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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东 西 湖 农 场

看试办农工商联合企业的经济效果

余峋生 李绍栋

农工商联合企业的试办及其经济效果如何
,

这是人们很关注的一个间题
。

本文结合武汉

市东西湖农工商联合企业试办的实践
,

谈谈我们的看法
。

使农
、

工
、

商密切结合
,

实行农工商综合经营
,

产
、

供
、

销
“

一条龙
” ,

这是农工商联合

企业的基本特征
。

这个基本特征
,

是符合农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 固有特点所要求的
。

农业生产和再生产是

动植物本身的 自然再生产过程和人们劳动所进行的经济再生产过程相互交错在一起的
。

马克

思说过
: “

经济的再生产过程
,

不管它的特殊的社会性质如何
,

在这个部门 (农业 ) 内
,

总是同

一个 自然的再生产过程交织在一起
。 ” ① 农业生产的这个基本特点具体表现为

:
( 1) 农业 生 产

不仅受经济规律所制约
,

而且受自然规律所影响
,

劳动时间同生产时间不一致
,

具有强烈的

季节性
; (2 )农业生产要受土地的有限性和地理位置

、

肥沃程度的差别性所影响
,

具有生产条件

的多样性
; ( 3) 农业生产的对象是有生命的动植物

,

具有不便运输
,

难以保管
,

容易变质的易

腐性
。

这些特点
,

在人们进行农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的时候
,

是必须考虑的
。

农业生产对象的

季节性
,

要求人们改变单一经营的生产结构
,

根据客观条件
,

因地制宜
,

实行多种经营
,

因时制

宜
,

合理安
一

啡生产资料和劳动力 , 农业生产过程的连续性和生产对象的易腐性
,

要求人们把

农副产品的生产
、

加工和销售形成
“

一条龙
” ,

密切地结合起来 ; 土地使用的有限性和地理位

置
、

肥沃程度的差别性
,

要求人们根据土质及其肥沃程度
,

因地制宜地进行种植
,

大力提高

专业化程度
。

东西湖农工商联合企业正是适应了农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的这些特点的要求
,

在

原东西湖国营农场群的基础上试办的
。

这一试办
,

为提高经济效果创造了有利条件
。

农工商联合企业的建立
,

只是为更好地提高经济效果提供了可能性
。

要把这种可能性变

为现实性
,

必须有一条正确的生产经营方针
。

东西湖农工商联合企业所制定的
“

以农业为基

础
,

以副食品生产为中心
,

农工商一体化
,

为城市人民生活服务
”

的生产经营方针
,

就是这种

可能性变为现实性的方针
。

为了贯彻这个方针
,

求得较好的经济效果
,

这个企业大力调整了

内部的经济结构
,

加强了农业
,

调整 了工业
,

试办了商业
,

改善了经营管理
,

使农工商
,

产

供销
,

比较好地结合起来了
。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

也是农工商联合企业的基础
。

联合企业有没有经济活力
,

就看



这个基础雄不雄厚
。

试办农工商联合企业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

就是要促进农业生产的 发 展
。

只有农业生产发展了
,

商品率提高了
,

农副产品加工工业和以农副产品及其加工品为主要销

售对象的商业
,

才有源源不断
、

取之不尽的原料和货源
。

因此
,

联合企业从试办的那 天 起
,

就要大力抓好农业
,

要把粮食和其它农副产品放在首位
。

过去
,

由于思想上不够明确
,

在实

际中
,

或是单打一
,

只顾搞粮食
,

不搞多种经营
,
或是什么都搞

,

忽视了粮食生产
。

联合企业试

办后
,

这个企业花大力抓好农副产品的生产
。

在保证完成国家计划下达的粮
、

棉
、

油生产任

务的前提下
,

突出地安排了鱼
、

奶
、

猪
、

禽
、

蛋
、

菜
、

兔
、

羊
、

蜂
、

果
、

杂项目的生产
。

在

种植业上
,

主要稳定粮
、

棉面积
,

提高单产
,

增加总产
,

适当扩大夏粮面积
,

积 极 增 加 黄

豆
、

芝麻等副食品原料的生产
。

19 7 9 年
,

在粮食总产比 19 7 8年增长 13 .2 %
,

棉花增长 10
.

