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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优良的文化传统，也是藉古鉴今惠及子

孙的千秋大业。

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是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需要。编

纂《大连市志》，准确记述大连地区自然与社会的历史及现状，总结历史经验

与教训，弘扬民族文化，为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乡土教材，为各级领导决策提供

依据，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城市提供历史借鉴，其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大连市是一座美丽的海滨城市，也是一个综合性的港口、工业、贸易、旅

游城市，是东北地区的门户，对外开放的窗口。在旧中国，大连曾经遭受长期

的苦难。自从鸦片战争帝国主义列强以炮舰敲开中国的大门之后，大连便成

为沙俄帝国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觊觎的目标。经过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甲

辰战争，大连先后遭受沙俄和日本殖民统治长达47年。这期间，大连人民在

中国共产党秘密组织领导下，面对残酷的政治压迫、经济掠夺和文化奴役，进

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谱写出壮丽的历史篇章．o 1945年8月，随着反法西斯

战争取得历史性胜利，大连重新回到祖国怀抱9在解放战争中，大连地区作

为特殊解放区，恢复和发展生产，支援前线，为赢得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

了重大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大连人民充

分发挥聪明才智，以主人翁的姿态，医治殖民创伤，经过50余年的艰苦努力，

将大连建设成为具有相当规模和基础、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基地。特别是中

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大连市加快了改革开放步伐，工业、农业、对

外经济贸易、交通运输、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及旅游事业蓬勃发展，城

乡建设日新月异，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日趋完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日

益得到改善。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有过失误和教训。

编纂地方志的目的便在于以史为鉴，服务当代。只有认真地总结过去，才能

更好地建设未来。根据国家的统一要求，在中共大连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

{]



·2· 大连市志·纺织

大连市自1985年开始进行市志的编纂工作，至今已历十余度寒暑。经市有关

部门、单位通力合作，众多修志工作者辛勤努力，《大连市志》各分志的编纂工

作将陆续完成，并组卷相继出版，与全市人民见面。

《大连市志》是大连历史上第一次按照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编纂的地

方志书，是一项巨大的文化建设工程，卷帙浩大，内容翔实。《大连市志》坚持

思想性、资料性和科学性相统一的原则，全面记述大连地区自鸦片战争至



凡 例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真实地记述大连地区自然、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力求思

想性、资料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二、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以志为主，志、记、述、传、图、表、录、照片

诸体并用。

三、本志由60余部分志组成。分志之下设章、节、目、子目4个层次。根

据分志内容，组卷出版。

四、本志记述内容上限起自1840年，下限截止1990年。为追本溯源，综

述始末，部分分志以记、述的形式适当上溯。本志本着详今略古、经世致用的

原则，努力反映地方特点和时代特点。

五、本志所用数字、计量单位等均按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个部

门联合制定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

单位名称和符号方案》的要求书写。所用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采

用中国历史纪年，夹注公元纪年，其中民国纪年视语言环境灵活处理；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采用公元纪年。文中所记数字原则上以各级统计部门

核定数据为准。

六、本志涉及的有关历史政权、各时期职官名称，沿袭历史习惯称谓；地

理名称，视具体情况在旧称后夹注新称或在新称后夹注旧称；机关、团体、部

门名称，首次出现时用全称并夹注简称，再次出现时采用简称；人物名称一律

直书其名，不加褒贬之词。

七、本志遵循不为生人立传的原则。人物志不以职务高低为选录标准。

入志人物以本籍为主，兼收对大连有重要贡献和影响的客籍人士。其他分志

以事系人不受此限。

八、本志收录的资料一般不注明出处。

九、文中如无其他注释，所及“解放前”指1945年8月22日以前，之后为

“解放后”，“建国后”指1949年lO月1日之后。

十、本志卷帙浩繁，内客涉及百科，统一之凡例难以概全，故部分分志设

编辑说明，以晓事理o

{西’



·2· 大连市志·纺织工业志

编辑说明

一、本志采用章、节、目结构。全书共设13章50节。

二、本志以行业为主线，纵述历史，横陈现状，以记述为主，图、表、录、

照片综合运用，全方位记述大连市纺织工业的历史演变。

三、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市纺织工业管理局档案室文书档案、大连市

档案馆文书档案、大连市图书馆保存的历史资料、市纺织工业管理局和各

县区工业管理局下属各企事业单位提供的资料以及大连合成纤维研究

所、大连轻工学院提供的资料。

四、本志照片均由纺织工业系统各企、事业单位提供。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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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乞．厂一。．

