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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994年4月28日，讧

泽民恩书记(左二)视

察上海第二毛纺舅{

厂，上海市委书记吴

邦国(左一)暗同。

江泽民总书记在上海

第二毛纺织厂织遣车

问视察。

3 1989年7月1 5日上海市市长来镩

基(右二)观察中日合资上海寅丰

服装有限*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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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986年11月t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

务委员郝建秀(右一H2察上海华丰毛纺厂。

上海市纺织工业局局长梅寿椿(左一)陪同。

1 994年1月8日，上海

市副市长棘匡迪(左二)

视察羊毛衫产品展销

会。

3】993年11月9日上海市副市长谢丽娟(左

一)参观精品博览会。

4．1988车2月12日上海市勃织工业局局长梅寿棒(前排左二)在新的上海毛麻纺织联台公司成

立大会上祝贺发言。前排名二：联合公司董事长兼经理曹螺坤前排左一：联台公司副董事长兼

副总经理施邦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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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海毛席纺织工业公司

领导及国际羊毛局代表

在展销会开幕式上致开

幕词。

2上海毛麻纺织行业时装

表演队演出。

3 1985年由上海市毛麻纺

织工业公司主办的国际

纯羊毛标志纺织品展销

台大厅。

4展销台陈列的毛纺织产

品一隅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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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

1鬼毛、羊绒精杭每厂

2罐蒸机和整纬机

3丑宁格电子分枭整羟机

4毕加诺剑杆织机

5倍持机

6半自动络筒机和高速并线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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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海毛麻行业首届艺术节

2业苷}雕刘艺术作品陈列

3．拨；可：L赛

4’93毛麻行业首届职工艺术节

5书法比赛

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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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毛麻纺织工业已有80多年历史，她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分散到集中，几经曲折兴

衰，逐步发展成为纺织系统中门类齐全、品种多姿，技术进步、管理有序的一个重要行业。她的

前半身是在旧社会度过的。40多年中生不逢时，民族工业处于凋敝困境，根本无从发展。中华

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40多年中，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依靠全行业科技、经营

管理等专业人员和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努力，开创出毛麻纺织工业一派蓬勃发展的新景象。全

行业迄今已累计上交税利达122亿元，产品远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国家经济建设作出不

可磨灭的贡献。

回顾上海毛麻纺织工业振兴发展的40多年历史中，给人们留下深刻的教益就是：在困境

中前进。我们已先后经受了三次严重困难和转折。第一次是战胜了经济恢复的困难。50年代

初，刚解放不久，毛纺业市场萧条，工厂停工。行业通过结构调整，开发产品，技术改造，提高质

量，向苏联、东欧市场出口，渡过难关，行业获得新生。

第二次是战胜了市场转移的困难。60年代初，苏联对中苏贸易毁约，停止进口我国呢绒；

行业被迫停工减产，一时遇到了严竣考验。我们加紧开辟西方市场，向资本主义国家出口呢绒。

这是一次重大战略转移。这次市场转移给行业发展技术、花色品种、实物质量、企业管理等进一

步提出更高更严的要求，以适应多品种，高质量，小批量，快交货的西方市场特点，经过艰苦奋

斗，几经磨难，努力攀登对西方出口高峰，终于“柳暗花明又一村”。上海毛麻纺织工业在产品质

量、技术、管理和人才培养等方面，获得全面提高。扎扎实实地上r新台阶，全行业出现欣欣向

荣的新局面。

80年代末，上海毛麻纺织行业开始遇到第三次困难和转折。主要是产品滞销，库存积压，

资金短缺，原材料费用上涨，生产周转失调，经济效益连年滑坡，少数企业处于半生产状态，行

业开始出现亏损企业，经过三年努力，行业上、下转变观念，改革经营管理机制，开拓内外销市

场，密切工贸关系，大力调整产品结构，开发市场适销对路产品，压缩库存，等等。行业摆脱困

境，走出低谷，经济效益开始回升。

这次困难和转折与以前有根本性质的不同，前二次都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发生的，而又在



2序

强化计划体制中予以解决的。这次出现的困境是在改革计划经济体制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下发生的，企业开始面临买方市场，乡镇企业与中外合资企业崛起，出现市场竞争，过去那

种“朝南坐”、“皇帝女儿不愁嫁”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再加上改革中各种配套措施尚不完

