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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苏州纺织工业历史悠久明清时期静苏州城里，手工纺织业就

以家庭副业的形式广泛存在·其中棉布象整像坊已逐步形成资本主．

义荫芽性质的手工业工场生产·根据史料记载，清康熙年闯从事棉

布染整的毫!；{}布工场有4 5 0处-鞘工2万余九棉布的加工集散地

已由哝被天下移之说的松江，转移到了苏州，并有了“苏布名称

四方船之蓬≈十九世纪亲-苏州建立了第一家工业化生产的纺织企

业——苏纶纱厂，这也是全固最早的纺织企业之-．以后·苏州又

陆续兴办了一批以手工业工场性质的织矾四十年代，又从无锡
搬迁来2个纱厂．

总之解放前，由于帝豳主义的侵略·官僚垄断资本的倾轧．

排挤以及我国资产阶级自身的软弱·以民族资本为基础的苏州纺织

工业发展十分缓慢◆屡濒绝境·步履维难·到王949年-苏j}{{市的

棉纱年产量为4 3 3 6吨，棉布年产量为l 8 4 4万米·年产值

(按溺口径折算)只有2 7 9 l万元·况且冀当时，除丝绸外，只

有棉纺织·染织·其它则基本不能成为独立的工业门类·

建国初期·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苏州市人民政府大力

挠持苏州纺织工业恢复生产，一方面帮助解决团原料，资金·能源

造成的生产困难·一方面号召按行业组织联营机构，扩大销售·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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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铰苏州纺织工业成为繁荣经济，率富市场，保障供给·为团民经

济提供积累5勺重瑟产业部门·

1955年24·苏划正式成立纺织工业管理局，加强冒家对纺

织工业的规划，引导和歆持，揭开了苏州纺织工业不断发展，前进

的序磊笔同年，继苏州纱厂与苏纶纱厂合并合营后。源康纱厂又并

入苏纶绀”，成立了公私合营苏纶纺织厂·翌年，3 2户私营染织

厂也翎j实行公私合营，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从1 958年起·

行业结构逐步调整，先后建立了苏州市首家毛纺织厂，印染厂，化

学纤纠一．针织内衣厂譬骨干她企业妁生产水平也不断提高d
在‘1963年江苏省色织棉布实勃评比中，苏州市选送的2 8只棉

布品种中有l 1只被评为金省优秀产茂在全函同年的评比中．又

有3只索≥布品种被评为全囡伉秀产品。至1959年，市区纺织工

业☆铲值从l 949年的279 l万元增加到3 ll 05元jl棉纱产量

达到l 2972吨，增长了羔99％，棉布产量达到5893万米，增长

了225‰并新增加印染布l 83万米，呢线3 0万米-

王96王年至羔963年，在三年自然灾害影响下，苏州纺织工业

生产下降，产值从3 1000万元减少到19000万元从1964年起．

纺织工业经过调整，巩嗣，充实，提高，又逐步回井，1966年达

到六十年代的最好水平-产值上升到29300万元．但为时不长·同

年开始的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护又一次严重影响苏州纺织工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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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1 967年7月，苏州爆发了大规模的斌妒，苏纶纺织厂

