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瓤海洋开发
_会阻碍发展。其实，不管是进

∑步，还是历史时期的产物，主要

_看是否符合当时的社会发展和

亨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讲，随着发

i展和开放的深入，海涂开发经
，营的模式不会一成不变。

互 一、江苏海涂历史时期的
-开发经营模式

∑ 在有记载的2 000余年的

1II江苏海涂的开发历史中，有一

亨个有趣的现象，即海涂开发经
i营的国有垄断和计划经营成为

，历史时期最主要的经营模式，

互个体私营经济承包租赁经营开
_始于20世纪90年代，占了很

∑短的时间，这与中国几千年封
1iI建社会形成的土地长期的私有

!!!制经济为主体的“地主一佃户”

i租赁式经营方式有很大的不
，同。现在推广的公司制土地承

互包租赁经营实际上与私有经济
-的“地主一佃户”经营有很相似

互之处，这就是海涂经营模式的

1jI独特之处。历史时期江苏海涂
亨开发的经营模式可分为四个阶

i段：汉代至清代末盐业为主产
，业的国家垄断经营模式；清代

互末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农

tttt謦tttIIItItIttttttttII鬈tIt业产业上的股份合作制公司经
海涂土地开发经营是指通(公司)按时缴纳承包期内的承营模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过对海涂围垦取得的土地，并包金。这种经营模式的出现不以后至20世纪90年代计划经

在这些土地上组织的各种经营仅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济下的集体经营模式；20世纪

活动。这些年来，新围海涂土地营农场式和乡镇为主的国家集90年代至现在的公司加农户承

所开发的产业都是以农业为体经营模式，有效地调动了经包制经营模式。
主，但还有不足100万亩为历营者的积极性，提高了开发速 1．汉代至清代末——单一
史留下来的仍具有一定规模的度和效益，但也带来了资产的盐业经济，由国家垄断产销
海盐产业，这几年每年以数万加速折旧等弊端。有人认为，这 这一时期江苏海涂的开发

亩的速度向农产业转化。除盐种经营方式是一种历史的进为单一的盐业经济，盐业十分
业仍由国家垄断经营外，目前步。当然也有人认为，这仅仅是发达，盐业经济在国家的经济

农业的经营方式正推广投资公一个历史时期的产物，是权宜 比重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司加农户的承包制经营模式， 之计，并不能代表海涂开发经元代时就有“两淮盐税甲天下”

即经营向土地使用权拥有者营的未来发展方向，长此下去之说111，当时两淮盐税占全国盐

固
2003．3

   



税之半，而全国盐税收入又占
全国总租赋的8／10。由于各个

历史朝代江苏盐业在国家经济
中的独特地位，所以江苏以盐

业为主的海涂开发直接由国家

掌管，政府对从生产到销售过

程进行了严格的控制与管理。

一是组织严密。从一家一户或

多户组成的灶煮盐，为最低一
级生产单位，到多个灶组成的

团，为次高一级组织，再到几个

团组成的更高一级组织——
场，等等。二是土地荡滩国有。
盐民用的盐滩和煮盐用的草滩

(甚至连煮盐用的工具)都是由

当时政府划定(或供给)的。因
此，海涂土地是不能像内地土

地那样自由改变用途和相互买

卖，具有生产用途的专业性。三

是产品的垄断购销。国家实行
“引岸专营”⋯，垄断了盐业的

运、销。盐民没有自己处理产品

的权利。国家有一套严格的管
理法规，以控制盐的买卖和保

证国家专营。由于政府的腐败

和政策的不公平，造成了盐官

的腐败、盐商的豪富、盐民的贫

苦。有一句民谣叫做“煮食盐的
喝淡汤”，这是当时盐民生活的

真实写照。元代末期江苏沿海
曾爆发历史上著名的张士诚领

导的大规模盐民起义，点燃了

元代末期全国范围农民大起义

的烈火。明代以后，才有极少盐

民偷偷地将一些零星废弃的、
不能产盐的高滩地改造成种植

地，以养家糊口。

2．清代末至新中国成立前

——盐农混合经济，股4h-制公
司经营开始

这时江苏沿海因“海势东

迁”，到潮困难，以及滩晒盐技

术的兴起，落后的灶煮盐技术

逐步被淘汰，尤其是江苏南部
海涂迅速淤长，促使盐业日趋

衰弱。同时由于连年的战乱，政

府管理能力削弱，大片的海涂

开始荒芜，退盐营农已成为大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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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开发僦彩彳∥
势所趋，以张謇为代表的一些
民族资本家集资兴办海涂垦殖

