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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

的不断深化，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迅

速，乡镇企业更是突飞猛进，不仅成

了我国农村经济的支柱产业，而且

已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但

是，全国乡镇企业的发展在区域上

还很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发展速

度快，中西部地区发展则相对缓慢。

如何加快中西部地区乡镇企业的发

展，是我国乡镇企业发展进程中急

待解决的问题。而中部地区处于由

东部沿海向西部内陆过渡地带，中

部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不仅能有力

推动这一地区国民经济的发展，而

且能成为东西部地区乡镇企业相互

联系，共同发展的纽带和桥梁，带动

全国乡镇企业持续、稳定、协调、均

衡发展。

中部地区乡镇企业经过改革开

放十多年来的不断发展壮大，目前

均已成为中部各省国民经济的重要

支柱，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

下的激烈市场竞争相比，也还存在

进一步发展的诸多潜在问题。因此，

从未来发展的角度看，中部地区乡

镇企业发展的内在条件是优势与劣

势并存，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同在。

中部地区乡镇企业发展的内在优势

条件主要体现在：一是市场取向和

机制灵活的优势。中部地区绝大多

数地方乡镇企业是乡、村、合作、个

体多个层次一齐上，个体经济、私营

经济同时发展的，普遍建立了灵活

的、市场化取向的包括分配机制、产

销机制、用工机制等在内的较为完

善的经营制度。二是在资源与科技

方面的优势。中部地区的矿物资源、

农副产品资源等均较丰富，这一地

区是我国科技研究、教育中心之一，

也曾经是国家投资的重点区域，科

技、人才、经济实力雄厚。三是已经

形成一定的规模和比较齐全的行业

体系。但是，中部地区在未来的发展

中也存在着明显的劣势。如企业自

身素质差，职工专业知识技能和经

验缺乏，职工中专业技术人员少，生

产设备陈旧，生产工艺落后，经营管

理粗放，产品档次较低；企业重外延

轻内涵，产值增长快而经济效益下

降的现象比较普遍；企业规模小，布

局分散，社会费用较高等。因此今后

加快中部地区乡镇企业发展，应采

取如下对策：

——设立新的以效益为中心的

考核指标体系，既重速度，更重实

效，引导乡镇企业由速度型向速度

效益型转变。如河南省政府设立了

以效益为中心的主要考核指标，并

制定了相应的考核办法。这些指标

包括：企业总收入（工业收入单列），

用于考核乡镇企业发展的总规模、

总水平；实际上交税金总额（所得税

单列），用于考核乡镇企业的经济效

益；固定资产期末原值及其本期增

值，用于考核乡镇企业的装备水平

和发展后劲；工资总额用于考核乡

镇企业职工的收入水平。产值仅仅

作为参考指标来统计。这种考核指

标，重点突出了对乡镇企业适应市

场需求情况的考核，突出了乡镇企

业对国家的贡献的考核，突出了对

乡镇企业扩大再生产能力和发展后

劲的考核，突出了乡镇企业本身的

经济效益的分配情况的考核。通过

新的考核指标体系的运行把对乡镇

企业的考核逐步纳入科学化、规范

化的轨道，有效地防止了片面追求

产值而不考虑经济效益的倾向，对

引导乡镇企业发展坚持以效益为中

心，走速度与效益相统一的路子有

较为积极的作用。

——抓两头，促中间，带动乡镇

企业全面发展。由于中部地区乡镇

企业起步晚，底子薄，在短期内赶上

东部地区显然是不现实的，但是集

中力量，首先从那些经济发展快、条

件优越的地方突破，则是完全可能

办得到的。安徽省 1992年就开始实

施乡镇企业发展“1235”工程，即首

先抓好 10 个县（市、区）、20 个乡

（镇）、30 个村、50 个企业，组建乡镇

企业“甲级队”，使这些地方和企业

实现超常规发展，尽快跨上一个新

台阶；在组建企业“甲级队”的同时，

还注重抓 35 个后进县的起跳，1992

年 3 月，省委、省政府召开 35 个乡

镇企业后进县县委书记会议，专门

研究乡镇企业如何起跳的问题，取

得了较好的效果，当年 35 个县的乡

镇企业发展速度超过全省平均水平

10 个百分点。江西省从本省实际出

发选择了 28 个城郊区的重点县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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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发展乡镇企业的主攻对象，使其

