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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1949年以前的天津工业

1949年以前，天津工业走过了一段漫长的道路。早在元、明时期，随着海运和内河航运的发展，

天津的煮盐、车船零件制造等已经兴起。17世纪清朝初年，天津成为长芦盐的转运中心，车、船等制

造业也逐步发展起来。1 860年，帝国主义迫使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天津被开辟为通商口岸，从

这时起到1948年底，天津的工业、商业、金融业、外贸、交通运输、邮电等，都获得了发展，逐步成为

仅次于上海的全国第2个工商业城市、华北的经济中心、北方的重要贸易口岸。

天津盐区海盐生产已历时2000余年，其问或官办或民营时有变异；原盐运销亦是或官销或商

销无一常法。西汉初年，“轻关市之征，马山泽之禁，使富商大贾周流各地，交易之物莫不通其所欲”，

因此，海盐2_N为贵族、豪绅所占有。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将制盐权收回，集中于中央。始募民

煮盐，官与牢盆，发给工本。盐业运销实行“官专卖”制，并创行“均输”、“平准”之法，以平盐价I。及至

王莽篡位(公元10年)，又改为“山津之物，听民采取，计息出贡，是则官制以外复有民制”。光武帝

中兴(25)，“除专卖之示，弛私煮之禁，任民煮盐，听其自由贩运”，官只收税。至两晋南北朝，再次将

制盐权收归中央，实行官专卖制。东魏天平元年(534)于沧、瀛、幽、青4州将民设灶煮盐，征收灶

税，至武定年问(543～550)官制之法遂变。

隋开皇三年(583)，罢除盐禁，听民自由经营。唐沿隋旧，且免除盐税，直至开元九年(721)，历

时百余年均未行政税。乾元元年(758)第5次畸变盐法，实行民制官收、官运、官销，不久又改为商

运、商销，就场售与商贩，听其自由贸易，政府则辅之以“常平”之法。宝应元年(762)刘晏提出：“盐生

霖潦则卤薄，汉旱则土淄坟，乃随时为令，遗吏晓导，倍于劝农”。确立“亭户”制，非亭户制盐即以私

论。立仓坨，健全官收组织。产区设监、场；销区设巡院。

宋代仍为官办，熙宁年间(1068～1077)仓J“结甲法”，实行甲头制。、

元代盐产皆因袭宋、金旧制，编户制盐，委官稽考，灶户所产全部交官为“办课”，实行严格管

理，立团煎煮。大德五年(1301)又将煎盐之所划为禁地。

明初，实行按丁(盐丁、熬盐者)产之多寡，地利之优劣，确定灶产额数，正盐、余盐全部交官，官

发工本钞或工本米。万历四十五年(1617)又创行“纲法”。灶户应纳盐课改收现银，即所谓“仓盐折

价”。自此变官收为商收，工本制度废止，商专卖开始。

清初，天津盐区开始改煎为晒，“凡各省沿海及有池井之地，听民开辟置场制盐”。康熙年间

(1662～1722)还奖励百姓开滩晒盐，产盐统归商收、商销。“专商引岸”制日臻完善，官办制度彻底废

除，灶户私有制确立。

～民国建立，招民晒盐统为私营。1946年改商专卖为自由贸易，实行民制、民运、民销政策。

日本侵华时于塘、汉两地开滩晒盐，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后收归公有，名“公营滩”。由此

出现私营、公营两制。

天津的机械工业始于三条石。清咸丰十年(1860)，河北省交河县铸铁艺人秦玉清在天津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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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定居下来，开设了第一家私人作坊“秦记铁铺”，由妻子、儿子、侄子、徒弟十几人操作，生产铁锅

