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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1述

泉州市的工业生产，自古至今。走过的是一条从个体手工业、到

手工业作坊(工场)、到现代化工业建设的逐渐发展的道路。

早在新石器时代，泉州地区就有纺织和制陶手工业，尤其是制陶

技术较为发达。据文物考古工作者在南安丰州发掘的西晋至南朝的墓

葬中，出土了大量色泽晶莹、造型精美的青瓷器，说明当时制瓷业已

有相当规模和先进的制作工艺。晋江流域的先民从晋代开始亦已能制

作绿茶。摩、宋时期，由于统治阶级推行了一些有利生产发展措施，

使步受战乱影响的古泉州经济取得辉煌成果。建炎三年(1129)管理

越氏皇篡的。南外宗正司”由镇江迁来泉辨I，带来一批宗室织染工匠，

辩提高泉州织造产品的技术和质量有较大的影响。当时泉州是全国绢

和芋织品∞重要产地之一，所织造的绸缎被称为“泉缎”，既是高级

要品，又经“海上丝绸之路”销往海外。除纺织和陶瓷外，冶铰和翌

糖制作亦已相当发达，成为重要的出口产品。安溪是闽国铁、银主要

产地。宋元时期，泉州港“商贾云集”． “梯航万国”，对外贸易空

嚣活跃．被誉为“世界东方大港”，推动了工业生产的发展和工艺水

平的提高。从历史上看，从唐至元700余年同，是泉州工业生产不断

取得发展的鼎盛时代。

明清时期，由于“海禁”、“迁界”以及战乱的影响，泉州的手

工业生产日益凋零。使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泉州对外贸易日渐衰落。民

篷时期，泉州依仗华侨资金优势和得益于海外信息之便，虽也曾出嚣‘
几家使用动力生产的私营铁工场、电厂以及纺织、印刷行业，但规模



小、资金短缺、举步艰难。至泉州解放前夕，全区工业设备仅有380

千瓦的发电机1台、简易小机床12台、锯木机2台、制冰机2台、发动

机24台、织布机80多台。1949年，全区工业总产值0．28亿元，仅占工

农业总产值12．56}5。泉州解放前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 技术设备落

后的状况由此可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泉州地区又长期处于海防斗争前线，

台湾海峡两岸关系紧张，军事对抗不断。即使如此，共产党和人民政

府还是根据本地区的自然资源、人力和财力，重视发展利于雷计民生

的工业生产，以满足地方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需要。

建国后头三年．全区认真贯彻国务院关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

的方针，一方面没收官僚畿本，创办国营企业’一方面组建各种工商

兼营企业和合作经济，合理讶整劳资关系．扶持民族工业。这一阶段，

主要发展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加工工业。1949年底，垒区有大di工业

企业8964个，1952年增至14960个，总产值0．44亿元，比1949年增加

57》6，年均递增15．83菇。

1953年，开始执行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实行对

资改造，组建公私合营企业，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这一时期，全区

主要发展盐、糖、食品、日用陶瓷、纺织、生铁等产品。1957年，经

列资改造，全区工业企业减为2311个，总产值增至1．05亿元， 比

1952年增长1．39倍。1953～1957年总产值年均递增18．74，6。全区工

业建设在这8年时间内，扎实、稳步地取得长足的发展，开始改变工

业基础薄弱的面貌。 、。

1958年，晋江专区在贯彻“鼓足千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

设社会主义”总路线中，提出。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口号。是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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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投资锕铁工业1800刃"元，出现全民大炼钢铁热潮，工业生产不顾

客观实际地“大跃进”，至1969年．工业企业926个，总产值1．86亿

元。从表面看生产是。大发展”了，但实际经济效益却很差'有些产

品质量低劣。生产成本高，库存积压严重，造成浪费。1960年，全区

工业生产开始走下坡路，举步艰难。1962年，工业企业降为781个，

总产值1．23亿元。1958～1962年是全区经济处于困难时期，工业总产

值年均仅递增3．3296。

为纠正“大跃进”时期国民经济的严重失调。1961年末开始执行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对一些企业逃年亍“关、停、并、

