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市经济研究 <＜财经研究＞＞1992年笫6期 总笫127期

上海县乡镇工业企业区位与土地产出率研究

．朱林兴

一、 土地利用结构和乡镇工业用地

土地是人类赖以存在的自然基础 ， “是我们的一切 ， 是我们生存的重要条件” («马恩全集〉〉第 一卷
第609页）。土地是稀缺资源，亦是不再生资源。节约和土地效用优化是用地的一项基本原则，亦是由上海
县县情所决定的。上海县毗邻上海市区 ， 其土地具有极高的社会经济价值和土地级差效应。随着上海市区
妇司面积的日趋扩大、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上海县土地的稀缺性将变得更突出 ， 其经济价值更高。

土地是乡镇工业的载体 ， 发展乡镇工业必须占用一定的耕地。鉴千上海县土地的上述特点，加之目前
上海县乡镇工业外延型发展已到极限 ， 内涵型发展是今后的主要方向 ， 研究和寻求提高土地产出率的途
径 ， 就显得更为迫切和重要。

（ 一 ）土地利用状况
1.土地利用结构。解放40年来，上海县土地面积随行政区划的变更几经变动 ， 空间范围日趋缩小。

1990年，全县境内东西31.5公里 ， 南北30公里 ， 土地总面积585540亩，按自然性质分 ， 其中，陆地面积占
84.2%，水域面积占15.4%，按使用方向分类 ， 农业用地占68.36%，非农业用地占31.64%。

2.土地利用特点。＠开发程度高。上海县土地资源开垦历史悠久 ， 凡可辟为耕地的均巳被垦植，耕
地复垦指数为62.84% ， 超过61.60％的本市复垦指数 ， 为全国的10.40％的5.9倍，为美国的20％的8倍 ，

且耕地中以农田为主。＠非农用地比重大。上海县城镇、工矿、农村居民点等非农用地占全县总面积的
31.64% ， 即使将河流水面64193.05亩列入农业用地，非农用地仍占20.67%，用地结构的变动体现了经济
结构的变动。上述用地结构的变动表明上海县生产力发展迅速，工业等非农产业巳成为全县的经济主体，
向彻农民的收益水平和居住条件有了明显的提高和改善。＠耕地锐减。1979一 1989年 ， 上海县共减少耕
地76643亩 ， 年均减少耕地8000亩 ， 预计1995年 ， 全县耕地为29.5万亩 ， 200眨乒为26.6万亩，人均耕地由
1950年的1.618亩 ， 减到1989年的0.797亩 ， 预计1995年为0.699亩，2000年为0.616亩（据«上海县种植农
业现代化研究〉）课题报告）。这表明 ， 上海县乡村城市化巳以不可阻挡的势头发展 ， 是 一种社会经济发展
的必然现象。然而 ， 耕地的锐减 ， 亦喜亦忧。社会经济发展确需占用 一定的耕地 ， 但是，这其中亦不乏不
合理的因素，是颇值得深思的。

8．乡镇工业占地现状。上海县优越的地理位置，首当其冲地得益于工业的扩散效应，加上党的十 一

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鼓舞，改革开放政策的威力 ， 乡镇工业得到了迅速发展 ， 根本上改革了以农业为主体的
经济结构，全县经济注入了生机和活力。据1990年统计， 全县乡镇工业占地8387亩，其中乡属企业占地
4864亩，镇属企业占地45亩，村属企业占地3478亩。

（二）乡镇工业企业区位特点
决定乡镇工业企业区位的因素主要有： ＠政策性因素 ， 开放还是有条件的限制，＠土地制度，＠自然

地理、交通条件，＠工厂规模、工艺繁简，＠资金来惊，＠环境格局，＠发展规划，等等。
上海县乡镇工业起步早 ， 可追溯到1956年。对企业区位的集中认识较早。1982年， 一 些有识之士就看

到了 “ 天女散花” 布点的弊端，提出了 “先造庙 ， 后进菩萨” 的设想 ，
一些乡、镇并进行了规划， 如虹

桥、龙华。一些乡、镇，开始注重企业梊中布点 ， 如额桥将企业有计划地布点在光华路两侧 ， 形成了一定
规模的工业区 ， 尽管很不完善 ， ｛B仍显示了集中布点的优势。然而，由于诸种因素的制约，从总体上说 ，

上海县乡镇工业企业布点呈天女收花、星罗从布状。这些氏素主要有 I CD对乡镇工业企业区位相对从巾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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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共识，＠僵化的用地制度和用地审批手续，＠缺乏必要的乡镇工业发展规划和布点规划； ＠f5统产业

