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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粮油工业志》是为编纂《四川省志-粮食志》而编写

的专题资料桂著作之一。本书记述的是1840～1990年150年

问四川粮油工业的发展历程，寓经验和教训于史实之中。我

们真诚希望《四jjl粮油工业态》能够成为粮食系统广大职工，

以及关心粮油工业发展的科研人员和教学人员了鳃四川粮油

工业发展历史、进行业务学习、从事粮油稃研和教学的辅助读

物或辅助教材。

本书从1987年开始搜集资料，搜资纲目和书稿的编写纲

目出梅世华总体设计和编写，再经编写组集体讨沦。并在广泛

听取同行意见的基础上修改定稿。1989年8月，编写组成员

按照书稿编写纲留，开始分关对搜集昀资料进行整理并编写

初稿。初稿的概述和一、二、五章由梅世华编写；第三章由肖秉

钧编写；第四章由【_日锡林编写；第五章的第六节由罗广拄编

写；张利荣设计、制作和校对了书中的全部图表。1990年7月

至11月，梅世华对全书初稿进行了总纂。1991年3月。编写

组邀请《四川省志·粮食志》编委会和编志室的吴凯、李树裳、

罗实能、张先介、刊、峰、刘志超、张明胜、王一曲和四川省搜套

局曲-"3-拣复、范斌i{l、周革辉、黄素荨．以及重暖奇伎蚤工溉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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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顾训诚、遂宁市粮食局的周一清、绵阳市粮食局的陈家傻
等专家和同行，在都江堰市对书稿进行了逐章讨论和评议。根

据这次评议提出的意见，1991年6月至10月，梅世华对书稿

作了进一步修改并最后定稿。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四J1．省志·粮食志》编委会和编

志室给予了很多及时有效的关心和指导；四川省粮食局和一

些地、市、县、厂，以及一些长期从事粮油工业工作的老同志，

也热情地为本书提供了许多资料，并对本书的编写和修改提

出了许多很好的建议。四川省棱油工业公司为编写组的搜资

和写作给予了大力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水平所限，本书难免存在一些缺点或错误，诚恳希望

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编 者

一九九一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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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I现代机械化的粮油加工业，是由原始的土法加工作

坊逐步发展而来的，缀双四川粮滴工业的发展历程，从生产工

具的变革和生产力发展水平来看，大致可以将其划分为三个

阶段：本世纪初卧以前，是完全的土法加工阶段；从本世纪初

至60年代，是土法加工与机械化加工并存阶段；70年代和80

年代，是机械化加工迅速发展阶段，特别是80年代，机械化加

工的工艺技术提高较快。如果按碾米、磨粉、制油各自的工艺

技术发展变化情况来看，这种划分还可以更细致一些。总之，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四川粮油工业几经起伏，其经验教彭取

十分深刻。

四川是中国粮食瘸植物油料主产区之一，其种植水稻和

桐籽等农林作物的历史源远流长。四川采用土法工具加工粮

油，历史也很悠久。在四川成都、彭县、广汉等地出上的汉代画

像砖上，就刻有舂米的脚踏碓图案。根据近、现代专家学者的

考证，脚踏碓这种工具是汉代时我国劳动人民发明的，这种工

具曾在我国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广泛使用。我幻虽不

能证明脚踏碓等工具就是由四川人发明并首先使用的，但至

少可以认为，汉代时明四川的土浓靛斌加。【技术．是与孕舒了

～l～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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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史的黄河流域地区同步发展