转”，缩小重工业生产，扩大轻工和支农工业生严，使工业生产协调

爱展。1965年．工业企业调为740个，总产值1．87亿元，比】962年增

加52％。1963～1965年的三年经济调整时期，金区工业产值年均递增

i4．95％。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 晋江专区生产指挥系统瘫

痰，不少企业停工停产，一些企业亏损严重，工业生产发展缓慢。是

年，全区工业系统的86个企业，总产值0．85亿元。利润966万元。

l凹6年118个企业，总产值1．20亿元，亏损189万元。1966-1970年第

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全区工业总产值年均仅递增5．26％。1971～1975

年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全区工业总产值有所回升，年均增长9．38％。

。文化大革命”十年，全区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7．30％。

1970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拨乱反正，生产秩序恢复正

常，工业生产形势开始好转。1977年全区工业系统所属的118个企业-

总产值1．72亿元。比1976年增长44％。1978年，全区工业总产值5．48



纪元．比l钾睥3．7鑫亿元增长诣，《。
l嘶．中共十一眉兰中全会以来，晋旺地露各级领导认真贯彻

改革开靛妁一jI列方针改簟，实行特殊薮策和灵活措施，积极引进外

羹，大办多饺垒韭和。三资”企业，推行各种承包经营责任制，加快

新技术设鲁引进，大力发展外向戮经济，增强企业活力，金区工业生

产出磊志匿以来从来有过的好势头．

1抛睥，全区工业总产值8．26亿元，占工农业总产值54．74 j《，

工业总产值首次超过农业总产值，跃居垒区经济建设的首位，改变了

过去以农业为主的状况。此后，工业生产继续上升，1985年，全区大

小工业企业J5433个，总产值19．52亿元，比1980年增长1．36倍。1990．

年，全市大小工业企韭21631个，总产值增至52．20亿元，比1949：羊增

长185倍，比1980年增长5。32倍，占工农业总产值82．10％。

建禺4睥来，泉州市的工业建设已形成一个有35个行业，以食晒、
饫辩、纺织、缝纫、化工、机械、工艺美术、纸品、金属、建材为主

律韵工业生产体系，刨造了许多名、优、特新产晶，增强市场的竞争

力，并积极打入国际市场。特别是后10年间，泉州市的工业生产获得

空面、迅速的发展，成绩斐然，为全区经济建设的腾飞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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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工业体制

民圈及其以前，泉娜地区的工业以个体手工业和私营企业身圭．

巾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步展全民所有稍的工韭，使其成为工业的主

体，在工业生产中占主导拖经。同时，积极发展集体所有甜工业，对

个体手工业实行合作化。逐步纳入集体经济．在对私改造中，多数私

营企韭实行公私合营，后又转为全民或集体企业。改革开放后．大力

发展乡镇工煦和“三资”企韭，鼓威发展私营企业。并扩大横向联营

企业，j暂成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工业体镧。

-．1949年底，全区全民企业2个，总产值(1957毒i不变价，下同)】

万元，私替爱业和个体手工业8960个，总产值2655万元。1952年。金

区全民企业增至49个，总产值311万元，公私合营企业4个。总产值5

万元，合作社和生产小组的集体企业已建立7个，总产值6万元’私营

企业和个体手工业增至14900个，总产值3851万元。1956年开始对私

卖盱全两改造后，工业体制发生了翡显变化，至1967年，全区工韭企

韭2311个，总产值9738万元，其中t全民企业69个，总产值2187万元，

占全区总产值23，《，公私合营企业102个，总产值3632万元，占37X，

集体企业697个，总产值3415万元，占35j《I私营企韭和个体手工显

t44H'-，总产值504万元，占5，(．1961年，贯街茸是经济。霸整、巩

固、充实、提高”的方钎，开始对工业体翻进行盛妥帕关、停、并、

转．至196辉，全区工业系统地、县(市)■的工业企业82个。总产值
p§o呖I元，其中。全民企业77个，产值6521万元，占总产值98．80，(，

集体金韭五个。产憧钾互-元，占总产值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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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期闻。工业体钢有所变化。19§9年刮起下放风。

把原属县(市)1 m系统管理的杜办企业下放给人民公社管理，19Y2

年又改回由县(市)。：‘业系统管理。1973年，全区工业企业861个，

总产值29397万元，其导地衾莹企业245个，产值21304万元，占总产
ff72N，集体企业6161逐步纳费3万元，占总产值28，6·

1980年，全区乡镇b又转为全f业1393个，总产值(1970年不变价·
下同)66558万元，其中企业，期rr．318个，产值40469万元，占总产值

60．80，6，集体企业1073个，’牟值25953万元，占38．99N'全民与集

体合营1个，p值110万元，占o．17％’集体与私人合营1个，产值26

万_元，占0．04 96。

198睥，全区工业企业15433个，总产值195168万元，其中：全
民企业387个，产值62170万元，占总产值31．85N l集体企业]221个，

产值42150万元，占21．60N}其他经济类型企业39个，产值4269万元，

占2．19，6'村(居委会)及以下的各种企业13786个，产值86579万元，

占44．36N。 ．

j9jO年，全甫全民、集体、个体、“三资”、横向联营、全民与

集体、全民与私人、集体与私人等经济成份构成的工业体制，共有

21631个企业，总产值52．20亿元。其中t全民企业382个，产值8．36

亿元，占总产值16．02N l集体企业1127个，产值7。04亿元，占13．49N’

