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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１９５０年代后期“大跃进”后，一方面，江苏省工业规模过大，战线过长，管理混乱，质量和
效率低下，企业亏损严重；另一方面，江苏省农业连年减产，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根本无法支撑

巨大的工业规模。１９６０年代初期，在国民经济调整中，中共江苏省委在中共中央和华东局的领导
下，针对本省工业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地灵活执行国家工业调整政策，采取了精减职工、缩短工业战

线、调整工业布局、转变工业服务方向、清仓核资、恢复和重建企业经营管理制度等措施，使被“大

跃进”运动破坏的工业得到恢复和发展。江苏省工业调整是江苏省国民经济调整的重要组成部

分，为江苏省国民经济的好转做出了巨大贡献，可为当今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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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５０年代后期开展的“大跃进”运动，使中国的
国民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１９６０年代初，中国进
行了轰轰烈烈的国民经济调整，而工业调整是国民

经济调整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学界直接以１９６０
年代中国工业调整为研究对象的单项成果还很少

见，相关成果都是中共党史或中国当代史研究成果

的一个部分，主要涉及领导人层面、政策制定层面、

会议层面，存在着上层研究多、下层研究少，政策制

定过程和政策内容研究多、政策实施过程和绩效研

究少，重复性研究多、创新性研究少等特点，特别是

研究如何根据地方实际，因地制宜地灵活执行国家

工业调整政策和政策实施效果的成果较少。本文基

于大量档案资料，试图以江苏省工业调整为个案来

展现这一历史事件，以期为当今中国的经济发展提

供有益借鉴。

　　一、江苏省工业调整的缘起

“大跃进”给江苏省的工业带来了巨大的危害。

“大跃进”后，江苏省工业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

问题。

１．工业规模过大，工农业比例失调，工业内部比
例失调

１９５８—１９６０年，江苏省地方工业基本建设投资
总额达１７．３亿元，为１９５３—１９５７年的１４．８倍；从
基本建设投资分配比重看，用于工业的投资从“一

五”时期占总投资的３５．７１％上升到５５．７２％，而用
于农业的投资由“一五”时期的 ３３．８８％下降到
１８１％。与“一五”时期相比，江苏省１９５８年、１９５９
年和１９６０年的工业平均增长速度达到４１．７％，为
“一五”时期（１０．６％）的３．９倍［１］；与１９５７年相比，
１９６０年的工业总产值增加１４３．０８％，农业总产值却
下降２５５％。［２］１９５７年年底，江苏省有全民所有制
企业 ２３２２个，职工４０万人（若包括基建、交通，则
有５６．９万），到 １９６０年底全民所有制企业发展到
６１３１个，职工１０２．４万人（若包括基建、交通，则有
１３１．３万人）。［３］１９６０年江苏省的重工业异军突起，
产煤５６０万吨，比“大跃进”前增长１９０％；生铁、钢
从无到有，生铁生产５６万吨，钢生产１８万吨，钢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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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９．７万吨；机床生产１．０７万台，增长３．５倍；动
力机械达到７６万马力，增长５．９倍。［４］但人民需要
的农产品和轻工业产品大量下降。江苏省粮食总产

量１９５７年为 ２１２亿斤，１９６０年为 １９１亿斤，下降
９８％［５］；棉花产量从１９５７年的１５．０１万吨下降到
１９６０年的１２．４３万吨，下降１７．２％；油料作物产量由
１９５７年的２５．０７万吨下降到１９６０年的１３．１８万吨，
下降５２．６％；生猪存栏数由１９５７年的８２９．５６万头下
降到１９６０年的５１３．８０万头，下降３８１％。［６］（Ｐ６）１９５７
年，苏州市日用轻工业主要产品品种共有 ４５７种，
１９５９年第一季度正常生产的只占３２．３２％，生产时
断时续的约占３８．９５％，停止生产的占２８．２３％。［７］

２．工业管理混乱，事故多发
在“大跃进”中，批判“一长制”“专家治厂”“白

专道路”“计件工资”“经济核算”等行之有效的规章

制度，盲目追求高指标，层层加码，忽视经济发展的

客观规律，各种蛮干层出不穷，原有的规章制度被破

坏，工业管理混乱。江苏省重工业厅１９５９年的生产
计划编了３０次，１９６０年的生产计划到１９６０年１２月
３１日才下达，以至于大家普遍反映：“一年计划计划
一年，编计划变计划，边编边变。”据江苏省纺织工

业厅反映：“现在下任务是翻一翻，统计资料凭主观

要求匡一匡，根本没有科学根据，亦没有群众基

础。”［８］由于管理混乱，工业事故增多。据江苏省委

工业办公室统计，１９６０年７月上中旬，工业部门死
亡人数达到１８人（全省３０人），超过了六月全月死
亡人数１７人（全省３３人）；１９６０年７月１６日，南京
气体厂制氧车间由于储气袋进入过量氧气而引起爆

炸，３个工人被炸伤，２００平方米厂房全部被炸坏；
１９６０年７月１８日，南京钢铁厂吊运中的钢水包遇
水爆炸，６人受伤（其中重伤２人），６天未能生产。
１９６０年 ７月上旬，江苏省发生的煤矿事故达 ８８１
次，７月中旬又发生影响生产时间半小时的事故７８２
次；徐州煤矿由于事故多，７月中旬有３８％的工作处
于停产和半停产状态。［９］

