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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气衙
冶金机械志记述冶盆：·戈工业沿革，上溯清成丰二年(1852

年)，下至1987年．历史跨度为135年。编修冶金机械志涉及的大

小企业523家，著录的主要企业300余家．分属中央、省、市、区、县

44个部门l按产品行业分类．除冶金、机电部门外．尚有属于其他

部门的轻工，纺织，化工，交通邮电．印刷，建筑建材，医药等，共16

大门类；其中已形成为长沙支住产业的机械工业，成批量生产的产

品有2000杂种，规格2万多个，其中汽车电器、大型水泵、插拉刨

锯机床、实验室仪器等已成为全国生产技术中心l列为部、省重点

的大、中型企业有43家；涉及的企业分布面广．涉及的行业比较复

杂庞大。
‘

冶金机械工业志由市冶垒机械局牵头，有机床工业公司、汽车

工业公司及行业骨干企业领导同志参加的“编纂委员会”组织编

修。先按冶金、机床工具、重型通用、电机器材及锅炉、农机及动力、

汽车工业、仪器仪表、专用机械等行业编修行业志稿，并写出军工

生产、工艺专业专记．再迸行总纂。自1986年6月开始，至1992年

5月，历时遍6年．始竞其事。

冶垒机械工业志翔实地记述了晚清、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

回后、长沙冶壶机械工业发展的历程。特别是建国后，在原来极为

薄弱落后的基础上，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由落后到走向先进，发展

成为长沙的支柱产业、成为全省机械工业的主要基地的历程。从这

些史实中，可以悟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可以看到长沙工人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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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焕发出来的巨大力量；

可以体会到胜利和挫折、成功和失误的经验；在存史、资活和教化

上，起到其应有的作用。 ．

冶金机械志的编修能得以克服诸多困难毕成其事，有赖于各

级党政领导的重视与支持，也有赖于240多位参加修志工作的同

志，特别是作为其中主体力量的、在冶金机械业工作多年、为冶金

机械工业的发展奉献过力量的老同志，有赖于他们为修志不辞辛

劳，默默耕耘；不求闻达，功在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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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原为《长沙市志》的一个专业志，按长沙市经委批示，

以长沙市冶金机械工业局为主，长沙汽车工业公司、长沙机床工业

公司配合。并吸收骨干厂组成编纂委员会。凡地区境内冶金和机械

制造企业，不论隶属概行收录。先以稿本印行，交《市志》审核。

二、断限。近代冶金和机械工业起于清末，为旧志所无，但自古

已有传统冶金术和简单机械。本志于概述起首略溯往古，近代叙事

始于清成丰二年(1852)，限于1987年。统计表数据，主要来自统计

局，结合冶金机械局档案和企业调查报表。个别重大事项或未竣工

程，适当下延，或略估其未了工作量。

三、全志结构，由概述、行业、专记、管理机构及卷首卷尾等组

成。行业分八章，依次为：冶金工业、重型通用机械、机床工具、电机

器材及锅炉、农机及动力、汽车工业、仪器仪表、专用机械等制造

业。专记有：热n-Y-工艺、军工动员生产线。

四、卷首列本志编纂委员会成员和编审人员名单，收载序言、

凡例、篇目等。图表分附于章节末尾。卷尾列：修志始末、后记。

五、行业划分，一般根据主管部门历来划分的自然行业分章。

动力机不限于农机配套而归口农机行业，唯汽车发动机属汽车行

业。汽车和机床用电器分别纳入汽车和机床行业。仪表用机床、电

机电器及元件均入仪表行业。电影及文化办公机械品类较少，纳入

仪表行业。重型矿山机械、风机、泵类、阀门、轴承、标准件等，各自

分立则企业较少，共归一章。

六、行业各章，列小序及沿革、产品、技术、企业各节。序为总

括，纵具阶段，横陈现状。沿革叙行业发展演变，于起伏转折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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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教训。产品分目条叙品类发展及能力规模、性状水平等。技术

