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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U 目

一、编辑{(I匹t Jll省机械工业大事记》(以下简称《大事记》)的目的：一为编纂《四JII

省志‘机械工业志》提供比较重大事情的有关资料及索引，二为建立历史档案，通过《大事

记》如实反映出I匹I Jll机械工业生产建设发展的历程，勾画出四川机械工业历史的脉络和轮

廓，．提供进一步深入调查研究的线索．

二，编辑《大事记》的原则：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贯彻《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

史问题的决议》精神，根据各个时期机械工业的历史实事，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加以记述。

三、编辑《大事记)>涉及的业务范围：根据管理机构时有分合的变化情况，按照机械工

业部门当时归口管理的业务范围，加以搜集。如建国后的川东、川南、川西、川北行署区工

商厅，工业厅，重庆市企业局，工业局，省工业厅，省重工业厅、省机械工业厅、省农业机

械厅等有关重大事情，均搜集在本Ⅸ大事记》之中．建国前的机械工业重大事情，也略有记

述。

四、编辑《大事记》的体例：基本上按编年史的要求，进行综合整理。即按年，月、日

先后排列，一事一条，精简扼要，一般不论述，但事与事之间力求前后照应，首尾关联．

’五、编辑《大事记》主要资料来源：从本厅档案室资料中查录，从I匹tJII省和重庆市档案

馆有关档案资料中查录’从IN JII省图书馆有关报刊史料中查录，从本系统有关厂志(史)及

有关资料中查录，从一些老同志回忆记录。在通过多渠道的查考过程中，如发现资料有矛盾

之处，则以搜集原始资料为依据进行整理。

六、编辑《大事记》的内容：凡涉及到四川机械工业的历史建制沿革，重要的方针政

策，重大的措施、改革’突出的生产成就，创造发明，重要、知名人物的活动等，均有所收

录。

另外，对全省民用机械工业诸如抗日战争时期的迁JilT-厂，全川解放时的私营工厂，三

线建设时期的内迁、新建、扩建工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获奖科技成果项目夤优质奖

产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项目，以及建国后机电产品历年出口援外统计，历届省以上劳动模

范及先进企业名录等，也收录在《四川省机械工业大事记》附录之中。

七、《大事记》的编辑，采取采编结合，按照历史阶段划分，由省机械厅《机械志》

编辑室编辑，但由于受水平和掌握的资料所限，错漏在所难免．希望读者予以指正．《大事

记》系内部资科，请勿翻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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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k七七年 (先绪三年>

，12月 清洋务派官僚丁宝桢1=1s_：'6年从山尔籀迂四川总督后，因惑子jl‘中各营所需枪炮

来源不易，枪峨的修理亦难，即拟筹办机器局。特奏if；凋原山东机器局技术要员曾昭吉来J|I，j

并招聘邬分技术人爨，经奏准创漫“四川机器局”，子成都东门内珙背桥处兴建厂房。所需
经费，本着不用围家正款，仅予P--q Jil土货厘金项下泼用，厦金不敷，再由盐茶引肛票项下拨

给补助。派曾昭占专程赴上海洽商洋厅购买重耍机器敛十件，其余所需饥嚣均由局中自制。

委派夏时，劳文翱为总理局务(即总办)，委丁世彬会同办理(1j{j会力、)，曾昭吉为制造

委员。1878年3月，局房造成，机器安装就绪，旋即开工生产枪炮及修理枪械，开创了我省

第一个机器制造工厂．

--]k七九年 (光绪五年)

四川机器局为解决生产制造中耗煤量大的问题，丁宝桢待商与曾昭吉。曾经数月钻研，

试莉成功水轮机器，称之谓“水轮机黟。借成都东门金水河河水落差冲击水轮机以发动机器，

作局中生产动力．其用水仅三，五寸，可敌二十匹马力锅炉，日可省煤二千数百斤，’年甸

省煤银四千余两。
。

‘ 一

一八八O年 (‘光绪六年)

11月i0日 四川机器局因制造炮弹日增，为求火药自给，予成都南门外古家坝动工兴建

火药局．1881年舂建成。 ，

--．IkP＼七年 (光缭十三年) ．1

’’

