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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在 世纪 年代上半 叶的
“

公私合 营
”

中
，

年是一个具有 历 史转折意

义 的重要时期 。 在资本主义 工 商业最为 集 中 的上海 ，
年 的 扩展公私合营 ，

不 仅有

年下半年 已开 始 的 家扩展公私合营试点企业的延续 ，
还有规模更 大的 年上 、 下半年

分 别展开的近 余 家私 营工 业企业 的 扩展公私合营 。 本文 以档 案 为据 ，在对 年上海

私 营工业企业 的扩展公私合营 进行 系 统梳理和考 察的 基础 上 ，
认 为 年私 营 工 业企业

扩展公私合营 ，是新 中 国成立后对私 营工 业 企业进行 的 第
一 次 大规模 、成批 量 的 私有企业

制度变革 ，
也是此后 不 久全 国 范 围 内全行业公私合营 高 潮 的 前奏 。 扩展公私合营 最直接 的

结果是公私合营 工业 企业在 工 业 中 比重 的 大 大上升 ， 并且显 示 出 了 中 国 共产 党 领导 下 ，
私

营 工业企业 向公私合营企业 转化 不 可逆转的 历 史趋 势 。

关键词 ： 对资改造 扩展公私合营 私 营工 业企业 上 海 年

在 世纪 年代上半叶 的
“

公私合营
”

中
，

年是一个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重要时期 。 这一

年 在 中国共产党
“

过渡时期总路线
”

的旗帜下 ，
全国各大 中城市先后开展了饶有规模 的

“

扩展公私合

营
”

。 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最为集中 的上海 ， 年的扩展公私合营 ，不仅有 年下半年 已开始 的

家扩展公私合营试点企业的延续 还有规模更大的 年上 、下半年分别展开的近 余家私营

工业企业的扩展公私合营 。 在迄今为止有关
“

公私合营
”

的研究著述中 ，早期较有代表性 的著述如 中

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 中 国资本主义工商业 的 社会主义改造 》 、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上

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 主义改造 》 、吴承明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马 克思主义在中 国

的胜利 》 、 黄如桐 《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 回顾 》 ， 主要都是对
“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

主义改造
”

的 总体研究 。 近年来如武力 《论 年代公私合营 由经营方式转变为改造方式 的原因 》 、高

晓林 《上海私营工商业研究 （

一

》 、桂勇 《 私有产权 的社会基础
——城市企业产权 的政治重

构 （

—

》 等著述以及
一

些研究生学位论文则加强 了 以
“

公私合营
”

为题的研究 。 这些研究

作者简介 张忠民 ，上海社 会科学 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博士生 导师 ，上海 邮箱 ：
。

本文 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 目
“

世纪 年代中 国 私营企业
‘

公私合 营
’

研究
”

（ 项 目批 准号 ： 的 阶段性研究成

果 。

① 参见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等编《中 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北京 ： 人民出 版社 年版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

《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内部本 ，上海人 民出版社 〗 年版
；
中 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 《中 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

义改造》 北京 人民 出版社 年版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上海人民出 版社 年版 ；吴承

明 ：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马克思主义在中 国的胜利 》 ， 《经济研究 》 年第 期
；
黄如桐

：
《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

史回顾》 ， 《 当代中国史研究 》 年第 期 武力 《论 年代公私合营由经营方式转变为改造方式的原因》 ， 《教学与研究 》 年第 期
；
高

晓林 《上海私营工商业研究 （

一

》 博士后出站报告 ，复旦大学 年 桂勇 《私有产权的社会基础
——城市企业产权的政治重构

一

》 上海 ：立信会计出版社 年版 。 研究生学位论文如袁森 《
一 年民生公司 的

“

公私合营
”

》 ，硕士学位论文 ，复旦大

学 ， 年
；
王国栋 《关于青岛工业公私合营问题研究 》 硕士学位论文 ， 山东大学 年

。
此外亦可参见罗君源 《建国以来资本主义工商业

公私合营研究述评》 《 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 年第 期 。 海外学者相关著述如西村 幸次郎 《 中 国 广右 汁 石企業 国有化 ： 政策

法》 東京 成文堂 年版 ；加藤弘之 、久保亨 《進化十 § 中国 资本主義》 ，東京 ：岩波書店 年版 谢国兴 ： 《工商业联合会与社会主义改

造高潮
（

—

》 林丽月主编 《近代国家的应变与图新》 台北
：
唐 山出版社 年版 《在社会 主义改造 的尽头折返 定息问题及其余

波》 ，

“

党国体制与冷战初期的两岸社会经济学术研讨会
”

论文 ， 台北 年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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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使得对问题的探讨更具体 、深人 ，研究方法也更加多样化 ；但另
一

方面 ，这些研究凡是从
“

对资

改造
”

角度出发的 ，
多是将公私合营作为

“

对资改造
”

的一个阶段
；
而对

“

公私合营
”

的研究
，其关注的

焦点也主要是集 中于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 ，
而对此之前的个别企业公私合营 以及扩展公私合营阶段

的研究则甚为欠缺 ，
而实际上这两个阶段的公私合营对于全面理解 世纪 年代

“

公私合营
”

战略

的展开和实施是极为重要的 。 本文在将公私合营 区分为个别企业公私合营 、扩展公私合营 以及全行

业公私合营三个不同阶段的基础上 ，
以上海档案馆所藏有关公私合 营的 历史档案为据 对 年上

海工业企业的 扩展公私合营进行全景式 的研究 ，此不仅有助于细化和深化对扩展公私合营 阶段制度

变迁 的认识 ，而且对于 年下半年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 的兴起也提供了新的 、更有说服力 的历史

铺垫 。

一

、扩展公私合营的背景及扩展公私合营企业的确定

年下半年起 随着国 内外局势的逐步稳定和好转 ， 毛泽东及中 央领导在酝酿和制定国 民经

济第
一个五年计划的 同时 开始考虑 向社会主义过渡的 问题 。 年下半年 ，

毛泽东正式提出 了 中

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 的总路线 ，

“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 简称
“

对资改造
”

） 即成为总

路线的重要 内容之
一

， 而
“

对资改造
”

最重要 的实现形式就是
“

公私合营
”

。

为了 落实总路线精神 ，推进
“

对资改造
”

的加快进行 ， 年 月 日 至 日 ， 中财委 （ 资 ） 经

党中 央批准 ，
在北京召 开了全 国扩展公私合营工业计划会议 ，

为 年全 国范 围 的私营工业企业扩

展公私合营拉开 了序幕 。 作为会议的准备 各省市遵照 中央 的部署和要求 ，会前 即对各 自 地 区公私

合营的现状进行了调查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 了 年扩展公私合营的计划 。 天 的会议最后形成

了 《关于一九五 四年扩展公私合营工业计划会议的报告 》 以及 《关于有步骤地将有十个工人 以上的资

本主义工业基本上改造为公私合营企业 的意见 》 。 会后 ，
经中财委 （ 资 ） 再次修改 ， 年 月 日

上报中央 。 月 日
， 中共中央批准了会议的 《意见 》和 《报告》 。 此会议精神 以及会议形成并经 中

央批准的两个文件 就成为 年扩展公私合营工作的指导性文件 。

会议最直接 、最重要的成果是经过反复讨论 、酝酿 ，
确定 了上报 中央 的 年扩展公私合 营工

业计划 。 这就是 月 日 李维汉在总结报告中提 出 的 ，
会议经讨论最后提 出 年全国各省市扩

展公私合营工业企业计划数为 户 ，
产值 万余亿元 。

④ 到会议结束时 ， 国家计委又建议将合

营企业计划数拟定为 家 ，年产 总值约 万亿元 。 会后 ，在最后上报 中央的报告中 ， 年全国

扩展公私合营工业年产总值定为 万亿元 ， 家企业可依各地具体情况或有所变动 。 各中 央

局 、各省 （市 ）委据此制订 年扩展公私合营工业的正式计划 ，
经中 央局核定后报 中央分别批准 ，

各省 （ 市 ）在此基础上再制订分期的具体执行计划 ，报 中央局批准
， 中财委 （ 资 ）备案 。 重要企业和重

要资本家 的企业 在合营前须层报中央批准或备案 。
⑤

① 毛泽东 ： 《 党在过渡 时期 的总路线 》 、 《 对过渡时期总路线宣 传提纲 的批语 和修 改 》 ， 见 中共 中 央文献研究 室 《 建国 以来 毛泽

