变价)完成943万元，其中：重工业

85万元，占9．02％；轻工业858万元，占90．98％。国营138万元(中央工业57万元，省属

39万元，市属42万元)，占14．63％；集体805万元(私营387万元，个体手工业418万元)，

占85．37％。当年全市的工业总产值占当时广西工业总产值的4．28％。此后至1952年的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新组建了广西省铅锌矿筹备处冶炼加工基地(柳州锌品厂)、柳州贮木

场(柳州木材厂前身)、柳州砖瓦厂和染织厂等一批企业，铁路系统也建起了一些自我服务

的企业。经过1952年的“五反”运动(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

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政府进一步团结教育了私营业主，调动了其生产经营的积极性。

1952年底，全市工业企业增加到34家，完成工业总产值(1952年不变价)2618万元，占

广西工业总产值的7．28％，其中：重工业产值587万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22．42％；轻

工业产值2031万元，占77．58％。国营工业产值1163万元，占44．42％，集体工业产值

1455万元(私营701万元，个体手工业754万元)，占55．58％。

1953年起，执行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柳州市根据中央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

开始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调整所有制结构。为加强对工业行业的领导，

中共柳州市委于1953年9月成立企业部(次年改为工业部)，市政府也于1954年先后成立

了工业局和手工业局，初步建立起按工业行业进行管理的体制。据1956年1月统计，全

市共建立手工业合作社111个，社员6729人，占全部手工业从业人员的97．5％，基本实现

了手工业的合作化。同期，市政府通过加工订货、公私合营等形式，引导私营企业步入社

会主义道路。到1955年12月，全市有协生淀粉厂、新华卷烟厂、四联机器厂等15家私营

厂实现了公私合营。这15家私营厂占当时全市私营厂的比重，职工人数占68．31％，资金

总额占77．56％，工业总产值占51．78％。至1956年11月，全市私营工业实行公私合营的

有58户，职工1956人，至此完成了对私营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变革所有制的同时，

为提高工业企业的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全市以国营工厂为主，学习与推行苏联“三大管

理”(计划管理、技术管理和财务管理)，并组织职工学习文化和技术，在技术工人中推行国

家八级技术等级标准考核定级。“一五”时期(1953—1957年)由国家投资795．1 8万元，实

际完成项目投资829．85万元。兴建了市榨油厂、市电机厂、市肥皂厂(后改称市日用化工

厂)、铁道部柳州木材防腐厂、柳州探矿机械厂；重点改造、迁建和扩建了柳州机械厂、市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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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l位。主要工业总产值在全国的排位：机电工业居第27位，纺织工业居第18位，烟草工

业居第29位，造纸及纸制品工业居第19位，黑色冶金工业居第36位，有色冶金工业居第

30位。“七五”期(1986—1990年)末的1990年，全市897家工业企业完成工业总产值5l亿元

(1980年不变价，按1990年不变价计算为77．93亿元)，占全广西工业总产值的22．6％。柳州

市的机电工业总产值占广西的一半，纺织工业的纺纱能力占广西的40％多。1984一1990

年，全市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8．22亿元，其中工业投资27．29亿元。1990年比1983年，

全市工业总产值增长1．31倍，税利增长1．78倍，国有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67．18％。

同年，全市工业固定资产原值44．67亿元(其中市区41．57亿元)，比1980年全市11．78亿

元(其中市区10．72亿元)增加3．79倍。1988一1991年的治理整顿，通过推进科技进步、

开拓市场，取得明显效果。全市共建立101个厂办科研机构，以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主导

产品为龙头，引进、吸收、创新先进技术，靠新产品开拓新市场。柳州工程机械企业集团公

司开发出13种工程机械新品种，出口到加拿大、澳大利亚、韩国和东南亚一些国家；柳州

塑料机械总厂生产的500克注塑机出口美国；柳州空气压缩机总厂研制的vY一9／F型空

气压缩机获国家银质奖，并出口欧、亚等19国；第二空压机总厂生产的无油润滑压缩机和

低嗓音螺杆压缩机达到国际水平，已有出口；柳州五菱汽车集团完成全部国产化的“五菱”

牌微型汽车，并自行研发生产客货两用车及厢式汽车；柳州汽车厂研制生产的东风柴油、

汽车自卸车，长轴矩5吨柴油车，5吨柴油载货车年产量达l万辆；柳州特种汽车厂研制

生产的黄河液压起重车、解放自卸车、多功能液压汽车钻机等产品很受市场欢迎。市牙膏

厂、市纺织机械厂等企业，均以新产品扩大了国内外市场。为了帮助企业把产品通过边境

贸易出口，市里先后4次到云南省中缅边境举办柳州地方产品展销会，40多家企业300多

种产品通过缅甸销向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孟加拉、巴基斯坦等国家，销售金额达4000多

万元。1991年，全市完成工业总产值(1990年不变价)86．47亿元，比上年增长10．96％；外

商投资企业达52家。乡镇企业形成纺织、轻工、化工、建材、机电和食品6个主要行业，产

品100多种；乡镇企业总收入4．53亿元；乡镇企业总产值4．32亿元，其中工业产值占

70％。另一方面，198卜1991年，累计全市工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45亿元(市区13．48
亿元)，但工业企业整体效益差，从1991年起，工业系统各大骨干行业均出现大面积经济

亏损和效益大滑坡，并徘徊多年。1991年与1988年相比，利润总额下降49．37％(市区下

降52．89％)。同期，全市兼并工业企业6户，处理不良资产4348万元。柳州市在制定“八

五”(199l一1995年)规划时，确定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加大技术改造力度，提

高工业产品的技术水平，重点发展以汽车、工程机械为主的机电工业，以钢铁和有色冶炼

及压延为主的冶金工业。

1992年开始，柳州市进行以贯彻落实《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推

动企业的经营机制转换，进行现代企业制度的探索为重点的改革。，1992年，制定《柳州市

大中型企业转换经营机制试点方案》，以柳州微型汽车厂等32家企业为改革试点；制定

《企业实行八种经营方式试点方案》，确定由企业自主选择经营方式；还制定了《柳州市企

业股份制试点方案》、《柳州市关于促进个体和私营经济发展的规定》，实行“一厂多制”及

建立高新技术开发区等，以推动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当年，全市851个工业企业(市区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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