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篇 工 业

境域自宋代开始有陶器和海盐生产，清乾隆年间(1736~1795 年)，区内的福成、高德、西

塘等乡村有蒸酒和榨油作坊，这是境域最早的工业。20 世纪 20 年代，今平阳镇境内建有陶瓷

厂，30~40 年代各乡村有零星的竹织、麻纺、木工、打铁等为农渔业生产服务的小手工业和小

作坊。直至新中国成立前，境域的工业生产十分落后。新中国成立后，20 世纪 60~70 年代，

各公社兴建有农机厂、渔机厂、砖瓦厂（建材）、木工厂等农村社办企业。1984 年，恢复成立

郊区（现银海区前身）。建区初期所属的工业企业均属乡镇集体所有和民营及个体企业，没有

区直属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乡镇企业发展迅速，主要从事砖瓦生产、水泥制品、船

舶修造、水产品和农副产品加工、烟花爆竹、农机修理等。1986 年全区工业企业 666 个，其

中乡镇集体所有制企业 43 个，占工业总数 6.46%，民营及个体企业 623 个，占工业总数 93.54%。

从业人员 4412 人，固定资产 3553 万元，年工业总产值 3422 万元。90 年代初期，随着北海开

发热潮的迅速升温，郊区的工业快速发展。区委、区政府乘北海开发热潮的东风，制订一系列

发展工业企业的优惠政策，号召各镇大办企业。各乡镇充分利用各自的优势和有利条件，实行

镇办、联办、村办、个体等多轮驱动，使全区的乡镇企业呈现跨越式发展。1992 年，区委、

区政府进一步调整郊区的产业结构和经济格局。改变区没有直属工业企业和工业底子薄弱的状

况，在辖区内的广东南路原大江林场东南侧征地 44 公顷，投资 4196 万元，兴建郊区乡镇企业

园（后称银海区工业园）。通过对外招商引资，对内横向联合，引进项目 18 个。同时，区政府

贷款 1.2 亿元建设区属企业（后改为乡镇企业）－北海高级建筑陶瓷公司，引进意大利生产线，

生产高级墙地砖。拥有职工 400 多人，50%以上为大中专毕业生。号称北海乡镇企业中的“大

哥大”。此外，还兴办有华海公司、城乡房地产开发公司等“十大公司”，工业发展势头红红火

火，堪称郊区工业发展的鼎盛时期。1993 年郊区工业企业达 2010 个，其中集体所有制企业 56

个，占工业总数 2.79%，民营及个体企业 1954 个，占工业总数 97.21%。职工人数 11190 人，

工业总产值 3.65 亿元。比 1983 年增长 10 倍多。

1994 年，受亚洲金融风暴和国家经济宏观调控影响，北海市经济建设热潮迅速降温。同

时，北海市的行政区划变动，把原属郊区管辖的涠洲镇及西塘镇、高德镇的大部分企业划归海

城区管辖，郊区工业发展受到严重制约（管理不善和决策失误也是主要原因之一），发展趋缓。

尤其是外来投资企业，几乎全部撤走，工业园内企业大都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号称北海市

乡镇企业“大哥大”的北海高级陶瓷建筑公司也因经营不善、决策失误，资不抵债，不得不于

1998 年租赁给重庆涪陵建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经营。郊区工业发展滑入低谷。1995 年全区工

业企业只有 245 个。

1998 年以后，区委、区政府调整产业结构，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深化企业改革，挖

掘企业潜力，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增加投入，扩大生产规模，增强市场竞争力，加强企业管理，



使银海区的工业企业步上健康的发展轨道。广西大锰电源有限公司、北海生生制药厂、中联药

业、美联家纺等 10 多家企业进驻区工业园投资发展，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使区