３．工业生产效率低下
１９５７年江苏省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为

７６２０元，１９６１年下降为 ５５４９元，大约下降
２６６％；１９５７年江苏省煤炭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为
每工日生产０．９４８吨，１９６１年为０．４６１吨；１９５７年
江苏省轻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为６６０６元，１９６０年
为５５９０元，１９６１年为４５００元。［１０］据统计，全省工
业１９６１年劳动生产率比１９５７年下降２７．２％［１１］。

４．产品质量下降
１９５６年江苏省保温瓶合格率为 ８５％，１９５８年

下降为 ７３．９８％，１９５９年又降为 ７１．１４％，１９６０年
１～４月份下降为６９％；由于合格率降低，从１９５８年

到１９６０年４月产出废品４０万只。［１２］无锡曙光五金
厂生产的铁皮锁不用钥匙一拉就开，苏州市金星锁

厂生产的锁一把钥匙可以开三千把锁，群众称为

“君子锁”。［１３］１９５７年江苏省煤炭含矸率 ０．４％，
１９６２年为１．１１％。［１４］

５．企业亏损严重
１９５７年，江苏省地方全民所有制企业基本无亏

损。１９６１年上半年，江苏省地方全民所有制企业出
现亏损的有５１４个，亏损额３２１４万元；１９６２年上半
年出现亏损的有４２７个，亏损额２６５４万元。１９５７
年，江苏省工业总产值１６．２５亿元，利润１．３亿元，
利润率为７．９％；１９６２年上半年工业总产值１１．５４
亿元，利润 ５６２９万元，利润率为 ４．９％。［１５］综上，
“大跃进”后，江苏省工业急需调整。

　　二、我国工业调整的四个阶段

江苏省工业的调整与全国国民经济的调整是同

步的。我国国民经济调整的过程是统一中共高层对

经济的认识，调整工农政策，降低工业指标，整合农、

轻、重工业关系的过程。笔者根据中共高层对国民

经济的认识转变过程、调整内容和调整进度，把我国

国民经济调整大致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１．调整的酝酿时期（１９６０年下半年—１９６１年１
月八届九中全会以前）

１９６０年下半年，国民经济危机已经显露出来。
为了解决国民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１９６０年７月
５日至 ８月 １０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
议，俗称“下马会议”，重点讨论了国际共运和国内

经济问题。会议通过了《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

大办粮食的指示》和《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

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确定压缩基本建设战线，

保证钢铁生产；认真清理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

线，保证农业生产；决定以后国民经济计划不再搞两

本账，只搞一本账，不搞计划外的东西，不留缺口。

当时主持国家经济工作的陈云、李富春提出必须对

国民经济实施调整、充实、巩固、提高的方针（时称

“八字方针”），标志着由全面跃进转向重点跃进。

特别是１９６０年７月，苏联突然撤走专家和撕毁协
定，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提出要炼“争气钢”，

要争取生产２０００万吨钢，提前实现钢产量赶上英
国的目标。［１６］（Ｐ８９１－８９２）当时，中共高层对国民经济形

势缺乏正确的认识。１９６０年１１月下旬，第九次全
国计划会议召开，会议认为，“全国经济形势很好，

但有困难，有比较严重的一个指头的问题”［１７］（Ｐ１８３）。

１９６０年１２月，毛泽东认为，“全国大好形势，占三分
之二地区；又有大不好形势，占三分之一的地区。五

个月内，一定要把全部形势都转变过来。共产党要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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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一种本领，五个月工作的转变，一定要争取

１９６１年的农业大丰收，一切坏人坏事都改过来，邪
气下降，正气上升”［１８］（Ｐ６９６）。当时，中央片面认为农

业上有问题、工业上问题不大，想当然地认为只要农

业问题解决了，国民经济就没有什么问题了，“指望

稍加调整后重新实现‘大跃进’，这当然不能全面正

视和彻底纠正了！”［１６］（Ｐ８８３）这一时期，虽然形成了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但国民经济

调整主要在农村，工业调整主要是下放工业企业私

拉乱雇的劳动力，由全面跃进转向“保粮保钢”，把

钢铁生产当作政治任务来抓，钢铁工业一马当先，工

业其他方面的调整无从谈起。

２．全面调整的缓慢展开时期（１９６１年１月八届
九中全会———１９６２年“七千人大会”前）
１９６１年１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召开，正式提

出要对国民经济实施“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

字方针，标志着国民经济调整的正式开始。这一时

期，中共中央先后颁发了“农业六十条”“工业七十

条”“手工业三十五条”“商业四十条”等文件，对国

民经济开始进行全面调整，工业开始缩短战线、减少

投资等。１９６１年６月２８日，中央下发了《中共中央
关于精减职工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等文件，并在

