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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的编写

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

是，详今略古，立足州情”的原则，客观介绍黔西南州工业经济和经贸事业的演变

发展过程和现状。

二．本志上限根据史料尽可能上溯，下限至2004年，部分内容根据具体情况

至2005年，大事记顺延至本志付印前，有的行业和企业因种种原因未收集到下限

年份数据，则在行文中尽量标明具体时段。

三．本志以黔西南州经贸局的主要职能——调控全州工业经济运行为基本

线索，．主要记述黔西南州化工、轻工、能源、冶金、建材、制药等支柱产业的变迁与

发展历程。同时，对机构和职能已并入州经贸局的单位及企业也尽可能介绍。

四．本志采用资料来源主要是州档案局、州统计局、州经贸局各科室所存列

档案材料，其次是所涉及的一些部门志、地方县志及《黔西南州年鉴》以及通过网

站查找的部分资料。

五．统计数据以国家统计机关提供的为准，统计机关未统计的数字，以州经

贸局主管科室提供的为准。

六．对2001年2月一2004年9月，黔西南州经贸局分管全州安全生产的情

况，专门列章介绍。

七．企业介绍散见章节中，倒闭企业列表简要说明。



戽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志·工业经济志》的出版，是黔西南州工业发展史

上的一件大事。在黔西南州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十一五”规划第一个年头，在黔西

南州工业经贸战线的广大干部职工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坚

持以人为本，加快工业化步伐，构建和谐黔西南的关键时刻，出版这部志书，对于

总结历史经验、提高黔西南州工业建设的科学决策水平、促进黔西南工业的跨越

式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黔西南州工业经济的发展历史较悠久，经历了缓慢曲折的过程。明、清两代和

民国时期，手工业、轻纺工业有所发展，但主要是自给自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后，工业虽有一定发展，但经历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折腾，基本上是在曲折中

徘徊。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一系列的拨乱反正和重新确立“解放

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进入新时期，全州工业系统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o 20世纪90年代，随着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市场竞争日趋激烈，黔西南州工业在改革中开

拓前进。进入21世纪，黔西南州制定并实施“电力兴州、矿产富州、农产稳州、科教

强州，环境立州”战略和"十五“规划，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中“西电东送”、加强基

础设施建设等一系列战略的实施，黔西南州工业展现出强大的生机和活力，逐步

走上发展的快车道。到“十五”期末的2005年，全州工业总产值达到93亿元，仅煤、

金、电三项实现税收6．63亿元，占财政收入的41．13％o全州三次产业结构自2002

年起，连续4年保持“二、三、一”排序，第二产业呈现强劲增长态势，初步形成以

烟、酒、糖、茶为主的传统轻工业；以水能、煤炭开发为主的能源工业；以黄金开发

为主的冶金工业；以化肥、聚氯乙烯、烧碱为主的化工工业；以水泥、石材为主的建

筑建材业；以生物制药为主的医药工业等支撑我州经济发展的骨干产业与其他产

业共同发展的格局，几大产业在全州的财政贡献率达80％以上。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作出的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方针政策，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中国加入WTO，

使黔西南州工业迎来了既快又好地发展的大好机遇，“大通道、大资源、大区位、大

市场”的经济优势逐步形成，到“十一五”期末，黔西南工业可望撑起整个经济框架

的“半壁江山”o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志·工业经济志：》的编纂，经过若干年的收集研究

和整理资料，在州委、州政府领导和省、州史志部门领导的精心指导下，在各县、市

经贸局和相关企业的大力支持和协助下，编辑人、撰稿人和州经贸局各职能科室

同志共同努力，付出了辛勤的劳动，终于“破土而出”o这本志书，是向广大青少年

进行革命与建设传统教育的乡土教材，是黔西南州工业经贸战线上广大干部职工

和企业界人士生活、学习、创业的良师益友，是向国内外宣传黔西南州、让外界认

识和了解黔西南州工业经济信息的珍贵资料，是黔西南州招商引资过程中系统介

绍投资环境的重要文献。在黔西南州工业经贸工作不断开拓前进，改革、发展、稳

定事业不断发展，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过程中，《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志·

