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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育

序 言

萎堪带
无锡服装行业最早由成衣业(中服业)发展而来，历史悠久，面广量大，同人民生

活息息相关。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无锡近代轻纺工业的产生和发展，无锡服装

业(西服业)应运而生。解放前，由于一家一户家庭手工方式，本短利薄，工具简陋，工

效低微，大多数店铺仅能勉强维持生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国家对服装行业采

取了积极扶持的政策，1956年实现全行业合作化和部分企业公私合营，企业由个私

经济变为集体和全民所有制经济。又经过22年的艰苦创业，至1978年，初步奠定了

无锡服装工业的基础，实现了历史上第一次飞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无锡服装工业

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至2000年，经过了两个发展阶段。

前12年(1979-1990)，生产经营方式完成了由“以内销为主向内外并举以外为

主”的战略转移，通过发展地方名牌产品，加快内销“成衣化”步伐，积极开拓国际市

场，使无锡加工的国际名牌服装走向世界。1982年服装出口创汇进入无锡市1000万

美元行列，成为无锡外贸的拳头产品。到1990年，初建为无锡和江苏的出口服装加

工基地，实现了历史上第二次飞跃。

后10年(1991-2000)，通过深化改革，引进外资，加大科技投入，加快结构调整

步伐，实现了由“生产加工型”向“生产经营型”的转变。经过“八五”的高速发展和“九

五”的持续稳定发展，无锡纺织服装已跨出国门直接参与了国际市场竞争，成为无锡

市“五大支柱产业之一”，实现了历史上第三次飞跃。

2000年，工业总产值51746．90万元，比1954年增长783．25倍；人均增加值

36289元，比1954年增长55．40倍，分别居全国17个重点城市同行业的第5、7位，

其综合规模及主要经济指标仅次于同行业的浙江省、山东省、江苏省的常州市和南

通市，为国家积累资金、创造外汇、丰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全卷用大量的事实和充分的数据，全面地反映了无锡市服装行业50年来经济

发展的成就，全面、系统、翔实地介绍了无锡服装行业发展概貌，具有较高的参考价

值。<无锡市服装行业志：》还不十分完善，但就其主要方面来看，仍然是一部重要的资

料书，它将有利于业内外一切关心无锡服装的志士同仁进一步了解和研究无锡服装

的过去、现在和展望末来，有利于无锡服装进一步振兴和发展。

在编纂中得到了原纺织工业局、轻工业局、服装行业协会、市史志办公室以及有

关企事业院校单位等各级领导和同仁们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凡例 无锡市服装行业志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实事求是地记述本行业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上限不定，追溯事物的发端，下限断至2000年。

三、本志记述范围：解放前为原无锡县服装(成衣)鞋帽业，解放后为市、县分设

后的无锡市服装(成衣)鞋帽业，1983年实行市管县体制后，兼管江阴、无锡、宜兴三

市(县)服装鞋帽行业及市区相关院校、商业外贸。

四、本志共设置8章、18节，冠以概述、大事记，按类分设章、节。无锡鞋帽行业以

附录形式记述于后。

五、本志以述、记、志、传、表为表述形式，以语体文记述。大事记以编年为主，辅

以纪事本末体。

六、本志记事详今略古，着重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

来的史实。

七、本志人物章，循志书通例，生不立传。人物简介包括：省、市以上劳动模范、先

进生产工作者；高级设计师、经济师、政工师。

八、本志历史纪年，解放前用朝代和民国年号，各章、节首次出现时夹注公元纪

年。解放后用公元纪年。文中所用解放前后，系指1949年4月23日无锡解放前后，

建国前后专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

九、本志计量单位和数字的使用按国家统一规定。解放后至1955年3月1日前

使用的旧版人民币，以10000：1的比例折合成新版人民币。

十、本志选用历代史志、文献、档案、报刊和口碑资料等，一般不注明出处。

十一、本志统计数据，解放后采用主管部门和行业经核实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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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清

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1

由前辈倡捐，集资于三皇庙(现前西溪中心小学)建立成衣公所，成为“既便同业

集议，又且纪念祖师”的办公场所。

咸丰十年(1860年)

太平军攻克无锡，成衣公所毁于兵灾。数年后经业主朱冬生等倡捐集资于沈果

巷内重建，恢复了成衣公所。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

经多方筹款并联合同业议决集资于沈果巷内扩建，至此，成衣公所形成两朝房

屋，其事迹被当时“锡金两邑首长给示保护勒名”嵌于壁间。

宣统三年(1911年)