１９６１年精减了城镇人口１０００万。之所以把这一时
期称为国民经济全面调整的缓慢展开时期，是因为

国民经济调整虽已全面展开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

经过一年多的调整，国民经济形势并没有好转，有些

地方甚至还在恶化。中共高层“基本想法是工业生

产维持和巩固住１９６０年‘大跃进’的水平，农业上
能有一定的增长，即放慢了工业建设速度，既不再

‘大干快上’，也不想后退”［１９］（Ｐ３９７）。中共八届九中

全会通过的１９６１年国民经济计划，要求生产粮食
４１００亿斤、棉花 ３２００万担、钢 １９００万吨、原煤
４３６亿吨、发电量６６０亿度、铁路货运６．７５亿吨、
基本建设投资 １６７亿元、大中型项目建设 ９００个。
这样的高指标是与１９５８、１９５９、１９６０年的高指标一
脉相承的，是建立在１９５８年“粮食７５００亿斤”、“棉
花 ７０００万担的农业特大丰收”的虚假基础上的
（实际上１９６１年的粮食产量只有２９５０亿斤、棉花
产量只有１６００万担［２０］（Ｐ１７０））。农业无力支撑如此

庞大的工业建设，这样的高指标根本无法完成。当

时，中共高层对农业的好转想得过于简单，认为通过

“十二条”“六十条”等农业调整政策的下达，农业很

快就会好转，实际上是一厢情愿。“由于认识上的

限制，没有对工业生产、基本建设指标坚决削减，主

要抓了恢复农业、调剂市场、精简职工等方面的调整

工作”［２０］（Ｐ８６）。这一时期，国民经济调整的主要阵地

在农业，工业调整效果不大，国民经济形势依然

严峻。

３．调整的高潮时期（１９６２年“七千人大会”———
１９６３年９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大跃进”运动后，有些地方领导发现，谁听从

中央调出了粮食，谁“非正常”死亡人数就多，所以，

之后谁也不愿意向中央调出粮食，造成１９６２年粮食
征购无法完成。为了解决国家农产品的征购困难问

题，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２１］（Ｐ１８），会议最初的

主题是反对分散主义，加强农产品征购，但由于与会

代表强烈要求中共中央总结“大跃进”运动以来的

经验教训，会议主题很快被改变，因此，“七千人大

会”被开成了总结“大跃进”运动经验、教训和统一

国民经济调整思想的会议。“七千人大会”只是统

一了全党对国民经济调整的思想，未能对国民经济

调整制定出具体的措施。１９６２年２月１４日召开的
“西楼会议”对“‘大跃进’造成的经济困难形势进行

了深入分析，把‘七千人大会’上没有涉及或未能展

开讨论的问题讲透了，并提出了克服困难的具体措

施”［１６］（Ｐ１０４７）。随后召开的几次国务院扩大会议，特

别是陈云１９６２年２月２６日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
成员会议上的讲话———《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

服困难的若干办法》为国民经济调整指明了方向。

１９６２年４月，国务院对１９６２年国民经济计划又重
新做出调整，计划钢产量６００万吨、原煤２．３９亿吨、
基本建设投资４６亿元，充分认识到工业指标不坚决
退下来，调整就无法进行，过高的工业指标经历了一

年多时间终于被彻底降了下来。１９６２年５月，中共
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要求全国各地严格执行各项国

民经济调整措施，并决定在１９６２年内再减少城镇人
口 １０００万人，其中职工 ８５０万人。这样，到 １９６３
年７月，全国共减少近２０００万职工和２６００万城镇
人口。［２２］（Ｐ２５７）“五月会议”标志着国民经济调整真正

进入了高潮时期。虽然毛泽东在１９６３年８～９月间
的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大讲“阶级斗争”，

但毛泽东接受了刘少奇提出的政治运动不要影响国

民经济调整的建议，国民经济受政治运动的影响不

是很大。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是：统一了中共各级

干部对国民经济调整的思想，制定了积极调整措施，

国民经济计划的各项指标终于退下来，进行了“伤

筋动骨”的调整，既减“和尚”又拆“庙”，由原来的缓

慢调整到主动、积极调整，调整的主要阵地也从农业

转向工业。

４．巩固、充实和提高时期（１９６３年 ９月———
１９６５年１２月）

经过从１９６０年下半年到１９６３年９月四年多的
国民经济调整，国民经济形势出现好转，但国民经济

存在的问题依然很多。１９６３年９月，中共中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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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召开，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当时的经济形势，认为

农业生产还没有恢复到１９５７年的水平；工业上还存
在着结构不合理、产品质量差、生产效率低、企业亏

损严重、企业管理混乱等问题。因此，决定从１９６３
年起再用三年的时间，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

提高”的方针，作为第二个五年计划到第三个五年

计划的过渡阶段。也就是说，在１９６２年第二个五年
计划到期后，第三个五年计划推迟到１９６６年再开始
执行。这一时期的奋斗目标是：“农业生产要达到

或超过１９５７年的水平；工业生产要比１９５７年的水
平高５０％左右；国民经济的主要比例关系要在新的
基础上取得基本协调；各部门的经营管理工作要走

上正常发展轨道，企业劳动生产率和原料、材料、燃

料的节约要达到或超过历史上最高水平。”［２３］（Ｐ４４５）

为了实现上述任务和目标，中央要求必须继续执行

“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国民经济发展总

方针，按照解决吃穿用、加强基础工业、兼顾国防和

突破尖端的次序来安排国民经济。经过调整，工农

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市场供应得到改善，财政收

支达到平衡，全国物价趋于稳定，市场逐步走向繁

荣。１９６５年１０月１３日，全国计划会议召开，会议
总结了１９６５年计划的执行情况，讨论了１９６６年计
划安排和第三个国民经济计划的方针和任务，决定

１９６６年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这标志着国民经
济调整的结束。

　　三、江苏省工业调整的主要方面

在中共中央和华东局的领导下，江苏省委严格

执行中央各项工业调整政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按照江苏省工业调整内容和方向的不同，笔者把江

