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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J 吾

“史重在鉴，志重在用”，是我国历史史志工作者编纂史

志的基本原则；修编《济南纺织工业志》(第二卷)(以下简称

《二卷》)也是适应经济飞速发展和加快发展的需要。改革

开放以来，特别是1985年以来，济南纺织工业经历了深化

改革、结构调整、重组发展的各个阶段，迫切需要我们及时

把历史过程、建设成就和发展经验记录下来，留存青史，更

好地服务于当代，垂鉴后世o

《二卷》以翔实的资料，充阔的内容，实事求是的态度，

采取图文并茂的形式，用13章35节、30万字、200余幅的

精美照片，客观地记录了1986年至2002年济南纺织工业

这段发展的历史。在此期间，济南纺织工业经历了我国由

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的过程。人们的思想观

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组织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等方

面调整取得较大进展，企业的竞争能力逐步增强；经济总量

翻了一番，销售收入、实现利税、出口创汇在济南工业经济

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产业外向度明显增强，涉及到产业

自身的各个领域；充分发挥“地租级差”效应，创办了各具特

色的专业市场；采取多种形式和渠道，分流安置下岗职工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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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基本保持了行业职工的稳定。凡此种种，可以说是济

南纺织人“二次创业”的成果；是开拓进取、团结协作的结

晶；也是讴歌广大干部职工站在改革开放的前列，积极探

索、乐于奉献的史诗。

《二卷》力求遵照编纂程序，忠实历史资料，时限讲究广

泛，而严格规范地完成了编纂和出版任务。由于诸多因素

所限，本卷错讹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各级领导、各位专家和

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本志断限，从1986年至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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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 罗

济南纺织工业历史悠久，从有记载的1877年初始至

1985年的发展过程，已经在《济南纺织工业志》(第一卷)中

作了详尽的回顾和描述。编史为历代所倡导。因此，系统

续修1986---2002年纺织工业改革开放的辉煌历史进程，是

历史赋予我们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从2001年11月开

始，我们就集中了人力、物力，加快了《济南纺织工业志》(第

二卷)(以下简称《二卷》)的编辑工作。经过编辑人员的勤

奋笔耕，有关部门、企业的通力协作和大力支持，历时三载

合力纂成这部《二卷》o在此，我代表济南市纺织工业协会

向纺织工业战线上的广大干部职工表示衷心地感谢!向为

该书编辑出版做出贡献的人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二卷》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指导，浓笔重彩而客

观地记述了济南纺织工业17年艰苦创业的战斗历程：经济

总量不断扩大，期内人均产值增长了34．33倍；深化改革取

得较大进展，先后对33户企业进行整合，14家企业实行兼

并破产，实现了集团化、股份制的体制转变，并培育了一批

支撑纺织发展的优势企业；外经外贸硕果累累，先后创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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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资企业29户，利用外资1．54亿美元，期内出口创汇增长

2．1倍；技改和基建投入不断加大，期内投资总额达到36．

62亿元，其中技改投资13．75亿元；三产发展也十分迅速，

先后建立专业批发市场12个，年商品交易额达到30亿元

以上；实施再就业工程成效斐然，使1万余名下岗职工重新

就业。本志表明，只有在实践中创造出辉煌的成就，才能在

志书中留下灿烂的华章。可以说，17年的发展史无不凝聚

着广大干部职工的热情、心血和汗水。

《二卷》与《一卷》一样，起着鉴史知今、启迪未来的作

用。志书是决策的参考，为各级领导提供决策、研究的借鉴

和依据；志书是宣传的窗口，使之成为了解纺织、研究纺织

的一本教材；志书是历史的传承，可为当代和后人积累资

料，记录历史，承前启后，重垂后世。我们正处在一个前无

古人的伟大时代。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的奋斗目标，市委、市政府提出了“工业强市”的发展战略，

以及建设培育“石化一化纤一纺织服装产业链”的总体要

求，“济南纺织人”以此为目标，理应创造和续写无愧于前

人、造福今人、惠及后世的丰硕成果。我深信，在市委、市政

府的正确领导下，济南纺织行业的广大干部职工一定会励

精图治、同心同德，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这一奉献

的产业发展中，立足岗位，干事创业，继续描绘出更加壮丽

的篇章，为促进济南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再立新功。让我们

大家一起期待着。
‘

《二卷》出版问世是纺织工业的一件大事，“存史，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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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化，育人”。由衷欣慰，谨书此文，仅以为序。

本文提序者为济南市纺织工业协会会长，《济南纺织工

业志》(第二卷)编纂工作领导小组主任。

篇嗡纺毅r班玺f1一罄√．嗄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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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综 述