工业经济志》将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以上感慨，权当序言。

黔西南州经贸局党组书记、局长向和刚

2006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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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地处黔、滇、桂三省(区)结合地带的云贵高原东南

端、贵州省西南隅，东接本省的黔南州和安顺地区，北靠六盘水市，西与云南省为

邻，南隔南盘江和红水河与广西相望。州境东西长210公里，南北宽177公里，国土

面积16804平方公里，总人口291．88万人。辖兴义、普安、晴隆、兴仁、贞丰、安龙、

册亨、望谟8个县市和顶效经济开发区、129个乡镇(75个镇、54个乡)、2072个

村。居住着布依、苗、彝、回、汉等33个民族，

1950年设立贵州省兴仁专署，辖兴仁、兴义、普安、晴隆、关岭、盘县、安龙、贞

丰、册亨、望谟10县，专署驻兴仁县城o 1952年12月4日，经政务院批准，改兴仁

专署为兴义专署，专署移驻兴义县城o 1956年4月13日设立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

州，安龙、册亨、望谟、贞丰4县划归黔南州o 1956年7月18日，撤销兴义专署，所

辖兴义、兴仁、盘县、普安、关岭、晴隆6县划归安顺专署o 1965年8月17日恢复兴

义专署，辖兴义、兴仁、盘县、普安、晴隆、安龙、贞丰、册亨、望谟9县，专署驻兴义

县城o 1965年11月13日，经国务院批准，撤销贞丰、望谟、安龙、册亨县，分别成立

贞丰、望谟、安龙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和册亨布依族自治县o 1971年1月1日，盘县

改为特区，归六盘水市o 1981年9月21日，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兴义地区，设立黔

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原行政区划未变更。同时撤销贞丰、望谟、安龙、册亨4个

自治县，设贞丰、望谟、安龙、册亨4县o 1982年5月1日，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

州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州府驻兴义县城。1992年9月成立顶效经济开发区，1995年

9月，经省政府批准为省级开发区，所辖范围为兴义市顶效镇。

清乾隆年间，湖南人方胜来、郭绍武到兴义经商，见到市场出售的土碗色暗质

粗，即前往产地白碗窑了解，发现陶泥、燃料(木材)、水源皆丰富，随即搬家来白碗

窑(小地名龙场)定居，按照他们的制陶工艺把产品由黄色改进为白色，绘上花纹，

质量较前细致美观。同在乾隆年问，四川制陶艺人郭思贤到贞丰挽澜乡窑缸、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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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民间就地挖采铁矿石用木炭炉炼铁，冬季开炉夏季停炉。清道光年间，望谟县