苏省工业调整分为以下四个方面。

１．精减职工，缩短战线，调整布局
江苏省积极执行中共中央关于精减职工和缩短

工业战线、调整工业布局的决定，到１９６１年９月底，
据统计，江苏省的厂矿企业已经压缩为３１００个，减
少了 ５０％，职 工 压 缩 到 ８３．６万 人，减 少 了
１８４％［３］。１９６１年１１月１５日，中共江苏省委发出
通知，要求各地党委和各级工业管理部门，继续切实

做好工业布局调整工作，争取在１９６１年冬和１９６２
年春基本完成调整工作，并提出必须根据“调整、巩

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和农、轻、重工业的安排原则

和工业内部“五先五后”（先生产，后基建；先采掘，

后加工；先维修，后制造；先配套，后主机；先质量、品

种，后数量）的精神，区别不同专业和不同情况，积

极慎重地进行。工作中必须注意增加产品品种，提

高产品质量，以适应农业生产、人民生活和国防建设

的需要，并要求切实做好人员的安置和企业资财的

清理、移交与设备的保管、维护工作，注意维护全民、

集体和个体三种所有制的利益，不得再犯“平调”错

误。到１９６１年末，江苏省有工业企业２９４８个，职
工８２０３８０人。［２４］

中共江苏省委在工业调整中本着坚决精减、基

本建设要“放下架子”的原则，为扭转工业战线过长

的局面做了很多工作。江苏省委对１９６２年基本建
设投资一再压缩，在１９６１年１２月２０日制定了《关
于１９６２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说明》，提出：江
苏省１９６２年国民经济计划中“预计全年完成地方投
资２亿元，只占去年９．８亿元的２１％。其中省和各
地自筹约４０００万元，比去年的２．５亿元减少更多。
今年施工项目约２０００个，比去年约６０００个减少三
分之二。改变了过去国家计划的完成差于地方计划

的完成、计划内项目的完成少于计划外项目的完成、

重点工程的进度慢于一般工程的进度的状况”［２５］。

１９６２年５月，江苏省委批转了省人委工业办公室
《关于进一步做好调整工业布局和精简职工工作的

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在精减职工方面，

“全省全民所有工业企业，１９６２年内精简职工
２３４６１０人”；在调整工业布局方面，“按照工业口及
农机十一厅局的规划，在１９６１年末的 １６０３个全民
所有制工业企业中，今年确定继续关闭的企业２４０
个，停工的２６个，合并的９８个，改为集体所有制的
２１７个。关、停、并、改企业共 ５８１个，占 １９６１年末
企业总数的３５．６４％，保留１０４９个；通过调整省市
骨干企业，将１９６１年末的８８４个减为６５５个，减少
２５９％；县级工业企业将由１９６１年末的７４０个减为
４４８个，减少３９％。水利系统的１２个工业企业，今
年关闭１０个，暂留２个”［２６］。为了进一步总结工业
调整的经验，１９６２年８月，江苏省召开了工业会议，
讨论江苏省经济状况及面临的问题，要求各地严格

执行中央和省委的各项工业调整规定。经过１９６２
年一年的精减，到１９６２年年末，江苏省有全民所有
制工业企业 ２０９４个，职工 ６０６６６３人。［２４］

１９６２年，我国企业裁并幅度最大的是冶金、建
材、化工和机械工业，企业数目分别减少了７０．５％、
５０．７％、４２．２％和３１．６％［１７］。江苏省也是如此，拿

冶金工业来说，１９６０年年底，江苏全省共有冶金工
业企业１２５个，职工１２．５万人（包括中央企业１．６
万人在内）。经过１９６１年的调整，到１９６２年年初，
江苏省有冶金工业企业４９个，职工３．９万人，企业
减少了７６个，职工精减了８．６万人。到１９６２年６
月底，江苏省有冶金工业企业 ２７个，职工 １９１９９
人，企业比１９６２年初的４９个又减少２２个，职工总
数又减少了２０１０９人。江苏省通过调整先后共减
少冶金企业９８个，较１９６０年减少７８．５％，共减少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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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９万多人，保留下来的职工总数只占 １９６０年的
１７．５％。调整后，江苏省冶金企业大体年产铁５万
吨、钢６千吨、铜５百吨、铝８百吨、铁矿石３０万 ～
４０万吨，与１９６０年的生铁５６万吨、钢１８万吨、钢材
９．７万吨相比，钢铁产量已经大大减少。［２７］１９６２年，
重工业中的金属切削能力“从１９６１年的４５０００多
吨减为 ２００００多吨，大体上与 １９５７年的水平相
等”［２６］，使“大跃进”以来重工业过度膨胀的局面得