“七五”以来的十七年间，济南纺织工业认真贯彻落实

党的方针政策，按照市委、市政府的工作部署，以产权制度

改革为主线，以结构调整为重点，深化改革，转换机制；减量

增效，加强技改；引资重组，外向发展；强化管理，提高素质，

使经济规模不断扩大，总体实力不断增强，经济效益不断提

高，基本形成了行业结构比较合理，技术结构比较先进，企

业结构优化集中，经济实力较为雄厚的工业体系。据统计，

至2002年，共完成基建技改投资372173万元，其中基建投

资229190万元，技改投资142983万元。到2001年，行业固

定资产原值为905352万元，比1985年增长了24．75倍；工

业总产值完成317215万元，比1985年增长了2．46倍；4L纤

产量为61140吨，比1985年增长了11．95倍；服装产量为

2776万件，比1985年翻了一番。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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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纺织工业概况

一、企业组织、人员结构情况

1986年，济南纺织工业(系统内，下同)共有工业企业

36家；事业单位3家，其中纺织学校2家(中等专业学校1

家，职工学校1家)，科研机构1家；从业人员55836人。至

2002年底，济南纺织工业共有工业企业42家；事业单位2

家，其中纺织中等专业学校1家，科研机构1家；从业人员

37839人。行业结构及企业结构变化情况见下表：

表一 1985年济南纺织行业结构状况

企业 企业性质 企业规模 ．

行业
家数 国营 集体 大 由 小

●

棉纺织 18 8 10 9 9

印染 3 2 l l l l

针织 8 2 6 l 7
’

复制 13 2 11 l 12

毛纺织 6 2 4 2 4

麻纺织 l 1 l

化学纤维 2 2 2

丝织 l 1 l

合计 52 19 33 l 15 36

。鑫臻髯帝；臻壤霪壤q罐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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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1990年济南纺织行业结构状况

企业 企业性质 企业规模
行业

家数 国营 集体 其他 大 由 小

棉纺织 26 16 10 5 7 14

印染 3 2 l 1 l l

针织 7 l 6 1 6

复制 7 1 5 1 l 6

毛纺织 3 2 l 2 l

化学纤维 2 2 l l

纺专设备制造 2 l l 2

合计 50 25 24 l 6 13 3l

表三 2000年济南纺织行业结构状况

企业
经济类型

行业 有限 股份 港澳 外商
家数 国有 集体 股份 联营 责任 有限 厶 投资口

棉纺织 26 l l 2 4 1l 7

印染 2 l l

针织 7 1 4 2

复制 5 l l 2 l

毛纺织 l l

化学纤维 3 l 1 l

纺专设备制造 2 l l

合计 46 2 2 2 2 6 l 19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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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产规模

1986年，系统内拥有棉纺锭317368枚，气流纺锭3600

头，线锭92512枚，棉精梳机76台；织布机7825台；毛纺锭

11340枚，毛织机116台；化纤纺丝机115台；印染布18000

万米；针棉织品折用纱量7453吨。

到2002年，系统内拥有棉纺锭48．7万枚；气流纺锭

7264头；棉精梳机104台；织布机4703台；毛纺锭6336枚，

毛织机108台；化纤纺丝能力422台28套；印染布达到

3025万米，针棉织品折用纱量4810吨。

一

三、主要经济指标

1986年，系统内完成工业总产值108199万元(1980年

不变价)，实现利税13223万元。到2002年，完成工业总产

值337139万元(1990年不变价)，实现利税5491万元，出口

创汇为7379万美元。

表四 1985年至2002年济南纺织工业

经济指标、固定资产变化情况

固定资产原值 职工人数 工业总产值不 利税总额
年份

(万元) (人) 变价(万元) (万元)

1985 35155 44806 们‘262 1845l

1986 44289 55836 108199 13303

1987 50584 63876 123010 14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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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固定资产原值 职工人数 工业总产值不 利税总额
年份

(万元) (人) 变价(万元) (万元)

1,988 5‘册 66242 138480 14765

1989 71392 63920 13鳓 13100

1990 ＆6510 70117 152120 5710

1991 92143 便}246 1901617 4518

19912 991236 6{1549 218069 854

1993 27鲫 62416 ．237198 一18985

19914 3c晓203 绷l 23州 、一2934

19915 314900 5()2舳 231582 10992

1996 414799 孓I篾Io 2，绉274 7266

1997 527848 51889 285191 12355

199曝 515848 4：嬲 2150|2t；4 14765

1999 581637 46524 273686 1261

2000 518’70 41857 嬲35 18182

200l 905352 31354 317215 18565

2002 37839 337139 6586

从上表情况看，工业总产值呈逐年增长态势，利税指标

起伏较大。其主要原因在于：从全国纺织工业情况分析，存

在低水平重复建设及总量过大问题，造成主要生产原料价

格上涨，直接影响了经济效益。从系统内部分析，主要存在

结构性的突出问题，这正是17年来济南纺织工业深化改

革、加快调整的重点。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