业，成立各种股份制公司。至

1935年，江苏两淮盐垦区垦殖

业遍布江苏沿海，共成立大小

垦殖企业公司76家，总投资
3 000余万元(银元)，占有土地

面积413．27万亩，其中开垦了

169．34万亩，每公司经营规模

为数zr亩至数十万亩，其中经
营10万亩以上的有12家⋯。经

营者有持股的股东，大部分是

一些无钱无地的农民和失去生
计的盐民，以种植棉花为主。公

司进行围垦和大的zk利配套，

土地由棉农承包经营，棉花由

公司统一定价收购出售。由于

各股东投入的资金有限，一般
只进行了垦区的初步配套，大
部5-)-的土地得不到开发利用。

即使有些暂时地得到了利用，

由于股东们的急功近利，不注

重以后的投资维护，往往艰难

维持，有的仅维持几年，就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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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主。有的分给股东(成为新的

地主)自主经营。

这一时期虽然有一些老盐

场退盐营农，但仍在新淤长的
滩涂上建了数十万亩新盐场，

经营盐产业，其经营方式与前

述相同。

但总的来看，这一时期海

涂的开发并未形成统一的规

划、统一的经营，管理混乱，经
济落后，使江苏沿海经济跌落

到发展史上最落后的时期。
3．新中国成立后到20世

纪90年代——集体经济。计划
经营

这个时期是社会主义计划

经济体制，特点是海涂土地国
有，集体经营，按劳分配。产业

布局、规模由国家按计划下达，

产品国家统购统销。这一时期

的一些海涂新围垦区的围垦开
发除少量如海堤、挡潮涵闸等
大的水利工程由国家无偿投资

外，主要靠地方农民的投工投

劳，然后根据内地乡镇(公社)

的投工投劳情况，将围后的土
地划分给这些乡镇(公社)移民

到垦区开发经营。为鼓励移民

到垦区开发，这些农民保留当

地户口，到垦区后的新建住房

进行适当补贴(300元～500
元)，原所在地仍保留自留地和

宅基地。因此，垦区开发的农民

远离集体组织，后方的投入又

非常少，经营环境很差，生产落

后，劳动生产率很低，很难依靠

自身的经营维持垦区的再生

产，移民回流的现象严重。一个
垦区要15年左右的时间才能

基本开发(而现在只有3年～5

年)，这时才开始组建新的垦区

统一的政权组织。对于一些老

的垦区(历史上围垦的)荒地，

开发初期即成立国营场圃，场
圃的工人大多是脱下军装的军

人或接受劳动改造的犯人。这

些场圃实际上也是计划经济经
营模式。国营场圃下设分场，类

似于当时的大队和生产队这样

的经营单位，只是规模较大而

已，且机械化程度相对较高，管

种田的人叫做员工，而不是社

员；员工拿的是工资，而不是工
分，分配仍是平均主义。

4．20世纪90年代以来

——市场经济，公司制发包经
营

90年代以后，海涂开发的

经营模式与农村的改革同步。

但1995年以后，江苏省政府成

立了江苏省滩涂开发投资公

司，将海涂开发的投资形式由

以前的政府行为转为企业行
为，变无偿投人为有偿投入，投

资公司代表政府行使投资职

能，利用政府的投资围垦新的

海涂土地，并与海涂所属的地
方政府按投资关系和管辖关

系，进行围后的土地分配，比例

一般为6：4(即投资公司得6)。
取得土地后，各自分开经营，经

营模式为公司加农户的双层经
营模式，把海涂开发经营推向

了市场。但由于投资公司资金

来自于国家的投资，并未承担

投资风险，还不能算完全的市

场经营。投资公司在取得土地

使用权后，一般进行骨干工程
(如水、电、路、桥涵、井等)的配

套，不自主经营，而是由投资公

司向经营者发包，取得发包收

入，不承担经营过程中的风

险。经营者在取得土地的承包
经营权以后，自主组织经营，承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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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经营过程中的风险。这样，经营

