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 4

19 9 6

卷 第 1期
年 2 月

西北农业大学学报
A

e t a Un iv
.

A g r ie
.

B O
r e a

l i
一o e e id

e n t a
l is

V o
l

.

2 4N o
.

l

F e
b

.

9 9 6 1

对我国乡镇企业规模的思考

马 山 水
( 西北农业大学经贸学院

,

陕西杨陵 71 2 10 0)

摘 要 指出了我国乡镇企业规模 目前具有小企业所占比重大
、

经营单一
、

稳定性差和

联合经营少的特点
。

分析了其制约因素是
“

土壤贫痔
” ,

营养不良
,

管理水平低
,

有序性差 ,职工

素质低
;
乡镇企业的特性和资金极缺

.

提出了扩大乡镇企业规模的两大途径
:

一是与大中型企

业建立系列化体制
.
二是组织和发展工业园区

。

关键词 乡镇企业规模
,

系列化体制
,

工业园区

中图分类号 F 2 7 6
.

3

企业规模要适度化
,

这是客观经济规律所决定的
,

也是近几年人们从我国实践中所得

到的启示
。

因为企业规模与经济效益有着密切的联系
,

在合理的范围内
,

企业的效益是随

着规模的扩大而递增的
。

那么我国乡镇企业规模如何
、

是否合理
,

其受那些因素制约
,

以及

如何发展
,

给予分析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

1 我国乡镇企业规模的基本特点

我国乡镇企业是以农民投资或就业为主兴办的集多种经济成分
、

多种经营方式
、

多种

产业于一体的经济实体的总称
。

是我国最早出现的市场经济主体
,

遵照市场经济原则组织

生产
、

营销
,

并在市场中经受优胜劣汰的考验
,

不断地得到完善和发展
。

截止 1 9 9 3 年底
,

我

国乡镇企业 已发展到 2 4 5 3 万个
,

从业人员达 1
.

2 亿
,

超过了国有企业职工人数
。

1 9 9 3 年
,

全 国社会 总产值 净增量的 40 % 以 上
、

税收净增量的 50 %
、

农 民人均纯 收入 净增部分的

60 %均来 自乡镇企业
。

全国 1
.

6 万个建制镇也主要是依托乡镇企业建成的
。

由此可见
,

我

国乡镇企业从整体上来看 已达到相当规模
。

从结构和个体方面来看其有 以下特点
。

1
.

1 小企业所 占比重大

我国对乡镇企业 目前虽尚无大中小之分
,

但为了分析乡镇企业规模结构
,

就必须 以客

观上存在的大中小之分为基础
。

同时笔者分别选择调 六
`

J
`

全国乡镇企业平均水平
、

代表东

南沿海乡镇企业发展迅速的江苏省和代表西部发达地区的陕西省 (见表 1~ 3 )
。

表 1 1 9 9 3 年乡镇企业平均拥有职工人数

地 区 平

全 国

乡办企业 村办企业 合作企业 个体企业

5 6 6
.

4 2 3
.

1 8
.

8 2
.

6

江苏省

陕西省

收稿 日期
: 1 9 9 5

一 0 4一 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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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9 9 3 1年乡镇 企业平均收人 万元

平 均 乡力
、

企业 村 办企业 合作 企业 个体企业

18

13

l 5

5 6 .8 6 1朴

项 目

全 国

江苏省

陕西省

1 1

3 6

4

2 0 9
.

2

5 5 2
.

1

5 8
.

7

表 3 19 9 3年乡镇企业平均 占有固定资产和创利税 万元

项 目 全 国 江苏省

8
.

9

陕西省

占有固定 资产

创利税

表 1一 3中数据尽管是平均水平
,

掩 盖了实际中企业个体之间大小的偏差
,

也可能在

部分地 区有不少的大中型乡镇企业
.

但从总体平均水平来看
,

都属于小型企业
。

另外
,

从全

国
、

江苏省
、

陕西 省的个体企业发展情况来看
,

个 体企业数分别占其乡镇企业数的 89 %
,

86 %和 92 %
。

从表 l一 3 中还可以看出
,

个体企业平均拥有职工不到 3 人
,

企业平均年创

利税江苏省最高
,

达 2
.

3 万元
,

陕西省仅有 。
.

2万元
。

山此可见
,

我国乡镇企业多属小型企

业
,

个体企业比重大
。

1
.

2 经营单一
,

稳定性差

从表 1 和表 2 中可以看出
,

我国乡镇企业平均拥有职工和占有固定资产相当少
,

加之

技术力量薄弱
,

信息来源少
,

这在一定 程度上决定了我国多数乡镇企业只能进行单一经

营
,

技术含量低
,

兼业困难
,

产品结构不合理
。

这种特点增加了由于行业和地区发展不平衡

所带来的影响
,

致使小型乡镇企业发展竟争力不强
,

稳定性差
。

1
.

