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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山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商业，在改革开放前漫

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为了认真贯彻党的“发展经济，

保障供给”的指导方针，在做好商业流通业务的同时，

相应地兴办了一批简易的食品加工工业，在支持工农

业生产，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生活需要方面发挥了重要

的作用。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

发展，对关系群众生活需要的一些商品，国家通过明

补或暗补的方式，给予了政策上的支持，随着市场需

求扩大，使商办工业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进

入九十年代以后，商业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市

场竞争日趋激烈，特别是国家调整政策以后，把原来

靠政策支持兴办的一批商办工业推向了市场，使其很

快失去了竞争优势，陷入了生存困境，在改革的大潮

中，纷纷退出了市场，走完了由小到大，由盛到衰的

发展过程。 



商业工业发展概况 

商业流通企业兴办加工业是有其历史渊源的。解放前，私营个体商业是市

场经营的主体，规模稍大一点的私营企业，大多采取“前店后厂（坊）”的经营模

式，店前销售，店后加工，自产自销，形成一批小作坊式的生产加工企业，这

就是商办工业发展的雏形。解放后，国家为了加快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积

极推动农村供销合作组织的发展，在重点集镇有选择的建起一批基层供销社，

规模较大的村建起了分销店，小村通过代购和流动售货的形式开展购销业务，

在广大农村逐步形成了一个供销合作网络。 

1954 年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商业在职责范围上作了分工以后，使供销社成

为农村市场经营的主体，特别是 1956 年，国家对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

以后，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商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为了满足市场的需要，相

应地建起了一批生产糕点、糖果、酱醋、咸菜等加工企业。但由于我国长期处

于经济落后，群众生活水平低下的实际情况，商办加工企业多年来也没有太大

的发展。 

1982 年，党的十二大以后，我国经济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在这一

时期，虽然私营个体商业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商业仍占据

着市场的主导地位，因此商办工业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在这一时期相继兴建了

一批生产规模较大，机械化程度较高的商办工业企业。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

市场竞争愈加激烈，为了在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1990 年以后，又兴建了一

批小厂。截止到 1994 年，全区商办工业共有 46 家，职工 1978 人，固定资产

7616 万元，年产值达 6711 万元，这是商办加工业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这一段的快速发展，是与国家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的大趋势紧密联系的。这是

主因，但也有其他一些客观因素推动了商办工业的发展。 

1.领导重视，企业积极。党的十二大确定把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

术现代化，继续推进经济建设，全面开创新局面做为首要任务，这一宏伟的奋

斗目标，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干部职工的积极性。区委区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对经