“老人和”业主匡梅卿创办无锡第一家“老人和洋服号”

中华民国

民国元年(1912年)业主许三宝、范仁卿承办公所事务o

9年(1920年)易业主郭其祥等继续办理。

14年(1925年)易业主王金元主办。同年(1925年)无锡市服装手工业同业公会

(即西服业)成立，“薛新和”业主薛东根任理事长。

。 16年(1927年)成衣公所改为成衣公会组织之名称，经公推业主诸明初等主

事。其后迭经改选，继任者⋯．．．。一

18年(1929年)薛东根辞职后由“竞新”业主谢定安代理至民国23年(1934年)

正式选举任西服业公会理事长，半年后由“美伦”业主朱瑞昌接任理事长。

35年(1946年)改选“竞新”业主匡伯威为西服业公会理事长。

36年(1947年)复选“源昌祥”业主邹宪忠为西服业公会理事长，37年(1948

年)辞职后由“南洋”业主沈定一代理至无锡解放。

37年(1948年)成衣公会改选，业主朱少良为成衣业公会理事长至无锡解放。

1949年4月23日。无锡解放o

7—8月，无锡市西服业工会开始筹备，9月正式成立，经选举，顾杰为主席；许祖

根、李建伟为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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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

11月，无锡市成衣作同业公会筹委会成立，公推业主韩凤石为主任委员，业主张

坤华、顾宝生、夏福才、陈桂初为副主任委员。

同时，有同业盛雪亭、朱国良等另组成衣业独立劳动者协会。

11月，无锡市服装业同业公会成立，“时新”业主诸云龙任主任委员，1950年辞

职。由副主任委员“新生”业主张庆云代理至7月辞职。经各区分会民主公推“震昌”

业主章浩震任主任委员，“大上海”业主孙振达、“美大”业主邹忠海等任副主任委员。

1950年

4月3日，无锡市手工业工会联合会召开由“营造、西服、针织、五金”等39个行

业基层分工会正副主席、生产股长、福利股长参加的联席会议，会后积极开展了“互

济自救”活动，帮助解决失业工人困难。

1951年
’

2月，由缝纫业失业工人和市合作总社部分干部家属20多人发起筹办缝纫生产

自救小组，10月建立了无锡市缝纫生产合作社(筹备)。’

10月22日，成衣作同业公会与成衣业独立劳动者协会合二为一，通过改选，业

主包林华任主任委员，业主任继生任副主任委员。

1952年

2月，西服业在市手工业工会统一部署下全面开展“三反”、“五反”运动。

9月，根据“巩固提高为主，稳步发展”的指示精神，无锡市合作总社决定缝纫、毛

巾等社、组开展整社工作，着重解决社员对合作社性质的认识与贯彻“大家办社”的

问题，消除消极因素，使合作化运动向健康的方向发展。整社工作历时7个月，至

1953年3月结束。通过整社，健全了民主管理机构，正式成立了缝纫、毛巾生产合作

社，民主选举产生了理事、监事会，同时建立了生产、经营、财务等管理制度，制定了

合作社章程(筹)。

12月30日，无锡市第一缝纫生产合作社正式成立。

1953年

中共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

改造逐步深入发展。

同年，随着无锡市总工会管理体制改革，实行条块结合，各区相应成立了无锡市

总工会派出机钩——工会办事处。自此，西服业(包括中服业)工会完成了各自的历

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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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

5月，响应无锡市手工业代表会议的号召，在市工商局、市合作总社与各区有关

部门支持下，抽调干部，组织工作组，以西新区为点组建手工业合作社(组)，相继组

建了一区“和平”、二区“红旗”、三区“曙光”、四区“火炬”、五区“星火”5个服装生产合

作小组。截止1954年底，共组建社组7个，社员252人。在国营公司和市供销、消费

合作社的支持下，对供应市场产品、满足城乡人民生活的需要，起了一定作用。

10月，为适应国家在过渡时期实现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需要，全面了解城

乡手工业的基本情况和今后发展趋势，为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对手工业实现社会主义

改造制定方针政策提供重要依据，市政府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具体部署，组织专门力