(当时更名为“人民纺织厂矽)，和其它纺织厂相继一度停产，市

纺织工业局也被“夺权汐，整个管理体系陷于瘫痪。l 968年，纺

，织工业产值跌到最低水平，仅为l 9000万元，棉纱，棉布，印染

布的产量大幅度下降a七十年代初期，邓小平同志主持宁央经济工

作·虽曾部份恢复了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但由于当时林彪及“四

人帮刀的种种予扰破坏，发展时断时续。时上时下：在这期间，纺

织系统的广大干部职工在团境中仍然先后完成了苏纶纺织厂，化学

‘纤维厂，化纤纺织厂的扩建，增建和发展工彳箴

1 976年粉碎以四人帮黟以后，回民经济进入了健康发展轨道，

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苏州纺织工业贯彻改革·开放，

搞活的总方针，在思想上拨乱反正，在工馆上轨转交型◆大力发展

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苏州纺织工业主要在“六五刀期问，遵循党的十—届三中全会

的方针，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积极深化改革·在发展上形成了自

己的新髓势。1983年实行市管县新体笛I后，纺织工业的管辖范围

由市区扩大到常熟县(后改为常熟市)、沙洲县(后改为张家港市)，

太仓县，昆山县．吴江县，吴县，加强了城乡合作．促进了双向交

流，加快了发展步伐，迸一步增强了苏州纺织工业的实力。

1．外贸出口迅速发尾产品逐步由内销为主转向向日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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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拓，利用自己的地理优势和产品优势·全方戗多层次，多El岸

发展对外贸易·逐步形成了一批长期从亭出口的外贸骨干企业如

年刨汇在5 0 0美元以上的市区纺织企业有l苏纶纺织厂，染织一

厂·染织二厂·染织三厂·针织总厂，第一印染厂-第四毛纺织厂·

毛巾厂，羊毛衫厂等．1 9C,4年，苏州羊毛mY"与第二羊毛衫厂获

得了国际羊毛局颁发的全羊毛标准许可标志·提高了苏州产品在国

际市场的知名度◆198昂年·全行业完成iil口外贸收购值邑25亿

元·其中市区9705万元·而在l 97 6年以前·全行业的外贸收购

值只有8 9 r0多万；；i己·其中9 0彩为市区企业的纺织产品出口，交

亿显著·出口“：『主主要产品有。棉纱，棉布·印染布，色织布·针

捅织品·呢绒，针织复制品·毛钎织品等．在这些产品中·我市的

羊毛衫出口占金省的5 0％以上·名判榜首，薄绒床单，工艺床单
‘

f

的出口为全省第一l色织布出口也名全省同行业前蒜

2·企业永平稳步提高·企业通过严格的整顿·提高了自身婀

素质·许多被“文革”冲乱的规章制度逐步得到了恢复·并避一步

完善和健企经济责任钊和崩位责任创的推行，促进了广大职工的

生产积极性到1985年底，市区纺织企业均被省·市有关部门验

收合格．1984年·苏州针织总厂蔽得了哉市纺织系统的第一块国

家金质奖·苏纶纺织厂-苏州线厂·苏州针织厂各获一枚国家银质

奖，1 985年苏纶纺织厂再获一枚目家银质奖·历年来目家考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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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个大类产品l 5项质量指标均能达到要求，并获得部，省各项产

品质量奖7 9个．

3·产品品种日益卓瓯随着企业市场竞争意识的增强，各单

位针对调整产品结构，加强技术改造，技术进步．增加了开发新产

品的能力和手段，丰富了品种花色·发展了具有本地特色的产品，

如苎麻高档说纺产品，网络丝及梭织长丝产品，涤层涂塑产品·兔

毛纺产品，特种整理印花产品·工艺与薄绒床单产品·纺织装饰产

品等-尤其是l 983年底酝酿并于翌年初成立的“江苏省苏州纺织：

装饰品公司弦·不仅为新兴行业的产生和发展起了销路作用．而且

发展迅速，配套能力和配套水平己向系列化发展·开发了各种精-

铺·垫·贴饰及各类复合阻燃·绗逄产品等·

4．物质技术基础日益增强从l 97 9年至王98 5年．市区纺

织企业技术改造完成固定资产投资有三亿多元，建成投产项目9 0

多项·为生产全面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矾在增加生产性投资

同时，还着重对科研·教育，福利设施等提高投资比重-改造建设

了一批科教·生活设施·如新建了纺织产品研究所·纺织工业学校，

干部培训班·职工疗养院以及十多万平方米的职工住宅．

到1985年·全市拥有纱锭50．8万枚·典中市区l5．3万枚，

布机l·4万台。其中市区3800台；毛纺锭7万枚-其中市区l·6

万枚l毛织机120 0台，其中市区2 2 5台；针织横机8227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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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市区8 7 8台；印花机王l台，其中市区4台；台舒纺丝机