利润是由土地使用权拥有者的投
资公司与经营者共同分享。我们

只能称它为准市场经营。

二、各种经营模式的利弊

回顾各个历史阶段的经营
模式则不难发现，江苏海涂的

开发经营模式不外是国家垄断

经营、计划经济指导下的集体

经营、股份制经营和市场经济

条件下的投资公司加农户的自
主承包经营，农场式经营实际

上是计划经济经营模式的一
种。

1．垄断经营

是由单一的盐业经济，并
且盐业经济又是在主宰着国家

经济命脉这一历史背景下形成
的。历史上盐的税赋收入与田

地的税赋收入一样，为中国历
代两大税收来源⋯。宋至明清盐
的总税收曾达全国总租赋的

50％以上。因此，朝廷对盐的生

产到销售的管理十分重视，各

种法规较其他任何产业都全
面、严格。但经营却掌握在少数

盐商手里，坑害生产者。如20

世纪20年代，这一时期煮盐用
的草滩地往往由盐商霸占，政

府向盐商典租草荡，盐商再转

手租给盐民。提取产量的50％

作为租赁费，盐商的代理人
——亭主又提取5％的管理
费。盐民同时还要被掌管盐场

的“灶董”、“百长”、“掌管”等封

建把头向盐民提取10％～15％

的产量作为担头费心1。盐民一无
土地，二无生产资N-，十分困

苦，经营的目的只是为了活

命。经营却由少数盐商垄断，加

上盐商勾结，官商勾结，强买强

卖。盐商售盐的价格是从生产

   



者手中购进价格的一倍乃至数

倍，市场死水一潭。结果盐商富

得流油，如清代有一徽(盐)商，

个人曾捐出供江浙两省一年的

军饷，可见盐商在经营中盘剥

了多少。很明显，这种经营方式

带有一种强制性，不可能发挥

生产者的积极性，彻头彻尾地

扼杀生产力和生产者的积极

性，是垄断经营的通病。

2．股份制经营

在目前来说应是一种最有
经营活力的经营方式，经营者

代表各个股东的利益。公司的

一切经营活动都是围绕市场在

转，围绕投资效益在经营。股东

们的监管力度也很大，投资十

分注重效益。经营者的个人收

益与经营者的个人业绩挂钩，

责任感和危机感都很强。因机

制活，市场的应变能力很强，有

利于调动人的积极性，能充分

发挥人的潜能。但历史时期的

这种股份制经营模式是松散

的、名义式的。缺点在于，投资

的一些股东均为民族资本家和

封建官僚，他们绝大多数不懂

经营，而是政客。其目的并无长

期投资开

发海涂产

业，进行产

业经营的

有

性

快

把

就走。而实

黼；上，他们
投资的是

围垦和植

棉事业，收

益要有一

个较长的时间过程(10年以

上)，并要有大量的资金投人，

资金的积压、收益期超过了预

期，造成了股东们心态的改变，

撤资和不合作使得项目难以完

成。有些即使完成也往往由于

后续资金不到位，使项目难以

执行。股东之间的矛盾很多，这

也是经营难以持久的原因。

3．计划指导的分级经营

主要优点是由国家和集体

计划下达开发任务、品种等，产

品除了允许留一部分给生产者

以生活保障外。全部交国家或

集体．生产者并不承担产品销

售任务。因此，经营的好坏，产

品的市场，生产者不用担心，并

不与他们的个人所得挂钩。缺

点是“平均主义”和“大锅饭”．

生产者的积极性不高，劳动生

产率难以提高。但汁划经济时

期的经营与盐业生产时期的经

营有所不同，前者的生产单元

为分场或工区，数十户为一个

经营单元，实行“按劳分配，共

同富裕”，更不具有竞争性；后

者的生产单元为一户或多户灶

民，生产单元小，生产者自己虽

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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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开发《獗移
不能主导产品的价格，但能主

导产品的产量，产量越高，收入

也会有所增加，积极性会有所

提高。因此，在发挥个人潜能上

后者却高于前者。

4．投资公司加农户的经营

体制

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地

主加佃户”式的经营体制，拥有

土地使用权的投资公司(或农

场)按自己的规划将土地适当

配套后交给土地承包者经营，

不管承包者愿不愿意，这事实

上已给承包者规定了经营产品

的大方向，只是在这个大方向

下(如水产)，对承包者搞什么
(如养殖)品种不限制，承包者

有自主选择搞什么产品的权

利，因为产品要自己经销。承包

者在投资公司给定的大方向前

提下，必须选择适销对路的产

品，收益的好坏全是自己的，他

们会有足够的积极性和风险意

识，不会消极怠工，金钱会时刻

激励着他们脚踏实地地努力工

作。但投资公司怕市场发生变

化吃亏，往往把承包期定得较

短。承包者由于承包期短，很少

肯花钱投资在提高经营效果的

基础设施上，也不肯花钱搞基

础设施的维护，因为经济上划

不来，形成的资产在承包期结

束后又搬不走。因此，用于经营

的公用设施破坏较快，投资公

司在这方面投入较大。同时由

于承包期较短，承包者急功近

利，搞掠夺式经营，不肯在培养

地力和改善经营环境上下功

夫，科技的引进和机械化也难

以实现。由于这种经营方式产

品的利润要进行二次分配，投

资公司在这种经营方式中，并

带的尽一望棚列骥嚣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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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承担经营和销售过程中的任