11月15日 丁宝桢卒于任止后，刘秉璋继任p_qJli总督，掌管四川机器局。刘总督因整顿机

器局，检查局中生产的枪枝弹药，发现局中生产的后膛枪质量低劣，不能充弼：遂奏请机嚣局停

止生产后膛枪，改为专门生产铜帽，后门枪弹，炮弹，火药等。以其生产枪炮的经费购买洋枪。
‘

一八九一年 (光绪十七年)。4

3月i日 根据中英《烟台条约续增专条》规定，重庆设立了海关，正式开埠通商。
。 --Jk九五年‘‘(光绪=十一年) ， 。

．4月17'日 根据中日((马关条约》规定，允许日本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工厂，并开沙

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

一八九六年 (光绪二十=年) ，

‘
一

四川总督鹿传霖奏准创设银元局，就机器局内余地建筑厂房，1898年落成。1899年，因

奉命各省银元改归鄂粤代铸，川厂乃饽；．1901年川督奎俊始恢复银元局，并添置专用机器铸

造七二银元。 。，

一八九八年 (光绪二十四年)
i

四川总督鹿传霖将“四川机器局一改名为_成都机器局移．
、 一九OO年 (光绪=十六年) ．、 ，‘

_成都机器局添置蒸汽机两部，局中由水力改为以蒸汽机作动力。
一九O二年 (光绪二十八年) ．、’

重庆铜元局开始筹建，1905年全部落成。厂址设南岸苏家坝，占地近二百亩。在英国和

德国购回机器设备一百多台，分别安装在英厂(英制的机器)、德厂(德铝I的机器)．正拟

开工，因队搿川省已有成都造币厂，氢庆不必再建黟，遂奉命停止． ．．

l

、、l、7

●



一九O三年 (光绪=十九年)

正月初七四川通省劝工总局宣告成立。该局主管全省实业的推行和发展，其宗旨在求

四川工艺产品之精进。按规定，凡民间有能仿制洋货或发明新器者，均可呈送总局，以便推

广，愿自制者给予专利。由沈秉坤任第一任总办。1908年周孝怀任第二任总办，大力推行手

工业的改良，提倡机器生产。并于总局内设工厂，选派学生赴日本、比利时留学，实习各

种工艺制造，川省始有萌芽状态的民间机器工业。成都的黄包车即首先为劝工局制造，其工

场生产，巳初具工厂雏型。 、

本年在成都机器局压铜房及旧铜饯厂内设铜元局。以机器局之枪弹废料边渣，配以九

五铜，四铅，一锡的成分首铸当五、当十两种铜元(制钱)。

一九O四年 <光绪三十年) ．

清政府官员吴爵五(又名吴天成)，以其私人资本在成都开办天成工厂。初期仅为文华

书局静l造文化用品(如印刷机器)及为铁道学堂生产测量仪器。1909年时，能生产汲水机，
。

钻山机，测量斜面水平．钢模，印字机，缠丝机等。为我省第一个较具规模的民营机械厂。 j

1911年，因吴天成病死，资金困难，工厂遂倒闭。 ．

清政府以其国内外的需要，决定在全国编练三十六镇新军，川军亦急需兵器装备各营。

川督锡良，因感成都机器局地势狭窄，巳无发展余地，乃奏请扩建。遂于成都东门外五桂桥

处购地四百余亩，筹建新厂．一方面从机器局选派人员赴德国专学机械，并选购机器设备·

一方面积极动工，兴建厂房．

成都机器局厂内试行发电，安装电灯，约可照明二千盏。成都省城，电灯自此始。

蔡乃煌为机器局总办时，开办了技工学堂，学制三年，专为机器新厂培养技术人员。
，

，

一九O五年 (光绪三十一年)

7月 《广益丛报》报导，泸州直剌赵醴泉子泸州自塔街银锭桥建一官炮厂，专门修理

在成都机器局所领的前膛枪炮，且能制造各种炮弹。

8月 成都机器局附设机器学堂创立。专事培养机器技术人才，学制四年，一切开支均 。

为官费。 ．’

本年附设成都机器局内的银，铜元局合并，成立矗四川银铜元局"，1906年改名为

口四川户部造币分厂黟·1910年经度支部奏准定名为“成都造币厂一，始与机器局划开，

独立门户。 ·
’ 。

一九。六年 (光绪三+二年) 。

8月 省城工艺学堂仿制缝纫织造机多种，出售民间，颇受欢迎。

本年 在省劝工局号召手工业改良，奖励发明创造、鼓励机器生产等的推动下，民间出
·

现不少新式机器产品。中江乡民刘某，仿照西式自行车，以土钢化炼，参以洋钢，制成双圈自行

车数辆，颇称灵便，参加了成都劝工局组织的赛会展出，购者颇多，广汉县李某，从日本留学归

来，精通水压机新法，与同县周某合资造成水压机数架，可用以榨油、磨面，机器灵便，附．

近各县均往订购I绵竹宏顺纸店自行研制成铁质截纸机一部，运动灵便，可省人工■半．

一九O七年 (光绪三十三年) o

2月 省劝工局技工邓朗琴，在成都皇城边街开办靠振新工厂黟，为民间较早的机械工厂，

2



‘

生产石印机，人力车，车床，水龙，汲水机等。其生产的石印机曾在成都1909年劝业会组织

的赛会上获得乙等奖。 ．

一九O八年 (光绪三十四年)