到了明显改变。江苏省黑色冶金、机械制造与建筑

材料等工业部门在１９６２年１月至７月的产值较上
年同期下降４０％ ～４６．６％。在重工业产品产量下
降的同时，一些支援农业、满足群众生活需要的轻工

业产品产量却在逐步增加。据江苏省轻工业厅统

计：１９６２年１至７月份与１９６１年同期相比，胶鞋增
长１９．２６％，钟表增长２９．４７％，面盆增长８３３１％，
口杯增长６６．９５％，日用玻璃增长５６６％，原盐增长
２４．９１％［２８］。综上可见，通过调整，农、轻、重比例失

调的局面得到了初步改善。

为了进一步调整工业布局和精减职工，１９６３年
３月１５日，江苏省委批转了工业办公室《关于１９６３
年继续调整工业布局和精减职工的报告》，指出，

“鉴于继续调整工业布局精减职工是一项十分细致

的工作，涉及面广，政策性强，时间紧迫，望各级人民

委员会、各有关主管厅（局），加强这一工作的领导。

对继续减人的单位决心要大，工作要细，行动要快，

在做好充分准备工作的基础上，把必需减的人坚决

减下来，决不能犹豫不决，拖拖拉拉。同时要认真做

好安置工作，决不能粗心大意，一减了事。保证按时

地、善始善终地完成全省调整工业布局和精减职工

的任务”［２９］。１９６２年底，江苏省地方工业的全民所
有制企业还有２０９４个，江苏省委计划１９６３年再减
少全民所有制企业１０５个，保留１９８９个。１９６２年
底，江苏省还有全民所有制职工４９３６０７人，计划在
１９６３年再精减 ４０３９２人，１９６３年末保留 ４１１０３５
人。１９６３年７月８日，江苏省人民委员会发出《关
于企事业单位由全民所有制改为集体所有制问题的

通知》，对工业、商业、文教、卫生、交通、邮电及企事

业附属单位等改为集体所有制的条件、批准手续和

资财处理等作了具体规定，把许多企事业单位的附

属单位改为集体所有制企业，使江苏省全民所有制

企业数量大幅减少。

由以上数据可知，江苏省在国民经济调整中调

整了很多工厂，精减了很多职工。１９６０年底，江苏
省有各类全民所有制企业６１３１个，工业企业全民
所有制职工１０２．４万人（若基建、交通则有１３１．３万
人），到１９６３年底，全民所有制企业有 １９７６个，减
少了４１５５个，减少６７．７７％，企业全民所有制职工

１９６３年末保留４１１０３５人，减少了６１．３万人，减少
５９．８６％。［３０］由此可以看出，江苏省工业调整的力度
和幅度都比较大。

２．清仓核资
“大跃进”后，一方面，市场物资供应匮乏，需要

大量的物资来满足市场需求；另一方面，由于“大跃

进”期间企业管理混乱，盲目采购和生产，造成很多

物资积压。国民经济调整中，一些下马、破产企业的

仓库里却囤积着大量的物资，需要进行清理并加以

利用。经过“大跃进”，国家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

普遍不了解，而企业对自身的状况也不清楚，要继续

生产必须先弄清家底。１９６２年２月２２日，中共中
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彻底清仓核资、充分发挥物

资潜力的指示》，要求全国各个企事业单位，“必须

深入发动群众，进行一次全面的彻底的统一的合理

的清仓核资和物资处理的工作”［３１］（Ｐ１９３）。对全国县

及县以上单位的物资，无论是在库的还是在途的，生

产资料还是生活资料，成品还是半成品、在制品，合

格的还是残次废品，都进行了清查，工业企业及其管

理部门是清查的重点。在完成清仓之后，还进行了

核资工作，对企业的商品质差、量差和价差即商品三

差进行了核定，另外还对企业的流动资金等进行了

核定。据统计，截至１９６２年８月上旬，江苏省应清
查的全民所有制单位共１１２２９个，已经结束清查的
有１１１８８个，占９９６％，其余４１个也在清查之中；
已经结束复查的有 １０２８１个，占９１．６％，其余９４８
个尚未进行复查；已经组织验收的有 ８１４９个，占
７２．５％，尚有３０８０个没有组织验收。全省应该核
资的单位（地方工业、交通、文教、卫生系统的企业）

共２４３０个，已经结束核资的有４１４个，占１７％；正
在核资的有５４１个，占２２．２％，尚未核资的有１４７５
个，占６０．８％［３２］。

清查暴露出工业企业管理中存在大量问题。一

是由于盲目生产、盲目采购，无论原材料、半成品还

是成品都大量积压。１９６２年５月，常州钢缆合作工
厂清查出积压７５～１００ｃｍ钢锭１２５吨，金额８万多
元，该厂用不到而作为协作手段的物资有６０００多
元，其中锋钢砖头３００只。泰兴口岸锅厂有不合用
生铁８．６万斤，泰兴公社日用品厂采购的高级明矾
可用２０年。［３３］二是企业原材料到厂不验收，领料无
定额，在制品、成品进出库时不检验，不记账，甚至无