何风险，得到的是较为稳定的

承包费，即收入。这样，收入不

可能很高，一般的折旧(含取得
土地使用权投资)往往都不

够。目前，亩承包收入水产在

200元左右，种植业在150元左

右。这时还必须承担较高的工
程维护费用，同时又要承担服

务可能不到位而产生的赔偿官

司。承包者因为在这个过程中

承担了经营风险，获得的利润
相对要高得多。这种方式尽管

使开发速度加快了，从围垦到

完全开发只需要3年～5年时

间，计划经济时要15年左右时
间，速度提高了3—5倍。但由

于承包者经济实力不均，开发

零散，在规模经营和提高科技

含量上难以突破。因此，江苏海
涂开发形式上红红火火，实际

上步履不快。

综上所述，客观地说不管

是哪一种经营模式，都是当时
的社会制度的产物，现在认为
最好的经营模式放到历史环境

中未必适用。笔者无意离开历

史去评价，而是用现代的眼光

认识海涂开发的经营模式。

三、经营模式的探讨
1．公司制,It包经营存在的

弊端

目前，江苏海涂开发仍然

沿用的租赁承包经营模式，是

确立在科技不发达，沿海经济

发展水平低，经营者资金不足，
无法进行规模经营，人均生产

率低，思想落后，人与人之间相

互不太信任和不协作关系造成

的一种管理模式。同时，观念还
很落后，江苏的海涂开发还很

原始，基本为农业，农业的科技

含量似乎天生就低，经营者为

农民，对待农民就只能是承
包。这在改革开放初期有非常

积极的一面，对解放生产力，打
破旧的大锅饭体制，调动人的

积极性方面起了十分重要的作

用。因此，承包初期海涂开发的

速度较以前快3～5倍，但很快
就显现出矛盾，开发的规模和

层次难以上去。一是开发者大
多为农民，文化层次低，自己没
有技术，又不注意新技术的投

资引进、提高，传统方式运作，

收益的提高主要靠面积。二是

他们的能力有限，团结精神又

差，大多为一家一户经营，遇到
问题难以解决，尤其是规模经

营中的问题。三是土地不属于

他们，承包期又短，开发资金普

遍不足，一般存在捞一把就走
的思想，急功近利，他们不会进

行基础设施的改造。承包者知

道如何改造会提高生产水平，

但自身条件、外部条件使他们
无力改，也不想改。而投资公司

有能力改，但不知道如何改，遏

制了生产能力的提高。四是承

包经营规模小，现4．弋'fg和大型

机械化经营在一家一户承包经

营模式下是难以实现的。所以，

现代化的经营理念在这样的经
营模式下难以形成。即使有个

别经营大户经过一段时间的经
营，积累了一些现代经营的理

念和经济实力，也绝不可能使
整个面上都达到这个水平，这

种尝试往往因环境的局限而告

终。因此，这种“佃户式”的“小

农经济”经营方式，绝不可能把

海涂开发带向现代化，落后是

不可避免的。这种经营也不适
应当代的以人为本的理念，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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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带有～种计划经济时的首长

制管理方式。投资公司把政府
投资委托经营的土地承包给农

民，收人虽不多，但总能达到保

值增值的政府下达的目标。因

为土地一般不会贬值，投资公
司没有经营者那样的压力，这

就难免产生官僚管理。他们总

是站在一个较高的位置上居高
临下，承包者则处于从属的位

置上，被动地接受一些不平等
的条件，则把本属于承包者应

得的权利看成是一种恩赐。同
样土地所有者也养活了一些特

权管理层，他们仅仅考虑与承
包者签订好合同，收到承包费

就被称为好的企业管理者。其

实这并不能称为经营，从而失
去经营公司原本的意义。

2．将土地的资产经营与资

本经营分开

为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

的需要，目前海涂的开发应摒
弃上述“双层经营”模式，变成

单层经营，把投资公司真正推

上经营者的位置，而不再仅仅

是一个管理者。可从推广股份

制和股份合作制人手，在进行

股份制改造时是要考虑形成海
涂土地时的投资大，资产规模

大，股本大，比较效益低，这样

会无人买股。但土地在使用过

程中基本不会贬值，有时甚至

升值的特点，可不提折旧。因
此，投资围垦的这部分资产可

以不计人股份，而将这部分作

为资产剥离收回，由政府授权

的资产经营公司统一管理。这
时所剩的资产仅为经营资产

了，规模不大，转让给公司，进
行资本经营。公司内部可以实

行股份制经营，承担经营责任，

   



