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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曾经被放置

在优先发展的视野之

外，我们面前的道路

也曾坎坷崎岖，但我

们依然扬鞭奋蹄而

起。这种奋起，在改

革开放初期曾带来国

企的群体繁荣。伴随

着计划经济远去的背

影，郑州工业此后开

始朝着市场化的方向

负重前行。

——转型和调

整时期的郑州工业

2008年6月19日 星期五

回望郑州工业
几条“明星路”

回望工业，有些企业和道路
无法“绕”过：棉纺路、南阳路、华
山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
转型的过程中，这些郑州工业的

“大路”有的风采不再，有的红火
依然。但无论怎样，我们都不会
忘记他们，因为，他们曾是郑州工
业的最初脉动，他们曾撑起郑州
工业的躯体，也撑起郑州工业的
历史骄傲。

——棉纺路工业区

位于郑州市区西部，陇海铁
路线南侧、京广铁路以西、建设路
以北的带形地区。经过“一五”、

“二五”时期建设，形成相当大的
规模。嵩山路以西以纺织工业为
主，一字排开建设了郑棉一厂、郑
棉三厂、郑棉四厂、郑棉五厂和郑
棉六厂5个大型国营棉纺织企业；
还建有郑州印染厂、河南纺织机
械厂、河南第一纺织器材厂、郑州
第二印染厂等大中型企业；加之
厂区对面的工人住宅区及配套机
构设施，形成了方圆600万平方米
纺织工业区，是全国重要的纺织
工业基地之一。

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由于机
制不活、设备落后、资金短缺，我
市纺织业一直在困境中徘徊。

资料记载，1996 年，郑州纺织
行业曾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难。当
年，嵩岳集团被列为全国纺织行
业百户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
业。同年，郑州印染厂、河南第一
纺织器材厂等依法破产。

2008 年，郑棉一、三、四厂整
体产权拍卖，标志着我市最大的
传统产业——纺织行业彻底结束
了几十年的国有体制，我市国企
改革迈出里程碑式的一步。

——南阳路工业区

位于郑州市区北部，铁路编
组站以东，金水路以北，沿京广铁
路线向北延伸至北环道，包括南
阳路、沙口路。该工业区于“一
五”时期起开发建设，并以海棠寺
车站为依托，连接 37 条铁路专用
线，逐渐形成了以轻工业、食品工
业和机械工业为主，兼有医药、建
材等行业的工业基地。主要建有
郑州面粉厂、郑州冷冻厂、郑州油
脂化学厂、郑州灯泡厂、郑州化学
制药厂、郑州肉类联合加工厂、郑
州啤酒厂、郑州市无线电厂、郑州
市水泥厂、郑州铸造厂、郑州柴油
机厂、郑州第二柴油机厂、郑州第
一钢厂、郑州纺织机械厂、郑州起
重设备厂、郑州锅炉厂、郑州毛纺
厂、郑州拖拉机厂、郑州金笔厂、
郑州粮食机械厂等工业企业。

目前，郑纺机等企业依然在
这里红火经营，郑州锅炉厂等企
业已外迁，不少企业已经破产。

——华山路工业区

位于郑州市区西南部，在建
设路以南、航海路以北，主要包括
华山路、伏牛路。该工业区以重
工业为主，1954 年从郑州西站引
铺铁路专用线后，各厂先后接
轨。主要建有第二砂轮厂、郑州
电缆厂、郑州煤矿机械厂、郑州电
器厂等大型工业企业；另外还有
黄河机械修造厂、郑州中原化工
厂等工业企业。

在经历了20世纪末的行业性
困顿之后，郑煤机近年来进入了
一个年年攀高的快速发展期；
1993 年，以中国乃至亚洲规模最
大的磨料磨具企业郑州白鸽为母
体的“白鸽股份”在深圳证交所开
盘。这是河南第一家上市公司。
2007年，“白鸽股份”更名“中原环
保”，实现了从磨料、磨具领域向
环保事业的转型。同年，上市公
司中科英华重组郑缆股份，有近
50年历史的郑州电缆集团由此迎
来新生。

后计划时代的工业夕照
本报记者 陈锋 实习生 符永超 文 许大桥 图

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
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邓小平南巡讲话后，
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进一步加快，乡镇企业
和非公有制经济获得快速发展。改革开放之
初，国家实施沿海地区率先发展战略，先后设

立5个经济特区和14个沿海开放城市，从资
金和政策上倾斜，加速了沿海地区工业化的
进程，很快形成了全国工业发展的第一方
阵。而地处中原腹地的郑州，在改革开放的
步伐上明显滞后于沿海地区，并面临着计划

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国有企业处于改制的
阵痛期，非公有制经济开始起步，区域发展格
局出现明显变化，以传统产业为主的支柱产
业逐渐形成。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郑
州工业进入了艰难的转型和探索发展时期。