和劳动密梊型产业的格局，具有地域的广播性，＠产业扩散主体和吸收主体的多元性和对利益的追求性．

上海县乡镇工业企业区位的特点是 1

1 ． 散状沿线展开。全县交通发达，公路密布。以公路为指向构成了乡镇工业企业的布局的一个显著

特点。据对963家乡镇工业企业调查，50％以上的企业都沿国家、市、县、乡镇主要交通道路展开。但是

这些 “ 沿线 ” 展开的企业相互之间距离较大，未形成技术经济上的密切联系，除了交通于道共用外，仍一

家一户地配置基础设施。如龙华乡的13家乡办企业分布在南北长10多公里的老沪闵路和龙吴路的地段上．

曹行乡的15个乡办企业横跨6个村。至于村办、队办企业的散状式布点就更为明显了。

2.行业配置，点多面广。上海县乡镇工业尽管形成了某些行业比较集中的工业区，如北部的玩具、

电子仪表、农副产品加工为主的工业区，南部的冶金、化工、塑料、电骈机械为重点的工业区，东部的纺

织服装为重点的工业区，几乎乡乡都有自己的重点行业、拳头产品。但总体上说，行业在空间配置上仍存

在点多面广 、 生产力过于分散、规模经济效应不明显的问题。据对963家企业的调查，它们可分为23个行业，

分布在18个乡（镇）。其中，配置11个行业的有新泾'12个行业的有颇桥、杜行、塘湾，13个行业的有北

桥、鲁汇、华i队14个行业的有莘庄、纪王，15个行业的有曹行、马桥、陈行，19个行业的有龙华、三林等。

3. ，｀聚核 ” 指向不明显。以镇、村中心为依托，或以技术经济联系为要求进行成组布局，是乡镇工

业企业布点的一个基本原则。 “聚核 “ 布点的基本意义是，充分运用现有基础设施和文化福利设施，或者

通过基础设施的共同利用，减少投资，并取得聚集经济效益。从这一要求来君，上海县乡镇工业企业布点

“聚核 ” 指向是不明显的。据对963家企业调查，离镇中心1.5公里以上的企业占60％以上，其中1 / 2是

乡办企业，离村中心1.5公里以上的村办企业147家，占整个村办企业的17.2%，有些村人5家企业也分布

在3、4个点上。当然，这同该县镇或乡镇原有基础设施存在 “先天” 不足、承载力不强有关，但是，“集中 “ 布

点的认识看来更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在布点时往往只注意了交通的一而，而忽视了其他决定布点的因素。

二、 乡镇工业企业区位对土地产出的影响。

（ 一 ）基本现状
I •综合现状。上海县乡镇工业自1981一 1990年的10年间，累计占用土地63885亩，完成工业总产值

2468442.63万元，提供税利188098.8万元。平均每亩土地提供工业产值38.64万元，税利2.94万元。见表1。

表1 1981一 1990年上海县乡镇工业用地产出表 亩万元

年：＼
＼勹工业包产值 1 比上年增1 利润 比上年增1占用土地（亩）1 ［上年；

1981 40228.1 8497.0 4048 
1982 46036.3 5808.2 9204.6 727.5 4522.1 474.1 
1983 54134.3 8098 12116.2 291 1.6 4781.2 259.1 
1984 67778.3 13644 11713,0 --403.2 6879.9 2098.7 
1985 85293.7 17515.4 16830 5117. 2 5789.2 一1090.7
1986 104058.9 18765.2 17569.0 738.8 6313.9 524.7 
1987 13280.4 26222 19931.6 :�362.6 7101 787.1 
1988 191818.7 61538.3 27604.5 7672.9 7468.5 367.5 

1989 242777.8 50959.1 33182.5 !i578 8277.6 809.1 
1990 306035.8 63258 31450,1 一1732.4 8706.6 429 
合计 2468442.3 268508.2 198098.8 22973 63885 4558.6 

利用表1对1981一 1990年这10年间的工业产值与土地占用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杭，发现他们之间存在正
相关，相关系数为0.7。由此可得知，10年来，每增加57万元工业产值，4.89万元利润，需占用1亩土地。

2.行业土地产出基本状况。上海县乡镇工业按县统计局的分类，行业单位土地产出，即利税／Ml排列
如表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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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2 1叩0年行冲和乡（、 镇）工训．，单位土地产们表
. ..一 ·、二-丛,m`

元／M2
-－ _ ＿ -工.．．．－-．．l，l,' 勹＝ ．, ．． 一 ·一�．｀ ．一-一．一－ ·f- － － � ＿＿ �．，�． － －．. 