而不再是现在的经营“中介”。

这时的公司股份可以吸收国家

股、集体殷，更多的则是经营者

个人股(包括农民)。资产经营

公司也可以将土地长期租赁给

股份制公司或个人经营。一般
承租者喜欢承租刚围好的土

地，因为这时土地的投入成本

价低，承租费不高。同时，由于

是一块荒滩地，便于自由利
用。承租期可以放到20年以

上。政府的资产经营公司也可

以向股份公司或个人以成本价

长期出让土地使用权达50年

一70年，有些开发条件差的可
以低于成本价出让，国家可以

很快收回投资，用于投资新的

项目。同时，由于实行了股份制

经营，资金来源的渠道增加，公

司获取资金的难度已不很大。
有了资金，又有了-I-：1也的长期

经营权，他们就可以安心在土

地上长期投资。

3．海涂的经营方向

现在农村还是一家一户经

营，人均耕地一般在一亩左右，
无法实现现代经营和规模经

营。而海涂土地多，规模大，没

有历史遗留问题，便于统一规

划，集约经营，可以进行统一的
专业化、标准化基地生产，尤其

适应科技手段的使用，组织市

场化生产，更适应标志现代农

业的机械化作业和先进的电子

技术的应用。新组建的股份制
或股份合作制公司已不再是

“地主”，而是政府的“佃户”。这

时的股份公司的员工是股东，

农民也是股份公司的股东，他
们都有强烈的经营责任感，有

灵活的与市场接轨的经营-T-

段，有一定的资金实力，有组织

现代化生产的明显优势，可实

现基地规模化、生产机械化、过

程监控自动化、管理人员技术

化、产品种子化、营销市场化。

把目前农民式(承包户)农场向
农场式农户过渡，形成规模经

营和规模效益，推动海涂开发

步人现代化。

(1)基地规模化：新围的滩

涂垦区规模达数万亩，乃至数
十万亩，由于没有住户，不会产

生经营中的产权矛盾。这样便

于建立大规模的生产基地，进

行规模经营和标准化的生产，

提高效益。

(2)生产机械化：有了一定

的基地规模，就可以进行统一

的规划，在一定的范围内统一
作物布局，有利于机械化生产，

向现代化场圃方向发展，减少
对人力资源的依赖。

(3)过程监控自动化：在实

现标准化和机械化生产后，可

以实现生产过程监控自动化，

保证每一个生产环节、生产过

程按同一标准正常生产。
(4)管理人员技术化：因为

实现了机械化、规模化的生产，

需要的管理人员减少，但人员

的技术要求却提高了，要加强
高素质人才的补充与培养，改

变目前文盲在一线的落后状
况。

(5)产品种子化：由于沿海

隔离条件好，为建立种子基地

提供了优越的环境条件，可成
为大型的种植业种子基地。由

于靠海方便，也可以成为大型

的海水养殖育苗基地，为沿海

的海水养殖业提供苗种来源。

(6)产业化经营：海涂有可

建基地的规模优势，可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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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开发匹磁彩
从生产到加工、销售的产业

链。有靠海的优势，像海水养殖

业这样的具有其他内地区域不

可替4-t'：的产业，有其独特的发

展条件，可以形成从苗种到加
工成品的产业链和产业群，形

成海洋产业带。

四、结语

纵观江苏海涂几千年的开

发历史，其经营模式与中国社

会的变化一样，经历了多次的
变化，但总体上是垄断经营、股

份制经营、集体经营和投资公

司加农户承包经营。在不同的

历史时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使海涂的开发曾在国家的经济
中发挥过十分重要的作用。随

着社会的发展，这些模式在不

断发生变化。目前，随着发展的

深入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
海涂的开发经营应是向股份制

和股份合作制转变的最佳时

期，管理者是股东，经营者也是

股东。确立经营海涂的理念，可

推动海涂开发向市场化、基地
化、产业化、现代化方向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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