3 联合经营少

我国虽已有不少乡镇企业发展外向型经济
,

走集团化道路
,

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

席地位
,

但从总体上来看
,

乡镇企业的起点低
.

尤其是我国西部地区
,

发展
“

两头在内
”

的区

域型企业较多
,

项 目重复
,

布局分散
,

联合攻关和联 合经营少
,

新技术含量低
,

经济效益差
。

2 制约我国乡镇企业规模扩大的主要因素

2
.

1 “

土壤贫瘩
” ,

营养不良

乡镇企业脱胎于农业
,

生长在交通不便
、

信息闭塞
、

比较贫困的农村
,

加之资金极缺
,

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

在各方面都带有先天不足的弱点
,

所以社区综合功能低
,

投资环境不

理想
。

这是制约乡镇企业规模扩大的必然因素
。

2
.

2 管理水平低
,

有序性差

从指导思想来看
,

没有牢固树立起经济效益观念
.

没有真正从生产型转变为生产经营

型
,

仍然是重速度
,

轻效益 ; 重数量
,

轻质量 ; 重生产
,

轻经营 ; 重新建扩建
,

轻挖潜改造
;重

劳动力使用
,

轻人才培训
。

从经营方式来看
,

仍习惯于以产定销
,

对社会需求的变 化和国内外同类产品的发展注

意不够
,

缺乏市场观念
、

经营观念
、

竞争观念
,

既没有健全的经营销售机构
,

又不重视市场

预测和信息反馈
,

应变能力很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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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营决策来看
,

不能及时制定和实施正确的决策方案
。

缺乏战略眼光
,

考虑一时的
、

眼前的利益多
,

考虑今后的
、

长远的发展少
。

从基础工作来看
,

普遍比较薄弱
。 “
劳动定额不科学

,

计量不准确
,

信息不灵敏
,

技术管

理低标准
,

职工基本功训练不重视
”

的现象
,

普遍存在
。

从专业化协作水平来看
,

松散度高
,

重复建设
、

盲目发展的情况很严重
。

从推行现代化管理方法和手段来看
,

还仅仅处于在少数企业进行 试点和应用全面质

量管理
。

其它现代化管理方法
,

基本上还处于学习
、

研究和个别试验 阶段
。

2
.

3 职工素质低

从 企业领导干部来看
,

相当部分是以村组
“

退居二线
”

的
“

干部
”
为主体

,

文化程度偏

低
,

有专业知识的人偏少
,

因产权关系不明晰而被照顾安插的人情人员偏多
。

这
“
几偏

”

的

状况
,

导致企业领导班子智能结构偏差
,

难以驾驭较大规模的企业
。

从工程技术和经济专业人员来看
,

其量和质都很不适应
。

主要表现
:

①数量少 据陕

西省 1 9 9 3年乡镇企业统计资料
,

乡村两级企业中
,

工程技术 人员占职工总数的 2
.

9 %
,

其

中中级职称以上的技术人员仅占职工总数的 0
.

4写 ; ②质量差 据典型调查
,

90 % 以上的

经济专业人员未经过系统的专业培训
,

能够独立进行经济活动分析的人不多
。

从一般工人队伍来看
,

一是职工文化程度低
,

据在关中部分乡镇企业中调查
,

初中及

其 以下文化程度的工人占职工总数的 72 % ; 二是技术等级低
,

部分乡镇企业对工人技术

进行了评等定级
,

技术等级在 2 级及其 以下的工人占职工总数的 70 %以上
。

且职工流动

性大
。

2
.

4 乡镇企业特性

就 目前来看
,

乡镇企业在劳动制度
、

人员组合等方面具有 6 大特性
:

①我 国二元社会

格局诱导农 民择业行为兼业化的普遍性
,

导致乡镇企业在劳动制度上必须实行亦工亦农
。

因此
,

生产和时间安排上具有不稳定性
;②基于大部分乡镇企业从业人员的兼业经营和农

业 经营的特点
,

以及农民非农就业本身的受
“
雇用

”

性质
,

决定 了农民从事乡镇企业的
“

游

击式
” 。

加之我国严格的户籍制度
,

农民从事乡镇企业不能引起迁居
。

因此
,

乡镇企业从业

人员具有很大的流动性和暂时性
;③农村劳动力的高增长与农业的不断释放使乡镇企业

从 业人员择业 自由度不大
,

造成动机与行为的矛盾
,

决定了职工从业具有勉强性
:

①乡镇

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统一
,

自主权大
,

有权招聘职工
,

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
“
一家班

” 、

“

六亲班
”
的组合

,

忽视业务技术水平
.

