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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塑料加工业企业组织结构调整的探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塑料工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目前全因朔料制品年产员约400万
吨，已进入到世界塑料制品十大生产国行列内。 “八五” 期间，塑料工业被列为国家重点发
展的产业。在上海，塑料加工业也被列为市十大室点发展行业和二轻局的四大支柱行业之一 ，
这大大提高了塑料加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同时也为其发展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

但是，塑料加工业的发展也面临着一些突出的矛盾和困难。其中企业组织结构方面存在
的 “散 ＇＇ （高度分散，企业组织程度低）、 “小＂ （企业规模小型化）、 “乱＇＇ （盲目发
展，行业管理失控）、 “低＂ （规模经济效益水平低）等问题，严重制约着塑料加工业的生
产发展与经济效益的提高。上海塑料加工业这方面的矛盾则尤为突出。因此，如何抓住Jf
放、开发浦东的机遇，结合技术改造进行行业改组， 加快上润朔料加」：业企业组织结构调整
的步伐，是个值得认真研究的课题。

（一 ）

由千历史的原因，以及政企不分、条块分割与企业改革滞后等原因，上泭塑料加工业企
业组织结构松散、专业化协作水平低、规模经济效益差等问题不仅长期作在， 而且改革、
调整的阻力也比较大。这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分散化倾向严重，行业整体的力量与优势难以寻觅。上悔船籵加1：企业儿乎,(f在于
各行各业之中。其企业不仅在行政上分别隶属千包括一 轻、二轻、化工、机屯、仪表、屯子和
纺织等在内的十儿个工业局，而且散布于市区、乡镇与街道等各个地域与层次。由于长期受
所有制形式、行政隶属关系、财政上缴渠道不同的束缚与限制，众多塑料加工企业之间联系
松散，缺乏应有的分工与协作。就以二轻系统的32家塑料加工企业来说， 虽然同在一个工业
局中，有共同的行政主管部门，但由于这些企业分属于不同的所付制形式，即其中有全民所
有制企业19家（其中含国、集合营企业5家）、集体所有制企业10家、中外合资企业3家，
有各自不同的所有权及与此相对应的独立的经济利益，因此，发展企业之间的协作与联合，
变得比较复杂与困难。1988年12月成立的上拇塑料制品公司， 是一 家面向全行业的生产经代
服务性公司，其性质是企业性公司， 同时该公司受二轻局委托行使一 部分行业管现的职能。
该公司的成立，对克服塑料生产分散化倾向、提高朔料加上业的组织程展起f较好的作用。
但是，由于公司与下属企业都是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经济法人，加上公司闷卜属企业缺乏
吸引力与凝聚力， 仍尤法改变携料加工业 ”一 盘散沙 ” 的现状，至于作为行业整体的种种优
势史尤从谈起。

2.企业小型化， 规模经济效益无法发挥。与分散化倾向相伴防的介业小咽化。仍以二
.,1 t.;. 9r. 为例， 叫19til l 队，32家介业，有职J. 1 5 l 00人， 炉籵制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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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 每家企业的产量平均不到2000吨， 职工实物芳动生产率仅5吨。 “小打小闹 ＇＇ ， 生产集
中程度大大降低， 使现代化大生产变成了 “ 作坊式” 的小生产， 生产效率从而经济效益， 也
必然是十分低下。 据报导， 发达国家塑料加工业的人均实物劳动生产率是40吨， 而上海二轻
系统是5吨， 仅是人家的1/8。

趴企业自成体系， 专业化协作进展迟缓。 与其他行业相比， 塑料加工企业在生产上、
工艺上的独立性比较强。 这是因为在塑料加工企业之间通常不存在如某些行业 ” 上游 ” 与

“下游 ” 企业之间原材料或半成品的供应与加工的那种分工协作关系。 但是， 企业之间横向
的协作与联合的领域是十分广阔的。 这中间除了原材料采购、 成品经销、 科学研究、产品开

发方面协作、 联合外， 技术后方的专业化协作， 如建立塑料模具制造中心、 加工机械制造与
维修中心等， 其经济效益将是十分明显的。 而更为重要是企业之间产品的合理分工即实行产
品专业化， 对减少以至避免甫复建设、 市复生产， 以及同行业内低水平的过度竞争， 是至关
重要的一 项措施。 只有实行合理分工， 才有可能形成高起点、专业化的大批拱生产。 而只有
通过适当形式， 把相关企业组织起来， 才有可能在更大范围、 更高层次上发展专业化协作，
组织便于利用规模经济效益的大批屋生产。

（二）

鉴于上海塑料加工业上述的种种问题， 加快行业改组步伐， 实现企业组织结构合理化，
已十分必要。 对此， 有关部门与企业的领导必须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共识：

