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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上海郊区乡镇工业摆脱

困境需要研究的几个问题

1989年是治理、整顿的第一年，由千前几年投
入较多的因素，上海郊区的乡镇工业仍保持了20%

的增长速度，实现产值209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
值的18.2%。1990年是治理、整顿的第二个年头，
虽经过郊区广大于部职工的共同努力，乡镇工业的
调整取得了一定 成效，但由于过去十年大发展中积
累下来的问题逐步得到暴露，乡镇工业面临的形势
是相当严峻的。为了尽快摆脱困 境，以求得 “八
五” 和今后十年市郊乡镇工业有一个持续、稳定、
协调的发展，本文拟着重对当前上海郊区乡镇工业
面；临的困难和相应的对策，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 关于调整产品结构问题

在进入治理、整顿的第二个年头里，上海郊区
乡镇工业面临的问题之一是： 市场疲软，销售 不

畅，产品结构性矛盾突出，调整任务十分艰巨。去
年 1-9 月，乡、村二级工业产值完成 166.6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7.43%。从这 9 个月生产情况看，
时高时低，很不稳定，生产仍在低谷中爬坡。这种
产品结构性矛盾， 主要反映在： （1）由千郊区乡
镇工业以本地资源为原料的加工业和原材料工业的
比b重很小，它主要是为城市工业协作配套的加工
业，因而城乡工业之间产品类同，市场一旦变化，
产品销售不畅，企业生产受阻。如占乡镇工业产值
80 ％的十大骨干行业，生产上升的有纺织、缝纫、
化工、造纸、文教体育用品行业的多数产品。生产
下降的有机械、金属制品、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

塑料、食品饮料行业的一部分产品。(2)产品结
构性矛盾反映在企业，一是有相当一批新建企业产
出不足，有的严重不足以至一建成就陷入困境J二
是大批老企业落差过大，造成大面积减产，、据嘉定
县调查，在全部老企业中，去年上半年减产的有693

户， 占老企业数的52.5%，减产2.84亿元。(3)结
构性矛盾反映在流通领域，两种产销渠道形成了鲜
阴的对照， 一种是主要为城市企业协作加工，它对
城市工业、商业等依附性较 大，直接、间接纳入国
家计划，乡镇企业只管生产，不用担心销售。但在

城市工业、商业产销渠道遇到困难 的情况下，乡镇
企业就显得手足无措。另一种是完全依靠市场调节
的一些企业，在当前同样遇到市场不景气情况下，
生产发展正常。如川沙城镇乡的霞飞日 用化妆品
厂，它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和产品的 销售，完全面
向市场 。建厂5年来，产值连年翻番， 去年在日用

化妆品市场激烈的竞争中，产值又 大幅度增产，年
产值可突破1亿元， 成为郊区乡镇工业产值突破亿
元的仅有几个厂中的一个。

面对当前上海郊区乡镇工业产品结构性矛盾突
出的严重困难，如何走出产品滞销积压、企业生产
受阻的困境呢？出路在于面向市场抓调整。

(1)郊区各级干部特别是乡镇工业战线上的
干部，要牢固确立市场意识、竞争意识和风险意
识。上海乡镇工业一起步，主要依托于城市工业、
外贸和商业渠道等，因而多 年来使一 大批干部造成
了 一种依赖心理，这样在激烈的市场 竞争中 就显得

被动。所以，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乡镇工业正处在

一个重要转折关头，每个企业的产品都必然要经受
市场的检验。 要在思想上来一个转变 ，即要少一点
依赖和埋怨，多一点市场和竞争意识，让自己的产
品在市场上一见高低。

(2)在积极开拓市场中，要十分重视搞好产
品结构的调整和新产品开发。产品是生产和市场的
结合点，调整产品结构要着眼千开拓市场。只要面
向市场，积极开拓， 就是原来主要为城市企业协作
加工的企业，在大工业自己不景气、吃不饱的情况
下，并不都是 “ 山重水复疑无路” ，而是 “柳暗花
明又一村 ” 。如上海川沙印染机械厂的加工任务从
上年的 1600 万元减少到 去年的 300 万元。面对困
难，全厂干部、职工主动调整结构，到市场上接任
务，经过努力不仅同市区15家印染厂建立了业务关
系，还到广州、深圳开订货会，到去年7月底巳接