桑郎人王由瑞私人投资，在乐宽开办铁厂，因工匠技术不过关而失败。清康熙二年

(1663年)四川罗某辞官来兴仁回龙开水银矿，历尽艰辛，打出水银矿，先后在双

凤、合丰、兴隆、、黄泥、麻窝、雪铺等处建炉冶炼。矿业发展、客商云集、服务行业兴

旺，罗氏子孙办厂延续180余年，后毁于咸同战乱。乾隆十二年(1747)，册亨开办

贺厂水银厂、丫他硫磺厂。第二年(1748)开办板街硫磺厂，每年上交雄磺雌磺作贡

品，上交税银720两，丫他硫磺厂成为南笼府的税收主要来源。清乾隆十年

(1745)，册亨开办南俄硝厂，熬制火硝供南茏镇、长坝、普安等地配制火药。明、清

时期，南、北盘江流域盛产棉花，湖广、四川的棉纺工匠到黔西南州以布易棉，就地

纺织成棉布销售，本地居民共相效法。清乾隆七年(1742)，“立法劝民纺织”，植棉

技术由川、湘、滇、桂传入，兴仁县为全省植棉规模最大的五地之一。清嘉庆年间，

兴仁县境内无论贫富、绅庶之家皆自纺自织。县域千余户中有弹花弓500张。清道

光年问，鄂粤商人进县境销售棉纱、湖棉等，对当地纺棉业冲击甚大。又因白旗起

义战火遍及盘江流域各县，纺织业再次锐减。光绪年间方又得到恢复发展，县域时

有织布机3000多架，从业者五六千人。晴隆县与兴仁县情况相同，道光二十年

(1840)后，县域居民均购鄂粤运进的棉纱织布，乡村多以麻织为主，原料增多，纺

织业有所发展，但到咸同战乱，县域纺织业大幅度减少。在矿产方面，水银、铁、铅、

硝也开始大量冶炼。

民国时期，手工业和轻纺工业有所发展。棉花种植遍及州境，农民自织自纺自

染自裁剪衣裤，至民国19年(1930)，有一四川人带三部缝纫机到兴仁，传授裁缝

新技术，至此黔西南州始有缝纫机缝制衣物。据《普安县志》载，民国27年(1938)，

中共党员张立回普安乡梓开展革命工作，筹集资金，在县城首办“裕民染织厂”，置

宽布织机10台，毛巾织机7台，袜织机5台，有员工50余人，所用原料棉纱均由外

地购进，乡村仍以纺织土布为主。据民国《安南县志稿》载，晴隆“县城织布之家自

织染者十居四五、靛自邻县运来，工匠不雇他人，盆学织者，添兼学染，青兰各色打

底，纯用缸水手拖，色固，宜久不败，获利甚厚，在织工之上”o民国26年(1937)，贞

丰生产土布20700匹；民国27年(1938)生产土布28000匹。据《贵州省财经资料汇

编》记载：民国31年(1942)，兴义县家庭工业年产土布40万匹。据《安龙县志》记

载：民国29年(1940)，安龙县城北门坡黄姓开办一个织袜作坊，请有两位四川师

傅为其织袜出售，置织袜机4架，手工操作，日产单纱袜，7至8打(每打12双)，双

纱袜5打，产品有男女袜、童袜、跳舞袜、自染成兰、青、紫、绿及绛色、豆汤色，销售

以批发为主，零售为辅，主销县城，生产5年，因受货币贬值影响而停办。不久，安

龙天主堂将织袜师傅聘请到该堂织袜，按月付给工资，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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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民国20年(1931)，贞丰建“同心织造工厂”生产的品种有l面巾、斜纹布、花布、