概 述

大连地区棉花的种植及土布生产最

早出现于清朝初年。

1859年，柞蚕放养技术由山东传人庄

河，大连地区出现了首批养蚕、缫丝、手工

业织绸户。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营口被迫开港，

“洋布”大量涌入，土布业被排挤而迅速衰

落，但柞蚕丝得以外销，促使以庄河为代

表的辽南缫丝业兴起。随后，大连地区一

些城镇先后建立了纺织、印染等作坊或工

场，其生产技术仍属于手工业范畴。

20世纪初，日本资本家在大连相继建

立了满洲制麻株式会社、内外棉株式会社

金州工厂(又称金州支店)、满洲福岛纺绩

株式会社等，形成了大连麻棉纺织工业的

基础。

1937年以后，随着日本对我国东北地

区殖民统治的加强，日本资本家又相继在

大连建立了满洲制丝株式会社和陈天号

缫丝厂．形成了大连制线业和机械化缫丝

业的基础。

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大连的内外

棉金州支店拥有近lO万枚纱锭和近千台

织布机，成为东北地区最大的棉纺织厂；

满洲制丝株式会社成为国内唯一的自纺

纱大型缝纫线生产厂。

1938年，大连地区棉纱产量76573件

(合13090吨)，棉布2613万平方码(合

2390万平方米)。1941年生产麻袋413万

条，麻线830吨，麻布59万米。

日本统治下的大连，其纺织业带有殖

民地经济的深刻烙印。占主导地位的棉

纺织和麻纺织两个行业均被日资企业垄

断。单织、印染、缫丝、织袜、服装等小行

业中，民族工业尚有一席之地，但都很不

景气。1942年。80％的华资单织厂因无力

将木制织机更新为国外生产的铁机而被

迫停业。在日资企业中，工厂实行殖民主

义的奴役化管理。管理人员及主要技术

人员绝大多数为日本人。中国工人的工

资仅为同工种日籍工人的一半左右。有

些工厂还大量雇佣女性童工，其待遇更为

低微。工人出厂经常被搜身。

1942年太平洋战争以后，日本加快了

侵华战争的步伐，大连地区的日资纺织企

业因原料逐步枯竭，生产日趋萎缩。到

1945年日本投降时，所有工厂基本陷于停

产状态。

大连解放以后，纺织企业开始恢复或

维持部分生产。至新中国国成立前夕，企

业所有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国有企业成

为纺织工业主体，形成棉纺织、麻纺织、印

染、丝绸等行业，并能进行针织、制线生

产。单织和服装行业则仍以私营小厂为
●

主。

1949年，全市纺织工业(不含服装企

业)共有职工23685人，拥有棉纺锭189572

枚、棉织机3626台、麻纺锭3260枚、麻织

机20台、针织设备121台、染整设备40

台，其中棉纺锭拥有量占全省65．3％。当

年生产棉纱13860吨、棉布5335万米、麻

袋118万条、漂染布384万米、针织内衣

17．1万件、袜14．6万双、纸芯缝纫线

411．6万个，完成工业产值9080万元，占

7‘’-·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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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全市工业总产值36．6％，占全省纺织