加工业务1400万元，建立了一 批新的业务关系。同
时，还把产品打进了香港市场。

(8)在开拓市场、调整产品结构中，要锐意
求新，以新品种、高质量取胜，切实改变产品几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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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一贯制” 、 “老面孔＂ 。松江县去年以来开发
新产品 47 个、淘汰老产品 24 个。这个县的古松乡
1989年以来开发了工业链条、金属丝网等三个新品
种获得成功，去年创造产值500万元。但目前郊区乡
镇工业技术力煜薄弱，给开发新产品带来了困难。
出路在于借助于上海这个工业城市雄厚的技术力量
优势，借鸡生蛋，这不仅可能， 各县也有一些成功
的经验可以借鉴。

(4) 要大力加强产品的销售工作，把销售网
络建立起来。多年来的实践证明， 一个 企 业 的兴
衰，并不是看生产能力有多大，而主要看有没有市
场，即产品占领的市场有多大。一个企业如果有了
销售市场，手中有了订货单子，就不用担心生产搞
不上去。因此，不论是为城市企业加工配套的 企
业、联营企业，还是市场调节的企业， 都要切实加
强供销工作，都要建立起一支能攻善战、勇于发扬

“四于精神” 的供销队伍，并有一个鼓励重视购销
业务的政策，以及与激励机制相配套的保护机制，
以调动广大购销人员的积极性。

二、 关千经济效益滑坡问题

当前，上海郊区乡镇工业面临的又一个突出问
题是，经济效益大幅度下滑，亏损企业 大 幅 度上
升。花大力气扭转经济效益下滑的被动局面，已经
成为十分紧迫的任务。 去年1 — 9月，乡、村二级工
业实现利润为15.08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5.4%;

亏损企业2141户，比上年同期增加 48.01%，亏 损
额为1.2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22.74%。乡镇工业
效益大幅度下滑，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是主客观原因
和不可比 因素的综合反映。主要原因有I (1) 由
千受市场疲软的影响，相当部分企业开工不足，有
的开开停停，劳力过剩，相对的费用增加，成本上
升。 (2) 三项资金即产成品、发出商品、应收销
货款运行受阻，企业贷款增加，利息增多，成本 上
升。 (3) 部分原辅材料的价格继续上 涨，企业难
以消化，成本上升。

在当前 乡镇工业仍然面临着严峻形势下，要使
其经济效益有一个较快回升，必须采取切实措施并
建立起正常的经济运行秩序。两者是相辅相成、缺
一不可的。强调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个方面，都不
可能达到应有的效果。因此，要采取如下措施；

(1) 郊区各级干部特别是企业的经营者，要
把加强企业管理摆上位置，采取切实措施，抓好企
业管理，苦练企业内功，制止效益滑坡，真正做到

向管理要效益。近些年郊区乡镇企业的管理工作，
在城市工业的帮助下，有了长足进步，并涌现了一
批管理先进企业。目前已有10多家企业进入国家二
级企业，近百家企业进入市级先进企业。但总的来
说， 乡镇企业的管理水平仍然相当薄弱，相当部分
企业的基础管理远未走上轨道。因此，加强企业管
理的工作，重要的是增强干部的管理意识，把干部
和经营者的主要精力从过去重开发、重横向转到抓
管理上来。

(2) 要面对目前相当部分企业不景气的 现
实，采取相应措施，实行 “开拓” 与 “紧缩” 相结
合，使一批企业尽快从目前 “厂门 不 关、维持吃
饭” 的被动局面中解脱出来，一是要面向市场，积
极开拓，使企业取得新的转机；二是对现在生产不
景气的企业，要根据市场需求，有所取舍，坚决地
实行关、停、并、转一批1三是要坚决地实行紧缩
政策，对确实劳力过剩、人浮于事、转移到其他企
业尚有困难的企业，应当做好工作，动员一部分劳
动力回农村第一线从事种、养业， 四是坚决地压缩
一切可以压缩的费用，以减少支出，降低成本1五
是要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搞好企业的扭 亏增盈工
作，把亏损压缩到最低限度。