善与成熟，因此，困难的出现，是企业内外诸多深层次矛盾的必然反映。要解决这些矛盾，仍须

靠深化改革，改革出成果，改革获生机。我们面前仍有无数困难，我们坚信只有在排除万难中前

进。上海毛麻纺织行业在改革开放的大道上，必然会发生更深刻更大的转折，不断深化改革，不

断战胜困难，将会促进上海毛麻纺织行业进入一个新的更加灿烂的发展阶段。

盛世修志。本着“服务当代，功及后世”的宗旨，组织编写了上海毛麻纺织工业第一部专志。

经过四年多时间的搜集资料和编写，《上海毛麻纺织工业志》终于成书出版，与读者见面是值得

庆贺的一件大事。

《上海毛麻纺织工业志》记载着上海毛麻行业的兴衰和变革，记载着民族工商业者为振兴

上海毛麻工业所作出的努力。并热情歌颂上海毛麻行业广大职工的创造性劳动和企业家艰苦

辛劳的业绩。她无疑是行业的一部开拓创业的奋斗史、发展吏，是毛麻科技的进步吏。这些历

史经验，翔实资料及大量信息是我们的宝贵财富。读后，可以吏为鉴，指导当前，规划未来，在深

化改革中，对进一步发展毛麻行业实现“第二次创业”将发挥其重要作用。

·《上海毛麻纺织工业志》的编写出版，凝聚了全体毛麻行业修志人员的艰辛努力和付出的

大量心血。同时也得到了各级领导、企业家、专家和前辈的大力支持帮助，并得到上海纺织工业

局局长梅寿椿、姜光裕、施颐群等领导的关心支持，以及上海社科院出版社的具体指导。对此，

我们表示衷心感谢! 一

曹炽坤
1994年10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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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力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

政策为准绳，实事求是地记述上海毛麻纺织工业的历史和现状。按照“详今略古”的原则，重点
放在建国后的40多年中。

二、本志由概述、管理机构、企业、产品、工艺技术、原料供应、产品销售、军需品生产、援外

支内、人物、历年统计资料等ll章，计22节。“大事记”列概述之首。章、节以事物为序排列，目

以下—般以时间为序记述。

三、本志记事，上限尽可能追溯到各类事物的发端，下限至1992年，少数内容迄于成稿之
日。

四、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统一使用第三人称的称谓行文。附表随文设嚣。全书照片
既有卷首集中也有随文插图。

五、本志为尽可能较全面地反映上海市毛麻纺织工业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毛麻公司)成立

以来，在生产、销售、出口、技术、劳动、财务等各类经济数据的变化发展，全部统计资料设专章，
便于读者查考。

六、本志“企业简介”或历届党政领导的更迭等附表，均以1992年末上海毛麻公司存在的

企业数为统一口径。对已关、转企业从略。

七、全志资料，主要录自档案资料、部分采自书报期刊和口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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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1907,--,1992年)

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

3月郑孝胥等人在上海日晖港筹设日辉织呢商厂，占地85亩，拥有粗纺锭1750枚，毛

织机44台和全套染整设备。这是上海第一家毛纺织厂。

1909年(清宣统元年)

1月2日 日辉织呢商厂正式开工，出品统称“华呢”，月产量1万余码。在天津路设批发

所，在四马路(今福州路)中国品物陈列所寄售另剪。

1910年(清宣统二年)

日辉织呢商厂产品无法与进El货竞争，开工不满两年便停业。

1915年(民国4年)，

日辉织呢商厂因债权关系，被江苏省收归省有，派员保管。同年，又收为北洋军阀政府所

有，并未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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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民国5年)

8月 日商绵实业株式会社暨口清纺织株式会社创办东亚制麻株式会社。资本El金2500

万元，有纺锭3040枚，线锭128枚，麻袋织机85台，麻布织机63台，职工约1300余人，专制麻

袋、麻线及打包麻布。这是上海第一家外资黄麻纺织厂。

191．9年(民国8年)

沈联芳等商人集资8万元，向北洋军阀政府承租日辉织呢商厂，更名中国第一毛绒纺织

厂，生产火车牌绒线。1923年因产品滞销改制粗纺呢绒。1928年因产销仍不景气，停产清理。

是年方九霞银楼经理李安绥独资约2万元，创办中国维一毛绒纺织厂。纺制粗纺呢绒。

因质差无法应市，1923年改制蝴蝶牌素色骆驼绒获得成功。这是我国第一家骆驼绒生产厂。

是年上海新普育堂开设的锦华袜厂(建于1917年)开始用四股绒线编结毛绒衫。这是上

海羊毛衫行业的开端。

1921年(民国10年)

是年陈吉卿创设上海华福制帽厂于尹家宅路，首创机制呢帽。

1923年(民国12年)

是年顾九如等筹设先达骆驼绒厂，集资白银2000两，向汉运洋行购得平机一台，1924

年开工。出品条子骆驼绒。

1925年(民国l／1年)

是年黄盛昶等人合伙集资白银4500余两，创设纬纶毛织驼绒厂。1926年7月开工，因

是农历丙寅年，产品采用老虎牌商标。

1927年(民国16年)

是年先达骆驼绒厂创设人顾九如、陆文韶、陈贤本三人间因权利矛盾加深，陆、陈拆股另

组胜达骆驼绒厂。

1928年(民国17年)

是年刘鸿生买下日辉织呢商厂(原为中国第一毛绒纺织厂承租)。1929年将机器设备拆

迁至浦东周家渡建厂，定名裕华毛绒纺织股份有限公司。1930年5月易名章华毛绒纺织股份

有限公司。1930年8月正式开工，生产军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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