其他经济类型企业206个．产值7．43亿元，占“．2sN I村(居委会)

及以下的各种企业19916个，产值29．37亿元，占56．26，《。



第一节 私营与个体手工业

新石器时代泉州先民已能烧制釉和印纹陶器。l瞳着手工业生产的

发展，周代已产：葛布，晋代已有较大规模的瓷器舾作工场。唐代，泉

州已是全禹绢学的八大产地之一，景云二年(711)南安等她已能削

糖。明天启年间(1612～1627)，如安溪赤岭的铸铁匠林鳌山，迁往

永春县城开设铸锅厂。清嘉庆五年(1800)，蔡源利在晋江东石刨办

泸昌织布局和染坊，是泉州较早的私营织染企业。

民国时期，私营企业和手工业逐渐发展。民国5年(1916)，庄

杰赶兄弟在晋江青阳创办源和堂蜜饯厂。民冒。年，周、陈二人开设

人生织布局，是泉州已拥有一定生产规模的纺织企业。至抗日战争末

期，泉州有大小织布厂(场)20多家。在民国时期，泉州地区豹工业

基础仍很薄弱，私营企业和个体手工业仍占主要地位。

泉州解放初期，私营工业企业和个体手工业有所发展。1949年底，

全区私营工业企业369户．总产值1329万元，个体手工业8571户，总

产值1326万元。1952年，全区私营工业企业发展到735户，总产直增

至1859万元，个体手工业发展到14165户，总产值增至1992万元。

1953年，对私营工业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贯彻“公私兼顾，

劳资两利”的原则，实行公私合营，对个体手工业推行合作亿的政策，

建立起集体经济。1956年，全区对私改造基本完成，壮大了全民和集

体所有制经济。至1957年，全区私营工业仅有37户。总产值254万元，

个体手工业只剩1406户，总产值250万元。

1978年后，贯御改革开放骏策。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行

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和多种生产经营方式，私营工业和个体手工业又获
3



得发展。1985年。全区城镇个体工业1036户，从业人员4诣置人．总产

值2224万元l农村个体工业5008户，从业人员18538人。总产值6594

万元．全区个体工业合计6044户。总产值8818万元，占全区工业总产

值195200万元的4．52}《。1990年，全市城镇个体工业2355户，总产值

12112万元}农村个体工业6339户．总产值28621万元。全市个体工业合

计8694户．总产值40733万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522000万元的7．80，《．