工业园又焕发生机。至 2002 年，全区工业企业 1264 个，其中国有企业 1个，占工业总数 0.08%，

集体所有制企业 49 个，占工业总数 3.88%，民营及个体企业 1214 个，占工业总数 96.04%。从

业人员 13329 人，固定资产 2.5 亿元，工业总产值 11.05 亿元。

l986~2002 年工业主要经济指标统计表

年度
企业个数

（个）

职工数

（个）

总产值

（万元）

固定资产面值

（万元）

现值增加值

（万元）

1986 666 4412 3422 3553 1266

1987 1078 4587 4624 2983 1142

1988 1001 5888 6880 6397 1968

1989 1978 6882 8021 2460 3065

1990 1609 5871 9222 4987 3385

1991 1213 5513 9326 4250 3385

1992 1392 5822 16997 9070 5099

1993 2010 11190 36496 26859 10583

1994 117 6491 31760 31034 5473

1995 245 5093 78224 49097 14117

1996 520 6641 78907 64121 14117

1997 682 8432 122981 56076 9572

1998 831 9137 113162 57427 10356

1999 1258 11411 87272 49234 12081

2000 1237 11234 93356 50873 15309

2001 1248 12150 106729 43198 20188

2002 1264 13329 110476 24980 20188

第一章 工 业 管 理

第一节 机 构

郊区政府成立后，于 1985 年底设立郊区乡镇企业管理局，人员编制 3人。1993 年成立郊

区工业局，人员编制 10 人，负责郊区企业园的筹建。1994 年，把乡镇企业管理局和工业局合

并，成立郊区乡镇企业发展委员会，人员编制 13 人。由于合并后的乡镇企业发展委员会的职

能与市和自治区的职能工作不对口，1995 年 8 月撤销乡镇企业发展委员会，恢复银海区乡镇

企业管理局，人员编制 8 人。2002 年 1 月成立银海区经贸局，保留银海区乡镇企业管理局，



并挂银海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牌子，人员编制 5人。

历任银海区（郊区）经贸局（企业局、安监局）局长：谭国华、郑秀兰、林辅君、朱伯乐、

蔡昌建、苏志清、陈振华、陈学军、周佳南、李海文、王文强、冯保强、唐汉平。

第二节 政策和措施

1980 年，境域企业已开始推行北海市人民政府有关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提高

企业效益的政策和措施。

1984 年郊区人民政府恢复成立后，为加快乡镇企业的发展速度，对乡镇企业进行整顿，

进一步完善生产责任制，推行“一包三改”的办法。一包即联产承包，可以包给厂长、经理，

也可以包给职工个人；三改即改领导干部的任命制为选举制或聘用制，改固定工制为合同工制，

改固定工资制为浮动、计件工资制。

1987 年，采用和推广“满负荷工作法”、“全面质量管理”、“厂内银行”等先进管理方法

来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进一步强化企业管理，提高企业经济效益。

1990 年，对企业采取在原有承包形式的基础上，积极推行风险抵押经营承包责任制。承

包者缴纳一定数量的承包金作为风险抵押，完成承包目标的，退回风险抵押金，并发给奖金；

完成不了承包目标的，扣除风险抵押金。提高承包经营者的积极性和经营自主权。

1997 年，银海区成立企业改革领导小组、清理债权债务领导小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

和区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采取理顺政企关系、清理债权债务、处理和保护国有资产、加大

内引外联力度等措施，对企业进行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成功重组原耀海公司，转让

明珠制药厂股权，承包租赁高陶公司等。

2000 年，通过盘活资产和实施“一把手工程”，企业的经营机制和产品结构不断优化，效

益提高。福成爆竹厂、隆泰船厂、和兴特种风机厂、龙潭泡沫厂等乡镇企业承包转制后恢复生

机；民族爆竹厂、信誉陶瓷厂等企业完成扩建工程；涪陵建陶北海分公司、北海兽药厂、生生

制药厂等企业的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生产的 10 多个新品种适销对路，企业的营销水平不断

提高，产品销售率达 88%。把安全生产放在第一位，予以高度重视。区成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局，各镇设立安全生产委员会，企业建立安全生产责任制，车间设安全监督员，形成区、镇、

企业、车间安全生产监督网络，每年乡镇与企业签订安全生产目标责任状，定期进行安全检查。

车间实行每天每班安全操作监督管理检查，认真贯彻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有关规定，严格按