(3) 乡镇企业是公有制的一部分，又是国民
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在与国营企业的协作
或互补中应当是平等的。但近几年来有相当一部分
城市企业，为了自身的利益而长期无偿占用 乡镇集
体企业的资金，使集体利益受到不应有的侵犯。要
扭转这种状况，国家有关部门要采取切实措施，而
决不是一般的号召；要城 乡通盘考虑，而决不能重
城轻乡，要国营、栠体一视同仁，而决不是只强调
国营企业。只有这样，才能确保 乡镇企业的合法权
益。对此，首先，为确保经济正常运行要有经济立
法和建立规范化制度。其次，要在信贷部门监督下
重新建立严格的结算制度，城市商业、外贸、工业
企业要重建良好的结算信誉。

(4) 在宏观调控上，要把增强企业这个国民
经济细胞的活力放到重要位置上来，注重处理好t
一是对能源、原辅材料价格上涨，包括一些费用的
增支，要考虑到目前企业自我消化能力1二是在原
辅材科等价格上涨的同时，也必须从总体上（不 是
全部）要同时调整产品价格，使企业保待相对稳定
的产值利润率，否则企业难以生存1三是横向的 各
部门对企业索取也要有个度，决不能因国家财政困
难而转向企业，四是职工报酬的增加要同生产发展

相适应，决不能超越生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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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关于企业负担过重问题

上造郊区乡镇企业负担过重，普追超负荷运行
已成为当前面临的又一个突出问题。

近三年， 郊区乡、村二级工业企业共实现利润
为61.22i乙元，其中除去联营企业工方分利、税前各
项列支、所得税和能交调节基金， 以及上缴乡、村
利润等，企业实际留利为8.96亿元，占实现利润的
13.3%。其中，1987年占10.72%,1988年占14.4%,
1989年占14.1% ，平均每个企业年留 利 1987 年 为
1.87万元，1988年为2.97万元， 1989 年 为 2.55 万

元。乡镇企业所以负担过重， 超负荷运行，除了在
税收上从1984年起将原20 ％的比例税改为同国营企
业一样八级超额累进税，近两年又增加了能流交通
基金、 调节基金、 以及其他一些新税种外，还反映
在：．（1）在税前列支的以工补农、以工补副资金
的标准过高， 超过了企业的承受能力。 (2) 有些
狸应进入生产成本的费用未能列支，让企业用税后
利润支付。 (3) 乡镇脱产人员过多， 行政和事业
性费用开支逐年膨胀， 造成向企业索取过多。(4)

市、县一些部门的各类收费明目繁多。但究其原因，
是近几年来在舆论导向上有时夸大了农村的富裕程
度，掩盖了乡镇企业发展过程中仍然较为脆弱的经
济， 吊高了一些部门的胃口，因而当财政有困难时
就向乡镇企业转嫁， 上面开口子、企业付票子的情
况逐年增多。在集体经济内部，较长一 段时间 来
对乡镇企业实现利润颠倒了分配的秩序，不是首先
考虑确保企业维持简单再生产需要， 而往往是先满
足政府的 “门头” 即行政性费用开支， 搞脱离实际
的所谓为群众办实事、好享上，搞非生产性建设，
然后， 剩下多少留给企业多少。这样，企业的生产
资金主要依赖于银行贷款，一旦抽紧银根，伞业就
陷千窘境。因此，如何做到既要适当减 轻 企 业 负
担， 又要筹好、用好以工补农资金， 以利于三业的
协调发展，以利于乡镇工业这个农村经济支柱更加
稳固，相应的对策是：

(1)建议改进乡镇企业现行八级 超 额累进
税制度。从上海郊区的情况表明，在国家不可能大
址增加对农业投入的情况下，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建
设的资金积累， 实际上落到了乡镇企业的肩上，乡
镇企业还肩负着对供应城市副食品生产的补贴等，
因而把乡镇企业同国营企业同样实行八级超额累进
税是不尽合理的。为此，要从加强农业这个基础出
发， 在加强宏观调控时要改进乡镇企业现行所得税
制度， 适当降低税负，其他税种也翠以稳定为好，