)1 ? 1 行 ）／ I 产 出 1 一单位（乡） 1 产出
- ---· ---·- ·-- . .  --- －—-· — -

I 
5 
5 
2 
5 
1 
5 
9 
5 
3 
6 

1 丁艺美术
2 缝 纫
3 化 工

; 4 电器机械
5 彷 幻
6 稼 胶
7 印 刷

8 个，压制品
9 金屈冶炼
10 机械工业
11 建 材
] 2 食 品
13 电千仪器仪表
14 交 沔
15 自来水
]6 1司 f i

17 
18 
19 

1
5
4
0
5
7
9
9

 --巳．－－七巳丁＿＿＿” － －－ ～· _ _ 

178.8 马 桥 145.'i 
138.8 纪 王 99.( 
130.7 陈 行 85. f 
107.9 鲁 汇 82.� 
97.9 虹 桥 80.� 
82.9 颇 桥 75.� 
66.9 塘 湾 72.£ 
64 杜 行 7 0. 8 
56.9 新 泾 70.2 
48.5 北 桥 6 6. o 
40.5 林 65.S
36 莘 庄 64.9
34 诸 翟 64. 1
31 龙 华 60.9
25.30 梅 陇 58.1
8.9 茜 行 75.1

七 宝 5 4. 7
灯1·• 漕 46.1

-f均产出 74.o

川 1\ � /I丿',ll，上沁从乡镇）：业企业'f位十．地广出前6名兄飞艺才二术、符纫、化I、凡器机桩、纺织、
攸，l）之。城：JIj业l．艺｀）本单位土地） 、， 出札当j最低钉业饲料行业户出的20.1倍。

3．乡（镇）－丁亚州地粕伈f丿 出。我们对18个乡（镇）的1990年T业单位土地广出（利说／Ml)进行
了分析，山表2 11订i, i'，皇乡伯l_i们个业坎乡（锁）们政划分，平均单位土地产出率为74.09元／M t，耟过
这·拒打的彴6个乡镇：．心桥、纪王、陈行、含汇、虹恃、烦桥。构成这6个乡有较扁的土地产出率的主
安因素有内个：句沧择了高产出行业作为自己的主导广业，如纪王的工艺美术，马扴的电线电级、化工，
胁，J一 切服沁勺；＠全县于）JJ匕产伯、百万元利润的月丁」i':\Ji,70％以上分布在这些乡、铅，形成了介业规校
经汾女上1i，呫桥、兄I;、陈行、行汇尤为朋显。

（ ）乡销l飞JJ1 企业区位对土地产出的影响
山千块乏比气系统而详各的数据材纠，加上工业企业区位对土地产出影响在技本计赁I一 行存不少困难，

用心，积全面地评价其对土地产出的作用和影响，显然处非常困难的。可以从如下儿点禾拟拈这一 影响。
1.乡镇丁业企业区位的分散，影响了土地资隙的合理利用。根据工业布局的一般坤押，丁＼111成组或

队巾布点，山｝基础设）j迫用地威少，在产位、产业结构同等的悄况下，土地可节约20一 30%。 ＿1＿由市其
他久＄县，如川沙县建成的儿个工业小区的实践证阴了这 一点。北桥乡目前正在规划、实施中的化上队料工
业小区山地向员20亩，基础设施统－篱划、建设，迁成后，执计年j`＇伯1亿元，平均每亩土地捉供产位
500力）匕，而按目前分散布点，同样的彴业，达到同等的产盈则需占地100亩。两者相比，节约土地400%。
./il沿技义中布点节地20％计拉，则可以行知，如泉上海县乡侬 ＿T业企业 一开始就实行合罚咘卢，那么空少
li；叩行可少卢们1700亩，即8706亩X 20% = 1741亩。

2.工业企业区位的分散，彩响了土地容积率和介业及法后劲的提高。土地容积率是企业建筑面积与
占地面积之比，它是衡址土地资师利用的一个飞要指标。据1990年的统计资料，本市国营大中型工业企业
I}'丿上地产积4为0.7，而上淘县乡镇企业土地吝积羊为0.46。该县乡镇企业土地容积率偏低，其原因主要是
止筑佑布局不炾范，建筑物层次少，标准厂房少。达一方面反映了不少现有产业对厂房、技术要水不高，
沁 － 力面也反映丁夕1f..t妇I』之，，反，过仁巾缺乏纹盒，巨f中就简地利用：庄业机彻，以土地取代厂房投货。这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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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旯有积极(1,1一而、 们消极的一而尽影响了－［她的充分利m, ．"、 长河束说， 会影呴企寸V发展后劲。 这是