具有排外性
; ⑤为数不少的乡镇企业不仅工作上缺

乏长远规划
,

而且不乐意接受宏观指导
,

加之对市场和外界变化的信息了解甚少
.

因此工

作上具有盲 目蛮干性 ; ⑥产权关系不清晰
,

责任制不够完善
,

短期化行为严重
,

在企业经营

上存在着掠夺性
。

这 6 大特性又 是制约乡镇企业规模扩大的一个重要因素
。

2
.

5 资金极缺

资金极缺
,

严重困扰着乡镇企业的发展
,

究其原因
,

主要是
:

①国家对乡镇企业贷款控

制总量
,

原则上实际
“
零

”

增长速度
,

收旧 贷新
;②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中

,

纯粹劳力

输出成份较大
。

突出表现为对就业机会选择的兴趣远大于投资机会的选择
,

在择业行为实

现中
,

择业行为与投资行为
“
连动式

”
的情况只占很少一部分

,

这一点在我国西部地区表现

尤为突出 ;③乡镇企业一般规模小
,

效益低
,

难 以吸引多是农 民出身的职工手中的有限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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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 ④国家对乡镇企业固定资产折旧率规定过低
,

往往发生固定资产被淘汰
,

折旧费未提

足现象
,

提留的折旧基金
,

有时也由于其他资金不足而被长期挪用
; ⑤税制改革后

,

取消了

乡镇企业在税收上的优惠政策
,

税负陡升
。

3 扩大乡镇企业规模的途径

乡镇企业多属小型企业
,

其 自身弱点较多
,

与大 中型企业相 比
,

在市场竞争中缺乏实

力
,

因此
,

扩大乡镇企业规模势在必行
。

但 由于制约乡镇企业规模扩大的因素众多
,

要在短

期内排除某些因素或靠乡镇企业自身滚动发展
,

达到一定规模是相当困难的
,

也是不现实

的
。

这就必须通过间接的办法使乡镇企业达到扩大规模或准扩大规模的 目的
,

其途径除了

多数人谈的建立企业集团外
,

主要有以下几个途径
。

3
.

1 与大中型企业建立系列化体制

系列化体制将成为我国小型企业发展的重要特点
。

即大中型企业通过原料供应
、

加工

订货
、

技术援助
、

技术指导和提供贷款等方式将小型企业纳入 自己的生产体之中
,

而小型

企业在大中型企业的监督和指导下
,

为大中型企业生产零部件或提供某种服务
,

从而在大

中小企业之间形成密切而稳定的分工协作关 系
。

系列化体制的协作形式主要有 3 种
:

①承包加工系列体制 小型企业作为大 中型企

业的承包企业
,

分为一次承包企业
,

二次承包企业以至四次
、

五次承包企业
,

形成 以少数大

中型企业为顶点
,

以广大小型企业为基础的
“
金字塔

”
型系列体制

;②原料加工系列体制

大中型企业处于原材料和半成品生产垄断地位
,

从事原材料到半成品的连续生产
,

小型企

业则依靠大中型企业提供原材料和半成品从事加工特定产品的专业化生产
; ③商品流通

系列体制 这种系列主要是组织小型企业出售大 中型企业生产的产品
、

联络大中型企业

之间的购销
,

组织大公司把流通中的小型企业网络化
.

大中小企业为了各 自利益
,

建立 系列 化体制
,

就会由直接对抗关系转变为利用
、

扶植

关系
,

这样大 中型企业不仅节约了在争夺 市场份额上所需要的资金
、

设 备
、

劳动 力及组织

成本
,

而且增强了在资金不足条件下发展的能力
.

而作为小型企业
,

不仅可以确保市场
,

避

免过分竟争
,

而且能够解决资金问题
,

提高技术水平
,

得到稳定的原材料供应等
.

因此
,

乡

镇企业与大中型企业建立系列化体制具有较强的可行性
.

但在与大 中型企业建立系列化体制中
,

为了避免成为大中型企业转嫁危机和风险对

象
,

避免垄断大 中型企业控制小型企业的生产规模和产品价格
,

小型企业可采用经营联合

多角化
、

产品多角化以及经常改组联合的战略
.

3
.

