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历史记载】

靠市场“吃饭”

——中山市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奥秘

（《南方日报》1988年 2月 8日第 1版 余志翔 蓝柏 谭立谋）

进入中山市，使人有一种新鲜感觉，商品经济相当活跃，

市场发育比较充分。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商品生产的厂场如

林立起，作为商品交换中心的市场、集镇随处可见。市场上商

品琳琅满目，人来车往，货畅其流，呈现出一派繁荣兴旺景象。

若问这个景象是怎么来的，中山市的同志告诉我们，这是

他们运用新的机制，发挥市场对商品经济引导作用的结果。用

他们的话来说，叫做靠市场“吃饭”。

长期以来，中山市的企业，实行的是上面下订单，下面搞

生产，产品统购包销，一切按指令性计划进行。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后，这种直接的管理方式受到了冲击。首当其冲的是“支

农型”老企业。它们按计划生产的产品因不适合实行联产承包

责任制农民的需要而滞销积压，工厂开工不足，工人只能发部

分工资。为摆脱困境，一些工厂的有识之士到市场找出路，按

市场需要调整产品结构。原来奄奄一息的农具厂，转产洗衣机，

使工厂绝处逢生，生产的威力牌双缸洗衣机，成了市场的畅销

货。类似这样的一批老企业，转产后都获得了新生。

市场救活了“死火”企业，人们对市场刮目相看，从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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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到依靠它，靠它“吃饭”的企业与日俱增。无论是转产的

老企业，还是刚办的新兴产业，都很注意研究市场。目前，全

市上百家企业，生产 600多种产品，全部适销对路，没有积压。

“饭”越吃越香，生产蒸蒸日上。从 1981年算起，全市工业

总产值头 3年每年净增 1亿元，以后每年净增 3亿元以上，去

年净增 6亿元，总产值达到 26.4亿元。

工业如此，农业也不例外。农民从过去一切围着土地转，

到现在围着市场转。几年来，他们在不放松粮食生产、保证完

成粮食总产量和上调任务的前提下，按市场需要调整作物布

局，腾出 10多万亩田发展水果、甘蔗、蘑菇、塘鱼生产，使

农副产品商品率由原来的 60%增至 80%。随着土地向种田能

手集中，大批农民“洗脚上田”，其中不少做生意，同市场打

交道。中山年产 5万吨香蕉，价值 4000万元草菇，都是靠农

民运销卖掉的。更多的人则进入新办的工厂，生产市场需要的

商品。去年，仅区、镇、村、联合体和户办的企业，总产值就

达 17亿元。

随着对外开放，中山人又把眼睛盯着国际市场。特别是

1984年党中央提出“贸工农”方针以后，他们发挥毗邻港澳

优势，根据国际市场需要安排生产。工业办起了产品和原材料

“两头在外”的专业工厂、车间 43个，产品有机电、家电、

服装、玩具、建材等。搞“三来一补”的乡镇企业遍布全市。

农业、外贸部门办起农副产品基地 39个，每天把“三鸟”、

乳鸽、瘦肉型猪和塘鱼等鲜活产品运销港澳市场。据统计，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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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从 1984年以来，共出口创汇 5.7亿美元。

市场像个轴心，引导企业转动。市场又像个“粮仓”，供

给企业“饭”吃，促进了中山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山市委、市

政府都十分重视它，把跑市场作为领导的一项任务，并采取许

多措施，促进市场的发育和完善。他们认真抓好近地市场的建

设，对原有的市场进行配套完善，又开办一批新市场，使全市

每个集镇都成为商品交换中心。对于参加流通活动的小商贩，

他们依照法律和政策，坚决保护其合法权益。在开拓外地市场

方面，他们还组织了一支包括许多工程师级供销员在内的供销

队伍，供销人员外出推销产品，多推销可多拿报酬，从而不断

拓展埠际市场。对国际市场，他们认真落实优惠政策，改善投

资环境，吸引更多的外来投资。同时，继续办好出口基地、厂

场，提高出口产品质量，多方位开拓国际市场，为国家创造越

来越多的外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