量，成立以市统计局、合作总社、工商局等为主的调查办公室，对全市30多个主要行

业进行了历史和现状的重点调查分析，从而为相关行业留下了珍贵的史料，其中缝

纫业包括：成衣(中服)、西服、中西服、童装、枕芯枕套、制袋、旗帜、制帽、制鞋、篷帆

等10个自然行业。

1956年

1月，全市服装行业实现了合作化，组成了23个生产合作社组，其中服装行业有

14个生产合作社组，社员1375人。

1月20日，各区手工业科相继撤消，无锡市手工业局将全市手工业按行业成立

22个工作委员会，负责行业规划、组建社组以及解决处理合作化过程中的具体问题。

无锡市缝纫业第一工作委员会主任：高永明，副主任：蒋铮。

3月12日，无锡市手工业管理局决定成立无锡市缝纫服装联社(简称专业联

社)，孟克、蒋铮、顾金保为专业联社副主任，同时相应建立了党组织。随着“专业联

社”的建立，无锡市缝纫业第一工作委员会完成了历史使命。

9月12日，无锡西服业中规模较大的金星、大华、大上海、大昌、南洋、乔记、大华

(女)、绿叶、蓓蕾、三爱、乐凯等店实现了公私合营。

11月22日，棉针织行业与服装鞋帽行业合并为无锡市棉针织服装鞋帽联社，党

支部书记胡根全，主任孟克，副主任袁恒生、顾金保。

1957年

7月，无锡市棉针织服装鞋帽专业联社撤销，9个集中生产的企业，5个划归商业

领导、1个划归纺织领导、1个划归轻工领导、2个留在手工业局；其它37个企业均按

属地划归各区领导。

9月1日，国家对棉布实行定量供应，服装业的来料加工业务受到影响。

1958年 ，

5月，无锡市第一缝纫生产合作社更名为“无锡市光明内衣厂”，6月，由集体所

有制转为全民所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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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给服装行业带来了曲折，出现了片面强调高速、单纯追

求产值，盲目扩并企业造成服装服务网点减少，出现了居民做衣难的现象。

1959年

7月，各区分别成立了“服装区店”，以加强对服装行业的领导，半年后分别撤销。

原崇安区服装区店所属单位按企业性质分别划归崇安服装厂和友谊服装厂，其它区

也作了相应的调整归并。

1960年

此年起至1962年，国家经济困难，布票发放量减少，服装业产量下降。

1961年 。

下半年开始，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

(即“手工业35条”)精神，服装行业进行了调整，各重点企业普遍建立健全了规章制

度，生产秩序逐渐正常，把一部分上升过早的合作工厂恢复为生产合作社或供销生

产合作社；同时对大部分企业，通过划小核算单位，动员名牌技师归队，扩大了服务

网点，恢复了周荣记中服店、大华女子时装店等8家名牌店，克服了“名店不名货”的

状况，从而使服装企业的生产比较顺利地得到恢复和发展。

1965年

4月8日，无锡市服装鞋帽工业公司、无锡市服装鞋帽联社成立，实行“两块牌

子，一套班子”合署办公，形成了“条块结合，分级管理”的体制。董浩云任党委书记，

李建伟任经理，蒋光烈任副经理。

6月25日，中共手工业局党委决定：中共无锡市服装鞋帽工业公司委员会由董

浩云、李建伟、蒋光烈、袁素珍、俞志忠5人组成，董浩云任党委书记。同年成立无锡

市服装鞋帽工业公司技术研究室，研究室从此走上了以设计打样、开发新品、为出口

服务的轨道。

1966年

8月13日，服装行业各企业单位参加了无锡市手工业局举行的万人游行活动，

从此被卷入“文化大革命”，全行业生产又一次遭到严重损害。

1967年

因“文化大革命”，当年工业总产值比1966年下降44．44％，服装总产量下降

12．61％，利润下降60．46％。

1969年

在“上山下乡”运动中，一批小型集体企业被撤销，有2000多名职工和合作社社

员被下放到农村插队落户。

1970年

无锡市服装鞋帽工业公司撤消。市属企业除红华服装社(原南洋)、红云(原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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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震球呢绒服装厂(并入无锡光明内衣厂)仍由无锡市轻工系统革命委员会管辖