东文稿 》第 册 ， 北京 ： 中 央文献出 版社 年版 第 —

、 页 。

② 中财委 （ 资 ） 即政务 院财经委员 会第六办公厅 ，简称六办 ， 成立于 年 ， 年改称 政务 院八办 。

③ 《中 共中 央批准中 财委 （
资

） 〈 关于一九五四 年扩展公私合营工业计划会议 的 报告 〉 暨 中财 委 （ 资 ） 〈关于有步骤地将 有十个

工人以 上的资本主义工业基本上改造为公私合营企业 的意见 〉 》 ， 见 中共中 央文献研究室编 《建 国 以来 重要文献选编 》 第 册 ，北京 ：

中 央文献出 版社 年版 ，第 —

页 。

④ 李维汉
：
《在一九五四 年扩展 公私合 营企业计划会议上的 总结 》 ，见 《 中 国 资本主义工 商业的社 会主义改造 中 央卷 》 上册 ，

北京
：
中共党史出 版社 年 版 ， 第 — 页 。

⑤ 《中共中 央批准中 财委 （ 资 ） 〈 关于
一九五四年扩展公私合营工业计划会议的报告 〉 暨 中 财委 （ 资 ） 〈 关于有步骤地将有 十个

工人以 上 的资本 主义工业基本上改造 为公私 合 营企业 的意见 〉 》 ， 见中 共 中 央文献研 究室编 《建 国 以 来重要 文献 选编 》 第 册 ， 第

页 ； 李维汉 ： 《在一九五四 年扩展公私合营企业计划会议上 的 总结 》 ，见 《 中 国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 义改 造 中 央卷 》上

册 ，第 — 页 。



1 9 5 4 年上 海私 营 工 业 企 业 的扩展
“

公私 合 营
”

上海 年私营工业企业 的扩展公私合营 ，
就是在这样的 背景下开展起来 的 。

年扩展公私合营 ，
上海始终是最重要 的 城市 。 早在扩展合营会议召开之前 ，

具体负责这一

工作的 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在 向中央 的 口 头报告 中就 已 经提出
，

“

上海是重 点
，可多搞一些

”

。

合营工作会议召开后他又说 ，

“

今年进行公私合营工作 的重点应在上海 ， 其他地 区则可少搞一些 。 因

为上海是全国经济的心脏 对全国 影响也大 ，各地资本家也都是看着上 海的 ， 因 此 ，上海 的工作
一

定

要做好 ，

一

定要稳重 并希望从上海取得
一

套工作经验 。

” ②在会议结束时 的总结报告中 ，李维汉再次

强调
， 年全 国各省市扩展公私合营工业企业 户

，产值为 万余亿元 ，

“

其中华东 占三三七

户
，
产值十五万亿多元 。 可见华东地区数量最多 ， 为全国重点 ；

而上海又是华东地 区的重点 。

”

③

上海 年 的扩展公私合营可 以分为 年 月 启 动后延续到 年的首批 家试点 企

业 ，
以及 年先后批准进行的 余家扩展合营企业 。 首批 家试点企业启 动于 年 月

份 最初计划为 家 ，经上报 中央批准后确定为 家 。 当 年 月 全国扩展公私合营工业计划

会议召 开之际 这 家企业大体上已经进入了签署合营协议以及召 开合营大会的阶段 。
④

年的扩展公私合营酝酿于 年 月 。 当时 ，上海市委计划 在 年 、 年两年 内
，

对上海 户私营工业中
“

轻工业 、纺织业 人以上大厂
，
重工业及名牌货 人 以上厂共

个分批地进行合营 。 然后再 以两年时间 ， 以 国营 、合营厂为核心 ，
继续通过产销联营 、生产联营 、专业

公司 、合营 、合并 等各种形式 将全市 余大型工厂进行整顿 全部变为 高级形式 的 国家资本主

义 。

”

依照这一总体设想 ， 年的扩展公私合营在上海市委直接领导下 ，
由 市委私营工业部分工负

责 计划分为 三批进行 分别称之为第
一批 、第二批和第三批 。 具体的安排和设想是 ，

“

年上半年

继续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工作 （包括抽调 训练干部等 ） ，
再合 营若干重 点厂 ，

梳理榜样 ，
进一步取得经

验 下半年全面展开 。 全年拟合营 户 ，其 中重工业 户 （
主要是机器 、 电机业 ，等于该业 人

以上大厂 的 全业总产值的 ，纺织业 户 （ 占 该业 人以上大厂 全业总

产值 轻工业 户 （包括轻工业 人以上厂 ，
全业总产值 电业 家 （ 为

全市所仅有 ） 。 年再合营 户 。 其中重工业 户
，纺织业 户 ，轻工业 户 。

”

⑤而一些主

管局也 由此开始了相应 的准备 。 上海电业管理局党委就在 年 月 日 分别 向市委上报 了 《关

于浦东电气公司公私合营 的方案 的请示 》和 《关于华商 电气公 司进行社会 主义改造的意见 》 ，结果这

两家私营电力 企业都被列入了 年第
一批扩展合营企业 。

年 月 日
，上海市委 向各 区布置下达了 《

一九五四年扩展公私合营计划 》 。 各区 委据此

对列入计划 的合营工厂进行分批安排并上报市委 。 徐汇区对该 区列人 年扩展合营计划的 大中

华橡胶
一厂 、五洲固本肥皂厂 、大中电瓷厂 、梅林罐头食品 厂 、永新雨衣染织厂等 家厂安 排为分两

批进行 。 第一批为梅林厂 和五洲厂 余下 的 家厂为第二批 。
⑦ 老闸区对列 人 年合营计划 的

① 李维汉 ： 《关 于将资本 主义工业纳人 国家资本主义轨道的意见 》 ，见李维汉 《 回忆 与研究 》 （ 下 ） ，北京 ： 中共党史 资料 出 版社

年版 ， 第 页 。

② 李维汉 ： 《 在一九五 四 年扩展公 私合 营企业计划会议上的报告 》 ， 见 《 中 国 资本 主义工商业 的社 会主义改造 中 央卷 》 上册 ，

第 页 。

③ 李维汉 ： 《在 一九五 四年扩展公私合 营企业计划会议上的总结 》 ， 见《 中 国 资本主 义工商业 的社会主义改造 中 央卷 》上 册 ，

第 页 。

④ 关于 年 家试点企业 ， 可参见 张忠 民 《 年上海 十 四 家私 营工业 企业扩展
“

公私合营
”

研究 》 ， 《 社会科学 》 年

第 期 。

⑤ 《 中 共上海市委关于上海市私 营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的初 步意见 》 ， 见 中 共上海市委统战部等编 《中 国 资本 主义工商

业 的社会 主义改造 上海卷 》
（ 上 ）

，北京 ： 中 共党史 出 版社 年版 ， 第 页 。

⑥ 中共上海电 业管理局党委 ： 《关 于浦 东电气公司公私合营 的 方案的请示 》 、 《关于华 商电气公 司 进行社 会主义 改造 的 意见 》

年 月 日
）

，上海档案馆馆藏档案 （ 以 下凡引用该馆档案不再注明 ） ，

— —

。

⑦ 《 中 共上海市徐 汇区委员会致市委工业生产委员会并私营工业部 函 》 （ 年 月 日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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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厂计划分三批进行 。 第一批为绿宝金笔厂 ，第二批为玲奋 电器机械制造厂 、 国 华制车股份有限公

司 、毛锦记电镀厂 ，第三批为华南电器厂 。

当年 月 底 ，上海 年第
一

批扩展公私合营工业正式启 动 。 月 日
，上海市人 民政府召 开

工业生产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宣布该委员会 以及上海市人民政府重工业管理局 、轻工业管理局 、纺织

工业管理局成立 ，并按照重 、轻 、纺三个专业小组 ，研究提出 了第一批合营户名 单 。 月 日
，在工业

生产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 ，根据各专业小组讨论意见 ，最后确定并正式公布了第
一批共 家扩展公

私合营名单 。 在此之前 扩展公私合 营企业 的名单 ，
已 经上 海市 委及 中 央批准 ， 在后来的 进行过程

中
，
又先后增至 家 、 家 。

②

年扩展公私合营工厂选择标准依然如 家试点 企业 ，
首先是 国家建设所需且企业规模较

大。 第
一批 家扩展合营企业 ，共有职工 人

，其 中 人 以上重工业厂 、 人 以上轻工业

厂 、 人以上纺织厂共 家
， 家轻工企业均为全 国驰名 的名牌厂 。 重工业如大隆机器厂 、泰利机

器厂 、新民机器厂 、 中 国电工厂 、上海水泥厂 ，
公用事业如华商电气公 司 、浦东电气公 司 、 内地 自 来 水

公司 ，纺织业如安达纱厂 、大丰纱厂 、章华毛纺厂 ，轻工业如信谊药厂 、五洲药厂 、金星笔厂 、 中 国仪器

厂 、华生电器厂等等 。 其次是有一定工作基础 ，不少企业是所在区 区委领导的重点 厂 ， 第一批扩展合

营企业中有 家厂有党的组织 ，共有党员 人 ， 团员 人 。 再次是企业私方多有 比较重要的

代表性 ， 家合营企业有全国统战人物 人 ，市级统战人物 人 ，
区级统战人物 人 。 最后是企业

公股及代管股尚 占一定 比重 。 家企业有公股 万亿 元 ， 加上代管股 ， 可 占合营企业 资本 总额

；若再加上尚未支付的
“

五反
”