人管理。在清仓过程中普遍发现，企业单位的账物

不符、账账不符或者根本无账可查。原料、半成品周

转库存可大可小，成本可高可低。在１９６２年的清仓
过程中发现，如皋县６４个合作社中有１８个合作社
（占２８％）管理制度很差；竹器社１９６２年３月才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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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１９６１年９月底的账；骏发农具厂库存现金 １１００
元，内有单据白条抵账的６００元；东县丰利农具厂库
存１９０种物资中有１７４种（占９０％）账实不符，其中
烟煤一项账存１１．７万斤，实存只有４．４万斤，盘亏
７．３万斤［３４］。三是物资乱堆乱放，国家财产任意毁

坏；残次废品充当正品长期不处理，原材料及燃料丢

失和被盗现象十分严重。例如，在对苏州化工机械

厂物资进行清点时发现大量各式各样的有用物资乱

堆乱放，煤堆底下挖出了大块钢板，钢板下面发现了

电焊龙头，空箱子里找到了十打大铜锁，收集起来的

铺马路钢板四十吨。从仓库里清理出来的多余物资

３６６种，其中黑色金属１５０余吨，有色金属和各种工
具等价值２３万元，边角废料１００多吨。该厂老工人
看到清理出来的“坏工具”，见到场地上用钢板铺马

路、搭桥、做尿槽感到心痛，并且说道：“要是资本

家，那就吃不消”，“这些东西，三年前 还 是

个宝！”［３５］

江苏省的清仓工作于１９６２年８月结束，核资工
作于１０月结束。１９６２年１０月，根据江苏省十个市
和两个盐务局的初步核资资料统计，“三差”损失合

计为１７０６万元，占企业定额流动资金５５９３万元的
３０．５２％，其中量差３０１．６万元，质差１２５８．５万元，
价差１４６万元。由此可以看出，质差比重较大，占
“三差”总额的７３．７７％［３６］。

通过清仓核资，各个单位弄清了家底，使企业占

用流动资金大大下降，为企业恢复正常的生产秩序

创造了良好的开端。据不完全统计，到１９６２年３月
底，江苏省生产资料库存总值达１２．２４亿元，其中工
业系统５．６１亿元；要处理的约３亿元左右，其中工
业企业约１．５亿元；消费资料库存总值为９．５亿元，
要处理的 １亿元左右；生产资料库存总值中材料
３２９亿元，设备３．０７亿元，产成品１．７１亿元，其他
４１７亿元。通过清仓核资，挖掘了物资潜力，使死
物资变成了活物资，支援了市场和工农业生产，缓解

了“大跃进”后物资匮乏的狼狈局面。到１９６２年７
月底，江苏省已调剂处理的物资总值５２００万元，其
中生产资料３８００万元，消费资料１４００万元，主要
物资有钢材 ７９００吨，木材 ５０００立方米，毛竹
９３０００根［３２］。通过清仓核资，职工思想认识大大提

高，工作作风大为转变，顾大局、讲勤俭、讲核算蔚然

成风，促使各个单位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完善各种

管理制度，为企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３．调整工业服务方向
在国民经济调整中，中央提出“以农业为基础、

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要求把

工业工作逐步转移到为农业服务的轨道上来，使工

业生产更好地适应农业生产和农业技术发展的需

要。江苏省响应中央号召，调整工业服务方向，支援

农业、轻工业和市场。江苏省１９６２年的国民经济计
划规定：“铁锅、日用陶瓷、火柴、保温瓶、菜刀、锅、

铲等１１种人民生活迫切需要又有条件增产的产品，
必须从各个方面满足其对原材料的需要，扩大生产。

要求逐步做到：原来供应不足的增加供应；原来凭证

限量的可以放宽限量，以至一些产品取消限量；原来

凭票的保证兑现。计划安排铁锅５００万只，连同今
年预计生产４０４万只，两年中全省平均每户增加１
只；日用陶瓷９５００万件，其中碗７０００万只，全省平
均每人１～２只；保温瓶６５０万只，火柴１３８万箱，都
将超过历史上的最高产量。要求各地根据可能条

件，在自己地区内，就原料和生产能力情况，增产一

部分，做到保证供应几种就几种。”［２５］

１９６２年６月２０日，江苏省印发了《国务院关于
重工业部门支援轻工市场问题的指示》，要求：“为

了改善市场商品供应，增强日用品的市场，适当满足

城乡人民生活的需要，重工业部门应对轻工业市场

予以支援。支援的任务主要是：（一）提供原料、材

料、燃料和帮助改制原料、材料；（二）提供配套产

品、备品、配件和工具，刀具；（三）生产一些市场需

要的与本行业专业相近的日用品。”［３７］江苏省机械

工业厅根据“先维修，后制造”的方针，主动调整服

务方向，改变了机械工业生产中重主机轻配套、重制

造轻维修的弊病。１９６２年１～７月份，江苏省机械
工业完成的主要支农产品有：排灌用柴油机１３万马
力，交流电动机１．９万千瓦，变压器２．１万多千伏
安，水泵 ２４０３台，铸铁管及钢皮管 ３０万公尺。
这些机电排灌设备全部安装使用后，使１５０万余亩
农田得到了排灌。此外，还生产了水闸启闭机１８９
台，各种农机配件２００多万件，胶轮车３．５万多辆，
喷雾器及喷粉器２．４８万余架，对支援农业生产起到
了积极作用，改变了机械工业在“大跃进”中制造大