工业产值36．3％。

50年代初，国有企业实行计划管理，

原料供应、产品销售均由政府主管部门负

责。服装业主要为国营商业带料加工或

为厂矿生产工作服。各厂集中力量整修

设备，恢复生产；产品逐步由军需品转为

民用品。大厂率先实行3班8小时工作

制，推行作业计划，开展经济活动分析。

1951年成立大连针织(工)厂，并添置针织

设备和染整机械，同年在庄河组建第二个

缫丝厂。1952年大连纺织工业的棉纱、棉

布、麻袋、丝及丝织品、印染布、针织品和

服装数量均达到或超过历史最高水平。

棉纱产量占全省产量的50％，全市纺织工

业总产值为17794万元，(是1949年的

1．91倍)，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27．4％，占

全省纺织工业(计算时扣除服装业，因无

全省服装统计数)的24．4％。

1952年，在大连纺织工业总产值中，

各业所占比重为：棉纺织(含轴线)占

67．5％，服装占7．4％；印染占6．5％；麻纺

占6．1％；针织占3．9％；丝绸占3．0％；单

织占0．1％；复制(渔网、渔网线)占5．5％。

“一五”计划期间，各厂先后实行一长

制，贯彻车间主任负责制，加强计划管理

和经济核算。单织、针织和服装工业中诸

小厂，通过私私联营、私私合营、公私合

营，逐步合并和改造成为规模较大的地方

国营企业或集体所有制企业。各行业老

厂改造开始起步，采用新设备或推广成熟

的科研成果。重点项目有：棉纺厂清棉单

程化，回棉处理机和细纱间真空吸棉装置

和空调；印染厂间歇卷染改为连续式轧

染；单织厂淘汰占总数60％的杂牌落后织

机；服装业电动缝纫机逐步取代脚踏机；

针织厂增加横机，调整产品结构，毛巾、袜

子设备调出大连。1957年大连纺织工业

生产的什色纯棉府绸，首次制成服装出口

苏联。同年全市纺织工业总产值为24356

万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17％，比1952

年比重下降10．4个百分点；占全省纺织工

业总产值的24．9％(计算时扣除服装业，

因无全省服装业统计数)，与1952年比，略

有提高。1957年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

长36．9％，平均年递增6．5％。同期固定

资产原值增长16％，平均年递增3％。

1957年，在全市纺织工业总产值中，

棉纺织和麻纺织的比重分别下降为51％

和5．4％。比重上升的有印染(占

11．6％)、服装(占11．1％)、针织(占7％)、

丝绸(占5．5％)和单织(占3．9％)。

1958年后，各厂开展双革活动，促进

设备的技术改造，棉纺织生产工艺向高效

短流程发展；单织厂染整设备实行机械化

或半机械化；丝绸业增设漂染装置，用电

缫机替代水缫机；针织厂购进经编机。全

行业增加了外销产品，木纱团、针织内衣、

人棉布、被单布相继出口，服装也转向销

往资本主义国家。但由于盲目追求高指

标，打破必要的规章制度，生产只出现短

暂的表面高潮(1959年总产值比1958年

增长24．7％，但质量下降，消耗增加)，随

之很快跌落。群众性搞小高炉炼铁和大

批制造超声波发生器，因不讲究科学，造

成巨大的人力物力损失，也挫伤了职工的

积极性。随后农业歉收，棉、麻、茧大幅度

减产。1960—1962年绝大部分厂因原料

短缺，先后被迫限产或停产，大量精减职

工下放农村或办农场。1962年全行业平

均职工总数比1957年减少10843人，全部

停产或关厂的有大连麻纺织厂、金州棉织

厂、旅大棉织厂和大连纺织厂。1％2年全

行业总产值、利税分别降为1957年的

54％和59％，为建国后的最低点。

1963年后，全行业贯彻执行中共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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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的“八字方针”，建立健全管理机构和

相应的规章制度，恢复正常管理，加速技

术改造和产品开发。棉纺织业开始用国

产新机更新解放前留下的老设备，开展条

干会战和单产会战，迅速提高产品质量和

产量。1964年棉纱一等一级品率和千锭

时单产均名列全省第一。麻纺织厂用国

产换纡机淘汰全部老织机。针织厂横机

实行三自动，并从国外引进新型经编机。

1965年，大连棉纺织业在国内较早试制出

涤棉、棉维产品。之后，全市纺织工业进

入多种纤维纯、混纺交织的新时期。涤棉

混纺布、涤粘中长纤维产品，涤纶针织衫，

锦纶经编织物，锦涤蚊帐，灯芯绒、平绒等

一批新品种开始批量投产，受到消费者欢

迎。出口品种又增加了宽幅床单布、印染

布、柞蚕丝等。

1965年全行业总产值为30191万元

是1957年的1．25倍，8年平均年递增率仅

2．7％，远低于“一五”期间。全市纺织工

业总产值占全省纺织工业的25．5％(计算

扣除服装业，因无全省服装业统计数)，比

1957年略高；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

13．4％，比1957年下降3．6个百分点。

1965年在纺织工业总产值中，各行业的比

重与1957年相比，变化不大。呈上升趋势

的有棉纺织、印染、单织和服装，下降的有

麻纺、丝绸和针织。1963年始建的纺机纺

器业规模很小，其产值只占全市纺织工业

总产值0．1％。

“文化大革命”开始，正常生产秩序再

次受干扰，产品质量一度下降。1968年全

行业总产值为24137万元(不含服装业)为

1965年的9l％；利税完成2652．2万元(不

含服装业)为1965年的”％。但各企业

老厂改造一直未停，且加快进度，组成工

人、干部、技术人员三结合的革新小组，负

责专项技改工程。1968—1969年，50％的

干部(重点是技术人员)下放农村或下车

间劳动，这时，三结合革新小组也未停止

工作，13年问，重大技改和产品开发的项

目有：棉纺织厂前纺实现大卷装；淘汰解

放前老式织机和窄幅机改为筘幅56英寸

以上宽幅机；改进各工序的设备和工艺，

以适应涤棉、涤粘中长等化纤混纺产品的

生产。印染行业引进定型机和亚漂机，购

置热熔染色机、高温高压松式卷染机和平

幅漂练机等，生产化纤纯纺混纺印染布。

麻纺厂上裂膜纤维生产装置，开发聚烯烃

编织袋和麻塑交织袋。丝绸业采用水缫

机，用自动织机更新旧织机；购置印花机，

引进染色机，生产化纤柞丝交织绸，增加

柞蚕丝出口量。针织厂引进大园机，自制

棉毛机和超喂轧光机，并生产腈纶衫出

口。单织业增设烧毛、平洗、干燥定型和

蒸呢等染整设备，并开发提花沙发布、帆

布、帘子布等新品种。70年代初棉纺织

业，针织业筹建化纤车间，到1978年已拥

有涤纶、丙纶、腈纶、锦纶各种合纤抽丝装

置，当年生产能力达5760吨／年。复制业

增添设备，建立毛巾专厂，扩大出口品种；

开发人造毛毯。纺机纺器业开始生产成

台纺织机械，如化纤卷曲机，棉纺清棉机、

针织横机和纬编机等。1978年工业总产

值为1965年的13倍。服装业采用单独传

动的中速缝纫机替代集本传动的低速缝

纫机，提高功效；并按不同的服装品种分

设西服、衬衫、服装机械等专业厂和服装

研究所、服装技工学校等事业单位。

在这期间，大连的县区纺织工业企业

和集体企业发展较快，在全市纺织工业固

定资产原值的比重(不含服装业，因无统

计数)分别从1965年的1．4％和1％j提高

到1978年的15％。

1978年全市纺织工业总产值(不含服

装业)为61443万元，是1965年的2．3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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