退补金
，
可达待合营企业资本总额的 。

③

遵循公私合营的基本原则 以及 家试 点企业 的经验 ， 第
一批扩展合 营企业 同样也 以私方

“

自

愿
”

合营为原则 。 与试点 企业相比 ， 年底 、 年初
，
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影 响下 ，

不少私营工

业企业及企业主主动提出 自 愿合营要求 。 其 中向 上海市人民政府工业生产委员会来信 、来访要求公

私合营 的私营工业企业 到 年
“

月 日 止 计有 家 。 其中 ：来信要求公私合营 的是 家 ；

来访者是 家 又来信 、 又来人是 家 。 其中符合我们 年合营计划 的是 家 ， 占 。 按

产业计 ：重工业 家 符合我们计划的 家 纺织业 家 ，
符合我们计划 的 家

；
轻工业 家 ，

符

合我们计划 的 家 。

”

④从 月 日 到 月 日 ，来信来访要求公 私合营 的又有 家 ，其 中符合

市委合营计划的有 家 。 这也就是说 从 年底到 年 月 日
，共有 家私营工业企业

向政府部门 表示 了合营要求 ，符合政府部门计划要求 的有 家 ，
其 中不乏

一些甚具行业代表性的 著

名大型企业 ，如大隆机器厂 、上海水泥厂 、浦东电气公司 、华生电器厂 、信谊药厂 、新亚药厂 、 中 国化学

工业社 、大中华火柴厂 、广 勤纱厂 、三友实业社 、大中华橡胶厂 、美 亚绸厂 、章华弔纺厂 、景福衫袜厂等

等 。⑤ 一些企业在一次 申请没有批准后又接着 申请 ， 以致终于被列人 年扩展合营 。 如 广勤纱厂

早在 年 月 日股东会通过争取公私合 营决议后 ，次 日 即 由 董事长携三位股东会代表前往华

① 《 中 共老阄 区委工业生 产委员会致市委工业生产委员会 、市委私营工业部 函 》老委工生
（

第 号
（

年 月 曰
）

，

—

—

。

② 中共上海市委私营工业部办公室 ： 《通知 》
（

年 月 日 ） ， 沪委私工 （ 字第一二一号 ，

— — —

中共上海市委

工业生产工作委员会
：
《
一 九五四年第

一批 四十 四个合营厂的
一些情 况和问题 》 ，沪委工 （ 字 号 ，

— —

中共上海市委

工业生产工作委员会 ： 《下 半年公私合营企业清产定股工作的初步意见 （初稿 ） 》 （ 年 月 日
） ， 中共上海 市委 工业生产工作委

员会 ： 《
一九五四年上半年公私合营工作基本 总结与下半年公私合营工作进行步骤 （ 修正稿 ） 》 （ 年 月 ） ，

— —

《 申请 合

营的八百户资本 家会议上发言稿 》 ，

—

。

③ 《第一批合营厂工作总结报告 （ 初稿 ） 》 ，
。

④ 《 中共上海市委工业生 产委员会办公室编印的工业生产情 况第 号关于资本家来信来访要求公私合 营的情况 》 （ 年

月 日 ） ，见中共上海 市委统战部等编 《 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 主义改造 上海卷》 （ 上 ） ，
第 页 。

⑤ 中共上海市委工业生产工作 委员会 ： 《 资本家来信来访要求公私合 营情况报 告 》 、 《资本家来 信来 访要求公 私合 营情况报 告

二
） 》 （ 年 月 日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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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私 合 营
”

东纺织管理局面陈合营请求 ；
之后

“

因时 隔 已久
”

，
又在 年 月 日 再次正式备函呈请市纺织

工业管理局 请求早 日批准公私合营 终获允准 。

当然 ，既然有真正 自 愿的 ，
也就会有不那么 自 愿的 。 这就是

“
一种是资本家 主动要求 合营 ，

一 种

是我们要合营 资本家 尚 未提出要求。

”

在那些被有关部 门选中 并列入第一批扩展合营 的企业中 ，从

形式上看最后都通过各种不同形式 ， 自愿提出 了合营申请 。 但这种 自愿在不同程度上都面临来 自各

方面有形 、无形 ， 内在 、外在的压力 ， 只不过通常 情况下 它们都不大容易显性表现 出 来 。 如一家铁厂

资方
“

五反时是重点 户
，
听说合 营很 紧张

”

，
以后经过公股代表 的努力 ，终 于

“

从 害 怕合营到 自 愿合

营
”

。 不过 少数情况下也会有
一些显性的

，
甚至是近乎直 白 的

“

阻抗合营
”

的不 自愿 ，
甚至是抵触 的

表现 。 如某企业总经理在知道第一批合营企业包括 自 己 的工厂时就直言不讳地声称 ：

“

我无动 于中

〔衷 〕 ，
只 当不知道

，
情愿吃官 司

，
决不书 面 申 请

”

， 又说 ：

“

被迫交 出 ，等 于暴力劫夺 ，将来 可 以拿 回

来
，等等 。 由此也可 以看 出 ，

在合营企业的选择 中
，
是否符合国家的需要是首要条件 。 只要有关部

门认为该企业为 国家急需 ， 即使私方不那 么情愿 ，也还是可以通过各种办法而实 现公私合营 。 因 为

扩展公私合营 中企业选择的主导权始终掌握在党 和政府 的有关部 门手 中 。 只要企业被有关部 门选

中
，资方以及私营企业最后终究会

“

自愿
”

走上合营之路 。 如华南电器厂生产 的
“

电 动机 国家非常需

要 产品质量据说较 国营上海 电机厂更高
”

，
尽管工 厂

“

资方已来 函 申请合营
”

，但主持具体合营工作

的老闸 区委还是认为 该厂资方
“

对政府不满 ，经再三教育始接受 国家加工订货 。 现生产消极 ，须加

强教育 做好资本家工作 估计方能接受
”

合营 ， 因为
“

资本家对不接受合营的顽 固性大
”

当然 上述的 自 愿合营都是公开的 ，
至于

“

自愿
”

背后对合营的真实想法与动机 ，根据当 时市委工

业生产委员会的归纳 和总结 还是十分值得思量的 。

“

资本家在对待公私合 营态度方面就已经 申 请

的资本家而言 动机不一
，
有的是认为迟早要合营 ，

看风使舵 迟走不如早走
，争 取趁头班车 ；

有 的看

到别人 申请 ，
自 己不 申请不好顾面子 ；

有的是通过 申 请进行试探 ；
有的认为 申 请也不

一

定选到他 ，
投

机取巧 ；
有的 看到工作组或派员下厂 ，认为政府 已 看准 ，

敬酒不吃吃罚酒不漂亮 ，不如早 申请 有的企

业困难 希望通过公私合 营 ，渡过难关 有的企图趁机放包袱 。

”

⑤从以上对七种合营动机 的概括中 ，我

们可以很清楚地领会到合营的领导部门对资本家合 营动机 的基本判断 。 那就是没有
一种动机是真

正 出 自 于 内心 的 自 愿 说到底都是
一种不得 巳 而为之的行为 。 所 以 ，在有关部门

一份情况汇报 中我

们可以看到 ，

“

总的说 从这次汇报 的情况来看 ，资本家争取公私合营 ，表现上虽然积极 ，实际上 不是

心悦诚服 。

”

这应该说还是比较客观实际的 。
⑥

到下半年合营时 ，
主动提出公私合营 申 请 的私营工业企业数量 明显增长

，
总数达到 余家 。

被列入内定计划的 户企业 中
，
不是

“

来信来访要求合营
”

，
就是

“

来信要求合 营
”

。 户 中 ，

“

来

信来访要求合营
”

者 户
，

“

来信要求合营
”

者 户 。⑧ 尽管在事后不久召 开的座谈会上 ，
也有资方

反映
“

我原来 申 请时没有想到政府还批准这样快 有点 出乎意料之外
”