省城吴爵五(名天成)集资创办矗天成实业专门科"开学，学制三年。分预科与本科。

学>-j各种机器。。吴氏荣赴京沪等地采办机器，聘请教员。后因吴氏病死，学校亦停办。

川省设通省劝业道，内设道署，统管各州、厅、县之劝工局。
“

●

一九。九年 ．(宣统元年) ．

。．
4月18日 成都外东五桂桥机器新厂落成，举行盛大开工典礼，正式命名为“成都兵工

总厂黟，原机器局老厂名为搿成都兵工分厂乃。新厂机器设备全系德国柏林蜀赫厂制造，工

厂亦由德国工程师设计修建。其规模之大，名列全国四大兵工厂之一。

本年．四川实业机械厂创办于成都，厂址设外南倒桑树净土寺，专造民间小手工业所需

机械，颇著成效，‘为我省官办的第一家民用机械工厂。后为军阀占有被改为造枪厂。

据《(广益丛报)》载，泸州富川工厂生产出新式纺纱机，在成都劝业会展出，获二等奖牌。

华阳邹新台组织发起集股六千两，创建“华昌电镀工厂力。邹曾数次往返东洋，学成一

种特别电镀技术。过去每年自外洋输入电镀金属品大宗，耗资甚巨，自此省内始有电镀业。

该厂除电镀外，兼造一切电类品。该厂资金困难，曾得到劝业道的支持。

‘
。。

一九一。年 (宣统二年)

成都兵工厂开始生产新式五子枪．该枪由德国工程人员进行设计，其设计能力为日产五

十枝，初期日产二十五枝，到1922年时，日产一百枝。
●．

一九一一年 (宣统三年)

据((广益丛报》载，隆昌县职员黄光藻，制造采煤用螺旋汲水器成功，由劝业道批准专

利权，设厂制造．
一九一二年 (民国元年) 一：

清末道台周孝怀提倡筹组的川省第一所官办工业学校“四川高等工业学校力正式创立。

校址设成都学道街，第一任校长谢祝勋。该校分设机械，应化．矿冶三科，学制五年。学校

附设实习工厂，有机器40多台，机器多购自日本，并聘请有两名日本技师，一名任教授，一

名负责实习工厂。1914年改名为“四川公立工业专门学校黟。该校培养了不少机械技术人才，

毕业的学生多分配往成都造币厂，重庆铜元局、四川机械厂或各县实业所，成为川中实业技

术骨予。1937年该校并入重庆大学，校址及部分机器由矗甲等工业学堂黟接收。

搿甲等工业学堂弦继“四川高等工业学校一开办于成都，校址设包家巷。招收初中文化

水平的学生，分机械、应化，染织三科。附有一实习工厂，车，铣，刨等机器较全，可供机

械，应化科学生实习，并能从事制造。1937年，四川高等工业学校与重庆大学合并后，该校

即由包家巷迁至学道街接收其校舍及部分机器，更名为“省立成都高级工业职业学校"．

1944年奉令改为“省立工业专科学校”．

成都兵工总厂及分厂归属造兵局，分别为造兵一局(兵工分厂)、造兵二局(兵工总

厂>。民国建立后，国内提倡振兴工业，1913年实业司决定将造兵一局(即原四川机器局)

改为廖工业制造厂一，停造枪炮，生产日用小五金。经一年、又恢复兵工厂之名，仍生产枪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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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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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广益丛报)》载，泸州富川工厂生产出新式纺纱机，在成都劝业会展出，获二等奖牌。

华阳邹新台组织发起集股六千两，创建“华昌电镀工厂力。邹曾数次往返东洋，学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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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枝，初期日产二十五枝，到1922年时，日产一百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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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广益丛报》载，隆昌县职员黄光藻，制造采煤用螺旋汲水器成功，由劝业道批准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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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址设成都学道街，第一任校长谢祝勋。该校分设机械，应化．矿冶三科，学制五年。学校