济工作的领导，采取了多项激励措施，如在全区各行各业开展“五赛八奖”评比竞

赛活动（五赛：经济腾飞杯、三创飞龙杯、农业丰收杯、机关争上游创一流赛、

企业达标升级赛。八奖：引进资金、引进技术、引进项目、发明创造、新产品

开发、产品创优、出口创汇、合理化建议）通过这一评比竞赛活动，把全区经

济工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各商业主管单位积极拓宽思路，广泛联合，招商

引资，开发新产品，相继建起了油脂厂、果糖厂、造纸厂、饲料厂、酿造厂、

石材厂，并扩建了面粉厂、改造了肉联厂。一些基层企业也积极筹措资金，建

起了一批面粉、饲料、食品加工等小型企业。这一时期由于上下连动，形成了

一个商办工业快速发展的新阶段。 

2.发展商办工业，为商业零售企业生存解困开辟了新路。随着商业体制改革



的不断深化，私营个体商业凭着经营灵活，服务周到，人员精干等优势，在改

革的大潮中，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而过去长期处于市场主导地位的国营商业，

由于经营观念陈旧，缺乏开拓创新精神和危机感，加之企业背负着多年形成的

人员多，惰性强、效益差等方面的包袱，逐渐失去了竞争的优势。在经营上遇

到了严重的困难，许多企业处于亏损的状态。面对商业改革中遇到的新问题，

在探索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区商委和各商业主管部门考虑，除要求各商业零

售企业，继续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千方百计克服困难，层层落实承包责任制，

把企业搞活以外，还认为国营商业虽然在零售业务上失去了竞争优势，但与私

营个体商业比较，还有场地、人员、资金等方面的优势，如能选好项目，发展

一批有一定技术含量、市场需要的商办工业，逐步做大做强，取得较好的经济

效益，可能不失为使整体商业扭亏增盈、摆脱困境的一条生路。为此，商委专

门成立了商办工业科，加强对这项工作的指导。各商业主管单位，也积极筹措

资金，选择项目，仅 1990 年以后较短的时间内，就新建了 23 个厂，年产值达 

1300 万元。但从以后的实践证明，这些仓促上马的简易加工企业缺乏市场竞争

能力，不能解决商业企业面临的困境，使这些加工企业本身在越来越激烈的竞

争中都难 以生存。 

3.发展商办工业，为机构精简，人员安置预作准备。当时在理论界有的提出

企业改革的方向，应该是脱离行政管理，直接面向市场竞争，成为“无上级企业”。

如果商业企业下一步深层改革的目标是“无上级企业”，这就涉及区属各商业主管

公司的撤并问题。这一层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多年形成的负有行政管理职能的

公司，改革将势在必行。但这项改革牵扯面广，情况复杂，难度很大，我做为

商委的主要负责人，对这项改革的思路当时也不是很清晰，只能在探索中循序

渐进。为此，经区委批准，先以商业大楼做为试点，从副食品公司分离出来，

独立经营，做为区计划单列的所谓“无上级企业”，就这点改革当时阻力也是比较

大的。虽然对区属公司一级的整体改革条件尚不成熟，但公司机关科室林立，

人浮于事，机构臃肿，基层企业每年上交管理费数额很大，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因此精兵简政则是急需要解决的。但公司机关精简人员的安置与基层企业改革

后剩余人员的安置两项任务相叠加，工作难度是很大的。（在改革的初期阶段，

为了社会的稳定，国家规定是不允许解雇职工的）必须开辟新的就业门路。当

时中央为了安置机关精简人员，提出“机关办企业”的措施，这也给了商业部门以

发展商办工业安置人员一个启示。为此，这一时期迅速兴建的一批小型商办工

业，为下一步改革安置多余人员做好了准备，这也是推动商办工业发展的一个

客观因素。 



商办工业在竞争中走向衰落 

商办工业的发展，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为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生产生活需要，

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但在改革的大潮中，没有跟上改革发展的新形势，在竞争

中逐步走向了衰落。大多数企业通过关、停、并、转、卖等多种形式，退出了

原来的生产领域，这一产业的兴衰，有其自身的原因，也有其他一些客观的因

素。 

1.企业规模小，厂子分布散，不能形成规模效益优势。全区商办工业 46 家，

有职工 1978 人，固定资产 7616 万元，年产值 6711 万元。平均每个厂只有 43

人，年产值平均为 146 万元，年产值超千万的只有 1 家。1990 年后新建的 23

个厂，据 1994 年统计，年产值只有 1310 万元，平均每个厂年产值只有 57 万

元。这些小厂遍布全区，具有鲜明的行政区划布点的特点。由于厂子规模小，

分布散，不仅缺乏抗风险的能力，也形不成规模经营效益。 

2.产业单一，产品落后，没有市场竞争优势。商办工业多是伴随着商业零售

企业为满足人民群众生活需要而逐步兴建起来的，由于这一特点，就决定了兴

办的加工业，主要是一些面粉、糕点、熟肉制品、酱油、醋酿造，咸菜腌制和

饲料加工等群众日常生活需要的低 档产品。尽管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商办工业

快速发展时期，也没有摆脱原有的产业格局。这些面向广大人民群众急需的低

档产品，技术含量低，品种少、质量差，缺乏市场竞争力，在改革开放后的激

烈竞争中，被淘汰则是不可避免的。 

3.职工素质差，干部管理水平低，没有人才竞争的优势。由于商办工业的生

产加工，是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基本需求为目的。因此所生产的多是一些

技术操作简单的低档产品。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商品匮乏，质量低劣，但产销

却不成问题。所以，对职工队伍建设重视不够。这支队伍文化普遍偏低，技术

素质差。据 1994 年统计，1978 名职工，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就有 1493 人，

占职工总数的 75.5%。在管理干部中，具有中级技术职称的只有 5 人，占管理

干部总数的 7.4%。这些干部大多是过去多年从事商业营销业务的，缺乏工业生

产的管理经验，加之长期以来，企业生产和销售都是在国家计划指导下进行，

没有市场竞争的压力，使他们普遍缺乏危机感和开拓创新精神。试想没有一批

具有科学管理水平和勇于开拓创新精神的干部和一支较高技术素质的职工队伍，

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和发展是不可能的。 

4.国家调整政策，使企业失去了价格竞争的优势。在商办企业中，有相当一

部分企业是在国家资金，原材料等方面的政策支持下兴建的粮油、食品、酿造、

饲料、屠宰等生产加工企业。这些企业在过去经济落后、商品匮乏的困难时期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改革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国家适时的调整了政策，

放开了商品价格，取消了财政补贴，把企业推向了市场，致使这一批过去长期

以来，依据国家政策支持，缺乏危机感和竞争意识的生产企业，失去了产品价



格上的优势，面临生存困境。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市场竞争愈加激烈，企业

亏损严重，纷纷关停并转，退出了市场。 

此外，在商办工业的发展上，由于资金不足，选项不慎，宣传公关不力等

多种因素，都制约了企业的发展，致使在改革的大潮中，走向了衰落。当然也

有少数企业，抓住了机遇，通过与大企业联姻，以股份制的形式继续得到发展，

把企业做大做强。而更多的是以破产、拍卖，出租转让等多种形式转入新的领

域。总之，在商办工业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有成绩，也有不足；有成功，也有

失败；它在客观上也反映了在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

程中，“适者生存”的一个客观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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