和农具，产品畅销，生意兴隆。吸引了又--丰tL交河县和其它地区的铸铁艺人到三条石聚居，开设店

铺，制造各种铜铁制品，供应市场需要。其间，开始由手工制造向使用机器加工过渡，由铁铺向工厂

化过渡，出现了铸铁业与机器制造业的分工。光绪十年(1884)，广东三水县人罗三佑在小白楼附近

开设天津第一家民办机器厂“德泰机器厂”之后，光绪二十三年(1897)，河北省阜城县人马文衡和

李汝林合资在三条石开设“金聚成铸铁厂”，由生产铁炉子、铁篦子、下水管道到铸造整套轧花机毛

坯及各种机器零件。光绪二十四年，河北省吴桥县人郭庆年和其子郭天成在三条石开设“郭天成机

器厂”，初期是铜铺，生产铜锣，1905年生产轧花机j织布机，年产150台，供不应求。之后，三条石机

器、铸造工厂林立，三五人一家，十几人一户，生产织布机、轧花机、弹花机、织袜机、提花机、榨油

机、切面机、草帽机、石印机、皮带机床等，为工业、农业、建筑、矿山、交通运输等各行各业提供所需

机器及零件修配服务。

1935年《大公报》载文说：“三条石有铁厂和手工作坊三百家之多”，称三条石为“铁厂街”。当时

私人机器工厂是全市机械工业的主体。

官办军用机器工业始于清同治五年(1866)。皇帝批准三[2I通商大臣兵部侍郎崇厚的多次奏

请，着其筹办“天津机器局”，制造军火，“拱卫京畿，以固根本”、“又可补足南局所未备”(南局指上

海江南制造局和南京金陵机器局。这两局只制造枪炮、轮船，不生产火药)，拨付开办费白银23．5万

两。崇厚从英国购买了机器，觅雇工匠，聘用外国工程师。1867年9月在海光寺建西局，局内分铸

铁、金工、锯木、木工等4厂，投产后即制造炸炮。同年又在河东贾家沽动工兴建总局(即东局)，

1870年建成投产。当年，李鸿章接任直隶总督，接管了天津机器局。李鸿章对天津机器局进行了大

的调整，并从1873～1893年，对东局进行了大规模扩建，购置新式设备，建成3个碾药厂、枪厂、子

弹厂和硫酸厂。1876年增设电气水雷局，制造各种水雷。1887年兴建了粟色火药工厂。1891年

增建了炼钢厂，从英国购进全套炼钢设备，1895年开始出钢。1887年李鸿章主持建立铸币厂，铸造

银元和铜钱，也附属在天津机器局。19世纪90年代，天津机器局已建成包括机械制造、基本化学、

金属冶炼、热加工、铸造、船舶修造等大规模的军火工业基地。在天津机器局内，还附设电报学堂、

水雷学堂、水师学堂，以培养通讯、水战、海战高级人才。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进攻天津

时，天津机器局西局、东局全部毁于炮火之中。2000多名员工分布到全国各地，少数为官，多数成为

国家第一代先进生产力的产业工人、技师、工程师。

官民合办的机器工业也在不断发展。光绪二十八年(1902)，袁世凯出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

委周学熙主持和开创北洋实业。周学熙去日本考察3个月，了解到日本富强之策在于“练兵、兴学、

制造”三事。光绪二十九年(1903)，北洋实业即以周学熙创办“直隶工艺总局”为开端。劝谕绅商集

股，兴学办厂，设立公司，大兴工艺之风。提倡民办、官民合办，推行股份制。至光绪三十三年

(1907)，在直隶各府、州、县开办工艺局、工艺所、习艺所、工艺学堂共85处。

清咸丰十年(1860)，根据《北京条约》，天津被辟为通商口岸后，外资陆续进入天津，在租界地

和市区投资办厂。从1881年起至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英、法、德、13、美、俄等11个国家在天

津开设了225个工厂企业，其中有关机械工业方面的32个。这些工厂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

后，除德国、意大利所办企业之外，全部为13本帝国主义所鲸吞。

1937年“七七事变”后，天津被13军占领，日本帝国主义根据其“以战养战”的侵略政策，在天津

新建和扩建了一批机电工厂，规模较大的有华北机械工业株式会社、华北自动车株式会社、升匣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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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厂等。1941年日本没收了英、法、美、俄等国在津的全部工厂企业。至1945年8月14 H H本战败

之前，日资在天津开办的工厂共222家，其中机器、汽车、电器行业占有的固定资产，为日资在津工

业企业全部固定资产的25．84％。日资机器工厂大部分是为H军生产军火，一些民办的机器工厂受

其控制，也被迫纳人了生产军火的轨道。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之后，国民政府接管了日伪全部的工厂企业，有的以国营名义