快速发展，上规模，上水平，发挥示

范作用，带动其他地区 乡镇企业的

发展。各地的实践证明，“抓先进，促

后进，带中间”是大力发展乡镇企业

行之有效的战略措施，也是中部地

区乡镇企业发展不平衡的实际情况

对各级领导的客观要求。

——深化改革，完善企业经营

机制。当前资金紧缺、投入不足、产

权模糊、效益不高、机制不完善等问

题，要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深化改

革的重点，一是把推行股份合作制

作为发展乡镇企业的突破口，再造

优势。坚持积极引导、大力支持、放

手发展、逐步规范的做法。具有一定

规模、效益较好的企业，改建成股份

制合作企业；以股份制合作形式组

建新企业；规模较大、效益较好、有

一定知名度的企业，组建规范化的

股份制企业；以优势产业、名牌产品

和骨干企业为龙头，组建企业集团；

对小型、微利、亏损企业实行兼并、

租赁、拍卖和风险抵押承包等。二是

在所有制形式上放开，坚持“多轮驱

动，多轨运行”的方针。不管哪一种

类型，哪一种经营方式，只要能促进

生产力发展，都鼓励支持，政策上同

等对待。既要大力发展乡村集体企

业，又要大力发展个体、私营、合作

企业。乡镇企业起步早，集体经济有

基础的地方，要一手抓提高，一手抓

发展，进一步向规模经营、高新产业

和外向型经济发展；乡镇企业已经

起步的地方，要下力气发展一批骨

干企业；乡镇企业发展缓慢，集体经

济薄弱的地方，要从实际出发，宜大

则大，宜小则小，放手发展个体、私

营、合作企业。

—— 加快科技“长 入”经济步

伐，不断提高乡镇企业整体素质。中

部地区的乡镇企业由“七五”期末的

粗放经营和低水平发展，到“八五”