的。

从1840年到民国时期，四川的粮油加工作坊遍布城乡，

形成加工网络。城镇的作坊一般由富绅或中产者开办，他们或

自己经营，或出租给粮油商经营。这些加工作坊大都自行采购

原料加工，出售成品，同时也代客户加工。农村的加工作坊多

数系地主开办，从事代客加工，一般农户也自备或合备有土法

工具自篱自磨自食，阑隙则加工粮浊到市场出售。

从清末至20世纪60年代的半个多世纪中，土法工具一

赢作为四Jll粮油加工业的主要设备，同机械化、半机械化的加

工工具长期并存。60年代初，四川土法工具的榨油能力占全

省植物油年加工能力的85％左右，全省农民口粮有60％左右

由土法设备加工。至20世纪60年代末，四川境内土法粮油加

工设备才超负荷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退出了历史舞台。

这说明四川近代和现代粮油加工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是十分

缓慢的。

机器加工粮油的工艺技术。是19世纪中叶由欧美等国传

入中国的。四川采用机器加工粮油，发端于20世纪初叶。1906

年，四川开始利用水压机榨取植物油。1909年，长寿县人孙建

中等集资在长寿县城外东街创办了四川第一个机器面粉厂

——长寿禁烟改种纪念公司。1915年，成都又创立机器碾米

厂。此后，重庆等地陆续开办了多家机器面粉厂和碾米厂。可

以认为，从1906"-"1936年，是四川近代机器粮油加工业的创

始时期。这个时期的特点．是以民族资本为主要投资来源，以

机器面粉厂的建设为重点，以重庆地区为中心。工厂的生产规

模一般较小．建设的厂也i砭少。



抗日战争时鲰，四川近代机器粮漓加工盟经历了一次迅

猛的发展过程，达到四川近代粮油加工业发展的顶峰。抗日战

争爆发后，作为国民政府统治区的大后方，四川境内军民人l=j

猛增，社会购买力和粮油消费量迅速增长，粮食加工业因此

。获和甚丰”，各种小型的机器粮食加工厂“有如雨后春笋，应

运而生”。据《中国近代湎粉工业史》记载，抗日战争时期，四川

机器面粉厂平均每年增加约4个，全省机器面粉厂日产面粉

能力由1936年的4．4万公斤提高到1945年的26万公斤，其

发展速度在中外面粉工业史上也是罕见的。有人将这段时期

称为四川杌器面粉工业发展豹“黄金时代”。蹈妈小型规器碾

米厂在此期间发展也较快，粮机修理和制造企业也有～定发

展，全省见予各种记载的碾米厂数量达到上百个。这个时期的

特点：一是国内资本对粮油工业的投资高度集中于四川，投放

粮油工业的资本也由民族资本扩大到官僚资本；二是资本的

投放多数是为粮油加工业的丰厚利润所吸引，带有较大的投

机性；三是大厂与小厂、新建厂和内迁厂一齐上马，使四川有

了少量生产规模较大的企韭，增强了四川粮溜工业实力。这个

时期机器加工厂的布局以重庆为中心，主要集中在长江沿线

的城镇，辐射全省。

解放战争时期，四川粮油工业经历r～次严重挫折，抗

日战争胜利后，内迁的机关、学校、团体和工商企业相继外迁，

四川大城市的粮食加工能力出现较大过剩，加上国民党统治

区通货膨胀，资金匮乏，能源紧张，大批加工厂被迫歇业，有的

长期陷入半停产状态。重庆地区的机器蘧粉厂有一半以上歇

业·其余的也减产50％以上。四川粮油工业在这一时期陷入

了空前萧条的泥潭。但，j、型的机器碾冰厂在一些中小城镇仍

一3一一



有一定发展。曾任四川警察局长的范崇实等人于1946．>'1949

年在新都昆河之滨兴建了四川第一个浸出法制油厂——中国

溶剂提油厂，开了四川利用浸出法制油技术的先声。

总之，从1937"-"1949年，四川近代粮油加工业的兴衰起

伏带有十分突出的战争时期的特殊性。但是，从宏观上看，这

个时期四川吸收了不少沿海企业的先进工艺技术和管理经

验，其工厂建设也为四川现代粮油工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

物质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四川粮油工业得到较快发展，同

时也经历了一些混乱和挫折。

1950N1957年，是四川粮油工业缝康发展的重要时期。

这段时间，四川粮油工业完成了三大任务：一是成功地进行了

对私营粮油加工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全民所有制形

式的国营粮油加工业，并且确立了国营粮油工业协调、组织和

领导全省粮油工业生产。及其指导行业管理的主导地位；二是

进行了初步的生产布局调整，对重庆等地的粮食加工厂有选

择地进行了就地并停或向中小城镇迁转，使一批解放战争时

期歇业的工厂恢复了生产，充实了部分中小城镇的加工能力，

效果比较显著；三是建立起一套重要的粮油加工管理制度和

企业管理制度，会制会碾、价拨经营、定额管理、企业民主化管

理等80年代仍在继续推行和完善的许多制度，基本上都是在

这个时候建立或试行的。仅“一五”时期，国营粮油工业总产值

就由9000余万元增加到6亿多元，Q)利润由25万元上升到

①本书记入的工业总产值．均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京统计局颁发的1980
年工业产品不变价梅计算。1980年以前的工业总产值也掩1980年的不变价格建
行了按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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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多万元，产值平均增长速度为46．7％，利润平均增长速度

