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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潘洪萱

论市场剩余型状态下乡镇企业的发展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目前短缺型经济基本结束，剩余型经济初步形成，每个企业，都面临着如何在市场剩

余型状态下发展的课题。

今年5月，据有关部门对 613种主要商品供求排队分析，去年下半年供不应求商品只有

10种，占1.6%，供求基本平衡商品占66.6%，供过千求商品占31. 8%。 我国
“

过剩
“

不仅表现

为商品滞销和积压，还表现在生产能力、资金供给、劳动力资源等诸多方面。特别是大部分乡镇

企业生产出来的附加值低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几乎毫无销路。

近几年来，随着在激烈竞争中市场份额不断减少和利润下降，80年代和 90年代初乡镇企

业蓬勃发展势头开始消失。 乡镇企业的发展面临逐年滑波的严峻形势：
“

八五
”

期间相比1996年和 1997年，乡镇企业增长速度从42％下降到21％和18%，出口

增幅从 63 .4 8％下降到11.0％和16.5%。1997年乡镇企业亏损为15.0％左右，比1996年上升

7个百分点，亏损额 600亿元，比1996年增加 3 3%。关停企业大量增加，仅1997年乡镇集体企

业就达6. 5万家。 下岗企业人员不断增加。 今后其下滑趋势还未得到遏制。 它已成为宏观经

济运行中的主要问题之 一。

搞好乡镇企业对确保1998年 8％的经济增长速度和通货膨胀率不高于3％至关重要，也

有利于搞活国有企业，促进整个国民经济进人良性循环。

据权威部门分析：仅以
“

九五
”

计划国民经济8％的增长速度中，乡镇企业贡献份额就达

56%。 另有最新调研表明，乡镇企业发展每增长或下降三个百分点，就要影响整个国民经济增

长或下降一个百分点。 在整个国民经济中
“

三分天下有其一＇

勹在江苏省工业总量中，乡镇工业

已是
“

三分天下有其二
”

。

对目前乡镇企业所面临的形势，能否和怎样走出困境，再创辉煌，在认识和措施上有很大

分歧。 仅举一例：江苏省委书记陈焕友在去年11月召开省委全会（扩大）会议上，回顾了
“

苏南

模式
”

的历史和经验。某些媒体和舆论接着说：他公开对
“

苏南模式
”

进行反思。11月18日上海

文汇报
＂

耿实
”

在
“｀

苏南模式 ＇ 的自我突破
＂

的《随笔》中讲，曾轰动全国，各地纷纷学习仿效的

“苏南模式
＇

＼随着时间的推移，集体所有制的乡村企业已逐渐为旧体制所
“

同化
”

，活力锐减，矛

盾渐多。 ……对此，陈书记通过《中国经济时报》今年 3 月10日报道，公开作出澄清：首先省委

对经济学界和新闻媒介概括的
“

苏南模式
”

的提法，当年就未表过态，今天也谈不上反思。 省委

提出集体经济和乡镇企业继续创新和发展，目的是通过深化改革和加快调整，使集体经济和乡

镇企业的组织形式及经营方式更加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 如果认为这样做是否定了江苏省发

展集体经济的道路，甚至意味着集体经济已无生命力，今后要放弃集体经济，那纯粹是 一 种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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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江泽民同志在今年4月20—22日对江苏南部地区乡镇企业的考察是一个重要信号，他的

讲话需要我们认真学习与思考，并努力加以实施。

二、历史的回顾

早在60年代，江南一 些农民苦于人多地少，悄悄地在村里办起了农副产品的加工业。以苏

南为代表的江南乡镇企业崛起于70年代。中国农村必须逐步实现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

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它应长期坚待下去。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

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实现两个

飞跃，过去、现在、将来都少不了乡镇企业。

20年前刚刚实行改革开放，被正式冠名的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 以江苏为例，

1978年乡镇企业产值为62.43亿元，1988年就增至980. 7亿元，1995年又猛增至7789.40亿

元，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61.7%。 至90年代初，我国每 个乡镇企业的平均产值已从1978年的

53. 3万元增加到 2239万元，增加了42倍。 这一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开创了中国经济发展史

上的奇绩。

20年来，乡镇企业已经成为衣村经济的主体力量和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的发展，

促进了国民经济增长，江渐两省已是
“

三分天下有其二
”

；支持了农业的发展和农村社会事业

（诸如教育、计划生育、养老保险、乡镇间交通、脱贫、伤残福利、社会治安等）；吸纳了农村富余

劳动力，20年中在新创非农产业 2. 5亿多个就业岗位中，约有一半是乡镇企业创造的；壮大了

集体经济，保证了衣村社会的长期稳定；逐步解决了城镇居民的
＂

莱蓝子
”

、“米袋子兀提供了农

民近 一半的收入，像江苏省就提供了 70％的收入。

从发展的初期到发展过程中有了好的精神与作风，并形成了良好的体制和机制：（1）乡镇

企业有
“

职工能进能出，干部能上能下，工资能高能低，企业能死能活
”