转身·起舞——国企演绎群体繁荣

渴望·求索——趋向市场的艰难跋涉
郑州工业的发展进步，一方面得

益于郑州独特的区域优势和资源禀
赋，也得益于多层次的投入，当然也离
不开省市各级在体制方面的创新和努
力。

体制驱动。以市场为导向的政
治经济体制改革，增加郑州工业发展
的活力。改革开放后，郑州工业经济
领域也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在不触
动工业经济所有制的基础上，深化了

“扩大企业自主权”和“利改税”为主

要内容的工业经济体制改革，在国有
企业中推行层层承包责任制，这些改
革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国有企业的
经营活力，企业的生产经营初步实现
了由计划生产到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生产的转变。同时，以市场为导向的
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为乡镇企业的发
展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经济环境，使乡
镇企业成为郑州工业经济发展的增
长点。

投资驱动。“六五”、“七五”、“八

五”和“九五”期间，郑州工业固定资产
投资总量不断增加，并对一些大中型
企业实施大规模的技术改造，其中仅

“七五”时期对工业企业的技术改造就
高达28.9亿元。2002年全市当年工业
固定资产投资达到 45.7 亿元，为 1977
年11.5亿元的3.97倍。工业固定资产
和技改资金的投入保证了郑州工业长
达25年的平稳增长。

资源驱动。1978 年至 2002 年是
郑州工业化进程中的初期阶段，发达

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进程证明，工业
化初期阶段投资和资源对发展至关重
要。而郑州市是煤炭、铝矾土等资源
大市，在1978年至2002年工业发展进
程中，郑州工业发展没有受到资源的
制约，煤炭、氧化铝等产业成为郑州市
工业经济中稳步增长的支柱性行业，
对郑州工业在转型和探索时期保持平
稳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郑州工
业对比沿海城市工业发展中唯一明显
的优势。

彷徨·沉思——工业步伐有些沉重

改革开放初期，紧跟国家经济发
展的步伐，郑州工业企业开始进入连
续几年的恢复和治理整顿，共同构筑
了以国企为主体的群体繁荣。

“一五”、“二五”时期，国家在郑州
投资建设了上百个大中型企业。这些
企业经过改革开放初期的治理整顿和
随后的改革，焕发出了生机和活力。

“五五”后三年中，郑州的企业改
革主要是扩大了企业经营管理权，并
逐步推行多种经济责任制，使企业在
计划安排、产品购销、利润分配、资金
运用等方面有更多的自主权，同时还
初步对一批企业进行整顿，开始按照
专业化写作的原则进行改组和实行经
济联合。

“六五”期间，郑州工业改革开始
冲破长期以来存在的计划经济制约，
对工业企业计划生产从直接控制为主
转向间接控制为主，对工业企业进行
调整，开始注重市场对工业资源配置
的作用，注重工业经济发展的质量和
效益，加大了对企业技术改造的力度，
引导企业根据市场需求大力发展消费
品生产和社会急需品生产。1984 年

后，郑州工业以打破吃“大锅饭”和搞
活企业为中心，进行改革探索，对国有
企业层层实行经济承包责任制，对城
市集体工业企业和乡镇工业企业的干
部制度、劳动制度、分配制度进行改
革，进一步扩大了企业生产经营自主
权，企业的生产经营也焕然一新。

始建于 1955 年的郑州水工机械
厂，改革开放后曾创出了多项国内之
最产品，为我国水电建设事业作出了
积极贡献。郑煤机也在改革开放初期
确定了以发展“三机、一架、一装备”和
单体液压支柱为重点的煤机制造专业
化发展目标，1986~1992 年，企业进入
技术改造时期，综采支护设备研发已
接近或达到国内先进水平。自主开发
的液压支架产品开始进入俄罗斯、土
耳其、印度等国际市场。1989 年企业
通过国家二级企业评审。

郑纺机是上世纪80年代国内棉纺
清花设备的唯一制造商。计划经济时
代，国内纺织业内曾将郑纺机赞誉为

“清花浆纱，独此一家”。
同样值得提起的还有国家重点企

业白鸽集团，作为我国首批机电产品

出口基地企业之一，“白鸽”牌产品不
仅畅销国内各省市自治区，而且还先
后远销世界上8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上世纪 80年代，郑州的纺织企业
群体也一起红火，企业产品畅销国内
外，几十万纺织大军的收入也随着企
业效益的提高而增加，棉纺路沿线一
度成为郑州生活消费的风向标。不少
风味小吃店在当时门庭若市，繁华景
象至今仍被市民怀念。纺织企业群体
的繁荣，为郑州赢得了“轻纺名城”的
美誉，1984 年，国务院批准的《郑州市
总体规划》就曾提出：郑州是以轻纺业
为主的工业城市。