附设实习工厂，有机器40多台，机器多购自日本，并聘请有两名日本技师，一名任教授，一

名负责实习工厂。1914年改名为“四川公立工业专门学校黟。该校培养了不少机械技术人才，

毕业的学生多分配往成都造币厂，重庆铜元局、四川机械厂或各县实业所，成为川中实业技

术骨予。1937年该校并入重庆大学，校址及部分机器由矗甲等工业学堂黟接收。

搿甲等工业学堂弦继“四川高等工业学校一开办于成都，校址设包家巷。招收初中文化

水平的学生，分机械、应化，染织三科。附有一实习工厂，车，铣，刨等机器较全，可供机

械，应化科学生实习，并能从事制造。1937年，四川高等工业学校与重庆大学合并后，该校

即由包家巷迁至学道街接收其校舍及部分机器，更名为“省立成都高级工业职业学校"．

1944年奉令改为“省立工业专科学校”．

成都兵工总厂及分厂归属造兵局，分别为造兵一局(兵工分厂)、造兵二局(兵工总

厂>。民国建立后，国内提倡振兴工业，1913年实业司决定将造兵一局(即原四川机器局)

改为廖工业制造厂一，停造枪炮，生产日用小五金。经一年、又恢复兵工厂之名，仍生产枪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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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商入欧阳显荣购得60匹马力锅炉蒸汽机车一部，安装在自贡大坟堡源流井盐场i J{=j以推

汲卤水，其产量超过牛推基三倍多，首创自质盐场使用机被推汲卤水方法。 *：·

一九_--年+’(民国=年) 。

q

5月 重庆铜元同恢复生产，正式出币，但因原料采源不畅，局申仅动用了德厂机器设

备(英厂一直闲置未用)，员工约400余人。

一九一二——一九一四年 (民国三——五年)

清末民初 在通省劝工局的提倡和挟持下，四川兴起了一批小型机械工厂。成都有l春

森机械工厂，开办于民国元年(1912)3月，生产取掷花机器、蚕丝检验机器、衡器、指

挥刀，军鼓军号、算术仪器等，富国机械厂，开办于民国元年(1912)8月，生产绘图器、 ．

蒸馏器，洋号、洋鼓，指挥刀、熔铜坩埚、修理钟表器具及其他小件，宏铸机器厂；开办子民

国二年(1913)3月，生产喇叭、水龙，石印机，缝纫机j并修理各种机器，铨鑫机械工

厂，开办子民国三年(1914)7月，生产轧花机、军鼓、军号、。指挥刀等。重庆有。熊长兴修

理店，开办于民国初年，仅有师徒几人，‘业务为修理煤气灯，缝衣机，印刷机，照像机，留

声机等，为重庆最早的一家民间机器店，艺新恒翻砂厂，开办予民国二年左右，修理小发

电机和船只，后又为自来水公司和烛川电灯公司修理动力机、发电机、水泵等’炳荣和机器

店，开办于民国初年，修理煤气灯，仅有自制“三大件’’元车一台，师徒几人，由钟冕堂在

清末开办的工商兼营的钟表机器店，于1914年更名为钟冤记机器厂，设重庆市自象街，有机

器六，七台，资本3000元，职3227入，专事机器修配及觎造生活用金属器具，建筑用铜铁器

具。这些机器厂店的规模均不大，没有动力，设备简陋，多为修理业务。

一九一五年 (民国四年) ，． √

。} 自贡盐场井主王和甫为解决汲卤机车的修理．在大坟堡开办了“仲兴机械修配厂打，从

上海购回机械加工及翻砂设备，计有8叹及12叹车床各1部，1时立钻1部，20时牛头刨床l

部，翻砂化铁炉4座，有车，钳、锻，铸，模等工种，工人约40余入。为自贡盐场机械汲卤

兴起后的第一家机械修配厂。 一， ．：

～
“ 一九一七年 (民国六年) ，，

， i

由四川巡按使陈廷杰筹组的“川东联合县立甲种工业学校”创立，校址设重庆大溪沟曾

家岩之间原劝学所内。初设应化，染织，窑业，图案四科。1925年开办高中，改为“川东联

合县立高级工科学校一。1931年更名为“川东共立高级工科中学校’’，．后增设机械科。1935

年7月又奉令泼为矗省立重庆高级工业职业学校’’，专办应化，土木工程，机械工程三科。 ·

机械科设有机械工厂一所，．内有木工部、铸工都、锻工部，钳工部，机工部，动力部，设备

较齐全。除供学生实习之用，并从事生产。可制造卧式IOP-【=马力蒸汽机、煤气锅炉，汽车总

轴，并修理碎石机，开山机等· √ ’一
’