纳入官僚资本，有的被拆除或拍卖。

1947年，即国民党统治3年中所谓的“经济鼎盛时期y，全市机器制造业的工业总产值共计484

万元，占全市50397万元的0．96％(纺织工业为64．74％，食品工业为13．39％)。

天津的电子仪表工业是从19世纪末起步的。清同治九年(1870)清政府任命李鸿章为直隶总

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以天津为洋务运动基地，兴办军火工厂，建北洋水师，还于1879年在大沽北塘

海口炮台至天津间试设有线电报，这是中国第一条电报线路。1880年在天津设电报总局，并附设电

报学堂，推动了天津通信工业的发展。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袁世凯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他从国外引进无线电通信设备

和教学仪器仪表，以适应军事通信与教学的需要。1905年袁世凯通过意大利领事，由该国购人一批

马可尼瞬灭火花式无线电报机，聘用意籍技师葛拉斯为教习(教师)，在天津开办无线电训练班，培、

训了一批天津早期的无线电报务与机务人员，从而使天津成为中国最早引进无线电通信技术的地

区之一。

1928年，天津第一家由国人经营的电信工业企业——中国无线电业公司在法租界26号路(现

和平区滨江道)基泰大楼开业，从而打破了外国资本利用在华特权，垄断天津电信器材市场的局

面。中国无线电业公司的技术力量较强．从业人员近30人，工程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在电信、机械

方面具有较高的技术水平，主要产品是利用进口元件装制无线电收发报机、密码机(保密机)、耳聋

机(助听器)、广播发射机等。

1928年天津建立了第一座官办广播电台，至30年代初又有4座私营广播电台相继建立。随着

广播事业的建立与发展，营销与维修收音机的商业和修配业应运而生。在30年代开业的有北方无

线电业公司、倬记商行、大华无线电行、野玫瑰无线电行等。同时有些电料行和唱机(留声机)行，也

兼营收音机销售业务。1932年中天电机厂(现邮电部512厂)成立．由两名大学生研制生产电话机。

1941年，在现西康路建厂，同年生产出中国第一台西门子的磁石电话机，产品主要销往香港市场。

1932年10月，天津第一家电影机厂——东亚声光机器厂在H租界宫岛街(现和平区鞍山道)

开业。这家由私人合资经营的企业，以生产有声电影机器为主，产品行销国内各地。1937年，日本帝

国主义全面发动侵华战争，7月30 H攻占天津。从此，天津在日本军事殖民政策的罪恶统治下，百

业凋敝，民不聊生，民族电信仪表工业和修配业遭到极其严重的摧残。

日寇侵华期间，为了达到“以战养战”的罪恶目的，它们掠夺中国的资源，在天津设立了一些电

信电器工厂，制造无线电通信设备和电工产品。这些工厂主要有东京芝浦通信机制作所天津第一

工厂、住友收信机厂天津厂、义昌洋行电器工厂、华北电线厂、太平电线厂、北支电机厂、安宅精机

厂、东光电器厂、汤浅电池厂、东京芝浦轻电器株式会社天津灯炮工厂．以及由日本打字机株式会

社出资建立的天津打字机厂等。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国民政府接收了日伪在津的全部企

业，将其中的电信电器工厂改组为“中央电工器材厂天津分厂”、“中央无线电器材有限公司天津

厂”和“中美无线电器材厂”。中央电工器材厂天津分厂，隶属于南京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成立于



6 第一篇综 述

1946年3月1日，厂部办公地址在第一区(现和平区长春道2号)。该厂成立后将接收的10个企

业，改为8个工厂，即将华北电线厂改为第一厂，太平电线厂改为第二厂，北支电机厂改为第三厂，

安宅精机厂改为第四厂，东光电器厂改为第五厂，永信料器厂改为第六厂，汤浅电池厂改为第七

厂，东京芝浦轻电器株式会社天津灯泡工厂改为第八厂。中央无线电器材有限公司天津厂，1946年

7月1日正式成立。该厂是根据南京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的决定，将中央无线电器材厂重庆分厂迁

