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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治理整顿， 深化改

革的形势下，如何搞活乡

镇企业， 促其健康、 稳步

发展？河北省成安县走出

了一条新路子——组建乡

镇企业集团。

成安县的乡镇企业随

着农村各项改革的不断深

入， 迅速发展壮大。但一

系列问题也随之出现。

一是乡镇企业孤立分

散，技术 落 后，信 息 不

灵， 整体效益差。成安县

的乡镇企业在发展过程中

存在一哄而起的问题，曾

一度出现了 “村村点火，

处处冒烟” 的 “繁荣” 景

象。 山于分散经营，各自

为战，加之技术落后，信

息不灵，生产经营举步维

艰。仅1988年全县就有28

家乡镇企业因点小分散、

技术落后、 信息不灵而无

法生存， 中途夭折。

二是乡镇企业基础设

施重复建设，造成了极大

浪费。1986年到1988年，

成安县乡镇企业基础设施

重复建设现象普遍，耕地

占用量大， 能源和原材料

浪费严重。据估算，仅此

就浪费掉资 金 达500多万

元，多占用耕地490多亩。

三是亟待发展的优势

企 业难于发展。一些具有

一定优势的乡镇企业，因受固定资产和资金的限制，

无法形成适度生产规模，阻碍了生产的 发展。

四是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不合理。在乡镇企 业发

展过程中，因缺乏宏观上的必要调 控，造成了乡镇企

业盲目铺摊子、设点子，产品有前途的少， 老、旧、

陈、无前途的多，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不合理。

为尽快解决上述问题，使乡镇企业在新形势下保

持健康的发展势头，1988年 初，成安 县决定在乡镇企

业中组织企业集团。

成安县在推进乡镇企 业集团化的过程中，根据党

和国家的 有关 方针 政策，积 极 引导，加强管理。首

先，依据本县经济发展战略，以有利于产业结构、产

品结构调整和企业组织结构调整和优化，提高企业经

营水平和资金使用效益，搞活社会主义经济为原则，

进行积极引导。对符合上述要求的企业集团，在原材

料供应、资金调剂、能源分配等方面均给予优惠照顾

和扶植；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政府不予支持。其次，

加强对乡镇企业集团化的行政 领导。县、乡都明确了

由分管科技的副县长、副乡长主抓乡镇 企 业，做到了

专人负责、统一规划，避免了盲目发展。第三，组织

有关职能部门，不失时机地治散治乱，加强对行业的

集中统一管理。县、 乡 政府 还出面 牵线 搭桥，对跨

村、跨乡镇、跨行业的同类企业 进行统筹规划，实现

了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第四，认真贯彻执行国家、

省、 地确定的发展乡镇企业的 法规、法 令、 条例、 办

法等，确保企业集团的 健康 发展。

此外，成安县在认真落实国家、省、 地对 乡镇企

业的优惠政策的同时，还根据本县实际，制定了对乡

镇企业集团的优惠政策，在税收上、资金投入上以及

工商信贷等方面制定了切 实可行的倾斜政策，并明确

规定：任何单位 和个人不得擅 自对 乡镇 企业进行摊

派。从而促使乡镇企业向集团 化快步发展。

目前成安县乡镇企业集团大致可分为四 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以骨干企业为 核心，以拳头产品为龙

头的“裙带型”企业集团。这种方式就是利用拳头产品

和骨干企业的优势，带动其他同类产品和企业发展。成

安县的地毯加工企业集团 就属于此种类型。该县的地

毯加工业起步于1986年，在各级政府的支持下，这一

行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加工厂、 加工点很快在村村庄

庄上马，家家户户生根。但是， 由于他们 之间互不联

系，各自为战，原料难进，产品难销。1989年初，成

安县在已大量出口成品毯的王耳营地毯加工厂的基础

上，加强 协调，调度资金、能源，建成 了县 地 毯总

厂，并把全县各乡村的加工点纳入总厂，以 总厂为核

心成立了企业集团.这样，许多小厂变 为分厂，原料

由总厂供给，技术人员由总厂培训，分厂只负责头道

工序加工，总厂负 责其他 各道工序的加 工和成品外

销。这个企业集团，联合 范围涉 及 4 个省的 24个县

市，近2 000个加工点。1989年出口成品毯3.2万平方

呎.为国家创汇85万多美元，分别比上年增长了 2 倍

和2.5倍。今年又与外商签订了近10万 平方 呎的地毯

生产加工合同，约可为国 家创汇250多 万 美元。

第二种类型：“互促互联型”企业集团。这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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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就是把生产工艺基本相同，产品 用途基 本一致的同