期间的上规模、上水平，使越来越多

的人增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

力”的意识，科技“长入”经济的作用

逐步明显地显示出来，一批高科技

企业效益在逐步提高。但是从总体

上来说，产品质量不高，科技人员数

量与素质同企业的发展不相适应。

当前要在优化产业结构和产品结

构、提高经济效益上狠下功夫，不断

开发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效益

的产品，要敢于向高科技靠拢，向同

行业最高水平看齐，还要向国际水

平攀登。要紧紧围绕科技成果转化

为现实生产力这根主线，突出重点，

分类指导，以技术开发为中心，以内

涵扩大再生产为主要途径，以加强

科技服务体系建设为突破口，加快

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计、新

装备的开发、推广与应用，加速科技

成果转化，力争乡镇企业科技进步

对乡镇企业发展的贡献份额有较大

的提高。充分利用中部地区科研院

所、大专院校多的优势，鼓励乡镇企

业与科研院所、大专院校挂钩，共同

开发新产品。

—— 重视人才的培养和使用。

人才是企业的支柱，乡镇企业的发

展与竞争最终是要依靠人才。但是

中部地区乡镇企业的人才现状远不

能适应加快发展的需要。人才的缺

乏给企业的新产品开发、技术改造、

设备更新带来了许多困难，使企业

发展后劲不足。要有战略眼光，把培

养和使用人才放在第一位。一是要

多渠道、多形式培养人才。可以选派

职工到大专院校进行定期定向培

训，也可以在厂内办学，培养乡镇企

业急需的技术人员。二是注重引进

专业技术人才。三是大胆启用人才，

并通过具体政策鼓励专业技术人员

钻研业务，掌握新技术。四是充分发

挥能人的作用。特别是基础薄弱的

地方，更应当珍惜、重视、启用能人，

切忌妒贤嫉能，求全责备，以充分发

挥能人的作用，从而活一批企业，活

一方经济，富一方群众。

——多方筹集资金，加大投资

力度，培植发展后劲。中部地区各省

都是农业大省，各级财政都很困难，

资金不足是一个共同的问题。因此

必须多方筹集资金，增加对乡镇企

业的投入。一是大力发展股份合作

企业，吸纳社会闲散资金；二是一些

规模大、信誉高、效益好的骨干企

业，经批准可发行股票、债券；三是

建立健全企业积累制度，增强自我

积累能力，走自我发展的路子；四是

农行、信用社要调整贷款结构，增加

对乡镇企业的贷款；五是各省要安

排一定比例的财政周转金用于发展

乡镇企业，各级财政也应每年安排

一定资金扶持乡镇企业的发展；六

要管好用好中央支持中西部地区发

展乡镇企业的专项贷款；七要抓住

机会引进外资。

——立足集团优势，发展规模

经济。前几年，中部地区由于经济实

力的局限，过多地强调了“船小好调

头”的优势，发展了一大批分散、小

型的乡镇企业。随着市场竞争的加

剧，要求乡镇企业发展规模经济，走

集团化道路。要鼓励优势企业兼并

劣势企业，大企业带小企业，要利用

龙头企业以名优产品为龙头组成企

业集团，参与国内国际市场竞争。只

有这样，中部地区的乡镇企业才能

在新的一轮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才能逐步缩小与东部地区乡镇企业

的差距。中部地区乡镇企业经过十

几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批优势

企业和骨干企业，不少地方具备了

组建企业集团的条件。

——因地制宜，合理布局，走集

中连片发展的路子。中部地区地域

辽阔，资源丰富，发展乡镇企业不能

“遍地开花”，要从当地资源、人才、

交通、能源等综合条件出发，因地制

宜，合理布局，建设乡镇工业小区，

集中连片发展。这样，有利于扬长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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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选择最容易成功的地方突破；有

利于节省资源，减少基础设施建设

的投入；有利于带动农村小城镇建

设。集中连片发展，主要是依托现有

小城镇和乡镇企业有一定基础的地

方，相对集中发展；大中城市郊区、

沿边沿江开发区要重点发展；中小

城市要打破城乡分割格局，允许农

村集体和个人进城办二、三产业。对

适宜分散发展的手工业等，继续实

行分散经营。

——在外引内联上拓展，扩大

乡镇企业的外向度。适应市场经济

发展的新形势，乡镇企业要走向大

市场，就必须扩大对外开放，加强横

向经济联合，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

一是通过招商引资发展“三资”企

业。中部地区乡镇“三资”企业尚处

于起步阶段，当前，要抓住外商投资

由沿海向内地延伸的有利时机，利

用本地资源丰富、富余劳动力多、土

地价格便宜的优势，积极创造条件，

拓宽利用外资的渠道和领域。二是

采取更加灵活的方式和有效的措

施，扩展经济联合。乡镇企业要主动

与沿海发达地区、城市大中型企业、

大专院校科研院所以及外商挂钩联

合，形式不拘一格，可以开展生产加

工配套联合，可以组建企业集团，还

可以通过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

装配和补偿贸易等方式来拓宽国际

市场。三是积极兴办出口创汇企业。

有条件的乡镇企业要积极开拓国外

市场，扩大出口创汇农业的发展。四

是积极开展代理出口业务，为乡镇

企业进入大流通牵线搭桥。还要注

重对出口创汇能力强的老企业进行

技术改造，增强其产品在国际市场

上的竞争能力。五要加速培养外经

外贸人才。总之要采取各种有效措

施，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使乡镇企

业成为中部地区出口创汇的一支重

要力量。

（责任编辑  王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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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中一个

突出的矛盾是：在农产品供给好转

的同时农民收入却增长缓慢。这一

矛盾与近年来农村经济发展中暴露

出来的一些问题，如农产品卖难，农

业比较利益偏低，农 民种田积极性

不高，城乡差距扩大等等，已经引起

了广泛的关注。那么，产生这一 矛盾

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我们认为 主要

是工农产品的比价不合理。怎样理

顺价格关系，提高粮食购销价格，使

工农产品比价趋于合理，以保证农

民收入的稳步提高和农村经济协调

发展，是当前做好农村工作的中心

问题之一。

一、近年来农民收入增长缓慢

从总体上看，经过 15 年的改

革，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收入迅速提

高。1993 年，农业总产值达 10 994

亿元，比 1978 年增 长 6.9 倍，按 可

比价格计算，实际增长 1.4 倍，年 平

均递增 6.1%。农民 人均纯收入由

1978 年的 134 元提高到 1993 年的

921 元，增长 5.9 倍，扣除物价上涨

因素，实际增长 2.5 倍，平均每年递

增 8.6%。

分阶段 来看，1979 年 至 1984

年，是农民收入因价格调整而增长

的时期，按 1978 年可比价格计算，

年平均增长速度达 16.5%。1985 年

以后，农民收入增长速度大幅度 下

降，1985 年至 1993 年的年 平均增

长速度仅为 3.9% 。15 年间农民收

入增量中的 61% 是前 6 年实现的，

而后 6 年仅实现 22% 。

产生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

从 1979 年开始，国家大幅度提高了

18 种主要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从

1979 年到 1984 年的 6 年间，农副产

品收购价格提高了 53.7% ，而同期

农村 工业品零 售物 价 仅提 高 了

7.8% ，农业 生 产 资 料 价 格 提 高

9% ，这一时期，农副产品收购价格

的涨幅远远高于农村工业品价格的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经济天地
	我国中部地区乡镇企业发展对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