除了既有的大中型企业外，改革
开放初期，郑州也新建、改建了一大批
企业，他们形成了工业早期兴隆的新
生力量。

“六五”时期，郑州重点完成了郑
州第二面粉厂、郑州毛纺厂、郑州合成
纤维厂、郑州西服总厂以及第二砂轮
厂碳化硅车间、郑州油脂化学厂皂粉
车间、郑州玻璃厂啤酒瓶车间、郑州葡
萄酒厂啤酒车间、郑州中原铝厂型材
车间等企业的大中型改造项目。

“七五”期间，郑州又建成了一大
批工业生产项目，主要有：建成大平煤
矿年产原煤 60 万吨，建成巩义、登封、
新郑、密县 2×1.2 万千瓦和巩义、登封
2.5 万千瓦等 6 个地方电厂，新增发电
装机容量 18.2 万千瓦。当时，中原制
药厂、郑州轻型汽车厂、郑州热力电厂
等企业已开工建设。

国企的群体繁荣，带来了郑州工
业主要产品产量的迅猛提高和经济规
模的快速扩张。从统计资料可以看
出，1978年，郑州的水泥产量仅为38万
吨，到 1985 年已提高到 119 万吨，到
1990 年更是翻升到 227 万吨；电缆产
品，1978 年的郑州产量仅为 2500 多公
里，到 1985 年已增加到 6300 多公里，
1990 年又跃升到 7800 多公里。钢铁、
原煤等产品产量也在 1978~1990 年实
现了翻番。

1978 年，郑州工业增加值仅为
12.2 亿 元 ，到 1989 年 已 跳 升 为 50
亿，1993 年更是一跃而跨过百亿大
关。后计划时代郑州国企的群体繁
荣，基本上推动全市工业规模扩大
了近 10 倍。

回顾总结转型和探索时期的工业发
展，有些问题需要我们注意。这一时期，
郑州工业增加值占全市 GDP 比重延续
25年持续下降，到 2002年降到历史最低
位。这主要受到体制改革缓慢、国家区
域政策调整和城市阶段发展定位的影
响。

比重下降的同时，郑州工业也出现
了其他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一是增长
模式主要依靠资源驱动，长此以往造成
资源环境压力；二是1978年至2002年郑
州工业发展的状况充分说明了工业投入
对工业实现快速发展的重要作用，必须
不断增加工业投入，以促进工业经济的
持续快速发展；三是如何在国家区域政
策调整时，在不利区域格局中做好工业
招商引资工作，吸引国外和发达地区的
产业向郑州转移；四是郑州工业体制改
革任务仍然艰巨，需要探索加快推进郑
州工业体制改革的有效措施；五是如何
采取积极措施，尽量缩小与沿海发达城
市的差距，同时均衡全市工业发展等。
这些都需要郑州工业在“十五”期间进行
探索和实践，也为“十五”期间工业的发
展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

企业改制步伐缓慢。从上世纪 80
年代起，郑州工业企业改革不断推进，并
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这些措施仍是计
划体制的改革，无法从根本上触动企业
所有制基础。这种改革还明显受到计划
经济时代的影响，政府对企业的经营尤
其是人事、资产、酬劳分配等方面有着严
格限制，导致企业没有真正成为自主经
营、自负盈亏的市场竞争主体，对一些经
营困难的企业，政府还要财政兜底，没有
真正使企业成为市场生产经营的主体。

到2002年全市非公有制工业总量不足全
市的 30%。这种工业经济的所有制状况
表明，郑州工业企业改制的任务仍相当艰
巨，企业改制步伐需要进一步加快。

国家区域政策调整。从上世纪 80
年代起，国家区域政策发生了重大战略
性调整，国家投资和政策逐步向沿海开
放港口城市和经济特区倾斜。在这种背
景下，郑州作为内陆城市，在改革开放前
发展工业的区位优势丧失殆尽，以前的

“三线”优势反而成为郑州实施对外开放
战略的最大优势。在国外，发达地区的
电子信息等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向沿海城
市转移，使这些沿海城市工业迅速发展，
而郑州工业只能靠仅有资源优势、缓慢
的体制改革和相对较少资金投入来苦苦
支撑。

阶段城市发展定位。工业经济的
发展必然带动三产的发展，而三产的发
展尤其是工业服务业的发展能够明显提
高工业经济发展的效率，但三产的发展
与居民的消费能力有紧密的关系。2000
年以前郑州人均GDP不足1000美元，直
接导致三产发展的消费动力不足。上世
纪 90年代中期以后，在全国大力发展三
产的浪潮下，郑州城市定位开始向三产
转移，并取得显著成效。三产对国民经
济社会发展推动作用逐渐增强，而同时
期的工业增加值在体制、国家区域政策
以及城市阶段发展定位的影响下，在全
市GDP中的比重逐渐下降，直至降低到
2002年的 40.85%，甚至低于 1957年郑州
全部工业增加值42.86%的比重。而在同
一时期，正是杭州、青岛等国内发达工业
城市开始酝酿并实施“工业强市”战略的
起步阶段。 我市建成第一条速冻食品生产线。

电子产业发展迅速。

建
设
中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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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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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