量机床等单纯为工业服务的局面。同时针对“大跃

进”期间农业机械破坏严重的局面，江苏省机械工

业厅加强了农业机械的维修工作。江苏省机械工业

厅组织巡回检修队，深入农村公社和大队，现场为社

队检修农机具。据统计，截至１９６２年７月底，全省
机电工业已修复排灌用交流电动机１３１８台，变压
器６１１台，水泵５６４台，并提供内燃机、拖拉机维修
配件１５５万件，基本适应了农时的需要［３８］。江苏省

的冶金工业在“大跃进”中大部分产品主要为重工

业和基本建设服务，在国民经济调整中也转向为农

业、轻工业和市场服务。１９６２年，江苏省冶金产品
品种有１２２种，其中直接用于农业和为支援农业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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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原材料的品种有６２种，占全部品种的５１％［２７］。

４．调整企业经营管理制度
恢复和完善工业企业的经营管理，是以宣传和

贯彻“工业七十条”活动展开的。１９６１年７月，为了
恢复被“大跃进”破坏的工业企业内部管理制度，国

家制定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简称

“工业七十条”）。同年９月１６日，中央下发了《中
共中央关于讨论和试行〈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

（草案）〉的指示》，要求全国各地工业企业试行“工

业七十条”。“工业七十条”的主要内容是：（１）国家
对企业实行“五定”（定产品方案和生产规模，定人

员和机构，定主要的原料、材料、燃料、动力、工具的

消耗定额和供应来源，定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和定

协作关系），企业对国家实行“五保”（保证产品的品

种、质量、数量，保证不超额工资总额，保证完成成本

计划，保证完成上缴利润，保证主要设备的使用期

限）；（２）限制企业党委对企业行政干预过多的弊
端，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禁止把党委领导

下的厂长负责制实施到车间、工段和科室；（３）建立
严格的责任制度；（４）明确规定技术人员和职员是
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要尊重技术人员；（５）建立和完
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６）规定企业必须实行全面
的经济核算，讲求经济效益；（７）恢复按劳分配的原
则。中央要求“各地方党委要责成所有的国营工业

企业的党委，把这个指示和条例草案一字不漏地读

给全体职工群众听，不容许把不适合自己口味的条

文略去或者任意篡改。要放手发动职工群众对这个

条例草案进行充分讨论，不但容许而且要热忱地欢

迎他们提出各种不同意见，以便集思广益、加以比

较，把条例改得更加完备、更切合我们的实际情

况”［３９］（Ｐ６４４），同时要求各地区各部门选择不同行业

和大、中、小不同类型的企业实行，并根据条例的规

定整顿企业，于是全国各地掀起了学习“工业七十

条”、恢复和完善工业企业管理制度的运动。

自中央颁发“工业七十条”以后，江苏省立即组

织工业企业的干部和职工学习中央指示和条例全

文，并结合调整工业布局、精减职工、清仓核资等工

业调整的中心工作制定规划组织贯彻。截至１９６２
年底，江苏省工业企业贯彻“工业七十条”的工作大

体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１９６１年１０月开始，江苏省组织全省
工业企业干部和职工全面学习“工业七十条”，并制

定了贯彻计划，开始在１００个企业中试点。到１９６１
年１１月，在全省３２９１个厂矿中，已有２０５８个厂矿
（占６２．５％）的干部和工人深入学习讨论了中央指
示和“工业七十条”。其中１５０６个厂矿是在科长、

车间主任以上领导干部中学习，５２２个厂矿已经扩
大到全厂职工群众普遍开展学习讨论，１２３３个厂矿
（占３７５％，多数是县属小厂和工业城市的小厂）在
职工中宣读了１～２次，没有正式组织学习讨论［４０］。

１９６２年１月４日，中共江苏省委发出《关于学习和
试行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的情况的报

告》，对１００个试点单位学习和试行“工业七十条”
作了总结，提出贯彻“工业七十条”要整顿企业管

理，搞好生产，要上级主管部门和基层单位一齐动

手，要求全省 １９６２年前基本搞完这项工作。１９６２
年２、３月又先后推开一批，试行单位逐步发展到
５１３个。［４１］试点单位一般都按照学习、查定、整顿建
设、总结复查等四个步骤开展整顿工作。在此期间，

江苏省委工业部根据本省试点单位的实践，召开了

三次会议总结交流。

第二阶段：１９６２年第二季度以后，由于调整工
业布局、精减职工、清仓核资等中心任务的到来，随

着形势的发展，各企业一般都根据１９６２年华东局４
月会议精神和各自的具体情况，普遍结合调整工业

布局、精减职工、清仓核资等中心任务，按照“工业

七十条”的有关规定，建立和改进物资、财务、劳动

等管理制度，同时不少企业还针对产品质量差、成本

高和企业亏损等突出矛盾，开展以提高产品质量为

中心的技术管理整顿及加强经济核算和财务管理的

整顿工作，为全面建立企业工作的正常秩序打下了

良好基础。在此期间，江苏省要求省属各厅局加强

对企业的业务指导，并在生产、财务、物资协作等具

体工作上尽可能帮助解决一些问题，以推动企业的

查定工作和企业管理的整顿建设。

第三阶段：１９６２年９月，江苏省人委召开全省
工业会议，对１０个月以来贯彻“工业七十条”的工
作进行了总结，并部署了第四季度的要求。１９６２年
１０月２４日，中共江苏省委批复了省人委工业办公
室《关于试行〈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的情