， 一九一八年 (民国七年)

，e四川军阀颜德基在达县开办了一小型兵工厂，有几十台机器，月可造夹壳枪，五子钢检，

毛瑟枪等二三十支·1924年，刘存厚据达县时，此厂为刘所有，、改名为“川陕边防军修械

所破，扩大了规模，员工达七八百人，月产新式枪枝几十文。并生产镪水，子弹等。1933年，

红军攻占达县盾，缴获了此修械所，用以造枪、矛，跑瓜炸弹等，后迁至通汪继续生产．

1935年，红军北上，机器无法携带而全部弃毁。
一‘。

¨’j．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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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j∥。： nj，，．i·、。。：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 、．’： ，，

， ’ ’。

重庆铜元局工人用南岸附近文峰塔的自泡石试制坩埚成功，取代原用日本坩埚，成本大

藏。日本坩埚每个值银十二两，可烧70火，7自制白泡石坩埚每个2元，可烧50火。．
7j，i v：， ．．

r ．

。 √ ；．：一九=二年 (民国十一年)

j：，成都兵工厂|工人要求厂方按时发给工资遭到总办梁绪的镇压，，两名工友被当场打死，激

起工人的馈怒，组织了集体罢工，结果争取发了三成工资。 ．_·，

一九=四年 。(民国十三年)’
i 8月 四川省成立实业厅，+直属省政府，主管省内实业建设，第一任厅长为谢培筠，1929

年3月]22日实业厅改为建设厅，第一任厅长为谢持，因未到任，由冯元勋代。‘
：， 本年重庆铜元局除铸制铜元外，尚可兼造各项机器零件。所出产品计有各种铜质镀金出

入证，铜质计算筹，银、铜制图章，各种铜质招牌，修配机器零件。年底，工匠共达1397人。

军阀李家钰将其在川北邻水县城开办的枪械修理店随军迁至岳池县，接收当地团总开办

的枪械修理店，-开始用自制的土机器制作新式枪枝。41925年李家钰升任边防军军长，7又随军

迁至遂宁，并将该修理店改名为李家钰边防军修械所。李在军阀混战中，从成都兵工厂搬来

车，铣、刨，钻i冲等机床，．还搬来了不少造枪炮的专用机器如冒火机，引长机，压力机等数

十台，充实了该所机器设备。‘1929年为该所最盛时期，机器共有百来台，员工达二千多人，‘．

可月出机枪十余挺、步枪二三百支、手枪十余支。之后生产逐渐萎缩，r 1935年JII改改组，禁

止地方造枪，修械所即告停办。 ．-； ，，

1’
-+

r一九=五年。 (民国十四年)：
i

’

’12月 搿四川善后会议修以兵工厂为四川战祸之源，·一致决议封存造枪机器，停止生产

枪炮。同时决议改兵工厂为实业工厂，·制造织布机i切面机，轧花机0碾米机i割草机，打

水机，盐井凿井机以弦工业用机械等。但历时不久，又恢复枪炮生产。

。本年川军杨森发动搿统一之战’’失败。杨撤离成都时，命其部下放火焚烧成都兵工

厂。因其撤退仓促，住厂附近工友奋力抢救，经一宿始扑灭大火。结是机器房被烧毁，机器

损失严重。_，。- ‘，：
。 ·， ．一

： 。一九=七年：一(民国十六年)
7。

．j i

95J21日 由四川商矿实业学堂、四川中等工业学堂，I四．Jll高等工业学堂、四JIl工业专门

学校等校外同人，组织发起四川工业学会，经实业厅批准，正式成立。其宗旨在研究工业学

术，一促进新式工业。会内设有机械类，一有会员21名，专门从事机械工业的研究。· ：

一九=八年 (民国十七年) ，

9月‘民生实业股分有限公司-fil925年创办后，业务日益发展，船只逐年增加，为了解

决该公司小型客轮的修理和部分零件的配换，乃筹集资金300元，予江北县青草坝创建了民

生机器广．．初建时，仅有车床4台，钻床、牛头刨床各1台，16马力柴油机1台，工人14名，

厂房仅几问小平房。到抗战前夕，机器设备增至70余台，职EE200余人，厂房也扩大到200余

亩，除修配本公司小型船只外，还兼制各种机器，成为我省战前较大的机械工厂。

--．本年’由刘湘的炮兵司令兰ml,在重庆临江tl#l,黄花园处筹建了重庆武器修械所。这是

民国f几年间四川鸯罕阎开办的武器修械所中规模最大的一个。最初生产825迫击炮弹及修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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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枪械。以后逐渐扩大，机器增至400多台，员工增至两三千人，除了修理枪炮外，并能制
造825追击炮，机关枪、冲锋枪等，实为刘湘拥有的一个兵工厂。

