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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太原市经委志》是一部部门志。它是从总览全市经济

工作发展的史志。以市经委的工作活动为主线，用实事求是的思

想路线，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鼬路线、方针、政策为依据，力求系统地、全面地记述太原市经

济委员会工作的发展变化。重点反映兰中全会以来在改革、开

放、搞活方针指引下，为把太原建设成为全省能源重化工基地所

作的努力，吸取经验教训，改进今后工作，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

依据。

二、志书采用记事本末的体例，配以图表，以记为主。年代采

用公历纪年。r其月、日均为公历。日期不详者则写本月或本年。

有些资料来自档案，并非事情发生时间。为了保留资料，有些部

分记述较细。为了脉络清楚，上下连续，枝丰叶茂。有些部分向

上做必要的追溯，下限至1990年。

三、志书中的机构名称、企业名称、产品名称以及人名、职

称均以当时的历史名称称呼。有些部分因资料散失，记述不全，

凡此情况均加说明。

四、志书中引用的资料，大部为历史资料、档案材料或文件原

件中摘记。部分资料借鉴和参考了出版的史料，有些是经一些历

任领导回忆追述的。主要经济数字以统计报表为准。所有金额数

字均为人民币，并以1970年、1980年、或1990年的不变价换算，

少数部分提及的金额，为当时的历史旧币。

五、此“志”是太原市经济委员会集体编撰。各职能处室都

提供了资料。遇有重大疑难问题，都是经过编辑委员会的乌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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哒，攀洪保，宿天翻、予占宝、张广仁、张锡掘、姬和乎及总工程
帮、经济耀窝各处毫负责入商定。涉及各个工韭局翡变实，还萧

各个工业局的生要领导审查。但由乎时间伧促和资料的局限性，

难免有挂一漏万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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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编

太原工业发展综述

(19&9--1990)

太原古称晋阳，秦设太原郡。明清改郡为府。民国初年废府

制改设市，简称并，沿用至今。为山西省会城市。

太原市位于山西中部，太原盆地北端。他不仅是一座具确悠

久历史的文化古城，而且是我国历史上北方工业重镇。战国初

期，曾做过赵国的都城。北齐时期被称为“剐都"。唐代曾被定为

北都。宋有“龙城刀之谓。早在西汉时期，太原地区手工业就楣

当发达。唐宋时期太原的手工冶炼业已鼎盛一时，曾是当朝的兵

器制造中心，城内手工业作坊星罗棋布，一些产品饮誉华夏，闻

名神州，贵为贡品。清朝中叶开始出现现代化工业，至抗战前夕，

太原的轻重工业都已有了一定的基础。

1949年4月24日太原解放，阎锡山经营多年的官僚资本主义

企业，全部回到人民手中，从此为开创太原工业蓬勃发展的崭新

局面奠定了基础。

四十多年来，太原市的工业，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生产关

系的不断调整，上层建筑的不断变革，特别是党的十—届三中全

会以来改革、开放方针的指引，金市工业经济成就黼工业生
产变化巨大，企业活力明显增强，经济实力更为雄厚。1989年金



市工业总产值(按1980年不变价计)达到946638万元(不含村办

工业产值)。是解放初期4249万元的222．8倍，占全省工业总产

值的26．7％。职5E536000人，是解放初期34000人的15．8倍。工业

企业发展到1881个，是解放初期的近40倍。1990年全市工业总产

值已经突破百亿大关，达到101．2亿元(按1990年不变价计)。

经过40年的建设，太原已形成了以冶金、煤炭、机械、化工

四大产业为支柱，电力、纺织，轻工、电子、建材、精密仪器等14

大行业为主体的部门齐全协调发展的工业体系，成为能源重化工

基地的中心城市，在全省以至全国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太原市经济委员会，是市政府宏观管理工业生产的一个职能

机构。成立于全民大办工业的1958年末，“文化大革命’’中被迫瘫

痪。1978年10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又恢复重建。30多

年来，在中共太原市委、市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担负着全市工交生

产的组织、协调、计划、实施和全市范围的技术改造，技术引进，

新产品开发及横向经济联系和物资协作调剂等方面的工作和任

务。直接担负着全市工业总产值任务的组织落实和全市预算内企

业实现利润的完成，管理范围包括中央企业、省营企业，市营企

业、县区营企业等。

30多年来，管理幅度逐步增大，企业规模日益扩展，工业布

局日趋合理，经济效益不断增长，到1990年底，全市共有工业企

业1981个，其中l中央企业45个，占2．34％，省属企业57个，

占3．14％，市属企业1879个，占94．52，ot。在予算内企业中，有大

型企业15个，中型企业46个，小型企业1818个。

全市现有市属冶金、煤炭、机械、化工、电子，纺织、轻

工、二轻、交通、建材t O-个地方工业管理局和邮政、电信、供

电、外贸、乡镇企业管理局；以及南城、北城、河西3个城区I古

交市、消徐、阳曲、娄烦、南郊、北郊六个县(市)的工业企业及

其管理机构。这些都为太原地方工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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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太原工业