因为过于简陋的厂房设施， 难I
、

1才早，尸产品,�．技木粘次和产品的更新抻代， 甲沽户吸引国际外来投咨项目，

“芹窝对引全凤夙” 。

汇工＼lI'，企j)， 区位分散对士地产出 r的影响。 据咨抖研究， 工业企：＇）［土地产出率与区位相对集中存在

阴显的正相关趋株。 尺行 ，汶几年国旮大中印企'.Il，经济芙缩、 活力不足、 攸盎滑坡， 而乡镇企业机制灵活，

并较多地受益千政策优惠， 但是，总的说来，」勹洞县乡伯工业企业土地产出导尚不如团菩大中型企业。 根据

1990年妇·1， 行丁方来土池工业产值， 令其平门为508元， 锁屈企业为1076元， 乡屈企业为431元， 村屈企

寸V为480飞而厅营大巾型企业为1044元；行平方米利税， 个县平均为76元， 镇屈为205元，乡屈为66元，

村阴为85元，而阳营大中型企＼W为106.8元；人均产伯，全贝平均为19277元，具屈为24980元，乡屈为23199

元， 村属为16940元， 而国营大中型企业为47436元，人均创和， 全县平均为2899元， 镇厨为8860元， 乡屈

为3540元， 村屈为3000元， 而国营大中型企业为4758元。 据对全郊区5742家村办集体所有制企业的调查得

知，同样占用一亩土地，产出率仅是镇（县）属企业的1/3。 这一情况与上沟县的情况是相吻合的。 当

然造成土地产出率低的因素是极为复杂的， 这里有职工素质问题， 技术进步的因素， 以及管理水平问题，

但排除上述因素， 区位分散不能说不是一个重要因索。 我们知道， 土地产出率＝经济效益（利税） ＋土地

面积，在企业区位相对分散的条件下， 每一家企业都要搞 “七通一平 ” ， 这样， 一方而要增加资金投入，

一方面要增加占地噩， 于是， 资金投人的结果， 成本就要上去， 效盔就相应地减少， 而士地占用的增加其

结果必然是企业区位越分散， 土地产出率就越低。

4. 工业企业区位分散对农业产出的影响。 上泡县乡镇工业自从其罔体分裂出来后， 就日益显示出其

对农业的促进仆用，形成了与农业生产的相互依存、 互为居齿的关系。其对后者的主要作用是： ＠吸收了大

增农村刹余为动力， 目前该县210438个农村分动力中， 从事乡镇工业的有107813个， 占51.2%， 解决了人

多地少的矛肵， 为农村判余劳动力提供了 一 务广阔的出路，＠捉供了大昂支农资金， 粗略估计， 自1984年

以来饵年山乡饿T亚捉供的支农资金约为2000万元；＠增加了农民收入，据1990年统计， 句户农民全年总

收入7817元， 共中从韦乡村镇介寸V经忤的收入占61%1订上。 可以桢料， 」海员乡镇T\II1与农村经济的捻种

扣叮促进的关系必将得到进一步发展。

但是， 亦应罚看到， 目前」＿ 、泡县乡f1』.::r2ll1个业分散布点礼一定右度上制约了其对农村经济的促进作

用， 制约了农业现代化和城乡经济一休化的进程。 这可以从以下几点得到证明： ＠乡镇工业企业区位的分

散加剧了耕地悦减的趋势， 自1981一 1990年的10年间， 上海县共减少耕地66656亩，＠乡镇工湴企业区位

的分散， 们约了农｝lV适度规膜经营，＠乡镇工业企业区位的分散，影响了大农业的发展。

三、 推进乡镇工业区位相对集中， 提高土地产出率

由以上分析， 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乡镇工业企业区位分散对土地利用来说， 是极不经济的， 而实

行工业企业区位相对栠中则是最经济的， 其意义不只是减少了对稀缺资照的占用， 而这样节约下来的士地

还可用作其他用途， 或用于发展其他产业， 提供新的价值， 更重要的是为子孙万代提供了赖以生存、 发展

的空间， 而这是难以用资金买到和从国外引进的最可贵的东西。

为推进乡镇工业企业区位相对笫中，提高土地产出率， 必须贡视以下两方面的工作：

1. 加强宏观管理， 改变企业布点无序状态。 乡铅工业企业区位之所以这样分散， 原因之一在千宏观

管理不力。 加强宏观管理应包括， 第一， 要端正经济发展指导思想， 要从以往的求 “外延型 ” 发展、多上

祈项目、 铺新摊子的思路转到 “ 内涵 “ 挖府改造、 上技术档次、 产品档次的纨迫上来。 第二， 耍根据各乡

镇技术经济特点、 地理位阿， 进行乡（铁）之间的合理分工， 明确各自的主导产业、学头产品。 第三， 各

乡（镇）要根据工业功能区划， 立即着手筹逞工业小区或工业栠中点， 对凡通过努力不能利用现有老企业

谘买的新建项目， 都应归入工业小区或工业犹中点， 不得再另咋祈点。 给四， 要确立土地资扼稀缺的观

点， 进行土地产出率的考核。

2. 改革用地制度， 为工业区位相对栠中创迫良好务仵。 改革的方向： O逐步实行土地有偿使用，形

成土地流转机制，为乡镇工业企业区位相对栠中创造前提 J ＠跨村的工业小区、工业菜中点由乡（令代）攻府负

责协调筹建，＠）扩大县府批地权限， 简化工业用地报批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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