一九=九年 (民国十八年)

由何肇中、袁文庆等合夥，在重庆创办了天成机器广。有车、铣，刨、钻各种机器数

台，职170余人，为当时重庆规模较大的机器工厂。因何肇中身兼刘湘办的武器修械所主要

成员，天成厂的业务多系承接修理枪械，制造刺刀等军用品，成为武器修械所的一个卫星

厂。抗战期中；该厂曾研制简单的防毒面具，可防护轻度一时性毒气二小时。

一九三O年 (民国+九年)

据重庆((工商特刊》记载，重庆机器业本年为战前最景气的一年。·一方面，由于历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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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二年 (民国=+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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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五年 (民国=十四年)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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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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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9日 四川省政府由重庆迁成都，13日正式办公。

9月26日 重庆大学校长胡庶华，为振兴工业，特邀集党政军学商各界组织成立蜀华实

业公司。 ，，

lO月 四川省度量衡检定所成立，同时设立度量衡模范制造厂，制造普通及特种度量衡 √

器。 ‘4

本年重庆铜元局被改为二十一军子弹厂，利用原局中压片设备制造子弹。以后铜元局

即成了一个兵工厂。 』_

． 一九三六年 (民国=十五年) ．

12月 据重庆市职工俱乐部汇总重庆市各业工人数目，计有机械工火467人(包括从事修

理及制造各种机械业之工人)，



} 。年底成都市小型机械工厂共有15家。即建华机器厂，洪安机器厂、美记广．荣兴厂i福

利厂、常华厂，懋章铗工厂，荣生祥厂、·嘉禾工业社，崇实翻砂厂、荥生金工社，全兴霸砂

厂、金利铁工厂，协兴翻砂厂，东方铁工厂．

～二 一 一．九三七年 (民国=十六年) ．

3月21日成渝铁路正式开工。

‘7月7日芦沟桥事变发生，抗日战争开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资源委员会成立专门

机构，组织沿海沿江工矿企业的内迁工作。一方面大量机械工业迁入四川，一方面因国防民

用的紧急需要，四川境内又兴建不少机械工厂，构成了我国工业史上一个重大的变革。7月

28日资源委员会派工业联络组组长林继庸召集机械及化学工业会议，提出上海工厂内迁问

题。7月29日，‘林由南京到上海，与工业界的胡厥文，吴蕴初、支秉渊等重要人物商量迁

川办法，30日与上海机器五金业同业公会商定迁厂原则。8月lo日，行政院令组织上海工厂

迁移监督委员会，12月成立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 -+

10月31日国民政府发表迁都宣言。11月19日国防最高会议正式决定迁都重庆。12月1

日，国民政府在重庆大溪沟(整修后的重庆高级工业中学校址)新址开始办公．

10月 重庆建设厅办事处主任范英士邀集热心建设人士宁芷村，胡子昂一吴晋航、卢子

英等成立后方建设咨询会，以备迁川厂家咨询。 。．

’11月14日 成都造币厂由中央财政部接收改为中央造币厂成都分厂，开铸辅币。同时接

收重庆铜元局为重庆分厂。
‘

12月中旬南京沦陷后，由上海迁出的民营工厂其146家。其中机器五金厂66家，造船

业4家，炼钢业l家。 ，

本年秋国立中央工业职业学校筹备就绪成立予南京，是年冬奉命西迁。次年(1938)秋

全部迁至重庆，建校于沙坪坝石门坎。1940年奉命增设专科，定名为“国立中央工业专科学

校彦，与中央工业职业学校并存，合称g中央工校黟。开设机械、土木、化工、电机，航

机、建筑六科。机械科设有机工厂，，规模较大，供学生实习，并从事生产。

本年据《经济季刊》报导，战前四川经官方登记注册的机械工厂(指采用新式生产方

法，且规模较大者)仅5家，资本总额500000元，工人总数210人，只占全省工业总数的1％

左右o
’