照国家法律法规组织生产。

2002 年，通过企业技术改造和产品结构调整，挖掘企业发展潜力，提高经营水平。西塘

信誉陶瓷厂筹措资金 200 多万元投入技改，建造全国第八条大型陶瓷滚动生产线，生产规模从

原来的年产值不足 400 万元扩大到 700 多万元；星星糖厂投入 300 万元进行设备技术改造，把

日压榨规模由 2500 吨提高到 2700 吨；西塘镇先后盘活水泥制管厂、动物药厂、玻璃钢厂等一



批停产企业，盘活资金 1000 多万元。

第二章 产 业 结 构

1984 年成立郊区之前，工业化水平比较落后，以家庭小作坊为主，门类涉及烟花爆竹、

红砖生产、虾米加工、榨油、蒸酒、船只修造等。1993 年，郊区工业起步发展，有了一些上

规模的企业，门类及企业个数有：农机修造 1家、红砖生产 56 家、制盐 1家、日用陶瓷 1家、

烟花爆竹 5家、饲料加工 5家、食品制造（水产品加工）35 家、水力发电 1家、自来水供应 1

家等。2002 年工业门类及企业个数有：食品制造（水产品加工）50 多家、烟花爆竹 3家、日

用陶瓷 1家、建筑陶瓷 1家、红砖生产 35 家、制盐 1家、制糖 1家、饲料加工 5家、自来水

供应 3家等。

第一节 建 材 工 业

境域具有丰富优质的陶土、高岭土和石英砂资源，发展陶瓷生产和红砖生产，具有得天独

厚的自然条件。北海被列为沿海开放城市后，市场对陶瓷和红砖需求量大增，使银海区（郊区）

陶瓷、红砖生产得到了很好的发展。

陶瓷生产

1992 年 9 月，郊区政府为发展区属工业企业，利用本地丰富的陶土资源，在郊区工业园

内，投资 1.2 亿元建成区直属集体所有制企业——北海高级建筑陶瓷公司，并利用外方信贷，

全套引进意大利唯高公司年产 150 万平方米仿花岗岩墙地砖自动生产线。1994 年 6 月正式投

产，至 1995 年 10 月，共生产 45×200、200×200、300×300、400×400 等各种系列花岗岩瓷

质墙地砖产品 65 万平方米，产值 4800 万元。产品各项性能均达到标准，荣获’94 中国新技

术、新产品交易博览会金奖，远销全国各地，并出口美国、加拿大等。1996 年因国家经济宏

观调控，全国陶瓷产品市场过剩，价格严重滑落，企业产品销售不畅，资金周转困难等，企业

全面停产。1998 年该企业由重庆涪陵建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租赁，并新投入 3000 万元，进行

生产设备技术改造，设立北海分公司进行生产经营，生产 400×400、500×500、600×600 瓷

质花岗石、瓷质纯色、瓷质渗花三大系列，产品畅销全国各地。1998~2002 年，生产瓷砖 500

万平方米，产值 32000 万元。

1992 年 6 月，银海区西塘乡企业发展总公司和香港信誉洋行合作，在西塘乡企业园投资

100 万元，建成西塘乡集体所有制企业“北海信誉陶瓷厂”，占地 3 公顷。生产日用陶瓷和工

艺美术陶瓷，年产能力为 200 万件。1994 年，从业人员 120 人，产值 370 万元。1996 年承包

给个体经营。2002 年追加投资 200 多万元，引进大型先进陶瓷流动生产线，并开发新品种—

—耐温煲，生产规模大幅度扩大，年生产能力达 350 万件，年产值达 700 万元。产品远销全国

各地和出口东南亚各国。



红砖生产

红砖生产一直为银海区主要工业产业，全区的红砖生产企业，参差不齐，形式各异。有传

统的手工操作、从业人员不足 20 人、年产红砖 50 万块的 1820 企业也有机械化作业、从业人

员 100 人以上、年产砖 300 万块以上的中型企业。有镇办、村办、联办、个体等形式，主要分

布在高德镇的东星、包家、赤东，西塘镇的大江林场、下村，福成镇的三合口等地。

1986 年，全区有红砖生产企业 28 个，从业人员 1085 人，年产红砖 8480 万块，年产值 830

万元。随着北海的开放、开发，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及房地产开发热潮的不断高涨，红砖需求量