，也有厂资方称
“

没有 向政府申

请 （据本委 市委工业生产委员会 合营处报告 资本家亲来两次 口 头要求合营 ） ，但 已批准下来 ，而且

① 《 广勤纺织股份有限公 司股东会代表 、董事长致上海市人 民 政府 纺织工业管理局函 》 （ 年 月 日
）

，

—

。

② 中 共上海市 委私营工业部
：
《 对做好公私合营工作的意见 （ 草稿 ） 》 ，

— —

。

③ 《 第一批合 营厂工作 总结报告 （ 初稿 ） 》
，

—

。

④ 中共老闸 区 委工业组 ： 《华南 电器厂情况表 》 （ 年 月 日 ） ，

— —

。 按 ：原表无标题 ，称 附表 。

⑤ 中 共上海市 委工业生 产工作 委员 会 ： 《
一 九五四 年上 半年 公私合 营工作 基本 总结 与下半 年公 私合 营工 作进行 步骤 （ 修 正

稿 ） 》 （
丨 年 月 ）

，

— —

。

⑥ 中国 纺织工会上海市 委员会 办公室 ： 《纺织业第二批公 私合营厂 情况汇报 》 ，纺工沪办 （ 字 第 号 （ 年 月 日 ） ，

— — —

⑦ 《 申请合 营的八百户 资本家会议上发言稿 》 ，

— —

。

⑧ 中 共上海市 委工业生 产工作委员 会 ：
《
一九五四年下半年 度扩展公私合营工业计划 》

（ 年 月 日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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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大部分在 国外 ，是否要写信去征求意见 ，补一下手续 。

”

①其 自 愿程度明显较上半年有所改善 。 但

即使这样 ，在当 时的历史条件 以及阶级斗争理论 的指导下 ， 由 于资本家阶级 已经被列为社会主义革

命要消灭的对象 ，
因此无论他们对于合营是持什么样的态度 ，其根本的 动机 毫无例外地都被认为是

出 于私心的 。 如果积极拥护合营 ，
有可能被认为是 以积极换取政治资本 ；

如果消极对待 就很容易被

认为是唯利是图 ；
如果是抵触甚 至反对 ，更会被认定是落后 、反 动 。 如某机器厂资方为高 级统 战人

士
，对公私合营求之不得 。 工作组 即认为其是

“

要求合营是表示进步 ， 以进步来取得党与政府信任和

巩 固其地位 所以想处处走在别人前头 。 这样
，
既有地位又克服困难

，
真是两全其美 名利双收 。

” ②

第一批合营企业确定后 ，各厂进展情况不
一

。 进展顺利的如华生 电器厂 月 日 工作组正式

下厂 ， 月 日 召 开庆祝公私合营大会 ，
前后只用 了 两个月 的 时间 。

③ 到 年 月 初 ， 第一批

家企业 的合营进度大致如下 ：

上海 年第
一

批 家扩展合营 企业进展情况 （
至 年 月 初 ）

合营进 展 企业数
“

谈判结束 、协议书签订并 召开合营大会

协议 书签订但未召开合 营大会

协议 书即将签订

与资本家开始正面谈 判

因各种原 因可能拖延

预计 月 中旬开始谈判 、 月 宣布合营

合 计

资料来源 ：
中共上海市 委工业生产工作委员会 ： 《

一九五四年第
一

批 四十四个合营厂的
一

些情况和问题 》沪委工 （ 字 号 ，

—

。

这也就是说 第
一批 家厂 ，

即使除去 家厂有可能拖延外 ， 其余的至少也要到 月 份才能完成

合营第
一阶段 的工作 。 扩展合营 的实际进程显得较为迟缓 。

正因为整个 年上半年实际上只 推行了第一批扩展合营 ，
到 月 底 ，

为 了在一年内完成预想

的扩展合营计划数 ， 市委有关部门将原计划 中 的第二 、第三批扩展公私合营工厂合并为
一批 月 下

旬完成全市 统
一部署 ， 月 上旬展开具体工作 。

④

按照原来计划 ， 年第二批扩展合营为 家 第三批 家 ，两批合为
一

批后 ，
市工业生产委

员会提出 了 下半年度合营计划初步要求 ，
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据此组织 个行业 同业公会协商 提

出 下半年合营 户 。 经市有关部 门审核后减至 户 ，后因重工业供销困难又减去 户
；
到 月 底

确定时 又在原计划中剔除 户
，
新增 户

，计划为 户 。 全市包括市郊在内 的 个区都有 其 中

江宁 区最多 ，
为 户

；普陀 区 、长宁区居次 分别为 户 和 户
；
黄浦区 最少 ，仅 户 。 产业类别 以

重工业最多 ，
为 户

；轻工业与纺织工业大致相等 ，分别为 户 和 户 。 以分属 的 同业公会行业而

论 ，机器工业同业公会所属最多 ，有 户
；
其次是棉纺织工业同业公会和 电工器材同业公会 ，分别为

户和 户
；其余的多在

一

户之间 。 其 中不乏一些 著名 的工业企业 ， 如重工业中 的 中 国工业炼

气公 司 、上联 电工器材厂 、 中国 汽车材料厂 ，轻工业 中 的新亚制药厂 、新亚卫生材料厂 、大 中华橡胶

厂 、梅林罐头食品厂 、久新搪瓷厂 、博士金笔厂 ，
纺织工业中 的广勤纱厂 、景福衫袜厂 、三友实业社 、五

和织造厂等等 。 除上述 内定计划数外 ，在上海市委工业生产委员会制定的 《 年下半年度扩展公

① 中共上海市委工业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 《 合营户 资本家座谈会讨论中 反映 的一些 问题 》 （ 年 月 日
） ，

— —

。

② 《新 民机器厂公私合营总结 （ 草案 ） 》 ，

— —

。

③ 中 共华生电器厂 支部 《华生 电器厂公私合营 工作的 初步总结 （ 草稿 ） 》 （ 年 月 ） ，

— —

。

④ 中共上海市委工业生产委员会 ： 《对第三季度合营工作进程安排 》 （ 年 月 日
） ，

— —

中共上海市 委工业 生

产工作委员会 ： 《
一九五四年上半 年公私合营工作基本 总结与下半年公私合 营工作进 行步骤 （ 修正稿 ） 》 （ 年 月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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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私合 营
”

私合营工业计划 》中 ，还有一个按照同业公会的行业分类的协商控制数 ，
区间范 围为 — 户 ，其

各行业间 的户数 比例大致上同于 内地计划数 。 最后
，
到 年 月 日正式宣布时 ，经重工业 、轻工

业 、纺织工业三个管理局审查研究 ，
并经市府工业生产委员 会第 四次会议正式通过 ，

下半年合营企业

最后确定为 户 。 这样 ，
年上海扩展公私合 营工业企业 ，

包括 年 月 宣布的 家试点

企业在内一共是 家 ，
涉及 个工业行业 ，其 中棉纺 、橡胶 、 染织 、机器 、 电工 、制药 、文 教 、毛 巾 被

单 、造纸 、
搪 瓷 十大行业 占 了 家 ， 职 工 人 数及 生 产 总值 分 别 占 全部 合 营 企 业 的

和 。
①

按照修正后的计划以及市
“

工业生产委员会第 四次会议决定的精神 ，下半年 户 的合营工作

将要以 四个月 左右的时 间从八月 份开始 ，
到 十一月 底左右完成全部合 营任务

”

，其 中
“

不仅要完成人

事安排等较重大问题的协议 ， 而且要做好清产定股工作 ，
正式订好公私合营章程。

” ②但实际上直到 当

年底
，大部分企业的 清产定股以及合营章程的订立都还没有提上议事 日程 。 甚至在 年 月 的市

委文件中
，
我们还可以看到

“

清产核资定股工作 ，如未结束时 ，应抓紧时间尽早结束、

总而言之 ， 年的 扩展公私合营 尽管从
一开始就抓得很紧 第

一批 家扩展合营工 厂 ，原计

划在 月初布置 ，
月 份大体完成清产核资的准备工作 ，

随后进入清点摸底 月 底 月 初基本结束 ，

下半年扩展合营的 户
，
要求边合 营 ，

边清产定 股 ，
争取全部合营 工作在年 内宣告 完成

，但是直到

年底 ，清产定股及合营章程订立仍是进展缓慢 。 年 月 上旬 ，市委私营工业部召开了各工

业管理局长及区委工业部长会议 ，
明确和强调 了相应做法 ，清产定股始有较快进展 。 至于公私合营

章程订立 直至 〗 月 份
“

各局仅研究 了
一个草案发至各厂 ，

有的 区搞了
一个典型厂 ，

有的 区还未动
”

，

市委私营工业部不得不在
“

月 日 召集三个工业局长会议 ，对合营结束工作作 了研究 ，
并 于 月

日 召 开各区委工业部长会议作 了布置
”

，并明确要求
“

于 月 日前完成全部结束工作 。

”