外，其余各服装厂(社)分别划归各区革命委员会管辖。

1971年

全年工业总产值继续比上年下降59．09％，服装总产量下降54．93％，利润下降至O。

1978年

2月23日，根据无锡市轻工业局报请无锡市人民政府同意，成立无锡市服装工

业公司，以加强对服装行业的领导。同时，原属崇安区管辖的长征服装厂、风雷服装

厂(即中华服装厂)、北塘区管辖的星火服装厂等，经无锡市人民政府决定划归无锡

市服装工业公司领导。

5月17日，经报请市委同意，建立中共无锡市服装工业公司委员会，委员会由吕

树惠、顾金保、蒋光烈、过季安、章阿二等5人组成，吕树惠任公司党委书记，顾金保

任党委副书记、公司经理，蒋光烈任副经理。 、

7月，中央颁发《工业三十条》，要求深入开展学大庆、整顿企业。各服装企业普遍

对企业管理进行恢复性整顿，调整管理机构，恢复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恢复与

健全一些行之有效的企业管理规章制度。

7月，轻工业部在湖南省长沙市举行全国服装产品质量评比鉴定会。列入评比鉴

定的有男女毛料衣裤、衬衫、童装、衣裤等14个品种。光明内衣厂的“银湖”牌男衬衫

得99．20分，与北京“天坛”牌评分相等，并列全国第一；无锡长征服装厂的毛料男女

上装、西裤三个品种分别荣获全国第一。

10月27日，无锡市光明内衣厂年产出口成衣150万件套的引进设备补偿贸易

项目——大型成衣车间开始破土动工，加紧基建。成衣车间工程共7200平方米，为

五层23米高的钢筋混凝土结构。1980年12月，六条生产流水线全部投产，发挥了生

产效益。历经2年零3个月提前还清了全部设备价款及利息400多万元，形成年产

400万件的生产能力，成为全国服装行业出口产品的骨干企业。

11月24日，朱耀根任中共无锡市服装工业公司委员会党委副书记。

12月18—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在党的“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方

针的指引下，无锡服装行业抓住了机遇，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趁着

加快发展轻纺工业的大好形势，实施“内外并举，以外为主”的外向型战略。

1979年

‘1月，无锡市光明内衣厂在江苏省衬衫单项工序操作表演赛中获得团体总分第

一名，4名选手夺得单项冠军，6名选手分别获得第二、第三名。这次表演赛是江苏省

轻工局在无锡市举办的，南京、无锡、常州、南通、苏州这5个市服装行业的60多位

选手参赛，各显神通、互相观摩、取长补短，促进了操作技术的提高。 ．

2月16日，无锡市轻工业局召开产品质量经验交流大会。光明内衣厂、长征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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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等质量优胜单位受到了表彰；“银湖”牌衬衫、精制毛呢服装为局的优质产品。

4月5日，服装工业公司在城中公园首次举行服装造型设计展览会。为丰富和美

化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公司专门组织了服装研究所和各厂的设计、技术人员，根据

“实用经济、美观大方、舒适合体”的原则，设计了一批款式新颖的四季时式服装新品

种。展览会分为男装、女装、童装和出口服装4个部分，共展出各种新品种684件

(套)。 ，

4月14日，无锡市光明内衣厂、无锡市长征服装厂被轻工局命名为1978年度大

庆式企业。 ，

7月，为了适应外贸出口的需要，新建红华服装厂，1980年2月更名为无锡市艺

华服装厂，同年7月投资66万元，新建厂房4500平方米，1982年竣工投产。职工扩

大到361人，形成了年产40万件出口工艺女衬衫的生产能力。

儿月，无锡市服装设计研究所成立。

11月24日，江苏省经济委员会在南京市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会，颁发优质产品证