达到65．3％。这个时期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在对私营粮油加

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后期曾要求过急，工作过粗，形

式也过于简单，对于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也不很

适当。 、

1957年以后，四川粮油工业接连发生两次较大的混乱，

遭受了严重挫折。一次是1958"--1960年，犯了盲目增加加工

能力的错误。在1958年的国民经济大跃进中，由于农业生产

出现严重浮夸，粮油加工行业产生了加工能力跟不上粮食生

产的错觉．四川在全省大搞所谓粮油工业大跃进，到处兴办粮

油加工厂，不切实际地提高机器设备的单位时间产量，即所谓

。生产效能翻番”。1957年，四川省粮食部门加工广总数为600

多个，1960年达到1千多个，职工人数由2万余人发展到3

万多人，还帮助农村兴建了4万多个粮油加工坊，使全省生产

能力大大过剩。由于上马匆忙，许多粮油加工工具的制造质量

很差，配套设备也很缺乏，职工上岗缺乏培训，操作技术很差，

致使重大事故迭出，经济效益下降。1959年，全省粮油工业发

生重大设备事故达30次，比1957年增加了23次；全员劳动

生产率从1958年开始急剧下降，直到1965年才基本恢复到

1957年的水平；粮油工业利润1958"-"1960年都只有200多

万元，均低于1957年的水平。这场大规模增加生产能力的运

动，使四川粮油工业的正常生产秩序和发展速度受到干扰和

破坏。后来经过一系列调整，国营粮油工业从1961～1963年

裁减了700多个加工厂和车间，精简职工l万多人．生产秩序

才逐步恢复。 。

1966,'--,1976年lo年问．四J|l靛油工她再次经受较大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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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i企业管理陷入严重混乱。这次渥乱持续的时间较长，混乱

程度比第一次更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建立的企业管

理制度遭到严重破坏，生产极度混乱，企业亏损严重，生产事

故频繁。仅1974年，全省591个独立核算的粮油加工企业就

有192个亏损，亏损面达30％以上，重大设备事故达91次，

职工因工死亡9人。此后3年，重大设备事故平均每年达40

次以上，职工因工死亡人数在9人以上。这在四川粮油工业的

发展史上是极为罕见的。尽管如此，广大职工在这场动乱中排

除干扰，坚守岗位，仍然保证了粮油的加工供应，并建设起一

擞小型的机器西粉厂和植物油厂，在部分油料主产区，还建设

-『少量艇用重型螺旋榨油设备的植物油厂。这lo年，四川国

营穰油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速度为2．5％，粮油工业利

润平均增长速度为7．1％。1976年，四川国营粮油工业完成工

业总产值9亿元，实现利澜约700万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四川粮油工业发展的最好时期

是1979,--．1990年。这个时期，刚l|国营粮油工业结合生产布
局调整进行了大规模技术改造。在部分碾米厂采用了“先砻后

碾、多机出自”先进工艺，在面粉厂和植物油厂则分别普遍采

婀了“小麦联产制粉”和“预榨、浸出、精炼”新工艺，初步改变

了制粉和制油业工厂小型、布局分散的状况。改造后的工厂多

数达到中型企业的生产规模，技术装备焕然一新，工艺技术基

本接近国内先进水乎，产品结构也有较大改善。经过布局调

整、技术改造和管理方式上的“转轨变型”，粮油工业经济效益

迅速提高。1988年．四jIl国营按油工业总产值达到18亿多

元，居全国第3位；实现利润总额超过1亿元，居全国第10

位。1990年又升错全国第9位。1980～1990年．四jIl国营讯油



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0％，实现利润平均每年增长

15．85％。。一五”时期的增长速度虽然高于这个时期，但那时

带有较大的恢复性质。而80年代的发展，则主要是由工艺技

术的变革带来的，其意义更为深远。四川乡镇粮油加工业这期

间也有较快发展，80年代末小型加工坊达20万个，职工40

多万人，每年完成工业总产值在】6亿元以上，年加工成品粮

食2000多万吨、植物油20多万吨。这个时期，四川稂油工业

通过改革经营管理、扩大企业自主权、企业全面整顿和推行承

包经营责任制，管理水平大大提高，现代企业管理方法也在部

分国营企业得到推广。纵观1840年以来四川粮油工业的历

史，可以说，这段时期是工艺技术和企业管理全面发展的最好

时期。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四川粮油工业发展史上，

还有两件长期存在争议的大事，即60年代中期和70年代末

国营粮油工业企业的两次大规模下放。60年代中期主要是下

放土榨油坊，国营粮油工业经营的3000多个油坊及其所属设

备，均基本下放给了农村社队．并同时下放了180多个大米厂

和8000多名职工。70年代末．国营粮油工业又将设在县城以

下的大米加工厂下放给社队，全省共下放加工厂及车间1600

多个，下放工人6000多人。这两次下放都是以行政命令方式

进行的，其指导思想是为了支持四川农副业生产和乡镇企业

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但实际效果却并不明显。这种以行政命

令方式进行的大规模下放，使国营粮油工业对自身前途长期

顾虑重重，患得患失，徘徊不前。同时，乡镇企业又担心下放的

工厂有被收回的可能，也不愿投资改造老企业。下放引发的国

营企业与乡镇企业互争原料、重复设厂等激烈矛盾。最终给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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