最终 ，

整个 年的扩展合营工作大致上
一直延至 年初才基本宣告结束 。

二
、扩展公私合营的实施

年扩展公私合营 的实施步骤与 年开始的 家试点企业大致相同 。 在当 时 的合营工

作文件中 ，通常以合营大会 的召开为 中心节点 ，将整个公私合营 的过程区分为合营前 的准备工作 ，合

营时的工作 ，
以及合营结束工作与合营后 的工作。

⑤

合营前的准备工作实际上在合营名单确定前后就 已经开始
，其中最主要 的是 了解合营企业的基

本情况 。 中共老闸 区委工业生产委员会不仅将列入 年扩展合营的 家厂都编制 了 《 年计

划公私合营厂情况表 》 ，
而且对其 中的华南 电器厂 、 国华制车股份有 限公 司 、毛锦记电镀厂 ，

还根据市

委私营工业部印发的 《 年计划合营厂情况简表》编制上报 了 内 容更详尽的情况表 。 该表除了 厂

名 、 业别 、厂址 、资本家及代理人姓名 、职工 总数 、生产工人 、工资数 、党员 数 、团员 数 、资本 、 年账

① 此 家扩展公私合营企业为
：

年 月 宣布的扩展公私合 营试点企业 家 ， 年上半年实际 扩展公私合营企业

家 ，以 及下半年增加的扩展公私合营企业 家 ， 总计为 家 。 参见 《 申请合营 的八百户资本家会议上发 言稿 》 ，

— —

《
一

九五四年计 划合营厂分批情况表 》 、 《
一九五四年 计划 合营厂分业 、分 区 、分批统计表 》 、 《

一九五 四年计划合 营厂分业情 况表 》 ，

—

—

《 中共上海市委工业生产工作委员会致 市委函 》 发文沪委工 （ 字 号 （ 年 月 日
） ，中 共上海市委工业生产工作

委员会 ： 《
一九五 四年下半年度扩展公私合营工业计划 》 （ 年 月 日

） ，

— —

《
一 九五四年上海市 扩展 公私合 营企 业 占

大型 比重 》 、 《 主要行业扩展数占 全部扩展 比重 》 、 《
一 九五三年度上海市扩展公私 合营企业概况表 》 ，

— 一

。

② 《在下半年合营 户 资本家座谈会上动员报告发言提 纲 》
，

— —

中共上海市委 工业 生产工作委 员会 ： 《
一 九五四

年上半年公私合 营工作基本总结与下半年公私合营工作进行步骤 （ 修正稿 ） 》 （ 年 月 ） ，

— —

。

③ 中 共上海市委 国 营工业部 ：
《 关于对新公私合 营工厂企业当前工作 的意见 （

草稿
）
》

（
年 月 日

）
，

— —

。

④ 《 中共上海市委私营工业部上报市委关于 年合 营结束工作及结束工作中二个有关政策性问 题 的请 示报告 年

月 日 ） ， 见中 共上海市委统战部等编 《 中 国资本主义 商业 的社 会主义改造 上海卷 》
（ 上 ）

，第 页 。

⑤ 中 共上 海市委私 营工业部 ：
《对做好公私合营工作的意见 》 （ 年 月

）
，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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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净值 、估计资产外 还包含有资本家及代理人有何技能 、公股及对公欠款情况 、资本家对合 营 的态

度 、合营条件 、存在的问题 ， 以及主要设备及设备利用率 、 年主要产 品产量 、 年总产值 、所需

主要原材料约计数 、是否需要扩建及有否扩建条件等等栏 目 。 基本上囊括了企业所有的重要情况 。

合营时的工作即是从筹备合营到正式宣布公私合营阶段的工作 ， 大致需要经历几个月 的 时间 。

如第
一批扩展合营的宏文造纸厂从 年 月 日 开始 ，到 月 日 正式宣布合营 前后为时三个

多月 。 益丰搪瓷股份有限公司从 月 日 开始工作组下厂到 月 日 正式宣布合 营 ，历时三个月 二

十多天 。
②

在这一阶段 中 ，标志性的启 动工作是公股代表下厂 。 广勤纱厂被宣布合营后 月 日
，市纺织

局即 向该厂下达了委派公股代表 的 《通知 》 ：

“

兹委派程莲华 、马淑泰 、吴寿娣同志为公股代表 ，
以程莲

华同志为首席代表 与你厂商谈合营工作等事宜 ，希予洽 。

”③随后是被称之为
“

大会师
”

的下厂代表

与厂内党组织 、 工会会合 并组成公私合 营工作组 。 中 国机械工具制造厂
“

公私合营工作是从

年 月 日 开始的 。 当时 由政府派员 二人 连 同厂内党支部书记 党 、工 、
团 干部 工程师及生产积极

分子等十人组成公私合营工作组
”

。
④ 接着是在工作组及工厂党组织掌控下 ，

公私双方共 同组建
“

公

私合营筹备委员会
”

。 年下半年扩展合营 的广勤纱厂在批准合营后不久 的 月 日 即组成 了

由 公股代表为主任委员 ，党支部 、工会及私股代表为副主任委员 ，共计有 名委 员组成的
“

广勤纺织

股份有限公司公私合营筹备委员会
”

，并在 月 日 上报市纺织工业管理局 。
⑤ 而在此之前 的 月

日
，广勤纱厂资方还以私股股东代表及董事长名 义 ，

向 市纺织局上报了
“

现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周继

美及董事兼协理邹忠曜 、任卓群等三人 为我厂公私合营协商代表 ，
以周继美为首席代表

”

。

合营时工作的具体展开首先是学习教育 、发动 群众 。
⑦ 主要的 形式是各种

“

学习
”

、

“

会议
”

、

“

讨

论
”

、

“

参观
”

等等 ，围绕的中心就是发动群众 、分化瓦解资方 ，尽快 、 尽好促成协商谈判和合营协议 的

签署 。 以 年
“

上半年 四十六厂进行公私合营工作情形来看 ，总任务宣布后资产阶级的 另
一基本

动态是 内部分化
”

，

“

此种形势的发展 对资本主义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有利 的
”

，

“

利用资本家内

部矛盾的 出 发点是为 了促进资本家内部分化瓦解 ， 推动资本家改造 ，是站在资本家矛盾之上 ，
掌握利

用其矛盾
”

。 如大隆机器厂 、泰利机器厂 的 协商谈判就充分利用了 掌握实权 的资方代理人与 未掌握

实权的大股东 、董事长之间的矛盾 。
⑧

合营时工作最实质性的 内容是公私双方协商谈判 以及签订合营协议 书 。 协商谈判 的 重要 问题

有三
：

一是人事安排
，
主要是董事长 、总经理或经理 、厂 长的人选

；

二是公私股 比重及债权 、 债务 的处

理 包括五反欠款转公股 、股东垫款处理 、合营后 国 家追加投资等等
；
三是如何分息 、分红 。 它们与合

营结束工作中 的清产核资定股
一起

，
成为决定合营企业制度变革的核心 内容 。

① 中共老闸 区委工业生产委员会 ： 《 年计划公私合营厂情况 表 》 （ 年 月 日 ）
；
《绿宝金笔厂 根据 合营厂简表材 料

经 了解后发现情况对照 表 》 （
年 月 日

） ； 《 玲奋 电器机械 厂根据合 营厂简表材料经 了解 后发现情况对 照表 》 （ 年 月

日 ） ，

— —

。

② 《公私合 营宏 文造纸厂合营大会前工作基本总结 》
（

年 月 日
）

，

— 益丰搪瓷公司 工作组 ： 《 益丰搪瓷股 份

有限公司合营准备工作总结
（
草稿 ） 》

（
年 月 日

） ，

—

。

③ 上海市人民政府纺织 工业管理局 ：
《 通知 》 ， 沪纺

（
办字 第 号

（
年 月 日 ）

，

—

。

④ 中共 中 国机械工具制造厂党支部
：
《 中国 机械工具 制造厂公私 合营前及 工作总结

（
草稿 ） 》 （ 年 月 日

）
，

—

。

⑤ 《 广勤纺织股份有限公 司公私合 营筹备 委员会 致上 海市 人 民 政府纺 织工业 管理 局 函 》 （ 年 月 日 ）
，

—

—

⑥ 《致上海市人民政府纺织工业管理局函 》 （ 年 月 日
） ，

— —

。

⑦ 可参见益丰搪瓷公司工作组 《 总路线学习 总结 》 （ 年 月 日
） ，

— —

。

⑧ 中共上海市委工业生产工作委员会 ： 《
一九 五四年上 半年 公私合 营工作基 本总结 与下半 年公私 合营工 作进行 步骤 （ 修 正

稿 ） 》 （ 年 月 ） ，

— —

中 共上海市静安 区 委员会工业 部 ： 《泰利机器厂三 四 月 份工作总结 》 （ 年 月 日
） ，

—

—

。



1 9 5 4 年 上 海 私 营 工 业 企 业 的 扩 展
“

公 私 合营
”