第一节

古代晋阳的工业发展

古城太原，素称“煤铁之乡”，矿产资源，得天独厚。早在

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代，就开始用铜、铁铸刑鼎、造农具。到战

国时期冶炼业的用途已十分广泛。除造农具、制兵器、铸钱币

外，还可制做生活用品。六朝时，瓷器制造已有较高水平。

隋朝在晋阳立“五炉铸钱力。石炭在当时已开采应用。盛唐时

期，太原的铁镜贵为贡品，并州剪刀也著称于世。宋代，太原的陶

瓷造艺高超，冶炼和铸造技术尤为出众，炼铁已采用±坩埚装

矿，无烟煤做燃料和还原剂。硝、璜、琉璃瓦、砂器生产，也日

益兴盛。元代为广制兵器，太原已设有“兵器局”集中制铁。明

朝后期，由于商品经济发展，资本主义因素萌芽，铁、煤、矾、

盐、石灰、瓷器、兵器的生产，都已具有相当规模。1840年鸦片战争

之前，太原的炼铁工业和硫磺生产，已成为全国的主要生产基地。

鸦片战争失败后，帝国主义的入侵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半殖民

地半封建的深重灾难，同时也输入了资本主义，I 892年(清光绪十

八年)，太原出现了第一个现代性工业企业——太原火柴局，购

进了一些简单的机器(计有车床五部，刨床一部，大小钻床各一

部，35马力小型蒸气机一部)结束了古城太原没有_一部机器的厉

史。1898年(清光绪=十四年)，在外资侵入的刺激和影响下，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封建官僚和一些商人、地主、豪绅受高额利润的诱惑，把部分资

本投入工业，在太原创办了机器局。设翻砂、虎钳，熟铁等厂。

购有35马力小汽锤1部，刨床1部，钻床2部，车床5部，雇工

百余，从事机械修理。这是太原机械工业的发端。1909年(清宣

统元年)，太原有了发电量60千瓦只供照明的电灯公司。从这时起

太原现代工业的行业门类渐多，官营减少，民商开办增多，但多

数处于初创，设备简陋，规模不大，生产能力有限。

由于兴办工业的需要，煤的作用愈加突出，用煤量也随之扩

大。因此，开办煤窑便成为当时最有矛吐可图的生财之道和积累资

金的手段。不少军阀、商人、大地主、工业资本家都染指煤田，

纷纷买山霸地、雇用窑头、招揽工人、开办煤窑。从1904午，(清

光绪32年)，大地主刘笃敬在西山开办“王封璜矿公司”两年后

在西山冶峪附近投资开办“成庆窑”矿起，到清政府被推翻前

的1991年(宣统3年)，又在王封一带开办“永泰煤窑”止。当

对，在太原西山地区的九峪十八沟，已经是“峪峪走马车，沟沟

有煤窑”了。而且窑数多，窑形复杂。有跟着露头煤打洞的平窑

和斜坑，也出现了专采地下煤层的筒子窑。

第二节

近代工业在太原的兴起

1912年，满清王朝被推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阚

锡山执政山西，采取了闭关自守，发展小而全工业体系的实业

政策。集中主要财力，用于军火生产；也发展了一些官僚资本工

业。从民国元年到1 931年(民国二十年)的二十年间，太原的现代

工业逐步发展。起步之初是官督商营的几个小型民用工业。I 914

年有了面粉厂。1919年建起了纺织厂。1921年创办了印刷厂(范

华印刷厂)。到1930年有了缝纫厂(华泰厚)，卷烟厂和织染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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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生)。此后，阀锡山筹建“西北实业公司”，办起了官办冲