3 %
,

油料增长 17 % 的情况下
,

扩大了黄豆等面积二万八千五百亩
,

芝麻面积四千七百亩
。

在水产

方面
,

这个企业狠抓生产基地建设
,

已定的六个商品鱼基地正有计划地开始施工
。

19 79 年新

建和扩建精养鱼池五千亩
,

相当于前二十年所建设的精养鱼池面积的 总和
。

1 9 8 0年 1一 8 月

鲜鱼产量比 1 9 7 9年同期增长 20
.

7 %
。

在畜牧业生产上
,

这个企业狠抓了品种改 良和饲料的生

产
,

提高育肥率和出栏率
。

1 9 7 9年牲猪出栏五万头
,

比 1 9 7 8 年增长 25 %
。

1 9 7 9 年淘汰不合

格的公猪两百头
,

母猪六百七十五头
。

这不仅节省了开支两万元
,

精饲料七十万斤
,

而且保

证了优良品种的繁殖
。

这一年
,

还发展 了蜂群三千二百群
,

兔二万二千只
,

羊一万三千六百

头
,

鸭十五万只
。

所有这些农副生产的发展
,

不仅为国家提供了大量的粮棉油等农副产品
,

而

且也为 自己的加工工业提供了充足的原料
,

保证了农副产品加工工业的发展
。

联合企业的工业
,

主要是农副产品的加工工业和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工业
。

它既要以农业生

产为前提
,

又要通过加工使农副产品增加价值
,

企业增加收入
,

反过来又可以加强农业
。

联合

企业应该围绕农业办工业
,

办好工业促农业
。

这个企业试办前
,

也有些工业
,

主要是 1 9 6 0 年

后自发兴办起来的
,

属粮
、

棉
、

油
、

酱
、

蔬菜等加工工业和农机修理工业
。

由于缺乏统一计

划
,

方向也不够明确
,

因此
,

盲目建厂
,

重复建厂
,

重复生产
, “

小而全
”

的多
。

许多农副产

品加工工业在十一个分场同时兴办
,

甚至在同一分场内不同大队同时加工生产
,

造成了人力
、

物力
、

财力的浪费
,

产品质量也得不到保证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

党中央提出了调整
、

改革
、

整顿
、

提高的方针
。

这个企业根

据这个八字方针和联合企业本身的特点
,

认识到联合企业兴办工业
,

必须根据面向大城市的

特点
,

立足于本企业的原料
,

对现有工业进行调整
,

重点发展农副产品加工工业
,

建立起以

农副产品加工工业为主体的工业体系
。

同时
,

也发展一些为农业服务和为城市工业服务的工

业
。

对现有工业企业立足于挖潜
、

革新
、

改造
,

按专业化协作的要求
,

整顿
“

小而全
”

企业
,

改变重复建厂
、

重复生产的状态
,

积极发展人民需要的
、

经济效果好的产品
。

在工业布局上
,

总公司以发展 中型轻纺工业和食品工业为主
,

各分公司以发展副食品加工工业为主
,

大队以

发展手工业原料加工和城市扩散的小型工业为主
,

生产队则以种养业为主
,

积极发展多种经

营
。

在整顿提高中
,

这个企业强调 了现有企业要根据不同情况
,

采取不同的具体形式
,

走联

合的道路
。

因为只有联合
,

才能使现有企业增加生产能力
,

才能提高产品质量和增加产品数

量
,

才能避免人力
、

物力
、

财力的浪费
。

在联合的具体形式上
,

他们采取 了
:

(1 )签订 供 产

销合同
,

实行配套衔接
。

如玻璃制品厂同食品厂
;
陶瓷罐子厂同酱品厂

; 瓶盖厂同瓶 酒 厂
,

均按内部价格实行合同交货
。

(2 ) 跨单位的一条鞭结算
,

实行利润分成
。

例如总公司有个乳制



品厂
,

具有年产二百吨奶粉的设备能力
,

但本身缺少原料
,

而柏泉等分场则鲜奶多
,

却缺制

奶粉的设备
。

联合企业试办后
,

通过协商
,

几家类似的单位很快联合起来了
。

( 3) 专业对口
,

择优发展
。

如四个酿酒厂
,

出酒率高低悬殊
; 四个粉条厂生产 的粉条

,

有的白
、

匀
、

细
,

有

的则黑
、

粗
、

短
,

他们通过
“

五比五赛
”

(比质量
,

赛等级
; 比安全

,

赛文明生产
; 比工效

,

赛

劳动生产率
; 比精打细算

,

赛经济效果
, 比贡献

,

赛积累率 ) 等活动
,

择其优者扶持
,

劣者关

停并转
。

(4 ) 企业外部的联合
,

利用本身的优势同市内甚至外商联合
。

通过调整
、

整顿
,

走联合的道路
,

这个联合企业的工业逐步转到以农副产品加工工业为中

心的轨道上来
。

1 9 7 9 年联合企业的工业总产值七千八百万元
,

其中农副产品加工工业的产值

就占 75
.

9 %
。

一年多来
,

这个企业组织了部份产品不对路
、

原料无来源的工厂和车间进行合

并或转产
,

扩建和新增副食品加工车间九个
,

增加食品品种三十多种
,

使加工食品由九十多

种增加到一百一十多种
。

产量 由一万五千吨增加到一万八千多吨
,

增长 23
.

3 %
。

加工食品产

值由二千一百六十九万元
,

增加到二千八百多万元
,

增长 29 %
。

目前
,

全联合企业六十五个

工厂
,

产品对路
,

供产销正常
,

经济效果好的企业占 61
.

6 % ; 一般的企业占 13 .4 % ; 产品不

对路
,

质量不过关
,

原料无来源
,

经济效果差的 占 25 %
。

联合企业办商业
,

主要是为了经销 自己在完成国家任务外的农副产品和加工品
。

通过流

通领域
,

使产销直接见面
,

实现农副产品的价值增殖
。

过去
,

由于生产企业无权经商
,

一切商业活动都 由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包下来
,

生产

同销售往往脱节
,

影响了再生产过程 的正常进行
,

挫伤了职工的生产积极性
。

现在
,

自己经

商
,

实现了产销结合
,

商业在经济活动中的桥梁和纽带作用逐步得到了发挥
, “

农前部门
”

即

农用生产资料的部门同
“

农后部门
”

即农产品加工
、

运输和销售部门密切地结合起来了
,

这就

把整个联合企业的经济搞活了
,

提高了经济效果
。

试办商业所起的作用和所取得的经济效果主要有
:

