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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九江的工业，有两个含义，一指从事各种手工工技艺劳动的，在修水县上奉乡山背发

现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先民制作、使用的石器就带有这种“工”的萌芽。二指采掘自然物质

资源和对工业品原料及产品原料进行加工的社会生产。据此，九江的工业则始于商周时

期的瑞昌铜矿采掘和冶炼。后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适应人们的生产、生活的需要，工

业的门类则逐渐增多，如造船、建材、酿造、纺织等等行业相继形成。

18世纪末，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一些工厂开始使用机器生产。九江的工业规

模也逐渐扩大，门类亦有增加。辛亥革命后，南浔铁路、“久兴纱厂”等近代工业迈人九

江。但不久又受日本人侵的摧残，一些工厂被破坏，有的停产或外迁，战后恢复也十分缓

慢。

九江工业大发展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初步形成了九江工业的

雏形；经过七个“五年计划”的实施，期间尽管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干扰，仍然形成了采矿、

冶炼、机械、电力、电子、建材、石油、纺织、化工、造船、食品等相对独立又趋于完整的工业

门类。生产技术和工艺装备水平也得到不断提高，一批传统的、落后的设备和技术为现代

的、先进的设备和技术所代替，并形成新一代的技术装备。九江已成为江西全省的重要工

业基地。九江的经济结构与建国初期比较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

产值的比重，由1949年的11．7％，上升至1990年的68．46％。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九江

工业经济发展态势良好，并为今后进一步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在国民经济中的地

位日益突出。

第一章发展概况

第一节清代以前

早在公元前2800年前，当时的九江先民就已使用石器耕作、种植稻谷，制作陶器和用

野生纤维布做衣。商周时期，九江青铜冶铸和制陶技术渐臻成熟，铜矿开采具有相当高的

水平。春秋战国时，九江先民已掌握生铁冶铸技术，铁质农具已普遍使用，纺织、陶瓷、竹

木加工、漆器制作等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到汉代，九江已有制造舟船、停靠大量船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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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载。制陶业已形成一定规模，陶器具的花纹甚多，三国两晋时期，制瓷技术更精，瑞昌出

土的西晋阁楼人物谷仓罐，用堆塑方法成型，代表了当时青瓷制作工艺的成熟水平。

隋、唐两代，九江工匠的造纸享有盛名，九江一度是江南的造船中心，在青瓷器的烧

造、酿酒方面有很大发展，五匠(铁、木、篾、缝、皮)四坊(磨、槽、酱、染)及手工制茶逐步兴

起。九江出产的“浔阳酒”，亦名“江州酒”、“江酒”，是当时名酒之一；九江县新合镇出土的

唐代九江窑青瓷盘壶，其器形和装饰已形成独特风格。唐高祖武德九年(626)至宪宗元和

十五年(820)，九江的造船技术相当精湛，可建造长20丈，载重1万石，容六七百人，结构

坚固，能抵御海浪的大海船。唐太宗贞观十八年(644)七月，唐决定出兵征高丽，命江(今

九江)、洪(今南昌)、饶(今波阳)三州，造军粮船400艘。经过宋代、元代的发展，明代造船

基础雄厚，时九江的海船窝，就是制造海船的船厂。

宋代，九江采石业开始兴起，主要有花岗石和青石开采，在江西四大名砚中，九江就有

星子县的金星宋砚和修水县的赭砚。修水、武宁的手工制茶达到鼎盛．庐山云雾茶从宋朝

开始就被选为贡品。明代，九江出产土布、土丝、漆、桐油、纸、蓝靛等手工业产品。九江砖

瓦生产在元代以前就很发达，明太祖建金陵(南京)帝都时，湖口是全国125个提供城墙砖

的县之一。

进入清代，九江有了印刷、夏布、雕刻、油漆、制香、鞭炮等新行业。

18世纪末，九江出现r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了一批从事纺纱、织布、采矿和茶叶制作

的手工业作坊。较大的是瓷土开采，年产量在300。1500吨之间，至清末，修水红茶每年

外销达9万余箱。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九江被辟为通商口岸，一些资本主义列强纷纷利用

九江交通便利的条件，大肆掠夺工业原料和农副产品，并利用廉价的劳动力就地加工，清

光绪元年(1875)俄国商人建立的新泰砖茶厂和光绪七年(1882)成立的顺丰砖茶厂就是外

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也是江西最早的外资企业和最早使用机器生产的近代工业，

对九江经济的发展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其时从事砖茶生产的工人约千名，每年平均生产

砖茶约1．2万担。光绪十年(1884)，新泰和顺丰两厂“制造规模仍然很大，都在十足开

工”，两厂的产量约2．3万担。光绪二十年(1894)创办的荣昌火柴公司(后改为裕生火柴

公司，即九江火柴厂的前身)，是九江近代民族工业较早、较大的一个企业，荣昌火柴厂厂

址于老马渡，另设材料厂于彭泽县太平关，由于受洋货冲击，数年后，厂主歇业，将厂顶卖。

光绪二十七年(1901)春，新接手的火柴厂主有地方官为之保护，日本洋火进口陡减，本地

贫民进厂做工者不少，但该厂火柴硫璜味重，本地人不太喜欢使用，大半销往汉口。到宣

统元年(1909)前，九江火柴已不复存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九江设肥皂厂，当年制成

肥皂1150箱，每箱重50磅，销往本地约300箱，运往内地500箱，其余350箱运往汉口销

售。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九江肥皂可出货3000箱，其成色介于欧洲与日本产品之间。

光绪三十一年(1905)，督办生利总公司在修水招股，共议合成百股，征地设厂，就地采樟熬

制樟脑。

从工业萌芽到清末长达数千年，九江逐步建立起手工业和手工工场，乃至发展到近代

工业，商品经济虽不断发展，但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以小农经济、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

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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