来天津，并与接收的升叵机器厂、东京芝浦通信机制造所天津第二工厂、住友收信机厂天津厂等单

位合并组成，厂址在现河北区东七经路17号。此外，日本义昌洋行电器工厂由南京国民政府国防

部接收，改为中美无线电器材厂。

中央电工器材厂天津分厂的产品有电机、电线、电灯、电照明器(如灯泡、灯管、霓虹灯)和电

池，但是产量很低，质量也差。中央无线电器材有限公司天津厂，原以制配军用无线电器材为主，但

是由于受美援的影响，国民党军队改用美国制造的通信设备，致使该厂开工不足，不得不从事维修

、加工业务和民用收音机的生产。他们利用从美国进15的“飞歌806”型收音机的成套元器件，组装成

整机出售。为了提高产量，该厂建立了每Et装806型收音机200台的流水装配线，至1948年底，共

生产了4885台，与当时中央无线电器材有限公司南京厂的产量大致相等。中美无线电器材厂主要

是利用美制元器件制配微型无线电收发报机，提供给国民党特务机关使用。这3家企业的建立，标

志着天津大中型电信电器工业企业已完全被官僚资本攫为己有。

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后．天津的电信器材行业由于摆脱了13本帝国主义的控制，民族资

本企业略有发展。随着新型无线电整机和元件的进15I，技术水平也有所提高。在这时期开业的民族

资本企业主要有：协昌无线电行，1946年6月开业，以经营无线电器材，修理收音机、扩音机为主，

并承接制配无线电收发报机的业务；四强无线电行，1946年开业，经营无线电元件、超外差式收音

机、扩音机，并兼营修配业务；华懋无线电行，1947年开业，经营无线电器材，修理收音机、扩音机，

并制配无线电收发报机、小型广播发射机等；合记无线电行，1947年9月开业，经营无线电器材，修

理收音机、扩音机，制配无线电收发报机；真美无线电行，1947年10月开业，经营装配修理无线电

业务，并代客灌制录音唱片。

与此同时，有的无线电行和工业社开始探索新的生产领域，生产少量的无线电元器件。如天光

工业社生产电解电容器．中津电机行生产炭膜电阻，洪源工业社生产小型变压器等。天津私营联唱

电机厂改组为联昌兴业股份有限公司，企业规模扩大，迁人第十区(现和平区汉[5I西道)新址，1946

年试制并投产了1／2～1时的水流量表。泰兴永铜铁工厂开始转产简易气象和水文仪器，并有一些厂

商开始／lq：}L生产简易大地测量仪器和其它仪器。此外，从事电影机制配业务的厂商，除了原有的东

亚声光机器厂，又出现了盖新工业社、影华工业社、林茂成工业社和中美无线电行等。

总之，在旧中国，天津电信仪表工业和修配业虽然起步较早，但发展却十分缓慢，经济技术基

础相当薄弱，由于外国制造的无线电元件、整机和各种仪器仪表长期充斥天津市场，民族电信仪表

工业的发展受到了阻碍。

综上所述，天津被辟为通商15I岸以后，各帝国主义列强先是通商，随即开始办工厂。1860年英

商建立了第一个使用机器打包的隆茂洋行，随后，一批外资企业相继建立。清政府及国内买办、官

僚、商人也开始投资于近代工业，先后建立了天津机器局、硫酸厂、小型炼钢厂、造币厂等。继三条

石机器制造业之后，民族工业也发展起来，陆续开办了造胰公司、烟草厂、制呢厂、中西制药厂以及

面粉、榨油、造纸厂等。特别是1915年爱国实业家范旭东创办了久大精盐公司，1917年又创办了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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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化学公司，这是中国建立最早最大的制盐制碱企业。1922年又与化学专家候德榜创办了黄海化

学工业社，开创了中国盐化工业的先河。 ，

与此同时，纺织工业也得到较快发展。到1922年，天津的棉纺工业已发展到仅次于上海，居全

国第2位，有职工11560人。其中华新、裕元、恒源、北洋、裕大、宝成等6大棉纺厂共有资本1980

万元，布机760台，纱锭246072枚。20世纪30年代，天津的钢铁、机械、化工、电力、纺织、建材、造

纸、食品工业都已具有相当规模，成为北方的工业中心。

抗日战争期问，民族工业遭到掠夺。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又没收了英、美、法等国在

津的全部工厂企业，同时新建了一批冶金、化工、机械、轻纺等企业。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