( 1) 从流通渠道取回一部份利润
,

为发

展农业生产积累 了资金
。

例如水果
,

由于减少了中间环节
,

减少 了耗损
, 19 7 9 年就多获得近

二十万元利润
。

(2 )可以根据需要
,

组织商品供应
,

减少商品积压
,

加速资金周转
,

促进生产

发展
。

过去
,

农机和农机零配件都归市属有关单位供应
,

它只管供货
,

不管规格和型号对路
。

各生产单位为了不致因为零配件一时供应不上而影响生产
,

也派采购员四出采购
,

造成人力
、

物力的浪费和物资的积压
。

联合企业成立农机公司后
,

它既站在商业者的角度
,

又站在生产

者的角度
,

考虑农机和农机零配件的采购和供应
。

由于它是根据生产单位编报的计划统一采

购
,

及时供应的
,

这样
,

就大大减少了商品积压
,

加速了资金的周转
。

( 3) 满足和方便 了 群

众消费
,

减少了中间环节
,

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

过去的鲜活鱼从打捞上岸到消费者手里
,

往

往要经过几十个小时
,

现在
,

由于自己可以经商
,

从打捞上岸到消费者手里只要三
、

四个小

时
。

(4 ) 通过竟争
,

提高了产品质量
,

改善了经营管理
。

过去
,

走马岭分场食品厂所生 产 的

麻香糕
,

质量还 比较好
。

1 9 7 9 年产量翻一番
,

达 13 0 万斤
。

可是
, 19 8 0 年外地进来的麻香糕

质量超过了
_

它
,

价格又低
,

且送货上门
。

这样
,

就使走马岭生产的麻香糕无人问津
。

通过竞

争
,

他们改善了经营管理
,

提高了质量
,

产量猛增到二百万斤
。

联合企业试办商业为什么能够取得较好的经济效果呢 ?这是因为联合企业所经营的商品
,

主要是 自己生产的农副产品及其加工品
。

而这些产品一般工艺简单
,

甚至不需要加工就可以

直接被消费
,

季节性强
,

产品鲜嫩
,

周转时间要求短
,

价格有一定的浮动性
。

经营这些商品

要求流通环节尽可能少一些
,

运输距离尽可能短一些
,

以保持商品较好的使用价值
,

更好地



满足城市人民的生活需要
。

联合企业实行农工商一体化
,

产供销
“

一条龙
” ,

就正适合这类商

品的特点
。

所 以
,

联合企业办商业
,

就具有它独特的经济活力
,

从而能够取得较好的经济效

果
。

农工商联合企业的试办
,

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果
,

现在需要我们探讨的是
,

它为什

么能够取得较好的经济效果
,

今后又该怎样把它进一步办好?

(一 ) 农工商联合企业之所以能够取得较好的经济效果
,

最根本的一条是因为这样一种组

织形式适应了农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
。

我们回顾人类历史
,

农业同工业本来就是结合在一起的
。

从原始社会末期到前资本主义

社会
,

农业同工业在生产力极端低下的情况下相结合
,

形成无数的自然经济堡垒
。

随着商品

经济的发展
,

资本主义的分工和专业化
,

才把这种堡垒冲破
。

但是
,

正如马克思指 出的
: “

资

本主义方式同时为一种新的更高级的综合
,

即农业和工业在它们对立的发展的形式上的基础

上的联合
,

创造了物质前提
。 ”

② 生产力的发展
,

科学技术的应用
,

促进了社会分工愈益深化
,

但与此同时
,

也就必然加深部门协作的要求
。

社会生产愈是专业化
,

就愈是要求社会生产协

作化
,

要求部门与部门之间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
,

形成
“

一种新的更高级的综合
” 。

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

农业现代化的实现
,

更要求同农业生产紧密相联的
“

农前部门
”

的工

业和
“

农后部门
”