书，长征服装厂的“金星”牌细毛呢服装、光明内衣厂的“银湖”牌男衬衫荣获“江苏省

优质产品”证书。

1979年

报请无锡市计划委员会同意，将光明内衣厂年产90万件出口任务和483台套

专用设备分别划给了市、区5家服装厂，其中：震球40万件、224台套；风雷20万件、

105台套；长征10万件、52台套；火炬10万件、51台套；刘潭10万件、51台套。有力

地带动了全市服装行业的结构调整和发展。

1980年

劳动制度改革首先从改革就业制度开始，即从企业外部改革就业上的统包统配

制度，第二步改革招工、用工制度，逐步深入到企业内部，由劳动局统一分配指标，企

业在指标内公开招工，择优录取。1981年打破劳动就业上的“铁饭碗”，又从过去招收

城镇基本工改为招收城镇合同工的体制，工厂劳动力不足还可以向劳动局申请计划

外用工，由劳动局指定地区招收农村合同工。

同年，配合教育部门中等教育结构改革，先后在市十八中学、广丰中学这2所中

学内试办了8个服装职业高中班，共招收学生400人。市十八中学以对口培养光明、

震球、星火、中华等厂的技工为主；广丰中学以对口培养针织总厂、羊毛衫厂、童装、

朝阳、火炬等厂的技工为主。技术课师资由各服装厂派出的专业技术人员担任，使学

生在学习文化的同时接受技术操作培训，两年后毕业达到二级工技术水平，成为服

装行业的后备军。上述2所中学通过自身的努力，后来都成为服装行业初级技工的

培训基地。

3月22日，王振河任无锡市服装工业公司党委副书记。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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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

1月6日，经轻工局同意，在马圩五号桥组建的无锡湖光服装厂竣工投产

8月5日，蒋光烈任无锡市服装工业公司经理，免副经理；顾金保免公司经理、党

委副书记；苟耀忠(未到职)、丁妙法提任公司副经理。

9月1日，无锡市长征服装厂等12个门市部公开挂牌敞开承接服装来料加工。

切实解决群众“做衣难”的问题，引起很大反响。

1981年起，无锡市服装设计研究所接受江苏省标准局、江苏省服装公司的委托，

承担对全省内销衬衫产品进行技术监督抽查检验任务，每年一次根据省主管部门通

知要求开展工作，对被检单位的产品进行技术监督抽查检验，并将结果写出书面报

告直报省主管部门。
’

1982年

无锡纺织品站对部分产品停止收购，统购从此变为选购，企业自销由此开始。

5月11日，经市委同意，建立中共无锡市服装工业公司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由

王振河、陈月明、过季安、蔡志明、杨刚生等4人组成，党委副书记王振河兼任纪委书

记，陈月明任纪委副书记，同时，吕树惠免去原党委书记职务；蒋光烈免去公司经理

职务。

7月16日，陈德标任公司副经理。
。

‘。

7月24日，厉发根任中共无锡市服装工业公司委员会书记。

7月，受江苏省服装公司委托，从服装设计研究所和有关企业抽调专职技术人员

担任辅导老师，举办高级毛呢(中山装、西装)培训班，面向全省服装企业招收在职中

级以上技术工人。每期招收学员50名左右，进修半年，经考核合格发给毕业证书。第

二期应山西省服装公司要求，扩招了该省服研所和有关服装厂10名学员参加培训。

由于全体教职员工的共同努力，全面达到了预期目标，按质圆满地完成了培训任务，

受到了上级领导和各派遗企业的一致好评。

10月，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王振河逝世。

lO月，无锡市光明内衣厂“银湖”牌男衬衫荣获国家质量银质奖。

无锡第一百货商店当年实现销售总额2759万元，其中服装产品销售422万元，

占15．3％。商店服装面料专柜从此实现了以“卖布为主”向“卖成衣为主”的历史转变。

198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了2号文件《关于国营企业进行全面整顿的决定》，

根据《决定》精神，市、区、县重点服装企业开始了全面整顿。

1983年

元旦，震球呢绒服装厂从光明内衣厂分出，独立经营，恢复原厂名。

2月28日，李建伟任中共无锡市服装工业公司委员会副书记、公司经理；尤耀祖

任公司党委副书记；马家农任公司副经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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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日，无锡市实行市管县(无锡县、宜兴县、江阴县)后，为形成无锡服装工业的优