3 9台，其中市区l O台。王985年·全行业实现产位35．35亿

元．其中市区毯66亿元；实现利润9639万元．其中市区

4592万元该年全行业共有纺织企业5 4 2个，其中县属以上企

业9 1个，市区纺织企事业单位5 5个；拥有竣工Q 9万人．其

中市区3．36万人纺织工业的门类也已有棉纺织，印染，色织，

毛纺织．钎织、针织复制_线带．亿学纤维，放装，纺机纺器，纺

织装饰等，规模和实力与无锡·常州、南通一起居于全省前列。成

为全国出口纺织工业墓兰盘之一。苏州纺织以共独有的特色·如苏纶

纺织厂的“大鹏布矽，钟织总厂的涤花幺j，针织涤纶印花·第三印

染厂的烂花装饰布，第一毛纺织厂的#拗呢绒，第四毛纺织厂的彩

节花呢，染织一厂与染织三厂的派力司和凉爽呢床单厂的薄绒床

单等先后风摩市场，赢得了较好的知名度，同时在全市的工业经济

比重中也成为重要的支柱，产值占到2 4％，利润占到7．4％．

苏州纺织工业在广大职工的努力下，依靠党的正确路线，方针，

政策的指引，克服了种种困难，踏上了良性循环的道．‰今后，在

深化改草、发展经济，扩大出口，提高效益的新征途中·一定能再

登新的经济台阶，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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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沿革

明清时期，苏州地区纺织业尚处在自纺自织家庭手工业生产阶

段，但棉布染整已形成手工业工场生产·据史实记载，清康熙年间

苏州从事棉布染整的黜布坊有4 5 0处·踹工2万余人，棉布的加。

工集散地已出“衣被天P之说的松江转移到苏州·苏州已有“苏

布名称四妒之称。

清光绪二十一年(王895年)，在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张之洞

的酋倡下·苏州筹建苏经苏纶丝纱两厂。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

九月，苏纶纱厂投产．是时有纱锭18200枚，工人2200余人，

年产粗支纱14000毹苏纶纱厂的创办，揭开了近代苏州纺织工业

业的帷幕。

清末民初．苏州纺织工业虽受 社会动荡和洋货充斥等因

素影响，但仍有所发展·棉纺业内独家经营的苏纶纱厂，在光绪三

十一年(1905年)又添置纱锭43 68枚及全套纺纱设备，生产规

模扩大四分之一；19 17年之后的四，五年问，由于第一次世界大

战中帝国主义团家忙于纷争，苏纶纱厂租商刘伯森又经营有方。故

所产“天官舻棉纱打入全国囱㈣{出时中央和地方政府推行
奖励实业政策，苏州染织业开始由家庭手工业生产转化为手工业工

场生产·在最早的手工业工场性质的l l家布厂中，尤以公民·震

j：二’兴业3家布厂著称，一般都有数十台至一，二百台手拉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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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监人员共有1300余人-年产布93850疋．魇产柳条布·平灰