的工业紧密地联系起来
,

这既是农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
,

也是农业生产力进

一步发展的客观要求
。

东西湖农工商联合企业
,

是在原东西湖国营农场群基础上试办的
。

这个企业农业基础比

较雄厚
,

加工工业也有一定发展
。

农业
、

工业生产逐步专业化
、

社会化
,

机械化水平也比较高
。

可是
,

就是在同一个企业内
,

农业同工业往往脱节
,

商业也不能自己兴办
。

这样
,

就大大阻

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效果的提高
。

加上农业生产自然再生产过程同经济再生产过程相交

错的固有特点
,

客观上就要求农业同工业结合起来
,

要求农工商综合经营
。

农工商联合企业

正是适应了这一要求而出现的组织形式
。

它的出现
,

能够促进农业和工业生产的发展
,

为取

得较好的经济效果创造条件
。

(二 ) 考察农工商联合企业的经济效果
,

应该把宏观经济效果和微观经济效果结合 起 来
,

既考察微观经济效果
,

又考察宏观经济效果
,

要把国家
、

企业和职工个人三者利益正确地结

合起来
。

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
,

从根本上奠定了国家
、

企业和职工个人三者根本利益

基本一致的客观基础
。

我们进行一切经济活动和处理一切经济关系的时候
,

有必要也有可能

把三者利益统一起来
,

既考虑国家利益
,

又考虑企业和职工个人的利益
。

在考察经济效果时
,

既看一个企业的微观经济效果
,

又看社会的宏观经济效果
。

我们不能象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

家一样
,

为了追求更多的剩余价值
,

不顾社会宏观经济效果
,

只考虑一个企业
、

一个集团的

微观经济效果
。

社会主义的企业和劳动者首先应该考虑国家的即社会的宏观经济效果
,

同时

也考虑企业的
、

劳动者的微观经济效果
,

要在讲求宏观经济效果的前提下
,

讲求微观经济的

效果
。

东西湖农工商联合企业在处理这个关系时
,

比较注意既从国家利益出发
,

考虑宏观经济

的效果
,

又从企业
、

劳动者个人利益出发
,

考虑微观经济的效果
,

并且把两者正确地结合起



来
。

但是
,

在试办初
,

曾经在一些具体间题上
,

例如在门类的设置
、

资金的投放
、

生产的安

排
、

产品的销售以及利润的分配等问题上
,

有人却往往从企业
、

职工个人利益考虑多 一 些
,

忽视了国家利益
。

一讲发展农副产品加工工业
,

就想处处设厂
,

来个
“

遍地开花
” ; 一讲发展

轻纺工业
,

就想把 自己产的好棉留下
,

差棉卖给国家
; 一讲利润分配

,

就既想争
“

下利
” ,

也

想争
“

上利
” ,

如此等等
。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鼓舞和教育下
,

通过回顾历史
,

总结经

验
,

加强教育
,

提高认识
,

使人们意识到这种思想和做法的危害性
。

从企业本身的建立和发

展就可以说明
,

没有国家利益
,

就没有企业和职工个人的利益
。

东西湖国营农场群
,

就是由

国家投资兴办起来的
,

今后还要靠国家的力量和支持把它办好
。

如果只顾企业的
、

职工个人

的利益
,

不顾国家的利益
,

倒头来
,

企业
、

职工个人利益也是靠不住的
。

因此
,

我们必须强

调企业利益
、

职工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
。

思想认识上比较明确
,

行动上才可能坚决
。

1 9 7 9 年
,

这个联合企业全面超额完成国家征

购
、

超购
、

派购计划
。

粮食商品率达到了 50 %
。

在本企业有一个中型棉纺厂的情况下
, 1 9 7 9

年 自产优质皮棉全部上交 了国家
。

工商税比 1 9 7 8 年增加近百万元
。

与此同时
,

企业收入也增

长 4
.

8 8 %
。

劳平收入增长 12 .2 % (达 5 80 元 )
,

人平收入增 18
.

5 % ( 2 6 0 元 )
。

在全面增产增收
、

经济效果显著提高的基础上
,

做到了国家多收
,

企业多留
,

个人多得
,

较好地处理了国家
、

企

业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
。

(三 ) 讲求经济效果
,

必须从中国的国情 出发
,

从企业的实际出发
,

防止和避免一切脱离

实际的形式主义做法
,

脚踏实地去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

提高经济效果的基本途径是提高劳动生产率
,

而劳动生产率又是多种因素决定的
。

其中

有属于生产力范围内的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以及渗透于人和物之中的科学技术因素
,

同时
,

也

有属于生产 关系方面的社会结合等因素
。

我们考察劳动生产率时
,

既要考察生产力方面的因

素
,

又要考察生产关系方面的因素
。

在生产力方面的因素中又不能只考察物的因素即生产技

术的因素
, :主产技术又不能只讲形式

,

讲数量
,

要讲实用和实效
。

实现我国农业机械化
,

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
,

从中国人口多
,

耕地少
,

底子薄的实际出

发
,

对企业来说
,

就要从一个企业的实际出发
。

马克思说过
: “

如果只把机器看作使产品便宜

的手段
,

那末使用机器的界限就在于
:

生产机器所费的劳动要少于使用机器所代替的劳动
。 ” ③

如果说
,

一个国家
,

一个企业劳动力有剩余
,

或者说
,

所采用的机械比使用劳动力昂贵
,

那

就失去了使用机械的意义
,

何必去搞机械化呢 ? 东西湖农场农业机械化虽然有一定的 基 础
,

但是
,

要在一个短时期内全面实现农业机械化也是不可能的
,

因为它脱离了这个企业的实际
。

这种要求和做法
,

已经给这个企业带来了麻烦和国难
。

从劳动力看
,

仅就东西湖农场
,

劳动力 自然增长每年达二千人
,

近几年达四千人
。

劳动

力由 1 9 5 8 年的四万人增加到 目前的八万人
,

二十年的时间增加一倍
。

与此同时
,

农业机械也

在增加
。

目前十一个农场
,

农业机械固定资产已达二千三百多万元
,

占总场固定资产总值五

千六百多万元的 40 .7 %
。

农业机械投资的增长率曾经大大高于整个农业产值的 增 长 率
。

如

1 9 6 6一 79 年
,

农业产值增长 4 .6 6 %
,

而农业机械投资却增长 8 .9 9 %
。

有机构成的提高
,

必然

使农产品中物化劳动的比重增加
,

活劳动的比重相对减少
,

自然就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
。

在

这种情况下
,

就必然带来劳动力安排上的更大困难
。

从投资能力看
,

当前实现农业机械化也是力不从心的
。

根据设想
,

假若按 目前全企业年纯

利 1
,

00 0万元
,

折旧 5 00 万元
, 1 9 8 5 年前利润也不上交

,

常年用于农业机械费用 占 20 %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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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长孺教授赴日讲学

从去年十一月十八 日至 今年三月十八 日
,

我校历史系教授唐长孺 同志应 日本京都大学人

文科学研究所邀请
,

赴 日讲学
,

历时四个月
。

唐长孺教授是我国著名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专

家
,

在日本学术界享有盛誉
。

早在五十年代
,

唐长孺教授就 同日本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

同行们有学术上的通信来往
。

这次赴日
,

唐教

授会见了 日本史学界的老一辈学者
,

结识 了许

多朋友
,

开展 了广泛的学术交流活动
。

唐长孺教授先后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

所
、

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
、

日本东方史学

会
、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等学术团体内做

了 《吐鲁番文书中所见的佛教和道教 》
、

《中国

解放以来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状 况》
、

《吐鲁

番文书发掘和整理介绍》
、

《魏晋至唐的部曲和

客》
、

《关于 <桃花源园 >》 等五个学术报告
,

参

加了多次学术座谈会
。

许多 日本史学界的专家

从 日本北方的北海道
、

南方的冲绳等地专程赶

来听唐教授的学术报告
。

日本学者对新中国成

立 以来
,

中国学者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中

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和赞赏
,

并殷切希望两 国

学术交流能得到进一步密切和发展
。

日本学者

对吐鲁番文书表示 了极大的兴趣
,

对唐长孺教

授主持的艰巨的吐鲁番文书的整理工作取得的

成绩表示敬佩
,

并热切期待着十卷本的 《吐鲁

番文书》 的早 日问世
。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

所和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还要求将唐长孺

教授的三篇论文发表在日本杂志上
,

其中有一

篇用中文发表
。

(胡德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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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
,

这样
,

每年用于农业机械化的资金也只有 300 万元
。

在这样一个农场群里
,

又是农工商

综合经营
,

机械化不仅包括添置
,

而且还包括维修
、

配套等等
,

这 3 00 万元是无济于事的
。

仅

1 9 7 9年进 口八台联合收割机就花去 60 万元
,

占一年农机投资的 20 %
。

目前
,

企业因积压原

材料特别是机械零配件而 占用的流动资金相当可观
。

19 7 9年底占用定额流动资金 6, 9 90 万元
,

为国家拨给企业流动资金定额的 165
.

3 %
。

这是造成企业 目前流动资金严重不足的重要原因
。

可见
,

单靠农业 自身的积累
,

又要在短期内全面实现农业机械化
,

是绝对办不到的
。

如何实现我国农业机械化
,

需要根据我国的基本特点
,

按照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和客观

要求
,

找 出一条理想的
、

适合我国国情的道路和有效的途径来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4 卷
,

第 3 99 页
。

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23 卷
,

第 5 5 2
、

4 3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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