势创造了条件。三县共有县社二级企业81家，其中县属企业3家，原县属划归公社

管的企业14家，实行归口管理的县属以上服装企业15家，是全市服装工业的骨干

企业。

为了加强一市三县的行业管理，服装工业公司增设无锡市服装行业管理办公

室，主任陈德标(兼)，由主管局授权行使行业管理职能。

1983年经江苏省标准计量局批准，通过《新华日报》发布公告，正式成立了江苏

省服装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业务范围：涵盖全省服装行业内销各类梭织服装的技

术标准和产品质量检验测定工作。

同年，无锡市标准局决定成立相应机构——无锡市服装产品质量监督检测站。
1984年

国家计划委员会决定轻纺产品除自行车、凸版纸、普瓷、铁锅、聚合体、化纤等6

项仍属指令性计划，其它产品均改为指导性计划。

年底，15个县属以上整顿企业全部验收合格，并按“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

化”的要求调整了企业领导班子，健全了管理机构，企业的各项管理制度又在恢复性

整顿的基础上提高了一步。同时，按国家经济委员会规定，强化各项管理基础工作，

着重加强了计量和标准化两个薄弱环节。到1995年，15个县属以上服装企业计量工

作全部验收合格，其中3家厂获2级计量单位证书；12家厂获3级计量单位证书。

1985年

高南奎任无锡市服装工业公司党委副书记、兼任纪委书记；历发根免去党委书

记职务，任公司调研员；李建伟免去党委副书记、经理职务，任公司调研员；丁妙法免

去公司副经理职务，调任长征服装厂党支部书记；副经理陈德标主持公司常务工作

(法人代表)。

9月，无锡市童装厂“乐友”牌童装荣获江苏省、国家轻工业部“优质产品”称号。

无锡市震球呢绒服装厂“震球”牌男西服荣获江苏省、国家轻工业部“优质产品”称

号；同时震球厂加工的毛料服装产品经国际羊毛局检验，获准使用国际“纯羊毛标志”。

下半年，江阴长江服装厂在省内同行业中率先引进了美国格伯公司生产的MM一

5CAD服装辅助设计系统，代替手工操作，提高了服装样板缩放、自动排料、算料等速

度。原来企业推出一个款式完成设计打样一般需要7—10天时间，现在2天即可，工

效提高5倍以上，生产周期大为缩短，适应了国内外市场的需要。

同年，无锡轻工业学院工业设计系受无锡市轻工业局委托，培养服装设计人才，

加收了第一届服装设计本科生15人；无锡市纺织工业学院也招收了第一届服装设

计本科专业班，开始每年招生一个班(20多人)，是国内创办较早的学院之一。

1986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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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廷钰任无锡市服装工业公司党委书记；杨汉伦任公司经理。

10月1日起，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决定，国营企业正式实行了以用工制度为中

心的四项改革：《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度暂行规定》、《国营企业招用工人暂行规

定》、《国营企业辞退违纪职工暂行规定》、《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集体

企业参照)

1987年

．根据市政府决定，无锡市服装工业公司成建制、服装鞋帽全行业划转无锡市纺

织工业局归口管理。

11月30日，无锡市计划委员会会同市体制改革委员会等部门，研究同意市纺织

工业局报告，为进一步理顺关系，明确职责，尽快发挥大纺织优势，由原轻工系统无

锡市服装工业公司与纺工系统无锡市纺织品服装公司合并组建为无锡市服装公司，

定性为全民所有制、经营服务型的企业性公司，具有法人地位，经济独立核算、自负

盈亏，公司实行经理负责制。公司党委书记：杨汉伦；经理：嵇朴生。原无锡市服装工

业公司的行业管理职能收归无锡市纺织工业局、。

无锡市长征服装厂“金煌”牌和“大华”牌毛料女上衣、无锡市卫东服装厂“卫东”

牌和江阴县第四服装厂“金壮波”牌毛料中山装荣获江苏省“优质产品”称号。

1988年
j

7月9日，为更好地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发展生产力，进一步搞活企

业。经纺织工业局报请市计划委员会同意，决定本着“精干、效能”的原则，撤销无锡

市服装公司，组建无锡市服装行业管理办公室，担负起对全无锡市服装行业管理的

职能。办公室由4人组成，主任：陈德标，地点设在无锡市纺织工业局内。

8月，成立无锡市纺织品品种、服装设计初级评审委员会，首届主任委员：陈德

标；副主任委员：唐钺、吴燕珠；委员6人。

原市服装公司所属服装设计研究所(含北大街服装门市部)单独划出，改名为无

锡市服装研究所，为集体所有制的事业单位，内部实行企业化管理，行政上隶属市纺

织工业局领导，经济上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具有法人地位。保留原江苏省标准

计量局服装产品监督检验站，在无锡市服装研究所实行“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的管理