大增，全区的红砖生产迅速发展。1993 年全区有红砖生产企业 56 个，从业人员 2360 人，年

产红砖 28400 万块，产值达 3170 万元。

1996 年后，受亚洲金融风暴和国家经济宏观调控的影响，北海的房地产开发迅速降温，

建材市场需求骤减，价格严重滑落。同时，国家对土地资源开发企业加强管理，严格审批，部

分手工操作的小规模企业停产、关闭或变卖，部分企业则通过增加投资，购置设备，改进工艺

技术，研制新品种，扩大规模，降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增强市场竞争力，使企业保持持续

发展。2002 年，全区红砖生产企业 35 个，从业人员 l820 人，年产量为 22800 万块，年产值

4500 多万元。

第二节 制 盐 工 业

银海区地处北部湾畔，三面环海，滩涂广阔，属亚热带海洋性气候，夏季炎热，全年日照

2155 小时，平均年蒸发量为 1963 毫米，年均降雨量为 1734 毫米，平均气温 23℃，海水无污

染，海水浓度为 1.5~3.7 波美度，一年四季无霜冻期，适宜盐业生产。

盐场

1959 年 1 月，广东省盐务管理局投资 84 万元，在市郊区西塘乡龙潭村大冠沙兴建北海市

大冠沙盐场（1959 年 1 月~1965 年 6 月属广东省盐务管理局管理），当年 12 月建成开始产盐，

次年产盐 286 吨，后逐年扩建。1966~1976 年共投资 310 万元，筑堤坝 5800 米，建水涵洞 9

座 27 孔，建成盐田 300 公顷。1977 年产原盐 10100 吨。1985 年后部分盐田逐步改为养虾场。

1967~1990 年共产原盐 53883 吨。1991 年因故停产，场地被北京国安公司征用。

1953 年，郊区西塘乡通过修复并建成陈敬盐场、白耗壳盐场和古城岭盐场。盐场总面积

53 公顷，盐田面积 34 公顷，年产盐约 4500 吨。1994 年改为养虾场或被征用。1968 年 7 月，

自治区、钦州地区、合浦县动工兴建竹林盐场，民工 1 万多人围海筑堤，1970 年 4 月海堤工

程基本竣工，建成的海堤，长 9765 米，高 7 米，底宽 27.5 米，顶宽 4 米，投入劳动力 125

万工日，用土方 83 万立方米，石方 7 万多立方米，草皮 12 万平方米，建成纳潮涵闸 3 座 22

孔，排淡涵闸 14 孔，排洪涵闸 2座 9孔。盐田建设采用建成一漏投产一漏的做法，1970 年 5

月部分盐漏开始纳潮制卤，7月份首批产盐 36 吨。1976 年全面建成投产，盐田总面积 1167.7



公顷，其中有效生产面积 700 公顷，年生产能力为 3万吨，总投资 1412.4 万元。1977 年产盐

5万吨，为盐场年产量最高年份。2002 年产盐 47688 吨。

生产工艺

银海区制盐历史悠久，长期以来，民间用海水煮制熟盐。清代末年，从广东电白传入晒制

生盐的工艺。制盐工艺主要是利用海水涨落进行纳潮，经过多级扬水并利用太阳光热能晒制成

不同浓度的卤水，最后饱和卤水结晶制成生盐。盐业生产的主要制卤工艺初期采用人工、人力