时，日本在天津开办的工厂有222个，从业人员47517人，固定资产总额161．6亿元．流动资金51．3

亿元(国民党币)。其中，纺织业为第一位，占固定资产的53．6％；机械、汽车、电器行业占固定资产的

25．84％。这些工厂，构成当时天津工业的最主要成份。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接收了日伪260多个

工厂企业。除退还了英商的颐中烟草公司、法商的电力公司和民族资本企业永利碱厂、久大精盐公

司之外，其余的工厂完全被官僚资本所占有。官僚资本在电力、钢铁、纺织等重要工业部门中占据

了统治地位。1947年官僚资本企业生产达到高峰，超过了抗战前1936年的水平，民族资本企业的

生产不但没有增加，反而比抗战前的1936年下降了。这期间，国民政府只对接管的部分企业进行

了改组，如组建了冀北电力公司、华北钢铁公司、华北水泥公司、天津化学公司、天津造纸公司、天

津机器厂、天津制车厂、中央电工器材厂天津分厂等，没有建设新工厂。

1949年全市有工业企业4708个，重工业占23．1％，轻工业占76．9％。工业总产值为6．5亿元

(按1980年不变价格)，重工业占11．7％，轻工业占88．3％。工业从业人员11．2万人，重工业占

17．9％，轻工业占82．1％。工业部门的构成，以纺织工业和食品工业为主，其次为机械工业和化学工业。

第二章1949～1990年的天津工业

——蓬勃发展的天津工业

第一节 天津工业在曲折中发展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了，这个古老的工商业城市回到了人民怀抱。此前，天津的经济命

脉主要掌握在官僚资本和外国资本手中。如1947年全市工业总产值中，官僚资本和外国资本占

62％，民族工业仅占38％。官僚资本和外国资本占据了天津电力工业和钢铁工业的全部。银行、外

贸、铁路、邮电、海关、港口等也都控制在官僚资本和外国资本手中。

天津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根据党和国家的政策，对

外国资本在津的216个工商企业，采取了监管、控制、收购、征用和代管的方式，妥善地处理了外国

资本在津企业的问题。使天津的工商企业完全摆脱外国资本的控制，对官僚资本企业采取一律没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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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的措施，共没收111个工业企业，接收12家金融和商业机构。1949年国营工业总产值占全市工

业总产值的37．5％。随后，积极引导个体农民和个体手工业者走合作化的道路，到1956年基本完成

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年，国营、公私合营、合作社营工业企业总产值占全市工

业总产值的99．6％，私营和个体工业仅占0．4％。生产关系的改变，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确立，为天津

经济和社会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1949年主要是接管、清理，1950至1952年为恢复和整顿。1953至1957年实施第一个五年计

划，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注意了轻重工业的发展比例，妥善安排人民生活，重视商品经济

的发展，注意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在鼓励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同时，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

社会主义改造，在国民经济获得全面恢复的同时，使之得以较快发展。如1952年全市工业总产值

19．71亿元，其中全民工业总产值10．79亿元，集体工业0．4亿元，城乡个体工业1．09亿元，其它工业

7．43亿元。1956年基本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后，1957年工业总产值增至40．44亿元，

其中全民工业总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88．48％。工业的迅速发展，带来了社会主义经济蓬勃发

展的大好局面，城市建设、交通运输、内贸、外贸、邮电、港口也都得以相应发展，人民生活得到彻底

改善。“一五”期间经济发展jl厮1]，各行各业发展协调，1957年，国民生产总值比1952年翻了一番。
1958～1965年。由于盲目提出三年大跃进，追求高指标、高速度，造成经济战线过长，规模过

大，比例失调。天津工业同全国一样生产下降，经济滑坡。经过1963一1965年3年的调整，工业生产

重新得到恢复和发展。

1966～1978年。1966年开始实施“三五”计划。但是，也就是1966年开始了历时10年的“文化

大革命”，致使天津的国民经济遭受更为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期间，生产下降，经济停滞，工业生

产损失很大。“四五”期间处于“文革”之中，国民生产总值虽有一定增长．但人民生活却无明显改

善，所谓市场繁荣、经济发展，不过是虚假现象而己。“五五”计划的头一年．即1976年，由于地震灾

害的影响，又使生产遭到巨大损失。直到1978年天津经济才开始大幅度回升，1978年工业总产值

创建国以来的最高水平，达到157．9亿元。全市国民收人达到74．73亿元，其中工业创收52．86亿

元，占国民收入总额的70．73％。

1979～1990年。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义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

