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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概 述

黑龙江轻工业包括第一轻工业、第二轻工业(手工业)、纺织工业和烟草

工业。黑龙江省轻工业志主要记述第一轻工业的发展、变化和取得的成就。

轻工业是以生产生活资料为主的加工工业群体的总称，它与人民生活息息

相关。旧中国黑龙江地区的轻工业发展缓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重视与扶植下，黑龙

江省轻工业从小到大地发展了制糖、造纸、乳制品、饮料酒、罐头、日用陶

瓷、日用玻璃、日用化学用品等原有工业；从无到有地建立起缝纫机、自行

车、钟表、灯泡、保温瓶、日用搪瓷、柠檬酸、味精和合成脂肪酸、合成洗涤

剂、钨钼材料等缺门工业及新兴工业，形成了门类齐全的25个大类行业，生

产、科研、设计、设备制造、建筑安装、专业教育和职工教育等相配套的比较

完整的轻工业体系。1950年一1985年，全省累计完成工业总产值326．9亿元，

其中1985年完成工业总产值25．17亿元，比1949年的4 278万元增长57．8倍；为

国家创造积累63．5亿元，相当于同时期国家投资总额24．2亿元的2．6倍。

黑龙江轻工业是在手工业作坊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历史久远。据史料记

载，新石器时代，黑龙江地区的先民使用和制做陶器，约有6000年左右的历

史。汉代，．活动在黑龙江地区的先民以牛马乳造酒。南北朝时期，生活在黑龙

江地区的勿吉人已掌握了嚼米酝酒等酿酒技术。唐、宋年间，黑龙江地区的陶

瓷器生产技术又有很大进步，生产的陶瓷器花色品种趋于近代的陶瓷器。元、

明时期，酿酒、陶瓷器、乳制品、食品加工等产业发展成为独立的手工业作

坊，品种、规格又较前增多，制做加工更为精细。清代，关内大批移民迁徙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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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志·轻工业志

东北和一批批手工匠人闯入关东(指东北地区)定居，有些匠人在黑龙江地区

开办了生产土纸的手工业作坊。1880年双城地方出现了用近代方法酿制白酒

的手工业工场。19世纪初叶，俄、日帝国主义势力相继侵入黑龙江，建立了

哈尔滨秋林制酒厂、食品加工厂，在绥芬河、一面坡、．哈尔滨建起了啤酒厂及

酒精厂等一批掠夺式的殖民地工业，同时由中国人集资创办的甜菜制糖厂、火

柴厂、造纸厂、玻璃厂等一批民族工业兴起，黑龙江轻工业已初具行业的规

模。东北沦陷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贪婪地进行经济掠夺，侵占工厂，垄

断企业，对民族工业实行严酷的控制与盘剥，使已经发展起来的产业在风雨飘

摇中坎坷谋生，举步维艰。Fi本投降时又对许多工业进行了毁灭性的破坏，剩

下来的一些民间开办的小工厂和手工业作坊，几乎全部处于停工、停产和半倒

闭的状态。

1945年“九·三”抗日战争胜利后，轻工业管理部门按照各省政府的部

署，没收了敌伪遗留下来的企业，收买或合营了私营企业，创办了一批地方国

营企业，并集中力量组织企业尽快恢复与发展生产，迅速治愈战争的创伤。轻

工业战线上的广大职工全力以赴扩大军需和民用产品的生产，大量的生活用品

源源不渐地运往前线，为支援解放战争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历史上写下了光辉

的一页。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1950—1952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

黑龙江轻工业已经进入了有重点地进行生产建设的阶段。在这三年里，对原有

的甜菜糖厂、造纸厂、酒精厂、啤酒厂、火柴厂等一些老企业的设备进行了

“填平补齐”，平衡了生产能力，扩大了生产规模；新建了陶瓷厂、搪瓷厂、电

池厂、乳品厂、罐头厂等一批填补省内空白的企业；由我国自行设计、自己制

造设备新建的和平糖厂、红光糖厂和齐齐哈尔造纸厂等被人们称为“第一批红

色工厂”的大中型骨干企业开工建设；国家为支援黑龙江地区轻工业建设，从

丹东调入设备和人员新建了牡丹江造纸厂，从上海迁入设备和人员建设了哈尔

滨、齐齐哈尔两个金笔厂和哈尔滨铅笔厂。经过三年的经济恢复与建设，黑龙

江轻工业的面貌大有改观，并为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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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1957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国家投放大量资金在黑龙江重点发

展了造纸、制糖和乳制品3个行业。在造纸行业中，列入苏联援助建设的156

项重点工程建设的佳木斯造纸厂，是中国第一座具有制浆、抄纸，碱回收和铜

网、电站相配套的生产工业技术用纸的综合性现代化大型造纸企业，1957年

建成投产，使黑龙江成为国家的工业技术用纸的生产基地。第一个五年计划期

间，新建的省内唯一生产新闻用纸的齐齐哈尔造纸厂正式投产，牡丹江和哈尔

滨两个造纸厂都分别扩大了生产能力。全省建成了4个大型骨干造纸企业。机

制纸及纸板总产量4．15万吨，比1952年增长了3倍。制糖行业，列入国家

694项限额以上重点工程建设的佳木斯友谊糖厂和齐齐哈尔糖厂，分别于1955

年和1957年建成投产，连同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开工建设的和平、红光糖厂建

成投产，以及改造扩建的阿城、哈尔滨糖厂，全省共建成6座大型糖厂，使黑

龙江成为国家的甜菜糖生产基地。乳品行业，在省内草原面积较大、奶牛发展

较快的安达、肇东、杜蒙、齐齐哈尔、嫩江、北安、依安、双城等市县新建与

改造扩建了15座中小型乳品厂，扩大了日加工鲜奶能力，第一个五年计划期

间乳制品产量，平均每年以40％以上的递增速度稳步增长，使黑龙江成为国

家的乳制品生产基地。在国家投资进行重点建设的同时，地方还发展了一批新

企业，对原有的小型企业进行了规模的技术改造，提高了轻工业总体生产水

平。1957年末，全省轻工业总产值达3．9亿元，相当于1949年的10倍，成为

轻工业发展历史上建设规模最大、发展速度较快的一个时期。

1958～1965年的“大跃进”和国民经济调整时期，轻工业经历了一个曲折

的发展过程。从1958年到1960年的“大跃进”期间，广泛动员群众破除迷

信，解放思想，大搞技术革新、技术革命，大办轻工业。一批新建工厂上马投

产，灯炮、保温瓶、自行车、缝纫机、牙膏等一大批新产品接踵出现，轻工业

总产值1958年比1957年增长58．80k，1959年又比1958年增长39．7％。但由于

受瞎指挥、浮夸风的影响，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盲目上马新建项目，重复建设

了许多工厂，加上农业生产连年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轻工业生产所需的原材

料没有保证，生产出现了大幅度下降的局面。到1961年前后，轻工业总产值

由8．79亿元下降到3．79亿元，退回到1957年的水平。

1962年贯彻执行中共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

针，轻工业进行了重大调整，关、停、并、转了一部分企业，精简下放了一部

分职工，大大压缩了基本建设战线。经过调整，轻工业的产业结构逐步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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