被面、芝麻布等十余种，商标为“爱国精神”o还建“荣华制革厂”生产的品种有皮

箱、皮包、马鞍等十余种，商标为“国旗”o民国27年(1938)，全县个体经营榨房共

129户，有油榨155座，年产油料33730斤。民国32年(1943)，成立中国植物油厂

贞丰分厂，有职工60人。民国2年(1913)，兴义县人周农凤在今白碗窑乡创办陶瓷

学校，延聘江西技师十余人，招收学工百余人，分泥釉、烧窑、匣钵、红花、青山、圆

器、模型、琢器等8种工艺学习，后因经费困难而停办。兴义县民国时期从事陶瓷

生产的有79户，113人，年产大小碗240万个，产品除供应本县外，还销往安龙、兴

仁、贞丰、晴隆、普安、盘县等地，部分远销云南、广西和越南境地。民国3年

(1914)，安龙县民合资开采北乡花碗窑土矿，7年(1918)，县内绅商集资数千元组

织南丰公司开办瓷业、选派3人到江西景德镇学习制陶瓷技术，归来建窑生产，产

品上乘，畅销邻县，后因政局动乱，厂遭土匪洗劫而倒闭。民国14年(1925)，安龙

县集商股于蒋家坝办陶器厂。民国17年(1928)，生产绿釉瓷器，成品色泽艳丽o 26

年(1937)，送绿釉痰盂至贵阳展销获奖。后又在北乡、龙广等地开办陶瓷厂、民国

元年(1912)贞丰县居民吴华生等三人到江西景德镇学习陶瓷生产技术，回来在窑

上兴办南丰陶瓷公司，历时8年。民国4年(1915)，滇商李伟巨与普安地方人士旷

文其等人，集资于碧痕境内开采锑矿，取名“原昌锑业股份有限公司”，用新式器械

开采，次年即见成效。后因欧洲战争爆发，锑价大落，于民国8年(1919)停闭。民国

6年(1917)，普安县人旷星其从日本留学回归故里，企望“以兴办实业富庶乡梓”，

与刘昆一等人合资创办“大昌梯矿股份有限公司”，在仙人屯开采和冶炼锑矿。据

民国《安南县志》载：“锑砂之烧炼，如一冶熔纯锑者，用冲炉或倒炭炉或开关炉，分

箱置而熔之。热板费燃料必须耐火者，锑之熔汁方不渗出，罐料用火泥毕铅锌旧瓷

砂相结合为之，此矿烧制暗红时，必盖以碱类之渣，再压以旧铁块，使熔之模待冷

再去铁硫，即成纯锑”o民国10年(1921)，因锑价大落，资金缺乏而倒闭。民国6年

(1917)，李伟巨在晴隆大厂仡佬屯采铁矿石冶铁，后随“源昌锑业股份有限公司”

停闭。民国3年(1914)，贵州督军刘显世指派湖南人吕海巨来兴仁筹集资金开汞

矿。取名“光兴公司”，官绅合办，初期200余人，极盛时近千人，矿产销往省外，后

因开采困难，交通不便，成本过高而停业，1914年至1949年的35年中共产水银

32．1吨。民国4年，裕丰股份有限公司拟向兴仁地方政府租矿区540亩进行开采，

因严禁私人开矿而未成。民国6年(1917)，“源昌公司”、“大昌公司”分别在兴仁银

厂坪、鸭子坡开采锑矿石，富商陈能韬集资参与开矿，将矿运到香港请人化验，合

锑氧粉为83％o后均因缺少经验，见效不大而停办o 20世纪20年代，刘显世在兴

义创办一枪厂，民国17年，袁廷泰在安龙办“恒益枪厂”，民国25年王海平在板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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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工厂，均建厂两三年后停闭。至民国37年(1948)，兴仁县城有专修各种枪枝的

理所一个，从业者5人。辖境内各县都有从事冶炼者，私人冶炼大部铸造炊具。农

等。民国35年(1946)，兴仁县从事金银加工者有4户，从事铜、锡加工者有3

o民国初期袁廷泰创办冶铁公司，将生铁铸成铁锅、鼎罐、铧口、火盆，或出售给铁

冶炼成熟铁加工铁农具，家具等，产品行销本县及广西邻县。造纸业始于明末清

，晴隆县有张、徐、王3家，手工生产土纸，民国时期发展为张、徐、王、崔、何5家，

用手工操作，尤以三道沟张姓最负盛名，所产土纸纤维度均匀，附着力好，纸面光

，匀净，产品销往昆明、富源、沾益、贵阳、贞丰等。贞丰县所产的白棉纸，又名构皮

，尤以小屯乡的白棉纸最受消费者所爱，小屯乡白棉纸始于清咸丰年间，皮兆兴

父到安南学习造纸技术，回小屯乡后始建槽造纸，民国29年(1940)前后，生产曾

度兴旺，年产量为1万多捆，除供应本县外，行销邻近县以及云南、广西、广东等

。民国16年(1927)，兴义县私人合资开办狮牌火柴厂生产黄磷火柴，因有毒易燃

销路而停产。兴义商人集资开办光明电灯厂，用木炭烧锅炉蒸汽带动40千瓦发

机，年发电5．2万度，装灯700支，供县政府及一部分商号照明，民国37年改用

车引擎发电，延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民国31年(1942)1月，省投资30万元

贵州糖厂于安龙城西，产白糖、酒精。民国32年(1943)建公私合营贞丰中国植物

料厂，设备有蒸馏塔等，产酒精。民国31年，国民政府军政部第八军需处在贞丰

城南街建军商合办酒精厂，弥补赴缅甸抗日部队汽车用油不足。这一时期州境内

开办了一些厂矿，在锑方面，有贞丰建业厂、兴仁下山锑砂厂等；汞开采上，有兴

水银厂和兴义捧乍朱砂厂；铝有兴义巴结铝厂，锰有兴义丰塘锰矿厂，铁有晴隆

红鸡场铁厂，硝有贞丰百层得贞公司，册亨洛凡海尾兴业硝矿有限公司等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各级地方党委和人民政府在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开