行企业组成一个群体，建立专业性公 司，协调和组织

企业进行生产经营。专业公司的主要 职责是进行产、

供、销方面的系列化服务，特别是帮助厂家提高产品

质量和标准化程度，形成规模效益。成安县的建筑建

材企业集团即属此种类型。前两年，为了解决剩余劳

力的出路问题，建筑建材这一劳动密集型行业在成安

县得到了迅速发展，专业公 司、乡 村 建筑队，预制

件、天花板、磨石板、水泥、砖瓦生产等 企业相继出

现。去年，县政府通过 协调，成 立了县建筑总公司和

建筑业协会，把建筑建材各企业纳为会员，使建筑建

材企业形成了一个坚实的企业集团。集团 成员企业之

间，互相联系，互相促进。在治理整顿中，银根收紧，

基建规模压缩，建筑市场竞争激烈，成安县的建筑建

材业依靠集团优势，保持了良好的 发展势头。1989年

收入达5 000多万元。

第三种类型：“紧密型”的 企业集团。在系列生

产中，一个企业的产品是下一个企 业的原料，而下一

个企业的产品又是再下一个企业的原料， 他 们之间有

一种“食物链”关系。成安县利用这 种 “食物链” 关

系，把系列生产中的各企业联系起来，组成 “紧 密型”

的企业集团。该县的棉布系列深加工企业集团即属这

种类型。

第四种类型：“小集镇型”（或称 “综 合型”）

企业集团。即以小集镇为中心，利用小集镇水、 电、

路等设施齐备的优势，将除已纳入上述三种类型集团

以外的乡镇企业组织起来，形成群体规模，联成集团。

近一年多来，成安县已组建了以成安、商城、李 家疃

三镇为中心的三个“小集镇型”企业集团。

成安县组建乡镇企业集团的效果如何？我们不妨

看看以下数字。1989年，全县乡镇企业完 成产 值27 771

万元，实现利润3 662万 元，上交税金494万元，分别

比上年增长了44% 、24.6% 和51.5%。1990年 1 至 4

月份完成产值8 860万元，实 现利 润1 243万 元，上交

税金144万元，分别比1988年同期增长65.2% 、54.6%
和4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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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使用资金

  改变贫困面貌

蔡向群

河曲县，地处晋西北黄土高原，境内沟壑纵横，

土壤贫瘠，水土流失严重。是全国贫困县 之一。为尽

快改变贫困面貌，河曲县政府根据本地自然 条件，把

小流域综合治理作为摆脱贫困的 突破口，要求农、林、

水、科技、 财政、银行等有关部门把支农资金、 扶贫

资金、支农贷款、农业基地建设投资、群众自筹资金

等集中起来，捆起来使用， 大搞小流域治理。经过几

年的努力，治理面积 达81 万 亩，占 全 县土地面积的

52%，有效地控制了水土流失，做 到了土不下山，水

不出沟。收到了较好的社会效益、 生态效 益和经济效

益，农林牧渔得到了全面发展。1989年，全县林草覆

盖率达到33%，粮食 产量40 668吨，人均收入384元，

分别比1986年提高了 1 倍， 增长了 10% 、75%，提前

两年越过了温饱线。

1.加强组织领导。河曲县专门成立了由计委、农

委、科委、 农、林、水、财政、银行等有关部门负责人

组成的农业资金协调小组，县长担任组 长，人大、政

协负责人担任副组长。协调小组每年年初召开会议，

要求各有关部门汇报当年支农扶贫资金来源、数额、

投向，以便按照治理规划组织协同，统筹安排。

2.明确使用原则。为保证各种支农扶贫资金专款

专用，充分发挥各自效益和整体效益，河曲县制定了

集中使用各 项支 农 扶 贫资 金的原则，即：“统一规

划，统筹安排，渠道不乱，性质不变，相对集中，配

套使用，确保效益”。根据这一原则，在不改变资金

用途的前提下，将各种支农扶贫资金集中投入到治理

规划范围内，以利于成片治理，发挥 资金的整体效益。

3.部门相互配合。实行支农扶贫资金集中使用办

法后， 河曲县各有关部门相互配合，加强资金的使用

管理，改变了以往发展目标不一、 相互扯皮，资 金使

用上分兵把口、各行其事的状 况，管好用活了资金。

如：1989年该县水利部门水土保持费只 有30多万元，

而上级主管部门要求当年完成治 理面积4.7万 亩。水

利、农业、林业部门相互配合，将水土保持费、发展

粮食、水果、造林等项资金结合起来使用，完成治理

面积 6 万亩，超额30%完成了上级主管部门下 达的治

理任务。同时，水土保持治理面积的扩大，为农、林、

牧等部门发展生产创造了条 件，节省了 投资， 扩大了

效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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