新的税种不宜再出台。银行贷款利率再应适当下
浮， 以扶持乡镇企业的发展。

(2) 近几年来， 已形成对乡镇企业税收上的
一些优惠政策要稳定， 逐步完善。并考虑到目前乡
镇企业计税工资列支标准偏低，要适当提高计税工
资列支标准， 特别是经济效益较好的企业应多提高
一些。在这同时， 要大力推行职工报酬与企业的经
济效益挂钩浮动。对生产外贸出口产品企业要给予
一定的加班费列支。 但也要适当抑制乡镇企业职工
报酬过快增长， 对不搞酬利挂钩的 企业， 企业税
后净利用于超计税工资部分的分配， 要确定一个比
例即 “盖子” ， 不得突破。并适当提高企业的折旧
率， 允许提取大修理资金，以扶持 其发展。

(3) 要调整对企业利润的分配， 使企业留利
逐年有所增加。对企业利润分配，要改变目前这种
先考虑各方需要、然后剩下多少归企业的颠倒了的
做法， 即首先要确保企业简单再生产的需要。从目
前乡镇企业的实际负担状况 ， 建议在治理、整顿期

间， 提取的 “以工补农“ 资金返还一部分给企业，
由乡统筹，主要用千调整产品结构、技术改造和补
充企业的流动资金。对于企业在税后净利中向乡、
村上交10%， 以补社会性开支不足的规定，考虑到
在实行县、乡财政包干后乡级财政一般增加较多，
对此应予以取消。对千企业上交给乡、村工业公司
（合作经济组织）用于发展再生产的利润， 乡、村

行政不得抽走。
(4) 要逐步理顺政企关系，严格乡、镇财政

开支和村的财务制度。在目前巳普遍建立了乡、镇
财政的基础上， 要健全乡、镇财政的预决算制度，
把乡、村的各项开支，例如教育、卫生、补农、补
副、社会和行政费开支等都要严格控制在各项财政
规定的收入之内，不得突破。同时， 要搞好内部审
计， 对乡、村超越规定权限， 巧立名目向企业和合
作经济组织抽调资金的，一旦发现，上级部门要严
肃处理。乡、村还要精简机构， 大力压缩行 政 人
员， 以减少行政费开支。市级各部门未经批准， 不
得以任何名义要求基层增加机构、增设人员。乡村

举办各项社会福利事业，要釐力而行。 市的各部门
要切实贯彻国务院关千减轻农民负担的指示，今后
未经市府批准，不得搞上面开口子， 下面付票子。

四、 关于投入减少、 后劲不足问题

随着治理整顿的深入，上泡郊区乡镇工业原过
大的投资规模压下来了，并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但
目前出现了相反的问题， 投入积极性普遍不高， 投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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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减少， 后劲不足， 应当引起严蜇注意。前三年，

山于城市工业、 外贸等部门向市郊扩散了 一 批产

品， 因而郊区乡镇工业的投资规模较大。以 1989年

与1986年比， 乡镇工业的固定资产原值翻了 一 番

多， 净增49.69 亿元， 年均增加15.56亿元。但进入

九十年代的1990年， 从上半年固定资产投入悄况表

明， 不少县反映市下达的当年固定资产投资盘子用

不掉， 新项目廖忠无几， 而又是一些小项目， 上规

模的骨干项目极少。

乡镇工业投入减少，有的是治理、 整顿，压缩投

资规模的必然结果， 是合理的，当然投入积极性不

多 高，役入减少，后劲不足， 也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为此， 必须采取相应措施， 俘决好如下几个问题：