一般来说 正式的谈判协商大多要进行数次 。 华生 电器厂 ，

“

从个别接触转到正式谈判 。 正式谈

判进行了三次。

一次把谈判 中 的 主要 问题 （ 如人事安排 、财务问题 、提资问题等 ） 都作了最后 的肯定 ，

然后提出要资方起草协议书 ；
第二次对协议书进行讨论修订 ； 第三次最后肯定协议书 内容 ，

协商谈判

至此告一段落 。 在正式谈判过程 中 ， 除公股代表参加外 ，并邀请党 支部代表及工会主席列席 ，
通过支

部代表及工会主席推动资本家充分发言 有问题争论 （ 如股息 、债多等 ） ，均有党支部代表及工会主席

出 面 ，
发表个人意见 （事前均有充分准备 ） ，

公股代表则根据处理原则及资本家在谈判 中 的意见及态

度作 出最后的结论 。

”

协商 中 ，

“
一切重大问题必须经过工厂中党委会 （ 或支委会 ）认真讨论 并请示

上级批准后再与资本家摊牌 ， 如资本家主动 向我提出问题 ， 凡关系较大者均不得轻于答复 ， 应经党委

会 （ 或支委会 ） 认真讨论 并 向上级请示后 ，
再作答复 。

② 可见谈判协商完全是在各级党委部 门的掌

控下进行 。 而且从公方的立场 出 发 ， 与私方进行协商被认为是斗争的
一种武器 ，

“

经验充分证 明 ，
广

泛的 〔地 〕采取协商方式 ， 是 与资本家进行 斗 争的 有效 武器 ， 也是 团结 教育改造 资本家 的有 效武

器
”

。 当谈判协商进行到一定程度之后 ，公方代表或企业党组织就会将谈判 中需要确定的
“

重大问

题
”

， 以
“

有关合营谈判方案
”

或
“

合营中重大问题 的意见
”

的形式 ，
上报所在 区委及主管工业 局 ，

并 由

其上报市委工业生产委员会及私营工业部 。 如 中共上海市榆林区恒丰总支委 员会在上报的 《恒丰纺

织厂有关合营谈判方案 （ 草案 ） 》 中 ， 开宗明义就说 根据资本家初步方案及我们研究结果 ， 以下重大

问题 ，
需在合营前的谈判 中原则上取得协议

”

，这些重大 问题必须在得到市委主管部 门 明确批复后 ，

方能最后与资方达成最终协议 。
④

合营协议书通常 由 上海市人民政府主管局与合营前企业订立 。 年下半年合营 的广勤纱 厂

签订的就是
“

上海市人民政府纺织工业管理局 、私营广勤纺织厂股份有限公 司合营协议书
”

。 协议书

开宗明义最重要的第一句话就是
“

上海市人民政府纺织工业管理局批准私营广勤纺织股份有限公 司

要求将公司改为公私合营之 申请
”

。 其明确 的含义就是合 营是私营企业 自 愿 申 请的 ，合营是 由政府

主管部 门批准的 。 其它的 内容主要还包括 ：合营的起始 日 期 、公私股份 的构成 、董事会 的职能 ，董 事

长 、经理 、厂长的产生等等 。 协议书的条款及 内容虽然甚 为简 略 ， 但所包含 的核心意思极为 明确 ， 这

就是
“

公私合 营 以 后 ， （ 企业 ） 接 受市纺管局 之 领导 ，秉 承市纺管 局之 指示 ， 负 责厂 的 行政 管理事

宜 。

” ⑤主管局在协议书签订之后 ，
还须将协议书抄送其他主管机关以及上海市委 。 中 央人 民政府 纺

织工业部华东纺织管理局与鼎新染织厂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签订 《合营协议书 》后 ，
即在

月 日 抄送此协议书称 ：

“

事 由 ，为私营鼎新染织厂改为公私合营 ，抄送协议书备案 由 。 主送机关 ，上

海市工商局 、 中共上海市委 。 私营鼎新染织厂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公私合 营 ，
已获协议 ，决定于一九五

四年二月 二 日起改为公私合营 兹抄奉该协议书一份 ，
以作备案 。 中 央人 民政府纺织工业部华东纺

织管理局 。

”

合营协议书签署后 ，
经主管部 门批准就可 以 召开合营大会 正式 宣布实行公私合营 。

“

合营大会

起承前接后作用
”

。
⑦ 以第二批扩展合营 的广勤纱厂 为例 ，

该 厂发 出 的合营大会请帖称 ：

“

谨订于一

① 中共华生 电器 厂支部 ： 《华 生电器厂公私合营工作 的初步 总结 （
草稿

）
》

（
年 月

）
，

—

。

② 上海市委私营 工业部 ： 《对做 好公私合营工作 的 意见 （ 草稿 ） 》 ， 。

③ 上海市委私营 工业部 ：
《 对做好公私合营工作的 意见 （ 草稿 ）

》 ，

—

。

④ 中共上海市榆林 区恒丰总支委员会 ： 《恒丰纺织厂有关合 营谈判方案 （
草案

）
》

（
年 月 日

）
。 年 月 日

，市纺

管局长陈克奇在 给市委 工业生产委员 会 的上报信 函 中 明确写 道 ：

“

各 厂希望 关于合 营中 重大 问题市 委能早 日批 准 ， 以 利谈判 的进

行 。

”

（

— —

。

⑤ 《上海市人 民政府纺织 工业管理局 、 私营广勤纺织 厂股份有 限公司 合营协议书 》 （ 年 月 日 ） ，

— —

。

⑥ 《 中央纺织工业部华东 纺织管理局 、鼎新染织 厂股份有限公 司合营协议书 》 （ 年 月 日
） ； 《 中 央 人 民政府纺织 工业部

华东纺织 管理局 函》 东纺 （ 计字第 号 （ 年 月 日
） ， 。

⑦ 中共上海市委私营工业部 ： 《 对做好公私合营工作 的意见 》 ，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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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五四年十
一

月 二十二 日 （星期
一

） 下午五时半 ，
举行庆祝公私合营大会 ，

敬请光临指教 。 广勤纺织

公司公私合营筹备委员会谨订 。 会址 ： 新会路 号本厂 。

”

之后 ，
又在 年 月 日

《解 放 日

报》上登载《广勤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启 事 》 ：

我公 司奉上 海市人民政府纺 织 工业 管 理局批 准 ，
自 本年十 月

一

日 起公私合 营 。 定名 为
“

公

私合营 广 勤纺织厂股份有限公 司
”

， 简称
“

公私合营 广 勤纺织 厂
”

。 特此启 事 。
①

所谓的合营结束工作 ，实际上是整个合营过程 中最核心 、最关键的工作 ，
主要 内容

一为清产核资

定股 二为订立公私合营章程 。

清产核资定股可以分为对企业原有 资产的清点与价值认定 ， 以及合营企业股份的确定两个方

面 。 清产核资 中 ，最重要的是企业原有资产的清点 以及价值估算 其 中 的 核心问题是资产的原置值 、

折旧与现值如何估算和核定 的问题。 它们不仅直接关 系私方股东的切身利益 ， 而且依每个厂情 况的

不同而呈现各种不同的复杂处理过程 。 年上半年第一批扩展合营工厂 ，采用 的基本上是在总结

典型厂经验基础上 ，

“

以一九五零 〔 〇 〕 年重估财产的核定数字为基础 ；采取
‘

全面清点 、重点估价
’

的

办法
”

。 这一办法经华东局统战部上报 中央后 ，还 由 中共中央统战部 、 中财委 （ 资 ） 转发全国各省市参

考 。② 下半年扩展合营的 户
，要求边合营 边清产定股 ， 以

“

五〇 年重估财产为基础
”

的做法得到

了更明确的强调 。
③ 具体而言实行 了三种做法 ：第

一种 ，在合营筹备时期
一面发动群众搞好生产迎接

合营
一

面完成清产定股工作 ；第二种 ，合营筹备时期做好发动群众清点工作 合营后再进行估价 、协

商确定股份 比例 ；第三种是在宣布合营前做好清产定股的一切准备工作 ， 待合 营后进行清点估价和

定股 。 这三种做法可以 根据不同情况进行 。
④

清产核资定股的最后工作是定股 。 定股中 ，
对私股而言 ，

经清点核实 的 私人资本全部转为合营

企业的私股 ，
这没有太大的 问题

， 比较难处理的是股东垫款 、公积金是否转为 以及如何转为合营企业

股份的问题 。 年 月 ， 中财委 （ 资 ）及时下发 了 《关于扩展公私合营工作 中若干政策 问题的情况

和意见 》 ，对清产核资中意见分歧较大的公积金处理给 出 了倾 向性 的意见 。 即
“

将企业原有的公积金

列作私股 但可根据企业原来的 职工集体福利设施情况 经公私协商 ，
从公积金 中提出 适当部分作为

企业职工的集体福利基金 。

”