水车抽水，1980 年后改为风力水车、电力机械扬水，使生产效率提高，产量大增。

第三节 烟 花 爆 竹

烟花爆竹生产

银海区的烟花爆竹生产，历来有家庭加工制作的传统。北海被列为沿海开放城市后，辖区

内的烟花爆竹生产得到较快的发展。

1982 年咸田乡投资 200 万元，建成乡办集体企业咸田乡烟花爆竹厂，生产各系列 30 多个

品种的烟花爆竹产品，年产值 200 多万元。

1986 年西塘镇投资 300 万元，建成镇办集体企业北海市民族烟花爆竹厂，生产各种烟花

爆竹 12 个系列，35 个品种，年产值 400 多万元。

1993 年郊区高德镇投资 200 万元建成镇办集体企业北海市南珠烟花厂，生产各种烟花达

20 个品种，年产值 300 多万元。

1994 年 12 月北海市撤销郊区设立银海区，把原属合浦县的福成镇划归银海区管辖。福成

爆竹厂，年产值 400 多万元。

至 2002 年，除咸田乡烟花爆竹厂于 1998 年因故停产外，其余的民族烟花爆竹厂、南珠烟

花厂、福成爆竹厂均正常生产。

出口创汇

境域烟花爆竹出口始于清末。新中国成立后，出口量逐年增加，出口的品种有电光炮、礼

炮、花炮和各种手持烟花近万个品种，并以制作独特、燃烧迅速、爆炸力大、声响光亮、刺激

性强、造型新颖别致、燃放效果奇特而深受世界各地消费者喜爱。远销东南亚、日本、英国、

中东、欧洲等国家和中国港澳地区。

1994 年民族烟花爆竹厂出口创汇 60 万美元，南珠烟花厂出口创 1132 万美元。2002 年民

族厂出口创汇 68 万美元，南珠厂出口创汇 45 万美元。

第四节 船 舶 修 造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境域沿海民间船舶修造业务主要以工头承领，临时召集具有造船技

艺的木工、灰工在临海、临港处修造。



1982 年 4 月，由联合国难民署和中国政府共投资 72 万元（其中联合国难民署 35 万美元，

折合人民币 60 万元，中国政府 12 万元）在华侨公社（今银海区侨港镇）建成北海市华侨渔船

修造厂，同年 5 月开始投入生产。主要修造 20~80 匹马力木质机帆类渔船和 120~350 匹马力

木质渔船。1982 年~1993 年，共修理 20~80 匹马力木质机帆类渔船 150 多艘，建造 30 多艘。

建造 120~350 匹马力木质渔船 10 艘。1993 年，华侨渔船修造厂更新渔船修造设备，自筹资金

新建 1000 吨级船坞 1个，生产能力大增。2002 年，120~350 匹马力木质渔船年建造量达 4艘，

木质渔船修理由 1993 年前的 150 艘增至 200 多艘。

1993 年，全区船舶修造企业 2家，从业人员 132 人。企业总产值 578 万元。2002 年全区

船舶修造企业 3家，从业人员 300 多人，企业总产值 1500 万元。

第五节 制 糖 制 药

制糖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今银海区境域内民间主要采取用耕牛拉动石碾压榨甘蔗，将蔗汁用

