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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办企业成败原因初析
[1]

——湖北省大冶市大箕铺镇S村调研报告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15班  曹祥秋
 

 
一、基本事实

 
S村，位于湖北省大冶市大箕铺镇，是一个有着3000多人口的行政村。S村前有一条河，村后是满是石头的荒

山，耕地1000多亩，荒山有3100多亩，在办村办企业之前，村民们只是单纯种地，养一些鸡、鸭、猪、羊，机灵
点的做点小买卖，人均收入一年只有300多块钱，碰上灾年（主要是水灾）更少。

改革开放20多年来，S村人乘改革东风，捕捉信息，抓住机遇，先办麻纤厂，办化工厂，后来又办水泥厂，
搞农业开发，全村经济弄得红红火火，成为地区经济的领头羊，S村也一跃成为‘荆楚明星村’。

1984年，村长抓住亲戚的信息和关系，带领村民建起了S村麻纤厂，当年赢利14万元。1985年，又开始办纯
碱厂，但应国家政策调整，财政拨款无法到位，计划搁浅。不过他们迅速转向市场前景看好而投资少的水泥生
产，利用村后满山的天然原料——石头，创办了集体企业舞龙水泥厂，开始不太顺利，但实行承包制后，很快开
始盈利，从此一发不可收拾，S村进入“水泥厂时代”。1992年，村里又投资建立“飞龙水泥厂”，1993年，部分村
民自发投资入股的“辉煌水泥厂”“振华水泥厂”也相继建成，它们都实行承包制。

由于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水泥市场需求量仍然很大，S村年销售水泥8万余吨，在地区率先成为“电视
村”、“电话村”，冰箱、空调也相继进入寻常百姓家，1993-1994鼎盛时期，S村人均收入达到了3500多块，村里百
万元户、十万元户不断涌现，万元户早就司空见惯，S村成为荆楚“明星村”。

1993年，大冶市政府敦促S村各水泥厂及时改进设备，扩大规模，承包人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没有听取政府
意见。

1996年，S村人采用“凑一点、借一点、欠一点、赊一点”的策略，投资300多万元建起最大的水泥厂──同人
水泥厂。它也是股份制企业，开始实行董事会、监事会领导下的经理办公会议制度，但由于建厂时欠债较多，刚
开始收益大部分都用来偿还债务，给股东的红利不多，引起股东的不满，所以不久更改实行承包制，股东们希冀
承包人能给他们创造更多的收益，可现实没有按他们的设想发展，同仁的效益并没有提高，反而有所下降，于是
现在股东们又倾向于实行刚开始的制度。

2000年，村里有麻纤厂（村办集体、承包）、舞龙水泥厂（村办集体、承包）、飞龙水泥厂（村办集体、承
包）、振华水泥厂（股份合作、承包）、辉煌水泥厂（股份合作、承包）、同仁水泥厂（股份合作、先董事会制
后承包）等村办企业，年创利将近200万。

2000年“砍五小”，“舞龙”、“飞龙”、“辉煌”、“振华”由于规模小，设备老化、纷纷落马，仅剩下同人水泥
厂，村民赚钱的门路少了，收入水平有一定程度的下降。

同样在2000年，在被切断固定的收入来源后，S村人曹树景在S村后山承包了200亩荒山，种上桃树、美国布
朗李、桔树、柑树、冬枣、梨枣等各种果树，今年桃树就可以有收成了。不过这仅仅只是开端，他说以后会广
育果苗，带领S村民，让S村遍山飘果香，然后，他还要发展果品深加工，进行“立体养殖”，让S村走可持续发展
的康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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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村办企业成败原因初析

 
改革开放20年来，S村办企业起起落落，有春风得意之时，也有失意之处，起起落落得意失意都有它的道

理。
 
（一）成功的经验
1、宏观环境良好。80年代我国开始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政府对发展经济越来越热心，制定了很多的

优惠政策，在很多地方大开绿灯，宏观上为S村的村办企业的创立和发展铺平了道路。同时，改革开放促进了经
济的发展，创造了更多的市场机会，为农民创业提供了有了有利条件。

2、因地制宜，把握机遇。正是准确的把握了市场机会，S村人建起了麻纤厂，为以后的发展积累了资金。经
济发展带动了水泥需求，S村后山满是石头，而石头就是水泥的原材料，因地制宜，抓住机遇，S村人投资水泥
厂，开创了“水泥厂时代”。

3、村办企业制度优势。村办企业机制较为灵活，不太受上级政府的控制，所以能在适当的时候改为实行承
包制，既提高了管理人的积极性，又为村民们规避了风险，保证了水泥厂能发展起来。

 
（二）失败的教训

1、市场环境和政府经济策略变化。改革开放20年，中国的市场慢慢成熟起来，竞争越老越激烈，水泥也不
好卖了；同时政府在发展经济时也更注重环境和资源的保护，强调可持续发展，水泥生产特别是小规模水泥生产
的诸多不可持续性注定了S村水泥厂的最后命运。

2、制度缺陷。S村水泥产实行的承包制承包期短，承包者不知道下次能不能承包，因此，他们更注重短期的
利益，而不会从长远出发，投资改进设备，扩大规模，限制了水泥厂的发展。

3、政府机制失灵。村办企业不太受政府的约束，虽有好处，但也导致政府的正确引导没有得到实施。

以前，由于不愿承担风险，S村民通过实行承包制把风险抛给承包人的同时，也把自己对水泥厂的管理权抛
给了承包人。如今，沉痛的教训让S村人醒悟了过来，他们不再留恋承包制那虚伪的安全感，开始倾向于自己控
制自己的命运了。

成也好，败也好，都不重要，重要的是S村人在十几年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刷下，慢慢摸透了市场的脾气，开
始走发展之路，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我们可以预见，S村的明天会更美好。

 
附：S村水泥厂实行的承包制

承包期均为三年，每年缴纳固定金额的承包款，从30万—50万不等，承包人由竞标产生，出价最高的承
包。“舞龙”“飞龙”所得承包款归村里所有，“振华”等三厂的承包款给股东分红，各厂管理人员由承包人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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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是作者参加清华大学小林实经济学研究基金“转轨时期中国农户经济行为研究”课题的成果之一。此处发表的是作者在案例调研成果之外的当

地调研报告，反映了案例主人公所处当地农村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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