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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工业扩散

——市郊乡镇企业发展新机遇

沈开艳 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 博士研究生

历史的回顾：乡镇企业由胜而衰

以江、浙、沪为代表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可以看作是我国乡镇企业发展历史阶
段中的一个缩影。上海市郊的乡镇企业由于受市区大工业的依托，在发展过程中与城市国有企业
形成了一定的关联或反衬。

对市郊乡镇企业发展的历史阶段作一个初略的划分，大概可以划分三个时期：七十年代，乡
镇企业刚刚兴起时的“初升太阳”期；八十年代，乡镇企业辉煌发展时的“如日中天”期；九十
年代，乡镇企业由盛而衰的“斜阳西下”期。

七十年代，在结束了初级社、高级社后的人民公社体制下，市郊一些公社及大队利用集体积
留和闲散资金等创办了一些简陋、粗放的工场作坊，开始出现第一批乡镇企业。尽管当时乡镇企
业才创办，生产条件、人员素质、管理手段、技术水平等都较落后，但由于这山企业形式是在农
村这片土地上自然生成的，适合农业经济发展，同时又给当时农村经济很低的收益带来较高、较
多的利润，而且还一方面为农村培养出一批新人、能人，另一方面也解决了农业生产中逐渐暴露
出的矛盾问题，如：日益增多的剩余劳动力，不断递减的土地收益等。所以，此时的乡镇企业具
有强大的生命力，如初升的太阳，潜能巨大。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农村改革为标志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全面铺开。80 代，是市郊乡镇
企业辉煌发展的黄金时代，无论是从企业的规模、企业的数量、企业的效益、企业为社会承担的
利益、企业为农业解决的剩余劳动力、新增人口的就业、对农业的反哺、对农村工业化的发展、
对城市经济和城市工业的触动和推进等，都较 70 年代有了质的变化。市效乡镇企业在 80 年代之
所以发展如此迅猛，原因在于 80 年代乡镇企业谋求扩张和发展之时适逢中国新旧体制转换之际。
在中国经济体制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换的过程中，上海市区面广量大、对整个国
民经济的发展起举足轻重作用的国有企业受旧体制的束缚、影响较大，加之国有企业在长期发展
中所形成的大而全、公而乱等的现状，改革的惰性大而旧体制的惯性强，大有“尾大不掉”的之
感一下子很难适应新环境。而乡镇企业在体制转换中则可谓是轻装上阵，由于其发展历史短，因
而受旧体制的牵连少，体制新颖、机制灵活，充分发挥了“船小好调头”的优势，加上其灵活多
变的用人政策、促销手段、对市场行情的良好的把握和预感，对风险的极强的规避能力等促使乡
镇企业很快在体制转换中完成了角色的自我变更，成了市场经济中的新的经济增长点。

另一方面，与城市大工业（国有企业）相比，乡镇企业的社会负担少，社会公益支出成本小。
这与国有企业的冗员多、隐性失业严重、机构臃肿、分配领域的平均主义大锅饭现象严重、债务
负担重等恰恰形成鲜明的对象。乡镇企业都是用的农民工，大都属农村闲散劳力的剩余劳动力，
他们闲时务工、忙时务农，人员进出完全由企业自主决定。乡镇企业大都不负担工人的医药费及
其他各类保险费，也不用为退休工人支付工资，因为乡镇企业压根儿就没有退休工人。分配体制
更充分地体制了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及与企业生产经营状况相结合的原则，且在许多领域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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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支出如污水治理、环境保护、对员工的人身健康安全保护等成本要大大小于国有企业。因而
其发展势头猛就不言而喻了。

再者就是由于新旧体制转换，总免不了有一些体制、政策、法规及执行等上的偏差、漏洞或
滞后，乡镇企业的发展却极充分和聪明地利用了这一偏差和漏洞，合理不合法地钻了政策的空子，
可谓是“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尽管从规范的角度来讲这种行为不甚合法，但对乡镇企业本身
来讲，却是合情合理的，因为企业作为单个经济行为主体总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

正是以上原因造就了 80 年代市郊乡镇企业发展中所独有的如日中天的辉煌业绩。但是，时
至 90 年代，市郊乡镇企业却如强弩之末，完全失却了往日的辉煌与威风，开始走下坡路了。《1995
年中国统计年鉴》资料表明，从乡镇（包括村办）企业主要财务和经济效益指标来看，80 年代
乡镇企业发展迅猛的上海地区，在 1994 年的效益状况普遍不如全国，相同指标均位于全国平均
水平之下，比如，1994 年乡镇企业每百元固定资产原值实现利润，全国平均为 20.5 元，而上海
市只有 18.9 元；每百元资金实现利润，全国平均为 9.0 元，上海市则为 6.9 元；每百元资金实现
的利润税金，全国平均为 14.8 元，上海市为 10.8 元；每百元固定资产原值实现营业收入，全国
平均为 379.4 元，上海市为 313.2 元；每百元营业收入占用的流动资金，全国平均为 33.7 元，而
上海市则高达 55.5 元。