大铁锅加温浓缩成糖的方法制糖，俗称“板糖”。

1972 年，北海市在今银海区境内兴建北海糖厂，1973 年 12 月投产，日榨蔗 150 吨，主要

生产赤砂糖。1974 年生产赤砂糖 1133 吨，产值 90 万元，税利 35 万元。1976 年开始扩建 500

吨/日榨厂，1978 年 12 月投产，采用压榨法提汁、亚硫酸法清净工艺，当年产糖 2865 吨，产

值 310 万元，实现税利 80 万元。

20 世纪 80 年代，糖厂将塔式起蔗机改为 10 吨桥式起蔗机，提高撕蔗效率，又从日本引

进先进设备，采用离子交换法先进工艺，增加酵母新产品生产项目，提高经济效益。1988 年，

产糖量 9000 多吨，产值 900 多万元，实现税利 200 多万元。

1992 年 2 月，广西农垦集团在福成镇（当时属合浦县管辖）投资 1.6 亿元建成星星糖厂。

1993 年，全区制糖企业 2家，职工 570 人。总产值 2479.5 万元，实现税利 480 万元。

2005 年，全区制糖企业 1家，职工 520 人，具备日榨蔗量 3500 吨的生产能力。实现工业

总产值 9903 万元，税利 2000 万元。

制药

1988 年，建立北海市兽药厂，生产水针剂、片剂、散剂、口服液、冲剂、添加剂等六大

类 100 多种产品。产品“特效鸡病注射液”荣获第二届全国农业高新科技产品奖，“中华病星”、

“针康”注射液获第六届中国新技术新产品博览会金奖。20 世纪 90 年代开发巨毒水针、清血

巨毒净、清血败毒王、感清等新产品。产品品质优良，安全高效，畅销全国各地，深受广大用

户青睐。2002 年产值 380 万元。

1999 年 2 月，成立北海中联药业有限公司，主要研制开发中成药和西药，产品有：饥消

渴片、小壁碱甲氧苄啶胶囊、叶酸片、鱼腥草素钠片。年生产能力为：胶囊 60000 万粒/年，



压片 30000 万片/年。2002 年产值 230 万元。

2002 年，全区制药企业 3家，职工 180 人。企业总产值 910 万元。

第六节 冷 冻 加 工

银海区濒临北部湾渔场，有丰富的海产品资源。水产品加工业是银海区的一个传统行业。

新中国成立前，渔民用食盐腌制和日晒方法进行鱼品加工。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开始用冷冻方

法对海产品进行加工。

1981 年 6 月，联合国难民署投资 30 万美元在华侨公社（今银海区侨港镇）建成华侨冷冻

厂。冷冻厂冷冻能力 200 吨，日制冰 45 吨，储冰 200 吨，急冻每次 20 吨。主要产品有人造冰

和水产品两大类。水产品主要有各种类急冻虾、蟹和冷藏鱼。产品分出口、内销两种。出口产

品主要销往日本、韩国和中国港、澳、台地区，内销产品主要销往广州、珠海、深圳等地。投

产当年销售收入 164 万元，实现利税 37 万元。1987 年，华侨冷冻厂和华侨渔业公司合并，经

营体制由集体转为私营。当年销售收入 1215 万元，实现利税 210 万元。1988 年获全国乡镇企

业创汇大户“飞龙”奖，1990 年被农业部、经贸部命名为“全国贸工农出口生产基地企业”。

1991~1993 年，市场竞争激烈，公司经营滑坡，经济效益连年亏损。1994 年，公司体制改革，

实行对外发包。

1989 年，侨港镇政府和云南玉溪市粮油贸易公司共同投入资金 269 万元在侨港镇港口路

建成华侨水产综合加工厂。主要产品有对虾、去头虾、琵琶虾、子蟹、蟹块、马鲛鱼、带鱼、

墨鱼片及贝肉等，辅产品为饲料鱼。公司冷藏量 300 吨，日急冻量 25 吨，鱼糜日加工量 10

吨，烘干日加工量 3吨。2005 年公司总产值 3799 万元，实现税利 170 万元。

2001 年 6 月，侨港镇引资 3900 万元在侨港镇海产品加工工业小区内建成拥有进出口自营

权的股份制企业北海钦国冷冻食品有限公司。主要经营冷冻食品加工、人造冰生产销售，水产

品加工种类有 20 多种。2004 年 3 月，公司成立“产品研发部”，专门负责研究开发欧美产品，

先后开发出“生食鱼片”、“带鱼鱼糜糕”、“蒸煮凤尾虾”等新产品，受到海外市场的青睐。同

时，公司还深加工南美白对虾（冻虾仁）、单冻罗非鱼片、煮文蛤肉等养殖水产品。产品 90%

以上销往美国、日本、韩国、欧洲等国家和中国香港地区。主要产品有海鳗片、章鱼、鱿鱼、

虾仁、蟹块、油梭鱼、马头鱼片、鳐鱼片、文蛤、青口贝、罗非鱼片等。2006 年总产值 8001

万元，实现税利 1472 万元。

2006 年，银海区有冷冻加工企业 7 个，从业人员 1300 多人。实现总产值 26 亿元，税利

6000 万元。



第三章 企 业 选 介

第一节 国 有 企 业

竹林盐场

竹林盐场建于 1968 年 7 月，1976 年建成投产，区属全民所有制企业。位于福城镇的竹林、

东村、西村相接处。占地面积 1195 公顷，盐田总面积 1167 公顷，有效生产面积 700 公顷。年

生产能力为 3万吨，总投资为 1412.4 万元。1976~2002 年共产盐 797371.9 吨，最高年份为 1977

年，产量为 54577 吨。2002 年底有职工 848 人，产量为 47687.8 吨，年产值 745 万元，上缴

税金 172 万元。

广西银安天然饮料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银安天然饮料有限责任公司建于 1994 年 8 月，为自治区农垦局投资的全民所有制企