锋枪厂、机关枪厂、炮厂、火药厂等军火工业和为军火工业服务

的育才机器厂、育才炼铁厂。

十九世纪中叶的1931年到抗日战争爆发前的1937年，是太原

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极盛时期。1 93 1年“九一八竹事变后，阎

锡山感孤单单发展军火工业是不成的，于是想在山西建立起从重

工业到轻工业的独立工业体系。i933年8月，又将官办的太原机

器局加以改组和扩大，正式成立了“西北实业公司”。以阎锡山

为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经过初级的资本积累，逐步从过去对民

族资本的渗透，转向对民族资本的排挤倾轧，对私营企业实行吞

并，同时创办亍一些新的工业企业。据《一九三六年太原战争工

业概况》记载：这期间太原已经有现代工业化工厂37个(其中公营

22个f私营15个、这些工厂分属于纺织(毛纺、棉纺)食品‘化

学、机裂制造、建筑、印刷、电力7个产业(其中纺织工业5

个、食品；工业3个、化学工业7个、机器制造工业14个、建筑工

业2个、!印刷工业4个、动力工业2个)，约有职工近万名。

根据《中国实业志》记载，到1935年太原现代工业和手工作

坊、官办和私营两类企业的数字和比重，司见附表一。

现代工业的发展往往是和手工业的振兴相联结的。据历史记

载，到1936年，太原已有马车、自行车、藤竹编织、文具印届4，

木器制做、缝纫、制鞋、制帽、黑自铁等18个门类的手工业作

坊。这些手工作坊除少数初具规模，集中按分工程序生产外，多

数仍属个体经营。有的推车挑担，走街串巷，发挥自己的一技之

长，有的前店后厂制做简嘻的手工业产品。

193z年“七·七"事变后日军侵占太原，太原的官僚企业和

私营企业完全沦于敌手。由于日军的巧取豪夺，太原工矿企业的

机器被拆走运圆日本，使企业遭受严重损矢。私营企业和手工作

坊纷纷倒闭或停业，工人流离失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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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日军为了实现其“以华制华”、徉以战养战"长期统

治中国的野心，又兴建了供日军所急需的油脂厂、缝纫厂、酿造

尸、棉织厂和芒硝公司等企业，并将埘西北实业公司"各厂一律

改为“军管理"厂。后，山西产业株式会社取代了“西北实业公

司”疯狂地对人民进行剥削和压榨。(日伪四年统治时期太原工

业状况可见附表二)。

附表二：

日军山西产业株式会社时期太原工业企业状况如下表

厂 名 抗战前厂名和统属

太原铁厂 原为西北实业公司西北炼铁厂、，

东山铁矿所 原为晋绥兵工矿业测探局东山采矿所

中央制作厂 原为西北实业公司西北育才镅i钢机器厂

太原窑厂 原为西北实业公司西北窑厂。

西山洋灰厂 原为西北实业公司西山洋灰厂

西山采炭所 原为西北实业公司西北煤矿第一厂

太原纺织厂 原为晋生染织厂

太原毛织厂 原为西北实业公司西北毛织厂

太原面粉第一厂 原为晋丰面粉公司

太原面粉第二厂 原为太原新记电灯公司附属面粉厂

太原纸厂
‘

原为晋恒制纸股份有限公司

兰村纸厂 原为西北实业公司西北制纸厂

·7·



厂 名 抗战前厂名和统属

太原火柴厂 原为西北实业公司西北火柴厂

太原火药第一厂 原为西北实业公司西北化学工厂(老)

太原火药第二厂 原为西北实业公司西北化学工厂(新)

太原电化厂 原为西北实业公司西北电化厂

太原皮革厂 原为西北实业公司西北皮革厂

太原卷烟厂 原为西北实业公司晋华卷烟厂

太原印刷厂 原为西北实业公司西北印刷厂

(摘自山西地方史志50页)

1945年(民国34年)抗日战争胜利。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

降，阎锡山从晋西返回太原，将太原市的工业企业全部以向日军

‘‘受降"、“接管”的手段，窃据为官僚资本，扼杀了民族资本主

义经济。1949年4月24日太原解放前夕，全市工业只剩下47个官

僚资本企业，固定资产原值为268万元，工业年总产值3586万

元，大多数企业属于设备简陋、技术落后，产品低劣，经营分散

的小工厂。私营工业和手工业多数倒闭歇业，所存者无几也生产

经营极不景气。

一·8·。



第二章

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时期的太原工业

第一节

国民经济恢复与社会主义改造

1949年4月至19,57年底，是太原解放后的第—个经济建设时

期。这一时期经历了三年恢复和“一五矽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

设，主要任务是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

早在1949年3月太原战役围城期间，党就组织了太原市军事

管制委员会，并在委员会下设工业接管组，交通接管组，电讯接

管组，准备入城之后接管阎锡山的官僚资本主义企业。4月24

日，太原解放。军管会接管组、市委、市政府入城办公，并遵照党

的七届二中全会制订的夺取全国胜利后，把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

转向城市，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任务的方针，把恢复和发展工业生

产做为全市工作的中心任务。按照一面接管、一面复工、一面清

点、一面生产的方针，紧紧依靠工人阶级，先后召开了太原各业

职工代表座谈会，公营轻重工业生产动员会，宣传了太原市公营

企业暂行薪金办法。对职工进行了安置、救济与教育，极大地激

发了工人阶级的政治热情。西北炼钢厂，在解放后的第3天就复

工生产，西北机车厂第4天就正式开工，电厂在两天内就修复部

分线路，不仅使市区通电复明，而且使市郊的工厂也通电开L、
到5月中旬，各厂矿大部开工生产，8月份全部复工，同时将占

全市工业固定资产80％的47个官僚资本主义企业收归国家所有．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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