展土改、组织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首先帮助城乡手工业者恢复发展生产，

以解决各地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需要o 1950年4月，兴仁专署下设工商科，以指

导全专区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各县亦设有工商科o 1951年，国家发布私营企业暂行

条例施行办法，对工商业都进行登记并发证经营。这一时期，各县通过发放贷款，在

原材料供应上扶持手工业者等手段，使全专区个体手工业得到了较大发展，形成了

陶瓷、斗笠、土布、榨油、酿酒、熬糖、挖煤、炼铁、缝纫等工业产业。以普安为例，在私

营工业中，以纺织、农具加工比例较重，尤以土布纺织业发展最快，产品在满足县境

需求外，还销邻县及云南部分地区o 1952年，兴义县城有个体手工业者2049户，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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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人数达2790人。其中：城镇1183户、1647人；手工业总产值111万元，占全县工

业总产值的91．7％o

1950—1952年，一些国有小型工业应运而生，各县均建有打米厂和榨油厂。当

时，为缓解汽油紧缺状况，分别在兴义、晴隆、盘县各建一酒精厂o 1951年在兴义县

城所建的兴义县人民酒精厂，1952年改为地方国营兴义县酒厂，即是今天贵州醇

酒厂的前身o 1953年，国家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也逐步开始对手工业者实

行社会主义改造。在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两部门的支持下，全专区通过开展手工业

合作化的途径，采取对产品实行订购、包销等形式，先后组织数百家集体企业发展

生产o 1953年，兴义县手工业合作小组由5个发展到37个，总产值170万元，比

1952年增长54．54％o 1954年，该县手工业产品已达300多种，涉及行业有农具加

工、陶瓷、针织、斗笠、皮革、棉织、砖瓦、食品加工、造纸等o

1953—1956年，专区各地以公私合营和新建的方式成立了一批国营企业o

1953年兴义县在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中，将财神庙私营电灯

厂改为公私合营兴义县电灯厂o 1954年2月，位于兴义铁匠街的原地委铅印组更

名扩大为地方国营兴义县印刷厂，隶属兴义县工业科，开展对外业务。同时，贵州省

工业厅在兴义巴结兴建一小型红糖厂o 1955年10月，省工业厅根据蔗源和市场食

糖需求情况，决定在原红糖厂的基础上，扩建日榨150吨的机制白砂糖厂。到1956

年，全专区手工业经营户基本上实现了合作化。在全专区工业总产值中，国营工业

虽未占主导地位，但在设备、技术和企业管理上有较大发展和提高。以兴义县为例，

1956年，全县有34个手工业合作社(组)，18个自然行业，从业人数2020人，总产

值291万元，占该县工业总产值37．29％o该县有国营工业企业7个，公私合营企业

3个，共有职工2266人，手工业所占比重较大，年总产值106万元，占该县工业总

产值26．7％o

1958～1962年，划归安顺专区和黔南州的州属各县在当时高举“总路线、大跃

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思想影响下，力争“超英赶美”大炼钢铁，搞“百厂区”、

“千厂县”，不顾客观经济规律和生产条件，盲目追求形式，大办工业，众多项目一哄

而上。以致大部分项目未投产就下马，经济上造成了很大损失o 1962年，今州属8

个县(市)仅完成轻工业总产值1053万元，比1957年减少34．8％o随着中共中央

对国民经济施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各县对工业企业分别实行了关、

停、’并、转，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状况逐步改变，工业企业经过调整后趋于稳定o

1965年8月，兴义专区恢复建制，辖兴义、兴仁、盘县、普安、晴隆、贞丰、安龙、册

亨、望谟9县。经过前段时期各县继续执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

民经济总方针，以及在集体所有制企业中推行“五定两奖”(定任务、定人员、定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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