(1) 要统一对投入的思想认识。如何笱待对

乡镇工业的役入？没有投入就没有产出， 也是过去

几年发展的实践所证明了的。今后要使郊区乡镇工

业保持有一定的发展速度， 结论是：每年必须保持

有一定瓜的投入。在过去的11年中， 特别是近几年

来乡镇工业投入的摊子铺得大了一些， 有些乡、村

超过了自身的承受能力， 对此， 应有足够的认识。

但也必须认识到， 乡镇工业在国家宏观指导下必须

确保每年有一定霓的投入。否则， 如杲投 入 出 现
“ 新层f''产出必然出现 “ 空档” 即 “滑坡＂ 。要

使郊区乡镇工业在 “八五” 或更长一段时间内确保

每年有10 ％的浒长速度， 这不仅是郊区农村经济、

社会发展的需要， 也是城市工业、外贸出口的需

要， 以及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需要。根据这 一 目

标， 郊区乡镇工业如以1990年可能达 到 的 产值，
“八五” 期间每年以10 ％的增长速度， 到1995年乡

镇工业产值可达到362亿元， 年净增产值为 27.4 亿

元。如同祥以投入与产出成正比剥算， 固定资产原

值在1990年可能达到的基础上， “八五” 期间每年

以10 ％的增长速度， 到1995年达到 169 亿元， 年新

增原值12.8亿元。但考虑到价格和其他不可预测因

素在内， 乡镇工业固定资产投入， 每年需在 15 亿

元， 才能实现年产值10 ％的增长速度。

(2) 要充分调动两个投入积极性。在当前发

展乡镇企业的经济环境下口不论是企业 还 是 经 营

者， 晋遍存在蓿投入积极性不高的问题。其原 因何

在？情况表明， 有的因在前几年靠负债上了一批项

目， 在洽理、 整顿和市场起了变化的悄况下遇到了

不少困难， 这些单位目前债台高筑， 陷入困境， 度

过这个难关需要一段时间的艰苦努力， 因而再也无

力投入。较多的则是由千客观投资环揉起了重大变

化， 一些厂长们说：新办一个企业， 如果固定资产

全部由银行估贷， 这样的企业是为银行办的，如果

用自有资金搞投入， 还不如把资金存在银行里拿利

息来得稳当。搞开发、投入、 建新项目难度比前几

年要大得多， 因而， 怕担风险。因此， 要扭转目前

投入积极性不高的状况， 必须调整政策：一是对新

办的乡镇企业包括技术改迅坝目在内， 在税收上要

继续给予优惠。对新办企业， 要在实现盈利时起给

予一定时期的威免税照顾， 技术改造项目允许在新

增利润中税前还贷。二是银行贷款利率要在现下浮

的基础上， 再行下浮， 把它降到适当的程度。三是

对 经营者， 既要有一点激励机制， 对开发新项目等

作贡献者要予以奖励，更霞要的是要有与激励机制

相配套的保护机制， 以鼓励开发。

(3) 要积极筠措投入资金。头投入，资金从

何而来？在过去较长一段时间里， 对乡镇企业的实

现利润， 企业留得很少， 基本上年年分光拿走， 发

展资金依赖于银行贷款。在目前经济环境下， 完全

依赖于信贷资金不仅不可能， 而从长远的观点看也

是不可取的。因此， 一定要从过去主要依赖于信贷

逐步转到依姊自我积累上来， 以培加企业留利， 增

加集体积累。这是资金来掠脱一 个亟要方面。同

时， 也要在可能范围内用好信贷资金， 勇于和善于

搞好负债经营。事实表明， 11年来郊区乡镇企业在

国家没有投入、 社员没有投资的情况下， 主要靠企

业负债（贷款）经营、 以及国家的一些扶持政策和

职工的劳动积累， 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的。在今后发

展乡镇企业中， 资金来源一定要做到自我积累和信

贷相配套，并不断提高自我积累的比重。

(4) 要选准资金的投入方向。 在当前的经济

环堍下， 如何选准投入方向， 这关系到今后乡镇工

业稳定发展的问题。过去的11年， 郊区乡镇工业的

投入方向， 主要集中在发展新项目、建 办新企 业

上。其次， 对有些生产国内外市场适销对路产品的

企业，扩大了企业的生产规模。三是搞了一些技术

改造项目。这样， 由于着重抓了一批新建项目，使

郊区的乡镇工业已有了相当的规模和基础。但在当

前发展乡镇企业的经济环境下， 对于今后郊区乡镇

工业的投入， 一定要从过去重新建转到抓技术改造

上来。首先要把投入的垂点放在现有企业的技术进

步上。其次， 要增加对生产市场适销产品企业的投

入。三是对那些技术密集和知识密集型产品、 以及

出口型产品， 包括 “三资” 企业在内， 要有选择的

新建一批， 以增加企业的发展后劲。在明确投入方

向的同时， 对每个 项目都要认真选择， 搞好可行性

方案的论证， 至少要有七八成把握才能去 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