对以上事实进行分析判断，本文认为，我国经济体制的转换虽然仍处在过渡期，但经过 10
多年的发展，过渡期的体制、法规、法律、社会环境、各行业对体制改革的适应性等有了显著变
化，从不完善到相对完善、从不健全到比较健全，从不适应到基本适应，是 90 年代社会经济组
织较之于 80 年代的一大改变。特别是城市国有企业开始走出阵痛，走向市场，由原来的“老大
哥”、“朝南坐”地位走下圣殿，进入市场经济氛围，国有企业对市场竞争的认识和在市场占有中
的势头越来越强劲，对市场变化的适应能力大大提高。尤其是近年来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
改革的重点抓起来后，上海的城市大工业（国有企业）在现代企业制度创新上迈上了新的台阶，
一系列的改革举措纷纷出台，并取得了良好的经济、社会效果：如企业大批富余劳动力的下岗，
分配体制打破平均主义开始拉开差距，人才流动度增大，企业全面实行联合、兼并或重组，社会
福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措施相继出台，……都给国有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

相比之下，乡镇企业却无有新的动作，其先发性的优势正在丧失殆尽，乡镇企业在企业制度
上、在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及技术密集型转变的过程中步履缓慢，
大大跟不上国有企业前进的步伐，人员素质提高不多，组织制度创新不够等等，无不制约着乡镇
企业的进一步发展。而随着一系列政策法规的完善与健全，以前尚能靠钻政策空子而谋求自我生
存的许多乡镇企业再也不能靠此“法宝”在市场经济下“有所作为”，乡镇企业本身固有的一些
矛盾、弊端日益暴露，如其生产经营行为的短期化、管理体制上的凌乱与不科学等，使其对市郊
农业经济的作用程度开始下降，甚至对整个地区经济的作用也开始下降……终于，市郊乡镇企业
失却了往日的光焰，像黄昏夕阳一样开始走向衰退。

时代变迁为市郊乡镇企业发展带来了新机遇

历史的演进展现给我们的就是这样一个无情的现实。90 年代已经过去了一大半时间，剩下
的几年正处于世纪之交。世纪之交是个竞争激烈、优胜劣汰的时际，全世界都在为之动作。市郊
乡镇企业能否在这几年中革故鼎新、再铸辉煌，还需看乡镇企业能否寻找到并牢牢抓住促使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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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发展的新机遇。随着经济运行体制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经济
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上海这一老工业基地、全国的轻纺工业和部分重工业的中心
城市，为了适应经济运行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即第一产业振兴、第二产
业延伸、第三产业拓展，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的格局将进行重大变革。第三产业的兴起及其向广
度和空间的拓展，使原先占据市区较大面积和地域的大量国有工业企业急需向外扩展延伸，以腾
出市中心的黄金地段为发展三产提供有利条件。同时，由于市政建设步伐的加快，城市环境保护
和工业污染治理又要求内环线以内的大部分工业企业搬迁出去；土地批租、居民住房条件的逐步
改善要求市区有更多的地块用于商务、办公、宾馆及居民住宅，这样又将造成一些工业企业的向
外搬迁。另一方面，从工业企业本身发展的趋势来看，上海目前的大批国有企业要达到与国际市
场接轨的水平，要完成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造，迫切需要对企业的内部组织制度、技术设备、生产
流水线、管理体制、经营方式作改变，为了适应规模经济和外部效应的需要，企业还将在规模扩
建、厂房改造、环境整治等方面作配套改革。由粗放型生产方式向集约型生产方式的转变、由劳
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变，使原先一些陈旧低档的国有企业再也
不能靠小修小补、小打小闹维持现状，必须进行脱胎换骨的大改造。总而言之，按照面向 21 世
纪、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的要求，结合产业结构和城市功能的调整，“九五”期间上海新的制
造中心，内环线以内的大工业迫切需要向郊区扩散、向农村转移，这恰恰为市郊乡镇企业重振旗
鼓、再展雄风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大好机遇。只有不失机会，才能从中确立先发优势、获取先发效
益。

长期以来，乡镇企业一直处于同国有企业争市场、争原料、争人才的竞争之中，尽管乡镇企
业凭借其灵活的用人机制、促销手段及经营方式赢得了一部分国内市场，但与国有企业相比，其
生产管理水平、技术素质、员工素质和产品档次等始终居于下风。随着国有企业改革朝深度和广
度的进军，现代企业制度的全面施行，乡镇企业在规范与公平竞争中将越来越处于不利地位，若
不改变原来的一套运行制度，乡镇企业恐将难有大的作为。而市区工业与乡镇企业携手共建，对
农村乡镇培育支柱产业，实行科学管理，提高技术水平，完善组织机制将大有裨益，从而为农村
乡镇企业注入了新的活力。首先，市区大工业向农村的扩散及其与市郊乡镇企业的联合匹联，为
乡镇企业调整产业结构、合理分工布局，提高规模经济效益带来了新的机遇。乡镇企业由于其成
长发展的先天性原因，地域分割、各乡、镇、村各自为政，企业布局分散、凌乱、企业间生产协
作、分工不明。在市郊乡镇中小而全的企业星罗棋布、错落无致，既不利于各乡镇利用和发挥各
自优势，又极大地浪费了宝贵的土地资源，同时在产业结构上同构化现象十分突出。

