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58

回眸中山百年征程

158

回眸中山百年征程

乡镇企业占全市工业产值“半壁江山”

改革开放初期，中山县（市）农村与全国其他地区一样，进行

了深刻的经济体制变革。伴随而来的大批富余劳动力的转移等为乡

镇企业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从 1978—1983 年，乡镇企业在全县

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增长了 15.77%，占 28.79%；向国家纳税增加了

10.55%，占全市工商税收 20.2%，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1984 年对乡镇企业而言是个意义重大的年份。这一年，中央 1

号和 4 号文件对乡镇企业的地位和作用作出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小榄镇开关厂制品远销国内外（引自《中山（1986）》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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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以正式文件形式把社队办企业、部分社员（村民）合作企业、

其他形式合作工商和个体企业称为“乡镇企业”，亦即通常所说的

镇（公社、区）办企业、村（大队、乡）办企业、联户办企业、个

体私营企业这四个“轮子”，并指出“发展农村工业是必然的历史

性进步”，从此为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吹响了号角。这一年，中山

的区、乡工业总产值为 5.3 亿元，纳税首次突破 2000 万元，职工人

数达 9 万多人，企业总收入超千万元的区、乡有 13 个，其中永宁乡

的乡办企业总收入超 2000 万元，继 1983 年后再次成为当年广东省

乡办企业状元。

1984 年，市委、市政府果断提出“发展区乡企业，是全市的工

作重点”，开始以前所未有的人力、精力和时间抓区乡企业的发展，

各区也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发展区乡企业上来。1984 年 9 月市委五

届二次全会以后，市委、市政府明确提出市属、镇（区）办、村办、

联合体和个体齐发展的“三个产业一齐上，五个轮子一齐转”的经

济发展指导方针，把发展乡镇企业纳入全市工业发展规划，实行“全

市一盘棋、上下齐动手”抓乡镇企业发展的良好氛围。各级乡镇企

小榄镇丝织厂的精丝二车间（引自《中山（1986）》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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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管理机构也在逐步完善和充实。1984 年，市里专门成立由一名副

市长和两名市委常委参加的区乡企业五人领导小组；1986 年，全市

24 个农村区建立了乡村企业办公室；1988 年，恢复中山市区镇企业

管理局作为市政府部门的建制。

这一时期全市 33 个镇（区）大多数拥有了自己在全国乃至国

际上叫得响的名品名牌。小榄固力制锁集团公司是东南亚最大的专

业制锁厂家，生产的固力牌球形门锁出口量占全国出口门锁总量的

40%；永大胶粘制品厂有限公司产品年产量居全国首位，国内市场

覆盖率达 80%。沙溪镇的服装行业开始崭露头角，马克·张时装公

司生产的高级珠绣时装 1986 年代表中国首次参加在联邦德国举办的

第 150 届国际时装博览会和在巴黎举办的第 32 届国际女装博览会，

获得国际行家好评，1992 年产 14.9 万件，全部出口国际市场；东升

镇属最大的骨干企业——星光制锁厂，创建于 1987 年，短短两年后

的 1989 年就被列为国务院指定产品出口基地；小榄生产饮料的乐百

氏集团也在这一时期诞生并很快闻名全国，到 1992 年，乐百氏饮料

产品销售额达 1.5 亿元，创利税 1600 多万元，同年 10 月成立了广

东今日（集团）有限公司。

到 1992 年，全市乡镇企业中已有 21 家集团企业，162 家股份

合作制企业，投资千万元以上的新项目 94 项，千万元产值以上企业

152 间，国家二级企业 2 家。乡镇企业工业总产值已达 76 亿元，纳

税 8.5 亿元。乡镇企业的产品丰富多样，走出省界、跨出国门，远

销海内外市场，到 1994 年，乡镇工业总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比

重已由 1983 年的 38.5% 上升为 58.27%，稳稳占据“半壁江山”。

（本文改编自林伟桦：《从“异军突起”到“半壁江山”——

中山市 1984 年至 1992 年乡镇企业发展实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