开放的方针。从1979年开始，天津工业同全国各行各业一样，步入了发展的新时期。经过“六五”和“七

五”10年的发展．天津的国民收入从1980年的93．1亿元猛增到1990年的244．05亿元，其中工业创

收达158．73亿元。工业总产值从1980年的195．94亿元提高到1990年的679．94亿元，增长2．47倍。

按工业创收计算，1980年为66．25亿元，1990年达到158．73亿元，增长1．4倍。

天津解放以来，天津工业走过艰难曲折的道路。在党的领导下，战胜一个又一个的艰难险阻，

克服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将一个受过战争创伤、工业畸型发展的城市．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基础雄厚

的现代化新兴城市。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认真贯彻执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

放的一系列政策，天津工业充满着生机与活力，正在迈向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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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新兴重点行业发展迅速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后，天津工业仍残留着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痕迹．工业基础薄弱，结

构畸型。从1949年的工业总产值看，纺织、食品工业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71．6％，重工业只有一些

规模很小的冶金、电力、化工原料和以修配为主的机械工业，产值仅占1 1．7％。

从1949年开始，通过新建、扩建和更新改造，兴建了白庙、北仓、土城、陈塘庄、程林庄、大港等

十几个工业区，建设了一大批大型骨干企业。到1990年，天津的大中型工业企业已发展到482个，

其中大港电厂、大港油田、天津石化公司、天津铁厂、无缝钢管厂、重型机器厂、汽车制造厂、照相机

厂、电视机厂、电冰箱厂、手表厂、自行车二厂、农药厂、自动化仪表厂、奥的斯电梯有限公司等，都

是解放后建成的，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天津工业有了较快的发展。大中型工业企业在

全市工业企业中，固定资产原值占78．3％，工业总产值占63．9％，利税总额占72．7％，已成为天津工

业的主体。1990年底，全市村及村以上工业企业已达14748个，其中乡及乡以上工业企业6698个，

比1980年增加2527个。按全国统一的行业分类划分，天津的工业企业，分属于36个大类，比全国

40个大类少煤炭采选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其它矿采选业、木材及竹材采选业4个大类；按中类

分，天津有176个，占全国212个中类的83％；按小类分，天津有414个，占全国538个小类的

77％。其中炼铁、石油开采和加工、石油化工、化肥、农药、有机合成化学原料、原料药、塑料制品、日

用化学、化学纤维、拖拉机制造、机床及锻压设备制造、船舶制造、建筑机械制造、汽车制造、工业专

用设备制造、日用机械、通信广播电视、电子计算机、电子元器件、仪器仪表、水泥、玻璃纤维等行

业，都是解放后发展起来的。1990年全市工业总产值717．3亿元，比1980年增长了1．63倍，平均每

年递增10．2％，快于70年代年均递增7．3％的速度。其中“六五”期间年均递增9．7％；“七五”期间年

均递增10．6％。各种经济类型工业都得到发展，1981～1990年lO年间，全民所有制工业生产年均递

增5．5％；集体所有制工业年均递增18．2％；其它经济类型工业(主要是三资企业)年均递增40．5％。

全市公有制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80年的99．3％降至1990年的91．6％。

轻重工业全面协调发展．产品结构调整取得了新进展。10年问先后对天津工业进行了两次较

大的调整和改造。“六五”期间，重点开发了18个轻纺行业和5个配套行业，使自行车、手表等一批

产品形成经济规模；“七五”期间，利用扩权外汇，重点发展了汽车、电子、家用电器等--于tt新兴行

业，开发了光纤通信、程控电话等一批高新技术产品，并形成一定规模的生产能力。

一、发生巨变的冶金工业

天津的冶金工业，是在旧社会相当薄弱的小私营企业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从1949-

1990年，经过42年的艰苦奋斗，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生．产速度的上升、品种的增加、质量的提