1. 调整企业组织结构， 是增强竞争实力， 重振上海塑料加工业雄风的客观要求。 塑料
加工业，在上浒起步较早， 并具有相当的技术与经济实力。 但由于种种原因， 这几年上海塑
料加工业发展不快， 在国内的相对地位不断下降。 据权威人士估计， 上海塑料加工业已从
过去的全国第一 降至第五、 六位。广东省特别是佛山等地的塑料加工业， 一 跃而上， 且咄咄
逼人， 不少制品已占领了上海的市场。 他们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 “大打大闹 ＇＇ ， 即搞高起
点、 大批措、 专业化生产。 无论是国内竞争， 还是国际竞争， “小打小闹 ＇＇ ， 靠 “ 散兵游
勇 ” 、 “单兵作战 ” 是难免在市场竞争中败北的。 因此， 上海的塑料加工企业联合起来， 组
织 “ 集团军 ” ， 不仅是企业本身生存与发展的需要， 也是提高竞争能力， 夺回失去的国内市
场， 进而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迫切要求。

2. 调整企业组织结构， 是实行大规模技术改造， 彻底改变塑料加工业落后面貌的客观
要求 Q 从世界范围看， 塑料加工技术发展很快。 塑料制品已向功能化、 精密化、 薄型化发
展， 相应地， 塑料加工技术也在向高速、 精密、 机电一 体化、 微机控制的方向发展。 为追踪
世界先进水平， 加快上海塑料加工业的发展， 有关部门确定了塑料加工业 “八五 ” 期间生产
发展及技术进步的重点与方向， 拟投入6.4亿元资金， 引进具有国际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期
水平的生产线30多条。 但是， 大规模的技术改造， 必须有企业组织结构调整的大动作来加以
保证。 因为，只有通过企业组织结构调整， 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才有可能借助行业的整体力
量与优势， 去弥补单个企业在技术改造、 技术引进上技术力量薄弱、 组织管理能力差、 资金
不足等问题。 同时， 还因为这些引进的生产线都采用了当代高科技的成果， 只能在全行业内
组织专业化、 大批量生产， 才能容纳这些技术与设备， 并且在投入后发挥其应有的经济效
益。

趴调整企业组织结构， 是利用规模经济， 大帽度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客观要求。 这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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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塑料加工业的经济效益不断滑坡。1991年二轻系统塑料加工行业的税利总额从过去的数
亿元降至4000多万元（其中利润2074万元，税金1987万元）， 其原因除了产品水平低、 附
加价值小外， 加工点多、散， 规模小， 从而生产效韦低， 也是重要原因之一。所谓规模经
济， 又称大批最生产经济， 它是指通过扩大生产经营规模， 所获得的经济效益， 包括投资减
少、原材料或能源节约、成本降低等。 上海塑料加工行业中小企业多， 且多种所有制并存，
其中以集体所有制企业居多。要从根本上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 其出路就在于组织起
来， 搞大批量生产， 或者通过合理分工， 实行专业化生产， 使小企业也能大生产。

4.调整企业组织结构， 是提高盟料加工生产能力， 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客褒戛求。
世界各国 一 般都把石油化工作为主导产业或重点产业加以扶植， 促其迅速发展， 以实现产业
结构高度化的目标。但石油化工是原料型生产，它要求有相应的加工能力与其配套并同步发
展， 在我国随着大庆、齐鲁等石油化工项目的竣工与投产， 塑料、合成纤维、合成橡胶等原
料的产量大幅度增长。在上海， 由于30万吨乙烯工程及金山、高化等一批原材料生产基地相
继建成，每年约有50万吨塑料原料需要就地加工和利用， 这就需要有一批加工能力大、技术
水平高、产品质量好的塑料加工企业， 与此相匹配。显然， 从这方面说， 也要求加快行业改
组， 通过组建企业集团和股份公司，壮大经济实力， 以达到迅速扩大塑料加工生产能力的目
的。

凡调整企业组织结构， 是开放、开发浦东， 调整生产布局，实现望料加工行业战略性
转移的客观戛求。 二轻系统39家塑料加工企业， 其中有39家地处浦东， 其余在浦西。由于历
史的原因， 布局比较零乱、分散， 调整又十分困难。中央关于开放、开发浦东的重大决
策， 为塑料制品行业老企业改造和生产布局调整， 提供了一 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开放、开发
浦东， 并不是简单的迁厂过址的问题， 也不仅仅是运用浦东新区优惠政策的问题， 它应有更
丰富的内涵和更为深远的意义。从企业组织结构调整来说， 它要求结合行业的技术改造，
“东西联动” 、组织起来， 以 “集团军 ” 的形式， 按专业化协作原则和规模经济的要求，有