并且特别强调 ，

“

这个文件中提到 的 中财委第六办公厅的意见 ，
是经 中央

批准的意见 。

”

⑤各企业基本上就按此中央文件行事 。

定股工作完成后 必须上报主管局得到最后批准 。 广勤纱厂 年 月 日 得到市纺管局关于
“

合营定股
”

的批复 ，
全文如下 ：

一

、你 厂合营定股 方案
，
业 经审 查批准 。

同 意你厂 合营后 资本额 为 人民 币 叁百伍拾肆亿元

其 中公 股资本人民 币 叁亿柒千伍百 柒拾贰 万伍千元

代 管股资本人民 币 伍拾亿 另贰千肆百拾壹 万元

合 营股资本人民 币 叁亿捌千玖百捌拾肆万肆 千元

① 《公私合营大会请帖 》 、 《广勤纺织股份有限公 司启 事》 ，

—

。

② 《中共 中 央统 战部 、 中财委
（
资

）
转发华东局统战部 〈 对华东 区扩展公私合营工业 清产定股 的初步意见 》 ，见 《 中 国 资本 主义

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中 央卷 》 上册 第 — 页 。

③ 中 共上海市委工业 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 《 合 营户 资本家座谈会讨论 中 反映的一些 问题 》 （ 年 月 日
） ，

— —

④ 《 中 共上海市 委对市委工业生产委员会关于扩展合 营企业清产定股工作试 点情况与今后 意见 的报告 的批复 》
，见 中共 上海

市委统战部等编 《 中 国 资本 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 造 上海卷 》
（ 上 ）

，第 —

页 。

⑤ 《 中 财委 （资 ） 、中 央统战部对 〈关于扩展公私合营工作中若干政策问 题的情况 和意见 〉的批语 》 ，见 《 中 国资本主 义工商 业的

社会主义改造 中 央卷 》上册 第 页 。

⑥ 《上海市人 民政府纺织工业管 理局 （批复 ） 》 （ 沪纺财字第 号 （ 年 月 日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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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私 合 营
”

私 股资本人 民 币 贰 百玖拾 陆亿壹 千 另 叁拾贰万 壹千元

二 、公股资本 包括下 列 各项 ：

定股后之原 来公股人民 币 柒千伍百柒拾贰万伍千元

政府新投资人 民 币

五反退款转 为公股人民 币卷亿元

政府投资一律 自 投资拨到之 日 起计 算 。

五反退款转 为公股部分 ，
于文到 后应即填写收据一 式二份送局 ，转 为 临 时股权说明 。

三 、今后 在处理 旧 企业待处理财产 时 ，
仍按 照你 厂 合营前 原 来公私股比例 （ 公股 代

管股 合营股 私股 计算 。

四 、你 厂定股后 所 留之余额 为人民 币 陆拾 柒亿叁千 壹 百 叁拾捌 万元 ， 作 为 合 营前资 产 净值

调整准备。 今后 如发生合营前损益或发现合营 清点 时漏 点之资 产 ，可 经公私股双方 同 意 后调 整

余额 。

五
、 你 厂对于批准之合营 定股方案 ，

如有 意见 ，
可经公私双方协商 同 意

，
报局批 准后修改之。

由 此我们可以 清晰地看到广勤纱厂清产核资前后公私股份 的 比例及其变化 ，

以及主管局对此 的

最后决定权 。

公私合营章程的制定似乎比合营协议书 的签订更为不易 。 因为直到 年 月
，
大部分扩展

合营企业都还没有将其真正提上议事 日 程 。 为此 ， 市有关部门 不得不专 门 召 开会议 ， 敦促一 定要在

年 月 完成所有扩展合营企业合营章程的订立 。 与协议书 的签订主体是公私双方不同 ，合营章

程订立主体是合营企业本身 ，从理论上讲
“

合营章程
”

又 是企业 的根本大法 ， 故而合营章程 的确定每

每须经企业 内部各方多次 、反复磋商讨论后方能最后确定 ，此后还必须报请政府主管局审核批准 。

年 月 日
，
广勤纱厂将本厂公私合 营章程六章三十条上报纺 管局 ，纺管局审 阅后于 月

日 批复并给出 了 三条具体修改意见 ：

一是
“

总则 中第二条应加
‘

遵照 国家计划进行经营 。 二是
“

股

份 中应增加一条
‘

本企业视生产发展需要 ，
经公私协商并经政府核准 ，可增资或吸收合营企业及私人

投资 。

’ ”

；
三是

“

经营管理中第十七条 应改为
‘

本企业对于工资制 度和福利设施 ，
应 当参酌企业原来

的工资福利情况 、合营企业 的生产经营情况和 国 营企业的有关规定 ， 逐步改进 逐步向相 当 的 国营企

业看齐 。

’ ”

企业接此回复后 ，
随即按照批文进行了相应修改 ，

并在 月 日 再次上报 月 日得到 同

意批复 。 同年 月 ，
广勤纱厂划 归纺织工业部华东纺织管理局 领导 ，

公司 章程相应修改后 又再次上

报并得到批准 。

合营后 的工作主要也是两个 内容 一是搞好生产 ，
二是对企业管理制度的改造 。 关于此 ，

我们将

另文专述 。

三 、余论 ：经验与教益

年私营工业企业扩展公私合营 ，
是新 中 国成立后对私营工业企业进行 的第

一次大规模 、成

批量的私有企业制度变革 ，也是此后不久全国范 围 内 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的前奏 。 扩展公私合营最

直接的结果是公私合营工业企业在工业 中比重的 大大上升 ，并且显示 出 了 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 ，
私 营

工业企业向公私合营企业转化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 。 从全国范围而言 ， 年到底有多少家私营工

① 《 上海市人 民政府纺织工业管理局 （批 复
）
》

（
沪纺办字第 号 （ 年 月 日

） ； 《上海市人 民政府 纺织工业 管理

局
（
批 复

）
》

（
沪纺办字第 号

（
年 月 日 ） ； 《公私合 营广勤 纺织厂股份有 限公司 章程 （ 草案 ） 》 、 《公私合 营广勤纺织 厂

股份有限公 司 章程 》 ， 卯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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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企业实现了扩展公私合营 ，说法不
一

。 在上海 ， 年先后实施的扩展公私合营工业企业共

家 ，如果加上 年启 动 、延至 年 月 基本结束的 家试点企业 上海在 年总共实 现扩

展公私合营工业企业 家 约 占全国扩展合营工业企业家数的 强 。 这 家合营企业家数虽

然只 占上海全市私营大型工业 家的 ，但职工人数已 占 ，工资 占 年生产

总值 占 大致上亦已达到 弱的 比重 。
②

年扩展公私合营在实践成规模
“

对资 改造 的 同 时 也为 以后的全行业公私合营提供了重

要的经验与教益 。

首先 ，
扩展公私合营确立了成规模推进公私合营可行性的路径依赖信心 。 在扩展合 营之前 ，

对

于是否能够在一个不太长 的时 间 内 ，大规模地实行公私合营 ，
没有任何历史经 验可 以借鉴 ， 故而在

“

扩展公私合营
”

试行 中 ，
要强调稳重

，
强调只 能搞好

， 目 的就是为 以后树立可行 的好榜样 。 扩展公私

合营的实行为过渡时期总路线重要内容之
一

的
“

公私合营
”

战略步骤的全面展开 确立 了可行 的路径

依赖 。

其次 扩展公私合 营也推进 了相应的制度法规建设 ，其 中最重要 的就是 《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

条例》的制定以及实施细节的经验化 。 年前 ， 由 于无专门法律条文可依 ， 当时的公私合 营企业在

订立章程时 ，只 能以政务院 年 月 日 公布的 《私营企业暂行条例 》为依据 。 年春 ， 中央

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带队前往上海等地调研私营工业时 ， 已就制定 《公私合营条例 》征求过各地意见 ，

但最后在给中央的报告 中还是认为 ：

“

关于公私合营企业 ， 目 前需要有一个章程或条例 。 但与华东若

干地方 的负责同志交换意见 的结果 认为 以暂不公布为好
”

。
③ 年 月 扩展公私合营 工业计划

工作会议上 这一问题终于被正式提上议事 日 程
，
由 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提出 的 《公私合营工业暂行