2 组织和发展工业园区

工业园区是将生产相似或关联产品的企业进行集中而形成的区域
。

组织和发展工业

园区一方面有利于加速乡镇企业的联合或兼并
,

走集团化发展道路
; 另一方面可以带来类

似企业集团的规模效应
,

发挥规模优势
。

同时
,

有利于乡镇企业形成信息网络
,

掌握市场行

情
,

参与国际贸易
;
有利于改变出口产品和结构

;
有利于乡镇依靠工业 园区的龙头企业

,

扩

大知名度
,

提高市场竞争力
。

针对我国实际
,

建立工业园区可从以下 3 种模式进行考虑
:

①以农副产品的产地为基

地
,

建立农工一体化的工业园区
,

发展
“
前向关联

”

的乡镇工业
。

工业园区内各企业与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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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建立固定的供需关系
,

可以保证乡镇企业的货源和农副产品的增值
。

各企业之间加强

分工协作
,

根据市场反馈的信息
,

确定加工深度
,

提高质量档次
,

这样可以提高农副产品的

综合利用率和乡镇企业经济效益
。

②以城市工业企业为龙头
,

联合有关乡镇企业组成的协

作配套型工业园区
。

这种模式一方面可以使乡镇企业充分利用城市工业企业的优势提高

自己的技术含量和产品质量
,

扩大优势
; 另一方面城市工业可以以更多精力投入技术革新

和新产品开发等
。

③以各 乡镇企业之间的协作配套为纽带
,

建立工业园区
。

这有利于改变

目前乡镇企业的封闭结构
,

加强企业之间的分工与协作
.

不论是建立系列化体制
,

还是组织发展工业园区
,

或是走企业集团化道路
,

都应明晰

产权
,

不断更新观念
,

提高人员素质
、

技术及管理水平
,

这是基础的基础
。

同时要注意基础

设施的建设
。

此外
,

为了扩大乡镇企业规模
,

增强后劲
,

提高效益
,

充分发挥乡镇企业在国民经济中

的作用
,

国家及各级政府要不断扶持 乡镇企业
。

强调扶持乡镇企业
,

并不是为 了保护
“
弱

者
” ,

而是为了创造一种使大小企业
、

乡镇企业和国有企业在相等条件下开展竞争的环境
,

通过调整产业和金融政策
,

以及政策组合策略来调整 由于所有制和规模不同而产生的差

距
,

使 乡镇企业充分发挥 自己的才干
,

把潜力真正挖掘出来
。

参 考 文 献

左中海
.

日本市场经济体制
.

兰 州
:

兰州大 学出版社
, 1 9 9 3

黎学军
.

日本中小企业发展特点及对我国的启示
.

开发研 究
, 1 9只 ( 5 )

:

61 ~ 62

朱 雪宝
.

海外企业家生意经
.

北京
:

现代出版社
, 1 9 9 4

刘 江
,

何 康
.

中国农业年 鉴
.

北京
:

中国农业出版社
, 1 9 9 4

R e f l e e t i o n s o n t h e S e a l e o f T o w n s h i P E n t e r P r i s e s i n C h i n a

M a S h a n s h u i

( C ol l e君 ,

汀 E
c o n 。叮 a n d T

r a d e
.

N
o r t h w o r

,
n A g r ,` u l t u ar l U n i o

er
s i z少 ,

Y a n g l i n g ,

占h a a n 二 i , 7 12 10 0 )

A b s t r a e t A d
v e r s e e h a r a e t e r i s t i e s o f t o w n s h i p e n t e r P r i s e s i一1 C h i n a a r e i n v e s t i g a t

-

e d
, s u e h a s h i g h p r o p o r t io n o f s m a l l e n t e r P r i s e s ,

m o n o e u l t u r e ,

P o o r s t a b i l i t y a n d l e s s e o -

o P e r a t i v e m a n a g e m e n t
.

T h e l i m i t a t i o n s t o t h e s e a l e o f t h e t o w n s h i p e n t e r P r i s e s a r e a s

f o l l o w s : p o o r f o u n d a t io n ,

l o w l e v e l o f m a n a g e m e n t
,

d i s o r d e r o f d e v e l o p m e n t
,

l o w q u a l i t y

o f w o r
k e r s a n d l a e k o f f u n d s

.

T w o w a y s t h a t e o u l d e x p a n d t h e s e a l e o f t o w n s h i p e n t e r -

P r i s e s a r e p r e s e n t e d
,

1
.

e
.

t o b u i ld
s e r ie s o f s y s t e m s w i t h l a r g e 一 m i d d l e e n t e r p r is e s a n d t o

o P e n u P i n d u s t r i a l P a r k s
.

K e y w o r d s s e a l e o f t o w n s h i p e n t e r p r i s e , s e r ie s o f , y s t e m
,

i n d u s t r i a l P a r 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