业。该公司位于银海区孙东村，距市区 20 公里，占地面积 150 亩，资产总额 1096 万元，生产

产品有 18.9 升罐装，350 毫升、500 毫升和 600 毫升瓶装“银安”牌天然淡泉水。2002 年“银

安”天然淡泉水获国家绿色食品标志认证，并被评为“广西名牌产品”，产品畅销全国各地。

2002 年，有职工 85 人，年产量为 35653 吨，产值 920 万元，实现税利 171 万元。

第二节 集 体 企 业

北海市南珠花炮厂

北海市南珠花炮厂建于 1993 年，是高德镇政府投资的工业企业。该厂位于高德镇东星村

委松柏岭村，离市区 19 公里，占地面积 24 公顷，建筑面积 3300 平方米，固定资产 200 万元。

工厂设有生产区和生活区，各种水电设施、安全生产设施齐全。主要生产各种烟花爆竹，产品

远销欧美、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2002 年有职工 110 人，年产值 500 万元，出口创汇 45 万美

元。

北海高级建筑陶瓷公司

北海高级建筑陶瓷公司于 1994 年建成投产，为北海市建材工业的龙头企业。公司位于市

广东南路银海区工业园内，为银海区直属集体所有制企业。总投资 1.2 亿元，占地面积 88 亩，

建有生产区和生活区，全套引进意大利唯高公司墙地砖生产线，年产量为 150 万平方米，生产

45×200、200×200、300×300、400×400 等各种系列“冠英”牌花岗瓷质墙地砖，产品各项

性能指标均达到欧盟标准，荣获‘94 中国新技术、新产品交易博览会金奖，远销全国各地（含

香港），并出口美国、加拿大等。1995 年有职工 426 人，50%以上为大中专毕业生，产值 4800

万元。因经营不善，资不抵债，1998 年由重庆涪陵建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租赁经营。

北海信誉陶瓷厂

北海信誉陶瓷厂建于 1992 年，为西塘镇的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企业位于西塘镇大江村



西塘镇工业园内，占地面积 3公顷，投资为 100 万元，生产日用陶瓷和工艺美术陶瓷，年生产

能力为 200 万件。2002 年追加投资 200 万元引进先进的陶瓷流动生产线，并开发新品种——

耐温煲，年产量达 350 万件，年产值达 700 万元，产品远销全国各地（含香港、澳门）和出口

东南亚各国，出口创汇 50 万美元。

第三节 民营和个体企业

北海中联药业有限公司

北海中联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1999 年 2 月，是一家以中成药和西药开发为主，集生

产与加工为一体的外向型民营企业。公司位于市广东南路银海区工业园内，占地面积 4公顷，

总投资 1000 万元。安装有粉碎机、制粒机、混合机、自动胶囊充填机、总混及压片机等先进

设备。年生产能力为胶囊 60000 万粒/年，压片 30000 万片/年。生产的产品有饥消渴片、小壁

碱甲氧苄啶胶囊、叶酸片和鱼腥草素钠片，产品销往全国各地。2002 年有职工 35 人，年产值

为 230 万元。

美联家纺车间一角

北海市强力化肥有限公司

北海市强力化肥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7 年 5 月，属民营企业。公司位于市广东南路银海区

工业园内，占地面积 2.4 公顷，建筑面积 8000 平方米，总投资 1260 万元。建有标准厂房、办

公楼、仓库、宿舍及配套设施，安装有两条先进的团粒、掺混、复混肥生产线。生产的产品有

作物专用复混肥(BB 肥)、颗粒状鸟粪磷肥和颗粒状钨镁鳞肥。年产量 10 万吨。产品“桂强”