体制。

无锡市印染厂对原服装公司主体及原纺织品服装公司经营部实行有偿兼并后，

成立无锡市振兴服装厂。该厂为全民所有制企业，经济上独立核算、自负盈亏，隶属

市印染厂领导，保留全国纺织服装无锡开发设计中心牌子及人员，业务上接受部、

省、市有关部门领导，与振兴服装厂为“两块牌子一套班子”。

无锡市长征服装厂“大华”牌女大衣荣获江苏省、国家轻工业部“优质产品”称号。

无锡市长征服装厂“金煌”牌、无锡市卫东服装厂“卫东”牌、江阴县第四服装厂



10 无锡市服装行业志

“金壮波”牌毛料中山装，这三只江苏省优产品晋升为国家轻工业部“优质产品”行列。

1989年

lO月，无锡市童装厂的企业基础管理通过省级专家组验收合格，经报请国务院

企管指导委员会批准，发给证书，正式命名为国家二级企业。

11月，红豆集团公司与香港兴利有限公司兴办了无锡市服装行业第一家中外合

资无锡兴利制衣有限公司，投资129．6万美元，其中引进外资36．288万美元，占

28％。

12月17日，纺织工业部下发(88)纺人字第445号“关于请试行服装(鞋帽)企业

生产工人<劳动规范)的通知”。为了加强服装企业劳动管理，不断提高劳动生产力，

通过光明厂试点，对一线生产工人全面推行了岗位(新五岗)工资制。

1990年

1月，无锡市刘潭服装厂与日本樱花株式会社共同投资30万美元，注册资本21

万美元，其中：引进外资lO．50万美元，占50％，兴办了无锡樱花制衣公司。

7月5日，无锡市市长王宏民组织市经济委员会、市计划委员会、市人民代表大

会财贸经济工作委员会、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市纺织工业局，以及服装、纺织、针

织三个行业的27名企业的领导、报社电台的记者、市政府、市人大13个综合部门共

46位代表，就如何拓宽思路、更新观念、研究对策、振兴服装行业，在市政府第二会议

室召开了"90服装工作会议。会议期间，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原副市长)李祖法作了