条例 （ 草案 ） 》和财政部提出 的 《公私合营企业财务管理方案 （ 草稿 ） 》 以及 中华全国总工会提出 的 《关

于处理公私合营企业职工股份问题的意见 （草稿 ） 》
一起 ，都在会上进行 了正式讨论 并在会后连同讨

论意见一起送起草部 门进一步研究修改 。
④ 年 月 ，

在全 国扩展公私合营热潮 中 ， 中 财委 （ 资 ）

终于在吸收了 包括上海在内各地扩展合营经验的基础上 ，最后完成了 《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 》

的修订 并在 月 日 由政务院 次政务会议通过并正式颁布施行 。
⑤

《条例 》 七章二十八条 ， 内 容

虽然甚为简略 但它 的制定和及时颁行既体现了扩展公 私合营 的 成果 ，
同时也使得众多 的扩 展合营

企业在合营章程的制定上 有了可依据的法律条文 。

再次
一

年来的扩展公私合营也为此后更大规模的 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展开 ，
取得 了若 干具体 的

经验和教益 。 总结成文并可在 日后合营工作 中引 以 为戒 的主要有两条 ：

一是在取得合营企业领导权

① 年 月 日 ，
许涤新在私营工商业问题 座谈会上说

‘

公私合营去年一年 扩展 了 七百多家
”

，许 涤新 ： 《在私营工商业 问

题座谈会上 的发言 》
， 见 《 中 国 资本主义工商业 的社会主义改造 中 央卷 》上册 第 — 页 。 据李维汉 回忆 ：

“
一九五四年 的扩 展

公私合 营工作取得很大 的进展 。 这
一

年 ，采取吃
‘

苹果
’

即逐个企业合 营的方式 ，合营 了七百 九十三户规模 较大 的 、有关 国 计 民生 的

重要工业
”

， 李维汉 ：
《 回忆与思考 》

（
下

） ，
第 页 。 林蕴晖等《凯歌行进 的时期 》

一书记载与此相近 ：

“

到 年底
，
有 家私营厂

矿合并组 成了 户公私合营企业 ， 当年产值 为 亿元 。

”

（
北京

：
人 民 出 版社 年版 ，第 页

） 。 而 薄一波 的记 述是 ：

“

年计划先将 其中 家较大 的资本主义工业企业纳人公私合 营 ，按 年 的产值计算 ， 约 占当年私营和公私合营工业 总产值 的

左 右 。 实际执行的结果 这一年一下就合营了将近 家较大 的私 营工业企业 。

”

（ 薄 一波 ： 《若干重 大决策 与事件 的 回 顾 》上卷 ， 北

京 ： 中共 中 央党校出 版社 年版 ，第 — 页 ） 。 翟 昌 民 《 回 首建国 初
——从 新民 主主义 向社会 主义过 渡的 回顾与思考 》

一书 ，

用的也是此数据
（
北京 ： 中共 中央党校出 版社 年版 第 页

） 。

② 《
一 九五 四年 上海市扩展公私合营企业占大 型比重 》 ，

— 一

。

③ 李维汉 ： 《资本主义工业 中的公私关系 问题 》 ，见李维汉 《统一战线问题与民 族问题 》 ， 北京 ： 人 民 出版社 年版 ， 第 —

页 。

④ 《 中共 中 央批 准中财委 （
资

）
〈关于一九五四 年扩展公私合 营工业计划会议 的报告 〉 暨 中财委 （ 资 ） 〈关 于有 步骤地将有十 个

工人以上的资本主义工业基本上改造 为公私 合营企 业 的意 见 〉 》 ， 见 中共 中 央文献研 究室 编 《 建 国 以 来 重要 文献选 编 》第 册 ， 第

— 页 。

⑤ 李维汉 ： 《 回忆 与思考 》 （ 下 ）
，第 页 。



年 上 海 私 营 工 业企 业 的 扩展
“

公 私合 营
”

的前提下 ，
对私股以及私方人员须有

一定 的宽容度 。 此如许涤新所言 ： 扩展合营
“

可引 以 为戒的 问

题 包括对资本家及其代理人的改造注意不够 ，少数企业在人事安排上 ，不尽妥当 ， 有些企业 ，私方代

表还未能
‘

有职有权
’

、

‘

尽职尽责
’

；
企业合营后 ，对于人的改造工作做得很不够等等 。

”

二是包括上

海在 内的扩展公私合营企业 ，

“

派到公私合 营企业的 干部 ，

一般太弱 ，而公私合营企业较之 国 营企业

的情况更为复杂 没有一批较有能力的干部 是无法胜任 的 。

” ②实 际上 ，
这一 问题不仅是扩展公私合

营中 的问题 同 时也是新中 国建立之后 实行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 中具有普遍性的 问题 。

最后
，
成规模的公私合营在推进公私合营战略步骤 ，

积累工作经验 的 同 时也带来 了
一

些新 的 问

题 。 其中最主要的 问题有二 ：

一是由 于扩展公私合 营选择 的多为有规模且 国 家又需要 的 大厂 ，扩展

公私合营过后 ，剩下未合营的私营厂就多为技术 、装备相对落后 的 中小企业。 这就是所谓
“

苹果
”

与
“

葡萄 的矛盾 。 二是在私有产权及市场经济体制下 各门类 、各行业的私营工厂 ，按照其 自 身的特点

和优势 ，普遍实行一种 以市场资源配置和 自 由交 易为前提 的分工协作 。 年的扩展合营 ，将原来

市场体系下的一大部分私营工厂从市场资源配置及行业分工体系 中剥离 ，
进入或基本进入国 家计划

经济体系 ，
这就使得那些 尚未实行公私合营的工厂失却 了原有的 市场分工 和业务 ，

加重 了企业 的经

营危机 。 这两大问题整合在
一起 就成为 年末各省市在庆祝扩展公私合营成就 同时 ，不得不面

对的新的忧虑和隐患 。 年 月 ，在 由 国务 院第八办公室与地方工业部联合召开 的第二次扩展

公私合营计划会议上 这一问 题终于得以 反映 。 各地方代表纷纷提意见 ， 说中 央仅吃
“

苹果
”

，不吃
“

葡萄
”

，
把一大堆

“

烂葡萄
”

甩给地方 ，
又小又烂

，
怎 么办 ？ 对这一问题 的考虑和解决最终采取 的是

双管齐下的办法 ：

一方面是从 中 央到地方都尽可能地加强了对 尚未合营的私营工业的 扶持和帮 助 ；

另
一

方面对 年的扩展公私合营则开始考虑采 取个别企业合营与按行业合并 、联营 、改造 ， 即全

行业公私合营相结合的办法。
④ 在上海 ， 由 于 年的扩展公私合营

“

主要是以 条件较好的厂为单

位实行合营的
”

，

“

到 了 年第四季 ，有些工厂发生严重 困难 ，这时已深深感觉到按行业统筹安排

的重要性 ⋯⋯在这种情况下 各有关部门 就提 出 了 裁并改合 、生产改组 的 办法 。 这样就 出现 了按行

业合营的必要 。

”

⑤这应该说是扩展公私合营的必然之举 。 而在这方面 ，上海又走在了全 国的前列 ，并

且还不失时机地 出现了 诸如制笔行业这样备受陈云称誉的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典型事例 。

责任编辑 ：
曲 韵 ）

① 许涤新
： 《在私营工商业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 》 ， 见 《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 的社会 主义 改造 中央卷》上 册 第 — 页 。

② 《 中共中 央批转陈毅 同志关于全 国扩展公私合营计划会议和关于召开私营工商业问题座谈会 的报告 》 ，见 《 中 国 资本主义 工

商业 的社会 主义改造 中 央卷 》上册 ，第 页 。

③ 林蕴 晖等 ： 《凯歌行进 的时期 》 ，第 页
。
现存 著述中对 此问题 多有反映 ， 如李维汉称

：

“
一九五 四幸 十二月 ， 国 务院八办 和

地方工业部联合 召开 的第 二次全 国 扩展公私合 营计划会议
一 开始

，
就集中暴露 了这方 面的严重情况 。 会议被 迫改变 部署 ， 首先研究

对私 营工业 的生产安排 问题 。

”

见李维汉 《回 忆与思考 》 （ 下 ） ，第 页
。
此外亦可参 见 《 中共 中央批转 陈毅 同志关于全 国扩展公私

合 营计划会议 和关于 召开 私营工商 业问题座谈会 的报告 》 ， 见 《 中 国 资本 主义工商业 的社会主 义改造 中 央卷 》 上册 ，
第 —

页 。

④ 林蕴 晖等 ： 《凯歌行进 的时期 》 ，第 页 。

⑤ 《马天水在 中 央召 开 的资本主义工 商业改造 问题会议上 的发言 》 ， 见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等编 《 中 国资本主 义工商业 的社会

主义改造 上海卷 》 （ 上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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