重庆大学建立了铁工实习广。厂中设备多来自四JII军阀的兵工厂破旧机器，仅供学生实

习。1941年，抗战军兴，机械工厂供不应求，实习厂乃成立生产部，对外承接订货，经营设

计机器，翻砂，锻工等，制造各种工作母机及机具。抗战胜利后因业务不振停止营业，又仅

供学生实习。

一九--A年 ‘(民国=十七年)

1月 四川省政府省务会议决定，成立口迁川工厂用地评价委员会黟。规定。凡迁川工厂

厂址地印契一律免收附加税三成(后减收五成)，并积极协助迁川物资机器入川的运输问题。

1月．实业部中央工业试验所由汉口迁渝，所有重要机件仪器均运重庆。该所将化学部

分设北碚，机械部分设重庆青草坝，事务所设重庆市内。

4月17日，据《四川月报》报导，迁川工矿厂家，为求集中力量，推动工作，在重庆曹

家巷成立搿迁川工厂联合会黟．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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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会员最少时为68家，最多达435家。 ，

：7月1_0日 以孔祥熙为代表的四大家族财团与华西公司主要股东何北衡、胡子昂，胡光

庶等协商，将华西公司的华兴机器厂及华联炼钢厂与天律无线电公司台并改组，成立中国



▲

兴业公司。共计资本1200万元，华西公司的两个广和天津无线电公司估价为200万元入股，

孔祥熙投资1000万元。孔任董事长，翁文灏为副董事长，胡子昂为总经理，付汝霖为经理。．

华西公司就这样被中国兴业公司吞并，由民营企业变为官僚企业。1940年4月，兴业公司成

立机器部，下设机器工厂，部设重庆新丰街，广设人和湾，9月，部厂合并，保留厂名。

8月 由四川省建设厅厅长何北衡、建设厅主任秘书彭勋武、四川省电管处处长王介

祺，四JII省财政厅厅长李星枢，四川省银行经理等一批官僚、资本家集资筹组了建JII工业股

分有限公司电化工厂，厂址设成都东门外星桥街。利用四川的铜板和铜器作原料抽制铜线，

供电讯所需。1940年7月产品正式出厂，月可产2--．6吨8"30号(英规)单铜线及8"-'16号七

股绞铜线。

8月 以迁川的陆大机器厂设备和人员为基础，成立了睇重庆大JII实业股分有限公

司"。公司下设制针，扣子、洋钉、拉丝，机器和翻砂六个分广。机器厂以修配业务为主，

也曾生产车床、摇纱机，切面机、制钉机，拉丝机等。’1

10月 资源委员会与交通部合资创办的中央电瓷厂，因抗战影响，分别在-内地设立分

厂，同时在宜宾白沙湾筹建电瓷总厂。1945年交通部退出股权，由资源委员会独资经营．该

厂在抗战时期，生产大量高压电瓷，为全国首创，1949年春更名为宜宾电瓷厂．

12月底据《中华民国统计简编》统计l内迁四川机械工业厂数为96家，复工74家．技

工3817人。

一九四O年 (民国=十九年)