分目列述主要成果及工艺发展。企业选介主妥厂现状．重在经营特

色。骨干厂早期历史，具见沿革节。

七、采撰叙事．务求审慎。录远唯谨，记近求实。文疑则阀，不事

夸饰。因果规律。命题较大．既难说清，不宜武断．只在概述、章序、

沿革中．尽可能摆清情况．就发展演变理清头绪．让读者就史事进

程中窥探端倪。

八、文体、标题、名称、计数等，按《长沙市志》行文通则规定，不

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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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一)
长沙古属楚国南境，春秋时已有铁耕①，并以铁剑锋利著称@，

有楚墓出土物足证@。西汉初，与南粤关市铁器，即经由长沙国o。

唐于湖南置盐铁巡院，潭州置监鼓铸。宋予荆湖路置监铸铁钱，在

潭州浏阳设场，以胆水浸铁取铜。明初设宝泉局，禁私采私铸固。清

代始听民采取，纳税于官，铜铁铅锡输省供京，宝南钱局资以鼓

铸@。明代，民间铁冶手工场始作铁木机械。清末，洋务派倡议“师

西法以图强，振工商以获利。”咸同问，开始兴办冶金与机械工业。

冶铸初由官办，咸丰二年(1852)，湖南巡抚骆秉章创长沙火药

局于留芳岭。四年，令绅士黄冕监造铁蜘．年可数百尊④。光绪二十

二年(1896年)，巡抚陈宝箴奏准设湖南II『。务总局于长沙，水口山、

锡矿l山没分局．初为官督商办，铅锌锑矿概经总局转售洋商或出口

商@。同年，矿商呈准自由发卖提炼，有粤商黄某组大成公司，次年

长沙朱雨田、汪贻书等组湘裕炼厂，均设于灵官渡，以土法炼生锑。

三十四年(1908)，湘潭梁焕奎兄弟集股银60万两，将益阳久通锑

矿扩充为华昌炼锑公司，设厂于长沙西湖侨。并购得法国海伦希特

(Harenschidt)技术．以益阳板溪的低成分矿砂提炼纯锑@。年内，

巡抚岑春羹委徐懋儒、田芸生等筹办湖南黑铅炼厂于六铺街，采西

法冶炼，宣统元年(1909)开工9。民国9年(1920)，华昌公司亏损

停办。1924年，官办的炼铅厂改为商办，1928年复归官办。1930

年，月产“四九”铅400余吨，为我国首产纯铅袖。1932年，省建设厅

与军政部合办湖南炼锌厂于三汊矾。两年建成，月炼毛砂300吨，

年产粗锌近百吨，时为国内唯一新法炼锌厂o。1938年，铅锌两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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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迁常宁松柏。1942年，锌厂又在三汉矶建碾片部，’月产35吨左