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的报告》，宣布全省主要城市

工业战线调整布局和精简职工两大任务已大体告一

段落，各市、县应该把主要精力转移到企业内部的调

整工作方面来，要以“工业七十条”为纲，系统进行

整顿，制定出符合地方企业实际情况的一套企业管

理规章制度，包括建立以厂长为首的各级行政领导

责任制度。关于贯彻“工业七十条”的进度问题，根

据七个省属市５９３个企业（中央企业７８个，地方企
业５１５个）的统计，大体有三种情况：（１）已经提出
五定建议方案（或者三定四定方案），并开始系统整

顿的有 ６４个企业（中央企业 ２６个，地方企业 ３８
个），占１０．８％；（２）结合清仓核资、调整工业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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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减职工等中心任务完成大量的查定工作。目前正

在进一步进行查定复查的有１０６个企业（中央企业
１８个，地方企业８８个），占１７．８％；（３）结合中心工
作，围绕生产，针对企业的薄弱环节入手贯彻“工业

七十条”，尚未系统、全面查定的企业有４２３个（中
央企业３４个，地方企业３８９个），占７１．４％。又据
１５７个中央直属企业和省属工业系统大中型企业的
统计（按照上述三种情况分类）：第一类企业有 ３２
个（中央企业２６个，地方企业６个），占２０％；第二
类企业４６个（中央企业１８个，地方企业２８个），占
３０％；第三类企业７９个（中央企业４１个，地方企业
３８个），占５０％［４１］。江苏省在学习和贯彻“工业七

十条”的过程中坚持了“四个结合”：学习“工业七十

条”必须和学习企业管理的具体业务相结合；学习

“工业七十条”必须和总结本企业的经验教训相结

合；学习“工业七十条”必须和调查研究企业管理现

状相结合；学习“工业七十条”必须和推广先进企业

的管理经验相结合。通过学习、贯彻、执行“工业七

十条”，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各种责任制、各

种经济核算、各种技术管理制度等工业企业各项经

营管理制度都得到了恢复和完善，使“大跃进”造成

的工业企业混乱的局面得到了纠正，工业企业的生

产秩序得到了恢复，对江苏省国民经济的好转起到

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四、江苏省工业调整的成功经验

工业调整是一项长期的、艰辛的工作，江苏省在

１９６０年代的工业调整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大致说
来，江苏省工业调整的成功经验主要有以下几个方

面：一是始终遵循“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

的国民经济发展总方针，严格执行中共中央、华东局

和江苏省委的有关指示，做到决心大、工作细、步子

稳、安排好、行动快，既做到了坚决完成任务，又切实

做好组织工作，力争不出“乱子”；二是坚持以调整

为中心、以生产为基础的原则，统一领导，分工负责，

尽可能做到在一定时期内，既能集中突出搞好精简

工作，又能使生产不受影响或者少受影响；三是坚持

群众路线，充分发扬民主，加强集中统一，遇事与群

众商量，把国家调整决策交给群众，不回避困难，工

作认真细致，避免简单化和强迫命令；四是正确掌握

政策，加强请示报告，凡是中央和省委已经规定的政

策原则必须坚决执行，凡是中央和省委无明文规定

而实际工作中提出了带有政策性、群众性的新问题，

必须在报经省委和中央之后，方得执行；五是加强安

全保卫措施，严密防止发生浪费、盗窃、损坏、破坏设

备资财等事故，对“关、停、并、改”企业的财产加强

管理，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五、结语

从１９６０年代初开始，经过几年的工业调整，江
苏省精简了企业职工，缩短了工业战线，调整了工业

布局，进行了清仓核资，转变了工业服务方向，恢复

了企业的各项管理制度，江苏省工业状况得到改善

和发展。１９６５年，江苏省工业总产值为 ８８．０８亿
元，比１９６０年的１００．３２亿下降了１１．９２％，比１９６２
年的４９．８６亿元增长了６５．０７％；工业物质技术基
础有了很大的加强，生产水平、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

有了提高；试制生产的新产品有近千种，一类产品已

占产品总数的５０％，有１００多种产品的质量进入了
全国先进行列；全员劳动生产率比１９６２年提高了一
倍，亏损企业大幅度减少，主要工业品特别是支农产

品大幅度增长［４２］。江苏省工业调整为江苏省国民

经济的好转做出了巨大贡献。

江苏省１９６０年代的工业调整，其原因是“大跃
进”运动中一味强调高速度，片面地认为“快”是“鼓

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

线的灵魂，结果欲速则不达，而且造成国民经济比例

严重失调，“以钢为纲”，造成一业“兴”而百业衰。

国民经济发展要求统筹兼顾，速度适当，各行各业协

同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得到了高速

发展，２０１２年之前，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率为
９８％，远远高于世界的平均速度，我们也从经济高
速增长中得到了很大的实惠。与此同时，我们也应

看到，一味强调高速度所造成的单一的投资拉动、房

地产过度开发、环境污染严重、生态恶化等一系列问

题。目前，我国又处在一个国民经济的调整时期，怎

样建立一个发展集约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

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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