按照近年来农村经济发展的方向，工业要向园区集中，乡镇企业就面临着一个重置和调整产
业结构、合理布局、分工、集中，并发挥规模经济效益的问题，如果单单凭借乡镇企业自身的实
力，要协调组织好各郊县乡镇、村的企业，完成产业结构的调整、地区布局的优化等恐怕遥遥无
期。市区大工业到市郊农村安家落户，正好可以在此方面有所作为，做些大的动作。适当考虑郊
县各乡镇的地址位置、资源状况、交通条件及与市区各产业与行业的关联度等，有目的、有计划、
有选择地，分门别类地与乡镇企业联营或合并，可以在较短期内尽快尽好地克服乡镇企业产业结
构同构化现状，实现资源及人、财、物的最佳配置。乡镇企业的行业布局、地区布局及产业结构
的合理、科学，便可以节约土地资源、节省生产成本，产生出最大最好的规模经济效益。

第二，市区大工业向郊区的扩散，为乡镇企业尽快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
换带来了良好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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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上海市郊乡镇企业较之外省市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大量乡镇企业而言，资本化程度高、
技术含量高，但与已有四、五十年发展历史，且长期饱受国家与政府人、财、物优惠的市区大工
业企业相比，其生产设施、设备与技术水平就大大落后了。大量的乡镇企业仍以劳动密集型及资
本密集型为主。如 1981—1985 年，上海乡镇企业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到 25%，而劳
动力投入增加所带来的产值增长达 35%强，由资本投入增加所带来的产值增长亦高达近 40%。经
济的增长主要依靠粗放型的生产方式。

不久前，中央政府提出“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远景规划最主要的内容之一是要求我国今后
经济的增长方式要由粗放型转向集约型，这对乡镇企业来讲要有脱胎换骨的大改造。以前市区企
业转移到农村的都是一些淘汰产品或夕阳产业，对乡镇企业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帮助不大，
现在大批市区大工业纷纷扩散到农村，其先进的技术、优良的设备、高效益的生产方式及高附加
值的产品毫无保留地融入到乡镇企业中去，对乡镇企业完成这种转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并提
供了不可多得的良机。

第三，市区大工业向郊区扩散，对乡镇企业的经营、管理等运作机制的科学化、上层次带来
了新的机遇。

乡镇企业不仅存在着设备陈旧、技术落后等“硬件”上的问题，同时在经营方式、管理手段、
组织功能、协调机制、用人用工体制等“软件”上与城市工业相比也仍处于较低水平。而且这种
低水平的生产方式在现代化大生产发展日新月异的社会环境下越来越显得难以为继。如果不作一
番革新，乡镇企业很难在竞争激烈的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下继续生存。恰恰相反，城市大工业在生
产经营与组织管理上有着厚实的基础和独到的优势。相对乡镇企业来讲，它经营水平较高，管理
手段先进、科学，组织机制、用工体制相对完善、规范、合理，管理人才、经营水平、技术人才
队伍素质高、阵容强，正好可以弥补乡镇企业在这方面的先天不足，从而为乡镇企业整体经济实
力的提高创造条件，并可为乡镇企业培育和培养一大批有技术、懂业务的新一代农民企业家及能
工能农的“双料”农民，以提高郊区农村的总体文化、技术素养。

第四，大工业向郊区扩散，对乡镇企业尽快完成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造意义重大。

随着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日渐完善与规范，对企业制度创新的要求和呼声也越来越迫切。适
应市场经济要求，规范企业行为，实行现代企业制度不仅是国有企业或城市企业的需要或任务，
对于渴望在市场经济下有所作为的乡镇企业来讲，同样十分需要且必不可少。近几年来，国有企
业由于改革步伐的加快，改革的进一步朝深度和广度的延伸，在现代企业制度改造方面较之乡镇
企业领先一步，并取得了许多经验和教训。尤其是对于在规范化和法制化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如何
面向市场、开拓市场、创立名牌、增强企业竞争能力等上有大量成功的典型。这些业绩优秀、名
声显赫、制度先进的大工业企业落户市郊乡镇，正是乡镇企业借它山之玉，建立和健全现代企业
制度的大好契机。乡镇企业一方面可以借鉴国有大工业企业的生产营运体制，并结合自身优势，
规范组织制度，拓展产供销、产加销一体化生产新路；另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国有大工业企业
的名牌效应，良好的商誉、信誉，广泛的产供销经营渠道等无形资产，再创出自己的品牌、树立
自身企业形象，在颠簸浩淼的市场经济大海中搏击风浪，赢得一席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