右。1944年再次疏散，1946年在三汊矶重建锌厂。另有湖南锑品

制造厂，1938年建于零凌，旋迁四川，1946年迁长沙，就炼铅厂旧

址设炉，月产锑白30吨、合金和焊锡各20吨，及锑红、锑黄等螃。

机械■业始由官创。商绅相继兴办。光绪元年(1875)，设湖南

机器局建枪厂于长沙，仿洋式造后膛枪及开花炮，试演如法。至次

年十月耗银二万二千余两，巡抚王文韶专摺奏销未准．遂停办。o

二十二年(1896)，王先谦、黄自元、张雨珊等，集股银5000两，创湖

南盅苦成机器制造公司，主产织辫机，三年告亏停业8。继起的有；

二十四年．陈万利机器厂造石印机；二十六年，裕湘荣机器厂以手

摇车钻，承修轮船机件。宣统元年(1909)，梁啸岚、郭石岑合办和丰

翻砂厂。民国元年(1912)，南京人韩启德开办的发昌、宁波籍的王

全美记，均营矿山机械和轮船机件修理，兼制蒸汽机、面粉机等。此

后增设的机器修制业有张桂记、南阳等。机械翻砂业有倪茂昌、老

和记等。至1917年共十余家，资本总额约2000银元，年产值亦如

此数。北伐胜利，开业增多，1930年成立机器业同业公会，至1936

年共40户，其中：机修20户、汽修及配件6户、冷作红炉6户、翻

砂5户、木摸3户。共有员工434人，资本23．15万银元，年产值约

45．甲万元。够
。

官办机械厂于民国元年再次创办。督署首设湖南金工厂，旋改

湖南兵工厂。主产枪械、马刀o。1928年改名民生工厂转产民品，有

黑油动力、蒸汽机、水泵、米机、印机等，月产值约银元2万。辞1932

年定名湖南宙机械厂。同年，省公路局创办汽车修理总厂。1934年

两厂合办，分别称为湖南省机械厂一厂、二厂o。1936年共261人，

资本36万银元，年产值67万银元咎。其时。省营和民营机器业厂

数、资本、年产值合占全市工业的百分比分别为16。4、10、8。4。

抗日战争爆发，1938年长沙“文夕大火”后，省营两厂分迁祁

阳、永兴等地，各复原名。民营厂家多数停歇。1943年前后，战局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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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民营机器业又有发展。1944年1月统计，开业97家，员工共约

1100人；5月增至146家、2000多入，多为汽车、轮船、采矿、碾米、

纺织等行业的机修服务o。1944年长沙沦陷，民营厂多数再次停

歇。抗日战争胜利后．新建公营工厂3家：交通部长沙汽车修理厂，

原有员工577人．1949年7月缩减至180人，改产汽车配件；救济

总署办的中国农业机械公司长沙分公司，员工不满百人，生产打稻

机等；另有农业机械垦殖处修理组，仅十余人。民营厂也渐次复业，

1949年1月统计有146家，规模较大的有德昌、亨记、汉德、张桂

记、新华煤气机厂、中国铁工厂等。员工多者90人，少者40人。其

余小厂则仅有二、三人至十余入不等。共有资金折合34万银元，员

工1150人，拥有皮带机床342台(车145、刨57、铣26、钻114)、电

机64台、化铁炉4l座。 ，

由于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经济状况日益恶化，至长沙解放前

夕．基础薄弱落后的冶金、机械行业大多数工厂处于停工半停工状

态，处境十分困难。 ·

(二)

中华人民共和围建立后．长沙市冶金和机械工业经历了恢复

发展、曲折前进、改革发展3个阶段，有了很大进展。1949年末。仅

有围营冶金企业2户、机械业3户(另私营194户)，产值534万元

(冶110万、机424万)。1987年，共有冶金业65户、机械业523

户．产值共16．06亿元，增长300倍。其中：冶金2．4l亿元，机械

13．65亿元，分别增长219倍和322倍。

一、恢复发展阶段：

三年恢复时期：冶金工业接管炼锌和锑品两厂恢复生产，并于

1952年瓤建钨品加工厂。年末3厂共958人、固定资产130万元，

总产值1015万元。另有私营锰粉业5户71人，个体手工业7户36

人，总产值共153万元。o机做工业接管湖南省机械厂(农业机械

公司并入)、长沙汽车配件厂(省公路局修配总厂并入)，恢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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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先后组建长沙机械厂、新生机械厂。公私合营建湘机械厂等12