布可与舶来龉媲美， 远销南洋群岛·3 0余户辫线业已渐次转营

丝边业，开始采用和仿制国外锭织机·生产丝衣边，绳带类产品·

针织业，l 9 l 7年苏州袜厂创办·l 9 l 8年康记袜厂·美纶丝袜厂

创办，开袜业之先导。不久又陆续开设5家，开动手摇袜机l I 8

台。

自1923年起，各帝圈主义园家战后元气逐渐恢复，又加紧对

中国的经济侵略，洋货在我国大量倾销·加之军朗泌战，致使纱价

大跌．苏夕；{纺织工业基本上处于停滞阶＆业内最大的苏纶纱厂渐

由盈利转为亏折，甚而处于停工状态

1925年“五老矽惨案后，金囹提倡团货，抵制日货-苏j}=}{纺

织工业始呈上升发展趋势·1925年至1937年抗战前夕·苏州纺

织工业得到较快发六：，其衰现在：一·棉纺织业中以严裕棠为酋盼

光裕营业公司绝买苏纶纱厂后·依靠“棉铁联营"·由其上海大隆

铁工厂提供设备和技术力量·使苏纶厂一反过去衰竭不振的局面·

发展速度为当时纱厂业所望尘奠及。l980年增设二纺工场，添置

纱锭2万教及全套纺纱设备；同年筹备刁矿一所≯1934年新建电

厂一所·添置2500千瓦发电机一组和剃多管式锅炉二如此终，
l 93 5年，又一家小型纱厂——永明纱厂创；童迨至l 935年·苏

州棉纺织业已拥有纱锭54 l l 5袄·线锭3 000枚·织机l 04 0台，
，o 8，、一



苏纶厂“天官舻棉纱已成为当时市场上纱布交易的期货筹码。二，

染织业自l 936年彩台，设备渐出脚踏机代替手拉机；其后脚踏机

又逐步为电力铁木机及电力全铁机所更新。到1936年·该业有人

力机(包括手拉·脚踏机)2 6 0台，电力机(包括铁木·全铁考L)

6 2台·业中实力较强的美和布厂织造的“美禾牌弦男女线呢行销

各地，并打入上海“协大祥抄．“信大祥矽，锚宝大祥钞三家大布

号·三，织带业中1924年开始就以电力代替手工。由锭织向梭织

发展．王931年全业发展到王3 0余户·有锭织机3000余台，梭

织机l l 0台，品种2 0 0只以上岁东-西中审一带前店后坊的丝

边厂作林立·形成了“丝边一条衔"·各地客商来此采购苏地丝边·

带绳·产品还远销南洋，北美· 哆＼·—曼弦事变后，丝边业受原

料·销路影响，开始衰落，但梭织宽紧带产品因外贷受圈税控制而

产销两旺，1936年此产品占全国产量5 0％左右·四◆针织业中，

袜业已具一定规槐1933年产袜3．1万打·价值8·6元，围巾

2千打，价值Il 00元，线衫2千打，价值l 100元·1 937年

1月苏州袜厂靠三船牌"男女袜子被征集参加全国工艺品展览会和

法国巴黎国际博览会展出．1930年前后，又先后开出针织内衣厂

3家·

抗日战争时期，苏州纺织工业遭到日本帝冒主义鸯；7严重摧毙

棉纺织业向设备破坏严重，成品和原料被洗劫一空·1938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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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纶厂被迫受日商内外棉椽式会社接管，到194王年初日军因太平