2月 建设委员会电机制造厂在重庆太平门谦益巷设立重庆电池支厂，生产∥日月牌一

电池。3月15日建设委员会撤销后，电机制造厂归并入资源委员会所属中央电工器材厂，名

为中央电工器材厂第四厂，重庆电池支厂改称第四厂电池支厂。1944年12月，中央电工器材

厂第四厂由桂林迁渝后与重庆电池支厂合并改称重庆四厂，首批产品为12．5匹马力四极双鼠

笼感应电动机，甚为畅销。重庆四厂在抗战期中生产了大批电动机、甲电池，乙电池，单节电

池、蓄电池、极片等，是我省抗战时期第一家国营电器工厂。1947年3月，中央电工器材厂与重

庆四厂合并称中央电工器材厂重庆分厂。后几经更名，最后改为资源委员会重庆电工器材厂。

4月1日 中国汽车制造公司华西分厂在重庆巴县水子坝(九龙坡道角)破土兴建。该公

司于1936年12月8日创立于南京，总公司设上海。抗战开始，总公司迁香港，同时在香港，

桂林等地设立分厂。其生产分工为香港厂造引擎和底盘，桂林厂造配件，重庆华西分厂制造

工作母机、油泵及零件。1941年香港沦陷后，总公司迁桂林，随即又迂重庆与华西分厂合

并．战后，由于汽车零件业务萧条，工厂遂转为生产纺织机及配件。．

7月4日 天成机器厂与同义中和煤矿公司合并组成兴国工矿股分有限公司机器厂。该厂

子1942年试制成功缝纫机，并大量制造，月产约200部。其所产15号鹰牌兴国缝纫机，式样

新颖，质量精良，为当时国内难一的缝纫机厂。主要供应军需署渝蓉等地四个被服厂所需之

缝纫机。战后由于美货充斥，销路困难，生产停滞而处于半停业状态。

9月 四川省工业试验所成立。又经省政府498次会议决议，于1941年5月13日设立四川

省工业试验所机械厂，厂址设灌县白沙，厂长李雨滋。

9月 国民政府决定重庆为陪都。

9月 我国第一台仿荚旋杯式流速仪器样机，在国民政府经济部中央水工实验所研制成
～

●

· 穹



功。经济部长翁文灏审视了样机，决定拨款三千元，修建水文仪器加工广。年底，水文仪器

匍J造实验工厂在重庆上清寺建成。1941年11月，仿英旋杯式流速仪器正式投产。1946年7

月，!重庆水工仪器厂迁往江苏省南京市。 ，·

11局’：由丁维中、孪抗等14人合伙集资在重庆南岸五桂石创办惠工铁工厂·初仅有26

人禽修制6眼皮带车床。1942年增资后改为股分有限公司惠工-铁工厂，专制各种工作母

机审、抗战结束后，·机床滞销，改为制造卷烟机以维持生活。． ，．一

‘：12月底．据经济部工矿调整处统计，迁川工厂中机器工业共108家，复工者91家，迁JlI

技术工人3934入。 ，
一

本年据重庆市机械工业同业公会统计，重庆共有民营机械业工厂185家，资本7，948，OOO

元，技术工人4，300人，工具机总数970具。

恒顺机器厂利用差压引火方法，试制成功差压引火器，自动引火准时爆发，·为当时各种

内燃机最简单，最安全之引火方法，同时，该厂研制成功二行程煤气机。两项各获经济部专 ．

利十年。
‘

，四川创设专门统计调查与生产计划管理委员会，名为搿四川经济建设委员会"。

一九四一年 (民国三十年) 。

；S月25日·’经济部公布口修正工厂登记规则"，规定具有下列三项中之一者，均得依本

规则呈请登记：(一)实收资本在1万元以上，(二)平时雇用工人在30名以上，(三)用机一

械动力制造出品。凡未经呈准登记之工厂，不得享受政府之保息补助，贷款，国货证明及其．

他各项奖励。 ’【 ’，

’4月19日 由四川省建设厅厅长陈筑山提案，拟创办机械制造厂。7月，经省府批准设

立筹备处，委熊哲凡为筹备主任，并经省府第509次省务会议通过“四川省机械制造厂筹备

组织章程黟。1942年5月，筹备结束，呈请省府验收后正式成立四川省机械制造厂．厂址设

成都外东五桂桥。

：6月20日 中国机械工具厂在重庆南岸上龙门浩设立，专制精密工具及机器，如高真空

泵、五肱轧头，铣刀、铰刀、样板、毛纺机等。
。

’

6月‘据林继庸著“民营厂矿内迁纪略’’一文记载，+迁入四川境内的机器业工厂已达

103家。：(见附录二)
’

～7月 三台县郑泽堰灌区负责入刘补，在其设计的转浆式水轮与离心式水泵直联提水机

械的基础上，经数十次试验，制成木质抽水机，因其为首创，故命名为刘卧式抽水机。 ·

9月 自流井久大公司制盐厂试制成功变速回力式电动汲卤机，安装在大坟堡凉高山

利成井，由自流井电厂送电，经济部批准专利五年。自贡盐场遂开始电力推卤。

j，11月14日 据《中央社》报导，重庆建国机器厂根据中央工业试验所的兰图试制成功制 !

糖及制药所需的离心机，可手摇也可使用动力；同时制成新型弹花机。

12月17日 经济部修正公布搿非常时期工矿业奖助条例”，规定凡在后方所兴办的有关

国防民生之重要工业(指电气，机械，化学⋯⋯等)，得以本条例呈请奖励。

本年资源委员会所属中央机器厂迁川．与原中央机器厂四川分厂合并改组，成立宜宾

机器厂，专营机器制造，厂址设宜宾庆符县小沱乡。其主要产品有各式车床、空气锤、煤

气枫飘轧碎机、印刷机、碾米机、抽水机，手摇机及其他配件修理。抗战时期，该厂具有相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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