个工厂，共职工3272人。私营机械业1949年登记复业194户，共

员工1100余人，资金40万元。政府贯彻“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

予以扶持，1952年发展到267户1591人。1952年末，公私企业

279家(其中，国营和合营12家)，职工8305人，固定资产原值785

万元，工业总产值1878万元。@

“一五”计划期间．长沙虽属维护城市，无重点工业建设项目，

仍贯彻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精神，依托原有公私企业，多方筹措资

金，逐步扩建改建，取得稳步发展。

冶金工业，锑品厂转产矿山机械，i953年．迁并于衡阳，余下炼

锌、钨品两厂仍有发展。1956年锰粉业组建公私合营振大矿石粉

厂，外加手工冶炼社2户。1957年，公私5户共职工504人，固定

资产215万元，工业总产值1693万元咎。

机械工业发展较快，国营湖南机械厂扩建为长沙机床厂，长沙

汽车配件厂改建为长沙汽车电器厂，建湘机械厂扩建为湖南农业

机械厂，长沙机械厂改建为长沙水泵厂，新生机械厂也进行了扩

建。私营企业逐步改组合营。1954年90多家小厂组成12个较大

厂家。次年，全部私营企业合并为65户。公私合营同步进行，1954

年组成公私合营中亚机械厂作为试点，次年又有公私合营长沙船

舶厂。1956年1月。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随后按照“统筹安排、生

产改组、按业改造”的方针，将65户分类规划，并划拨手工业29

户。归并为长沙电机厂及正圆、中亚、群众、型铸等20个公私合营

厂，在册职工1888人，加私方316人共2204人。并将金属品手工

业组成55个生产社孕。 。

三年经济恢复和“一五”建设时期，国营和公私合营机械企业

共投资1294万元．进行改建、扩建。到1957年末，计有企业8l户

(国营36户)，职工15028人，固定资产原值2745万元，工业总产

值5846万元。主要产品产量：水泵1875台、机床636台、电动机

l】



0．13万千瓦、变压器1．06万千伏安、工业锅炉19台／18蒸吨、活

塞环65万片、活塞1．53万只8。

二、曲折前进阶段：

1958年至1978年的20年间，冶金和机械工业经历了两次起

伏、硅fI折。

三年“大跃进”及其后的调整是一次大的起伏．1958年，贯彻

“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方针，长沙市成立重工业局，一手抓钢铁

挂帅，一手抓机械先行。

冶金工业主要是黑色冶金全面大上，未经矿产资源勘探和科

学论证，盲目兴建东风钢厂、长沙铁厂、莲花铁矿、跳马煤矿等8个

厂矿。矿石粉厂转为地方国营增加白云石生产。另在7家机械厂

建立炼钢车间。从采矿、冶炼到辅料、机修，试图自成体系。至1960

年共有小高炉16座、转炉7l座、轧钢机3套、焦炉3组6套，以及

重力选矿场等．由于资源缺乏，加之生产技术管理落后，浪费损失

巨大。1958至1960三年仅产生铁25，862吨、钢45409吨(未计土

铁土钢)、钢材48．425吨，且生产难以为继。不计巨额投资损失，促

三年阏炼钢亏损即达4，000余万元。至于大炼钢铁群众运动蠢’上

炉万座，浪赞损失更难以计算。在有色金属工业方面，新建长’户铝

厂、金属压延厂，钨品厂改建为国营六0二厂，炼锌厂维持规漠。三

年产电解铝608吨、锌块9790吨。

机敞工业全面大上。省属系统新建长沙重型机床厂、拖拉机

厂。市属系统新建扩建8个主导厂：除原有长沙机床厂、长沙水泵

厂、湖南农业机械厂外，正圆、锅炉、电机、群众、化机等5个公私合

营厂转为国营。又将几个合作社升格，扩建为轴承、标准件、电表、

电器、葫力配件等5个辅助厂。其他厂也竞相扩充。市重工业局所

属各厂，仅水泵、鼓风机、轴承、电机、锅炉、汽轮机(群众)等6厂，

计划投资即达10305万元。规模过大，战线过长，造成资金不足，材

料紧缺，至1960年全局基建投资仅完成2441万元，以致新建r扩建
12



项目大多成为“半拉子”工程，竣工投产不多。重型机床厂三年投资

2000万元，仍未形成能力，造成设备闲置。湖南拖拉机厂耗资300

余万元，后被迫停建。为扩建配套，随意将一些修配社升格，还挤掉