洋战争爆发，形势对之不利而发还时，全厂6 l 668教纱锭仅剩下

25600枚，职工3500余人减少到1385人，且日军以后对柠花

实行统制，苏纶厂经常园原彳粕缸能源不足丽停工I织带业也因人造

丝受日军控制，金业基本上处于瘫痪获态，纷纷转营他监，勉力维

持者议剩几家。在大小规模不一的3 6家袜厂中，全部停工的7家，

时停时做的3象，其余也缀难维持；针织内衣则基本停产·饲外沟

是，因苏州为当时汪伪政府省会，市面特兴·外埠絷织业的一垫厂

商纷纷迁此，‘ ?‘使染织业一时增至5 0户，各式布机9 7 3台，

职工1780人。线监因有利可图，线店作坊从战前妁6户增至l l

户j从事并线加工的家庭彳芦坊从9户增至l 6户，更有一些个体户

收购翰纱破蒜，打戍l疆纱扎线出卖，以此维持生计·194 1年，组

成艮吴县l澍纱纺线业斛业公会”。

抗日战争腔利后，苏州纺织工业中棉纺织业呈上井趋费．．由于

战后英棉在我幽市场上大量倾销，一度出现花贱纱贵的局面，给苏

州棉纺织韭予发晨的执氖苏纶纺织厂曾三次增资扩大生产能力·

除苏纶厂和一家小型纱厂——永呱纱厂外，苏奠1在姨后又陆续

刨办了名为苏州，源康、泰利、勤业4家纱厂。染织业和其它各监

普遍因纱价昂贵，销缮呆滞，资企短缺丽内部规模及发晨永乎里畏：

缩，甚至倒迟现鼠至l 948年，棉纺织业6索，职工3-9,98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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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锭4 98 36教，线锭3600教，织机l 04 0台(实际运转l 2 0

台)，年产中支纱4 0857件，布508287尺；染织业4 8家，职

工l 785人。电力机(包括铁木，金铁)3 8 0台，人力机(包括

手拉，脚踏)5 7 O台(实际运转率不到4 0％)。年产布

2 l 600疋；织带业l 2家，锭织机5 7 7台，梭织机8 8台；线

业中有线店作坊l 6家，并线加工户2 0家，手播线车l要4台；

针织复制业中有内衣复制厂3家，袜业4 3户，手摇袜机1383台

(实际运转5 l 3台)，职工6 8 9人，毛巾业l 0户。术织枧

2 9台·

建国初期，苏州纺织工业中棉纺织业有5家，职工4000人左

右·纱锭60604枚(实际运转5 l l OG枚)，布机7 2 0台；染

织韭家庭手工监布厂陡增，一时全业达9 0家，但设备和人员有减

无增；线带业有从事宽紧带生产的9家，花边生产的l 4家，头绳

生产的2 3家，有线号l 3家，线作2 5家，摇线加工3 i家，旧

纱扎线4 2家；针织复创业中内衣复铜厂6家，诛业l O 8家，毛

巾作场3 l家·解放初期，由于资方对党的政策不理解，故而抽调

资金．转移设备，加上暑i；j内形势尚亲稳定，苏州纺织工业面临着资

佥，原料．燃科不足的严重西难d苏州市人民政府认真贯彻党对私

营企业实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印的方针

政策．积极帮助各监克服暂时遢刭的困难，恢复生产。l 950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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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吝业先后组织起联营处，开展城乡物资交流，使苏州纺织工业

为繁荣社会主义经济作出了贡献。1949年苏州纺织工业年产棉纱

23 89 1．3 6俘，棉布1 844万术，产值27 9 l万元．1952年9

月·棉纺织业全部实行加工订贷，统购包销·l 9 53年1 O月。染

织盟全部实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针织复制和线带业的产品也全

部由中百公司无锈批发站经销·

但当时的苏州纺织工业{涂棉纺织业外，各业普遍存在设备落后～

管理分散，资佥短炼现象，已不能适应日益发展的生产需要·因
此，在省·市政府的关怀下．1953年前后有组织地进行了私营企

业合并工德4这项工作。首先在染织业中进．伉自1952年8月至

l 953年6月，先后有5 4户大小不一的布厂根据“以大带小·以

先进带落后·少花钱～效暴大夥的原则，合并为l l户·毛巾·袜

业◆并线业成立了生产合作社。1 0余家“两杠一棒，，生产落后的

膏篮坊合并为2家·织带韭由众多的个体或合伙户合并为2 2家·

l 956年1月·苏州纺织工业实行了全行业公私合营．是时·

有棉纺织～染织·针织，织带，膏蓝坊，并线6个行业，l 2 2家·

棉纺织业有纺锭57836枚，线锭3600教，织机9 7 O台，职工

3 8 1 1人；染织业有电力机5 5 4台，人力机5 l 0台，职工

246 1人；织带业有锭织机5 5 8台，梭织机4 l台，针织业有手

摇袜机7 5 8台，罗纹机6 2台，横机王3台·台车3台·缝纫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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