计划地向浦东作战略性的转移。

（三）

为实现“东西联动， 进军浦东”的战略设想， 上海塑料加工业企业组织结构调整，应采
取以下的对策与措施，

1.加大对浦东的投资力度， 上起点高、影响力大的技改项目。进军浦东， 意味着部分
加工能力要转移到浦东。但重要的不是这部分能力的数量， 而是水平， 否则，搞低水平的延
伸转移， 有悖于开放、开发浦东的初衷。在浦东的投资， 大致可以有这几种方式， （1）扶
植原浦东的企业， 上高新技术水平的大项目， 如可考虑在地处浦东的上塑二厂引进有关的技
术或生产线， 把真空锁铝、干式或挤出，复合、印刷、制袋及相关的照相制版等先进工艺与
设备串联起来， 形成一个生产中高档塑料包装基材的后加工联合中心， 这既可以壮大上塑二
厂的技术、经济实力， 又可以增强该厂相邻企业的吸附力与凝聚力， （2）利用浦东老厂的
空余场地， 上起点高原准备在浦西兴建的新项目或搬迁浦西水平较高的设备或生产线， 这既
可以解决浦西企业布置过于密集的问题， 又可以一 举提高浦东企业技术水平， （3）浦西实
力较雄厚的企业，去浦东买地造房， 上新项目。目前，地处浦西的上塑一 厂正准备通过这种
方式把三个引进项目落户在浦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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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浦东、 浦西若干实力较强的企业作为核心层 ， 在此基础上 ， 组建上海堕料制
品集团公司。 企业集团是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需要而产生的 一 种
新的经济组织。 其组织形式灵活多样， 有较广泛的适用性。 鉴于塑料加工的生产技术特点
和原有的基础与条件， 要组建一个以某种产品为龙头的跨部门、跨地区的大型企业集团 ， 至
少在目前并不具有现实性。 但是先在本地区和本系统内组建一个包括核心层、紧密层、半紧
密层等联合水平不同的覆盖本系统大部分企业的集团公司， 还是有必要的， 并且可行的。 在
企业集团中 ， 核心层是集团的灵魂， 是企业集团生命力与凝聚力之所在。 因此， 应当注意在
自愿的基础上选择在行业内有较大经济实力的若干大型企业作为核心层成员。 核心层成员企
业， 开始时数量不宜过多 ， 主要看其经济实力。 为实现幻东西联动”

， 参加核心层的企业不
仅要有浦西的，还应有浦东的。

3. 积极进行股份制企业试点 ， 筹建上海塑料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推行股份制， 是我国
企业改革的重要方向， 也是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最重要的条件和形式。 推行股份制的目的， 是
试图找到一 种适合中国特色的企业组织制度， 这种企业组织制度既符合公有制的要求 ， 也适
应商品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要求。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 股份制， 很可能是未来
中国企业制度的典型模式。 在上海塑料加工行业筹建一家股份有限公司， 作为行业内 一 家大
型企业， 从而成为行业的骨千和中坚， 是很有必要的。 这既是企业改革、行业改组进一 步发
展的必然趋势 ， 也是上海扩大股份制企业改革试点范围的客观要求。 至千具体的操作， 可以
有两种思路 一 是在上海塑料制品（集团）公司的基础上， 不失时机地将其改造为股份制企
业，二是另辟蹊径 ， 选择或串联若干大型企业， 按有关规定， 作为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
进而设立股份有限公司。 当然股份制企业形式， 除股份有限公司外，还有有限责任公司，为使
试点的形式多样化 ， 在上海塑料加工行业， 组建若千家有限责任公司 ， 也不是不可考虑的。

4. 大力发展股份合作制企业， 为全面推进上海塑料加工行业企业组织结构调整寻找新
路。 如前所述 ， 塑料加工行业中小型企业多， 集体所有制企业多， 如何把它们组织起来， 加
入到现代化大生产体系中去， 看来发展股份合作制企业是很有前途的一条新路。 所谓股份合
作制企业， 是集股份制与合作制的特征与性质于一身的一种新型的企业组织形式。 集体企业
改制股份制， 最大的好处是可以明确产权关系， 进而恢复集体企业财产共有、按份共有的产
权特征 ， 建立合股经营、 民主管理的运行机制。 并且， 在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基础上， 还可以
发展层次更高， 范围更广的经济体系， 以及组建更高级的股份制企业。

（上接第55页）时，准平而不变 ， 衡绝则重现飞真乃

精采之句，虽不绝后，实属空前。 又说 “凡五谷者，

万物之主也， 谷贵则万物必贱， 谷贱则万物必贵，

两者为敌， 则不俱平。“谷虽非币，但在此处将谷抽

象为 一般等价物， 又有何不可。不管（（管子〉〉作者

意识到此与否，后人作此联想，已是极自然的事。唐

和南宋对各自的盐利以不同的衡物作衡， 以不同的

货币称提， 多几十倍或少几十倍实属 “ 昆明池水并

不深＂ 的事。前文巳述，即便以同一衡物， 如中统钞

作衡， 中统元年的中统钞和至元年中的中统钞称提

出的同 一 州或同 一 国的岁入也是不同的，后者至少

比前者多出五倍。 以库兹涅兹和克莱因的眼光看，

这当然属千不值一顾的 “ 昆明池水” ，但以近古时

代的马端临先生看， 这实在是 “胜于富春江” 了。

在学术上， 马端临当是库兹涅兹和克莱因大师的大

师。但云中有云， 天外有天，在«国蓄〉〉中， 我们

可见 “相对价值” 运动的轻重观， 在《乘马〉〉中，

我们甚至可看到现代统计的雏型， 而这些均发生千

纪元前， 不禁令人晞嘘感叹。请看｀ “地之不可食，

山之无木者，百而当一。...... "实在地， 这和指数

法统计曲异而功同。

综上所述， 马端临若至今仍在， 当会笑而相

让 “第一人” 之美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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