第二节 集体工业

泉州解放后，国家对手工业实行。保护、发展、提高”的方针，

使手工业生产得以发展。1952年5月， 晋江专区供销合作总社设立生

产科，，负责组织手工业生产和试办手工业合作组织。当年，组建工业

合作社2个、手工业生产合作社3个和生产小组1个，总产值6万元。

1953年始手工业者逐步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先后建立合作社或

生产小组。1955年5月，晋江专署设立手工业管理科， 负责手工业生

产和对私改造。1956年掀起合作化高潮，全医93％的手工业者参加合

靶q织。至1957年，全区工业合作杜65个，总产值853万元，手工业

生产合作社495个，总产值2359万元，并已组建生产小组137个，总产

值20377元。全区初步形成了集体所有削的工业体制。

1958年，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刮起“合并、升级、过渡”风，

盲目改变集体所有制、生产规模、隶属关系和分配形式，打乱了集体

经济的正常发展．如泉州市(今鲤城区)手工业的72个社、组中，有

62个杜、组按行业升级转厂．分别期归重工，轻工、商业、粮食等9



个部门管理，占全市手工业杜、组总人数的809以上。1961年8月，

手工业系统执行中共晋江地委《关于恢复发展手工业生产的指示'，

组织手工业归口(队)，调整所有制，把。大跃进”中升为全民的部

分企业复为集体企业，把人民公社管理的244个社、组，以集镇和铁、

木、竹、五金行业为重点，分期分批收归县(市)手工业联社管理。

至1962年，全区手工业系统(含公社)的企业有512个，总产值2639

万元，占全区工业总产值的248。

“文化大革命”期间，集体工业体制也有所变化。1971年，全区

集体企业408个、总产值5217万元，其中：城镇和街道企业75个、总

产值413万元}农村人民公社企业168个、总产值13J9刀‘元。J973年，

全区集体企业616个、总产值8093万元，比197]年分别增加208个、

2876万元。其中：城镇和街道企业155个、总产值1085万元，比增80

个、672万元}农村人民公社企业185个、总产值1391万元，比增17个、

72万元。

1978年后，乡镇企业异军崛起。1980年，全区乡镇以上集体企业

1073个，总产值25953万元，其中：县(市)属企业208个，产值

14971万元，占总产值57．69 96，城镇和街道企业252个，产值3271万

元，占12．609 l农村人民公社企业613个，产值7711万元·占29．7l}6。

另有集体与私人合营企业1个，总产值26万元。

1985年，全区乡镇以上集体企业122]个，总产值42150万元l集

体与私人合营企业22个，总产值3137万元’居委会办企业577个，总

产值6648]Y元，村(队)办企业3322个，总产值37142万元，村合作

经营企业3843个，总产值33971万元。

199睥，全市的市、县属企业301个。总产值29330万元’乡办企



业521个，总产值23508万元，镇办企业221个，总产值11434万元，街

道办事处办企业84个，总产值6170)瓶集体与私人合营企业92个，
总产值33280万元。村(居委会)及以下的集体企业11222个，总产值

262991万元，其中{城镇合作<居委会)企业1623个，总产值38922万

元，村办企业5336个，总产值138299万元。全市集体工业企业总计

12441个．总产值356713万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522000万元的68，34 96。

鲤城区的街道工业，是全市集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有街道办

事处办、屠委会办、户办、联办四种体制。

195'／年，街道组织生产自救小组】1争．就业屠民130人，以后逐

步发展壮大，至1969年街道工业有71个厂(社，．职工3000多人，总产

值323万元。1970年．贯彻福建省关于爱鼹街道工业的指示后，工厂

转轨转向，把小商品生产、零配件加工下放给街i芝工业。1973年，街

道工业企业发展到140个，职工18921人，总产值994万元。1978年，

街道工业企业161个，职工9300人，总产值1570万元。

改革开放后，着力开拓外向型经济，承接来料加工、来件装配、

合作经营、合资办企业，促进街道工业大发展。1980年，街道工业企

业167个，总产值2253万元，年末职工11364人。1985{F，仅办事处办

的街道工业企业72个，总产值3766万元。年末职工10568人。1990年，

衡道工业有2哆个行业、344个企业(办事处办55个、居蚕会办230个，
中外合资4价、合营企业12个)，总产值(现行价)4．40亿元， 占

垒市工业总产值7}6。出口值1．77亿元，税金2087万元，利润1670万

元，固定资产6690万元，年末职工18257人。



第三节 公私合营与国营工业

泉州地区早期就有少数官办工业。五代时．泉州节度使留从效置

办冶镣场·南宋南外宗正司置办织杂手工场，元代有军府作坊，明洪

武年问泉州府设染织局。民国初期，各县国民政府先后建立印刷厂(

所)，印刷地方报纸。民国23年(1934)德化刨办公营瓷业改良场，

民国27年南安设立莲河盐场公署。民国28年泉州设立茶叶管理办事处，

对茶叶实行官营，等等。

一、公私合营企业

、泉州解放后，贯彻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和全国政协《共同纲

领》，对私营工业实行利用和限制政策，使其向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方

向发展。1949年末．全区公私合营的企业爨有1个，总产佳3万元。

1952年增至4-t-，总产值5万元。名嵇?
1953年起贯彻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对私营工业实行加工

定货、收购包销等具有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初级形式，并开始对私营

工业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首先，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源和堂蜜饯厂

作为省、地实行公私合营的试点(重点)企业。当时该厂拥有私有资

金16万元，其中固定资产7万元，从业人员63人。政府派两位干部驻

厂，协助筹备工作，拟定公私合营方案，包括增加投资、扩建厂房、

臻置设备、扩招工人、改善管理、发展生产和提高质量等事项。并决

定将信泰行(纱布)、锦隆行(百货)、友农行(土产)、腰记号(

小五金)4家批发商并入，于1954年实行公私合营，以点带面，推动

全区的对私改造工作。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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