重要讲话。根据会议精神，在主管局的领导下，“行管办”在总结“七．五”的基础上编制

了《无锡市服装行业八．五发展计划》，并列入无锡市“振兴纺织，加快发展服装”的大

纺织规划。

同月，“震球”牌毛呢西装套产品荣获国家质量银质奖。

12月，无锡市纺织品品种、服装设计初级评审委员会根据上级规定，组成第二届

评委会。主任委员由纺织工业局副局长尤仁涵兼任；副主任委员：陈德标、唐钺；委员

7人。

1992年

6月15日，江苏红豆针纺集团公司成立，成为江苏省第一家乡镇企业集团。

9月，“红豆”牌、“银湖”牌分别荣获江苏省著名商标称号。

同年，创建中外合资企业形成高潮，全市(一城三县市)共兴建了中外合资企业

24个，投资总额1813万美元，注册资本1337．49万美元，其中引进外资636．22万美

元，占46％。纺织工业局决定改“服装行业管理办公室”为“服装科”，将针织复制行业

与服装行业合并归口管理。

1993年

1月27日，为了使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工作经常化，根据上级指示重新调整充实



大事记

了初评委人选。第三届评委会，主任委员改由纺织工业局副局长吴志清兼任；副主任

委员：陈德标；委员13名。 ，

同年，震球、红豆两个集团主体公司分别获准为服装生产自营出口企业，当年分

别直接创汇103．35、102．89万美元。 “

“银湖”牌男衬衫荣获中国国际服饰博览会金奖。

10月，“红豆”牌棉毛衫裤荣获国内贸易部，93国产商品金奖。

1994年

3月，“红豆”牌服装被评为“中国十大名牌产品”之一。“银湖”牌男衬衫荣获中国

服装协会“中华精品”、“江苏省名牌产品”称号。

1995年

7月，经纺织工业局同意，成立了无锡市服装行业协会筹备领导小组，报无锡市

民政局同意，开展了各项筹备工作，发展了首批会员41个(其中：服装鞋帽工业企

业、商业外贸企业等38个，机关、事业、院校3个)。会员单位覆盖无锡市乡镇以上主

要骨干企业、事业、院校单位。

9月，江阴第四服装厂与江苏华西集团公司共同投资1400万元，新建西服联营

厂，从德国、意大利、日本等国家引进了具有90年代初期国际先进水平的西服套装

生产流水线一条，各种专用设备584台套，形成了年产80万件套中高档毛呢西服

(职业服)的生产基地。

12月，“震球”西服被评为“江苏省名牌产品”。

同年，光明、震球、长江、红豆、元亨、刘潭、江阴绣服、锡山生达等企业销售收入

分别进入江苏省服装行业“30强”；其中：光明、震球、长江、红豆、元亨、刘潭等6个企

业分别进入全国服装行业“100强”先进行列。企业法人代表赵启文、薛彬森、袁永梁、

周耀庭、虞协元、钱伯荣、肖惠芬、杨天伦、丁士明等被评为江苏省服装行业优秀企业

家。其中：赵启文、薛彬森、袁永梁、周耀庭、虞协元、钱伯荣、肖惠芬、杨天伦8人被评

为全国服装行业优秀企业家。

“红豆”、“银湖”、“红狐”、“震球”四只品牌的服装产品被评为无锡市星级名牌产

品，其中四星级产品一只：“红豆”；三星级产品三只：“银湖”、“红狐”、“震球”o

1996年

8月，红豆集团公司投资2500万元，率先筹建了以集团总部为核心的省级服装

技术开发中心，聘请了国际级服装设计师，配备CAD／CAM(计算机辅助设计／辅助生

产系统)，高起点设计开发新产品，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信息网络中心、服装设

计制版中心、服装检测与标准化中心、市场营销中心。

11月12日，为落实市委、市政府“九五计划和2000年远景规划”，市委常委、常

务副市长吴新雄上午在市计委二楼会议室，就无锡市支柱产业之一“高档纺织品和



12 无锡市服装行业志

服装”的发展问题召开了专题座谈会，会议听取了市纺工局局长李文海关于发展扶

持“高档纺织品和服装”实施意见的汇报，研究明确了支柱产业的概念、定位、目标、

载体、保证措施及竞争机制等问题。会议基本同意“实施意见”，并要求根据会议精神

进行修改补充后，由市计委、经委、纺工局统一部署实施。从此，“高档纺织品和服装”

第一次成为无锡市“五大支柱产业之一”，被列入了无锡市“九五计划和2000年远景

规划”。

11月16日，无锡市纺织工业局召开市属服装企业厂长(经理)工作座谈会，会议

。由副局长程麟寅主持，就市属服装行业如何以“创名牌、拓市场、创辉煌”与大家商量

对策。会议期间，局长李文海、副局长吴志清到会分别作了讲话。到会人员畅所欲言，

交流思想，统一认识，研究对策，形成了初步共识。

12月19—20日，在原锡山市港下镇红豆集团公司召开“无锡市服装行业协会首

届会员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协会章程(草案)，选举产生了协会领导机构——理、

监事会，报请主管局批准、民政局登记，成立了无锡市服装行业协会。理事会由20人

组成，首届协会理事长：吴志清；副理事长：赵启文、杨兆莲、潘霄燕、周海江、陈德标；

监事会由3人组成，监事主席：丁妙法；秘书长：郑文跃；协会顾问：孙亚屏、陈正明。

1997年

4月15日，由江阴长江服装厂和该厂“职工持股会”共同出资组建，经江阴市政

府批准，成立了无锡市服装行业第一家改制后的新公司一江阴长江服装有限公司。
改制后的新公司属于增量扩股型的有限责任公司。

4月，“红豆”牌率先荣获中国驰名商标称号。

7月，无锡市光明集团公司率先跨出国门，与港商合资兴办第一个境外企业：柬

埔寨金卡门制衣有限公司。2000年转为中方独资经营，投资总额增到160万美元。

9月，红豆集团公司经过4年的努力，狠抓以产品质量为中心的各项基础管理，

率先通过了中国方圆标志委员会IS09002质量管理标准体系认证，使企业管理上了

一个新台阶。

10月，无锡市震球呢绒服装厂在市级企业中率先通过IS09002质量管理标准体

系认证。

年底，无锡市光明集团公司采用“借壳上市”的办法，以无锡市银湖服装有限公

司的名义，注册4868万元，通过资产重组加入无锡市太极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

司)o经太极公司配股上市，共获得社会投资5000万元，用以解决境外办企业、加快

企业科技进步和发展规模经济等资金需求。

1998年

2月18日，红豆集团公司在江苏省教育委员会的帮助下，与法国著名的ESMOD

服装设计院合作办校，成立了ESMOD服装设计院红豆分校，先后为企业和社会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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