的内部管理机制。(2)它

从诞生之日起就到市场上去找原料、资金、产品销路的优势；为开拓市场，具有
“

踏遍千山万水，

走进于家万户，吃尽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
”

的精神。(3)有立志与 世界同类产品争高低的勇

气。(4)依据
“

科技无限，创造无限
＂

，舍得买技术专利，用高待遇招贤纳才。 从招聘退休技工、星

期天工程师，到全国乃至世界不拘一格招用优秀人才。 对他们成功有奖励，失败不责难……。

(5)投资主体多元，外资企业首先与乡镇企业合资、合作；它一直是乡（镇）办、村办、联合办、户

办，所谓
“

四个轮子一起转
”

。 近年来，又创造了多种形式的
“

股份合作制
”

。 实现了多种经济成

分共同发展。

在全国各地区还形成各具特色的
“

温州模式
”

、
“

珠江三角洲模式
”

、
“

苏南模式
”

等等。当然，

我这 里讲的
“

模式
”

不是指在 经济、社会发展中固定不变、可以照搬照套的
“

模式
”

。

乡镇企业对于我国的广大农村与衣民来说，已到达
“

无它不活
“

,“无它不富
”

-－—地方财政无

着落，
“

无它不快
”

一每年国民经济增长速度要靠它，
“

无它不稳
＇

＼唇齿相依，生死与共的地步。

三、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

我国宏观经济运行背景已发生巨大变化，乡镇企业面临着新情况、新问题：

(1)全国初步形成了买方市场新格局。生产领域热点消失，＂销售不旺 ＂

、“生意难做
“

的呼声

很高。 消费观念越来越成熟。 客观要求乡镇企业生产经营基点要转变，竞争目标要更新，利益

追求要更实际。 目前，平均利润率规律已显示其作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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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长期来形成的企业
”

小而全
”“

大而全
“

结构性矛盾及近十年来地方产业结构趋同，重复

建设的顽症充分显现出来了。

(3)国民经济对外依存度显著提高。 在我国经济增长中，国际经济交往的拉动力几乎占1/

4 。在经济发展中，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利用和融合程度已相当高，沿海地区更高些。

因此，国际经济形势影响，国际市场状况，国际关系的变化，都直接、间接地影响乡镇企业的发

展。 一年多来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对沿海地区乡镇企业的进出口贸易，引进外资，劳务输出，已经

产生明显的影响。 在国内，乡镇企业已经要面对国际跨国公司的竞争。

(4)经济、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乡镇企业以及国有企业压力加大，困难加重，就业形势严

峻，城乡之间就业竞争已经开始；金融风险加大，三角债务严重（仅上海浦东乡镇企业历年来就

有30亿元的外债收不回来），金融领域违法行为普遍，呆坏帐增加；政府职能转变，机构人员精

简、提高效率压力不断加大。

四、发挥优势、探索新路、开创新局面

乡镇企业总体增幅显著下降，可是一些省、也有不少企业还是不错的。 如江苏省总量继续

平衡增长，效益有所回升。1997年全省乡镇企业营业收入、利税分别比1996年增长11.47％和

12.22%，首次出现效益增长超过生产增长；结构调整初见成效，达到国家划型标准的大中型乡

镇企业有1300 多家。 经农业部认定的企业集团262 家，占全国1/4 。 1997年营业收入超亿元

的企业553个，其中超 10亿元的13个；外资出口交货值约占乡镇企业销售收入的1/4 。 乡镇

企业自营出口近40亿美元，比1996年增长8.04%，占全省出口的24.73%，省内的江阴、张家

港、吴江等市县仍然保持了较高的增幅。 还有像
“

双良集团
”

、
“

阳光集团
“

那样的优秀乡镇企业。

因此，我们首要的是要
“

正确认识形势、增强信心、深化改革
”

。

面对变化了的环境，不能走低水平重复建设、靠外延扩张（主要指东部地区）的路子，不能

单纯依靠国家给优惠政策。 而是要充分发挥诸如机制灵活的优势，中西部利用本地资源和成本

低的优势、便于开拓衣村大市场的优势等等，走改革开放、体制创新的路子。

在发展乡镇企业中把握住整体效益优化（企业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协调一 致）的原则，与

临近城市乃至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的原则，资源配置最优的原则和适度规模经营的原则。

根据市场需求和技术进步的要求，改善经营管理，加快结构调整，提高质量和技术水平，防

止污染，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特别是要注意与促进农业产业化和衣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结

合，相互促进。

既要增强乡镇企业活力，又要实现集体资产保值增值，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

各级政府要认真贯彻
“

积极扶持、合理规划、分类指导、依法管理
”

的方针，做好城镇建设总

体规划，企业向小城镇集中；制订和落实促进发展的改革措施（例如最近国家税务总局根据国

务院决定，从1998年7月1日起，对几年销售额在180万元以下的商业企业均作为小商企业，

其增值税的征收率由6％调低为4%），加强改革的指导；清理税外收费，切实减轻负担；在信

贷、出口、市场融资、利用外资，技改项目等方面给以必要支待，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注：文中所说的乡镇企业是指乡（镇）办、村办、联户办、户办的企业。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单位邮编200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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