一些传统小五金产品和修配服务业务。同时，盲目定高生产指标．

一度产生粗制滥造、大量返工报废现象．全省开展万台机床运动，

长沙承担千台任务，于是任意简化结构、以求速效。4家主要厂3年

出产4131台，返修量很大l一些修配厂争相生产土简机床。不堪作

正规设备使用．湖南农业机械厂未经试制鉴定，成批生产4160、

6160型煤气机，功率不足起动不了，690台全部收回报废。电动机、

变压器、开关板任意改代材料，返修报废损失也大。

在大上的基础上，1960年末冶金和机械工业企业增至218

个。其中，冶金企业20+个，职工10768人。机械工业198家，共职

工33073人，拥有金切机床3428台，锻压设备417台，固定资产原

值10069万元够。．

1961年，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开始进行

两年调整巩固工作．

冶金工业以关停为主，大幅度压缩黑色冶金，关停新建的8个

厂矿，转炉炼钢下马．铝厂暂停生产。保留企业12个。减少职工

8250人，1962年末实有2518人。冶金工业总产值回降至1362万

元。

机械工业以并转为主。省届湖南农业机械厂停止扩建。调整为

湖南动力机厂；重型机床厂调整为长沙矿山通用机器厂；新生机械

厂与新生电机厂合并为新生机电厂(1964年又分为湖南机床厂与

湖南开关厂)。市属企业分三类调整：水泵、正圆、拖配、探矿、化机、

电机、轴承等厂列为必保(前五厂由市上收归省)l任务不足的分别

关停并转：关并的有型铸、空压机两厂；转向的有继电器、无线电元

件等17厂。电表、一电器社、二标准件、二机械厂、农机配件、动力

修配等厂转回手工业联社．1962年末尚有企业237个，职工29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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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减少3536人，固定资产原值12326万元，工业总产值11327万

元，比1957年增长93％喾。 ．

1963年，开始进一步调整，主要是充实提高工作。冶金工业，

着重巩固提高铝厂生产，并充实其他有色冶金企业。铝厂小规模恢

复生产．年产铝锭240吨。六0二厂改建为有色金属加工厂，1964

年达到铜铝棒管材2000吨规模。长沙冶炼厂恢复再生铜冶炼。

．机械工业，着重对调整保留的企业续建扫尾。先必保后一般，

填平补齐，成龙配套。部省属企业获得较多的拨款，市属企业也获

得技术改造费738万元。续建形成生产能力的主要企业有：长沙汽

车电器厂、长沙矿山通用机器厂、长沙机床厂、长沙水泵厂、湖南动

力机厂、湖南机床厂、湖南开关厂、长沙正圆动力配件厂、长沙拖拉

机配件厂、长沙鼓风机厂、长沙电机厂、长沙锅炉厂、长沙轴承厂、

长沙．化工机械厂等。尊长沙机械工业由此获得进一步发展的可靠

基础。

经三年充实提高，1965年共有冶金工业企业15家(有色9、黑

色3、耐火材料和机修3)，职工3043人，工业总产值增至4250万

元。主要产品产量(吨)：铝780、锌4283、铅253、精铜101、铝材

1703、钢1654、钢材14705、钨精矿607、锰粉9643。机械工业企业

269个(县届以上89个)．共有职工4¨01人，固定资产原值增至

14977万元，工业总产值增至18179万元。主要产品产量：水泵

1563台、风机110l台、机床865台、电动机5．72万千瓦、变压器

0．72万千伏安、轴承3l万套、工业锅炉271台／332蒸吨、活塞

13．31万只、活塞环274万片。∞

第二次曲折为“文革”十年动乱，及其结束后的起伏。1966年

“文化大革命”开始，批判“管卡压”，破坏管理制度，冶金、机械工业

受到严重冲击，生产一度停滞。直至1969年，虽全国性动乱仍在继

续，但省市及企业各级领导和群众力排干扰，逐步恢复生产。1970

年稍有转机，中共湖南省委提出“十年建成工业省”，“1980年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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