牌作物专用复混肥经科技部认定为“中国星火计划名优产品”、“广西乡镇企业名牌产品”，荣

获“2000 年广西创三新金奖”、“2001 年中国西部大开发产品金奖”。2002 年有职工 65 人，年

产值 1847 万元。

北海市兽药厂

北海市兽药厂建于 1988 年，属民营企业。工厂位于市北京路与北海大道交汇处的东南侧，

厂区占地面积 1.3 公顷，固定资产 3800 万元。生产有水针剂、片剂、散剂、口服液、冲剂、

添加剂等六大类 100 多种产品。产品“特效鸡病注射液”荣获第二届全国农业高新科技产品奖，



“中华病星”、“针康”注射液获第六届中国新技术新产品博览会金奖。并开发巨毒水针、清血

巨毒净、清血败毒王、感清等新产品。产品品质优良，安全高效，畅销全国各地，深受广大用

户青睐。2002 年从业人员 75 人，年产值 380 万元。

北海市包家砖厂

包家砖厂建于 1985 年，是北海市规模最大的红砖生产企业，属民营企业。企业设有六个

分厂在市郊的包家村、三合口、马栏等地。企业固定资产 1500 万元，拥有进口挖掘机 2 台，

东风翻斗车 12 辆，推土机 16 台。企业生产的“钻石”牌红砖，连续四年在全国墙体屋面材料

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检查中获“优等达标”称号。开发生产的烧结多孔新型墙体材料砖，具有节

土节能，轻质高强，隔音防噪，隔热保温，抗震防潮等特点，深受广大用户的欢迎。产品占北

海市区销量的 70%，还销往合浦、浦北等地。2002 年，企业有员工 630 人，产量为 13000 万块，

年产值 2600 万元，上交税金 120 万元。

第四节 外 资 企 业

北海昌辉保健品有限公司 2002 年由台湾商人投资兴办。是一家从事生产保健药酒类的外

资企业，生产中高档保健酒，年产量 200 吨，产值达到 200 万美元。公司现有职工 35 人。

北海富泽针织有限公司 为台湾商人投资兴建，是一家从事生产轻纺产品为主的外资企业，

生产中高档纺织产品。产品以外销为主，主要销往欧美、日本等国。年产值达 400 万美元。

庆丰养殖场 为台资企业，位于西塘镇关井村，建于 1998 年，投资总额 500 万元，企业

占地面积 700 亩，职工 100 人。主要从事养殖中华鳖，年产值 350 万元，是银海区乃至北海市

较大的台资企业之一。

第四章 工 业 园

银海区（原郊区）党委、政府 1992 年投资兴建郊区乡镇企业园(1995 年改称银海区工业

园，又名银滩工业园)。

工业园位于北海市广东南路大江林场东南侧，占地 44 公顷，交通便捷，距北海市区中心

5 公里、北海火车站 3 公里、北海港口 8 公里、北海机场 25 公里。园区内规划为 8 个小区，

主干道东西走向长 1100 米、宽 40 米，南北走向为 3条支路宽 20 米。

区政府先后投放 4169 万元用于园区的征地、基础配套设施建设。至 1994 年底，已完成园

区的“七通一平”，即场地基本平整、开通道路、供水、供电、排水、排污、通讯、有线电视。

1993 年市规划局先后给园区发放用地界限红线图、供水供电网红线图。同年 8 月，区政

府与市土地局正式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借助 1992 年、1993 年北海大开放、大开发

的强势，区委、区政府通过招商引资，工业园先后引进海力神保健食品厂、智能达工艺品厂、

卫生洁具厂、电话机厂、北海西湖科能公司、北海富泽针织厂、北海中联药业公司等一批项目。



1994 年园区共引进项目 18 个，并成立银海区乡镇企业园发展中心。同年 8月，园区被农

业部命名为“全国乡镇企业东西合作示范园区”。由于受国家经济宏观调控影响，加之企业内

部缺乏有效和科学的管理，至 1997 年底，大部分项目已停产、停建。为盘活现有资产、减少

资产流失，1998 年后，银海区党委、政府加强工业园的建设，通过转让、租赁等方式，成功

引进部分企业，盘活闲置资产。2002 年在生产企业有：中联药业公司、西湖科能公司、富泽

针织厂、BB 肥厂、肥力高公司、永泰水产品药厂、涪陵建陶公司等 7 家企业，固定资产投资

达 2.5 亿元，年产值达 5000 多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