高、生产规模的扩大、装备水平的提高及经济效益的增长，与1949年相比有天壤之别，取得了旧中

国梦想不到的巨大成就。

天津冶金局系统炼钢能力，从1949年的5700吨提高到1990年的160万吨，增长了279倍；

钢材生产能力，从4700吨提高到180万吨，提高了382倍；有色金属加工能力，1952年开始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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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有870吨，到1990年增至15万吨，增长了171倍；生铁生产能力，从无到有，1990年达到140

万吨。

1949年，天津冶金工业产品单一，只能生产普通钢、一般规格的型材及黑铁丝。1990年，优

质钢材，板、管、带产品以及市场急需的短线产品和出口产品都有大幅度增长。优质、合金、低合金

钢比重达到40％，成为中国中小型钢材基地之一，产量居全国第8位，金属制品产量居全国第一

位。一批水平高、效益好、填补国内空白的更新换代新产品不断推出。钢铁产品已达到18个大类、

647个品种、2390个规格，有色金属产品已达到130多个。

”七五”时期与“六五”期间比较，生铁产量增长89．42％．钢产量增长26．87％，钢材产量增长

18．97％，焦炭产量增长68．34％，金属制品、铁合金产品都超过“六五”时期的水平，有色金属产量实

现了翻番。产品结构有了很大改善，在发展中小型材的同时，还开发了一批汽车、家电、石油、轻工

等工业门类适用的产品，提高了为本市产品配套的能力。

42年来，新工艺、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天津铁厂三号高炉进行改造后，采用

无料钟炉顶、槽下过筛、喷煤粉，顶燃风炉和高炉微机自动控制；炼钢发展了氧气顶吹转炉和连铸

技术，产量已占钢产量的60％以上，连铸比由2．09％提高到30．86％，大大提高了钢坯质量；轧钢采

用轧后余热处理新工艺，使螺纹钢筋性能达到英标BS4449—78的要求，在国际市场受到欢迎，大部

分轧钢加热炉都采用了微机自动控制；紧凑式轧机也已试制成功，为探索老企业改造减少占地面

积，吃大断面钢坯一火成材节约钢材和能源开辟了新途径。

通过开展全面质量管理和产品结构调整，全局产品质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1990年创市优、部

优、国优产品累计达到98个，采用国际标准和国际先进标准生产的产品已达65种，年产160万

吨，双标率达68．53％。

技术装备水平大大提高，冶金系统“七五”期间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额7．2亿元，比“六五”时

期增长20．5％。轧钢一厂冷板工程1990年底基本完成了土建任务和配套设施：带钢、无缝钢管厂等

项目进度普遍较快，质量较高；轧钢三厂电炉、轧钢一厂“一火成”等几个竣玉投产项目大大提高了

达产水平，都为以后发展积蓄了后劲。

1990年完成I,_lk总产值30．94亿元，实现利税3．87亿元，外贸出口收购值6790万元。1988年

以后，冶金系统经济效益出现下降趋势，但“七五”同“六五”比，利税仍增长18．93％。

二、向高、精、尖发展的机械工业 ’，

天津是全国机械工业发展较早的省市之一．到1990年已有130年的历史。天津机械工业始于

清代，源于三条石，曾为华北地区的工业摇篮。但是，在当时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历史条件下，绝大部

分工厂设备简陋，技术落后，以修修配配的简单生产为主。到1948年底，大部分工厂停产，职工

失业，整个行业处于奄奄一息状态。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后，机械工业获得新生和发展，40多年来，天津机械工业经历了三

个时期。

1949～1965年，为迅速发展时期。在这17年中，随着国民经济的3年来恢复和两个五年计划的

实施，天津机械工业实行了行业归口、产品调整、企业调整以及充实科研机构、建设培训基地、完善

工业公司等一系列的基础建设，整个行业的经济实力大大增强。1965年与1949年相比，工业总产

值增长81．5倍，实现利润增长237倍，上缴利税增长1090倍，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3．2倍。这个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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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天津机械工业一度跃居全国同行业的前列。

1966～1978年，为治乱前进时期。在这10多年中，“文化大革命”内乱加自然灾害，天津机械工

业同其它行业一样，受到了严重干扰。但是，广大干部群众，出于对党和国家的责任感，治乱求进，

在产品研制、技术革新、出口援外、基本建设等方面，还是取得一定进展，生产和利润增长1倍以上。

1979～1990年，为迅速发展时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使天津机械

工业步人了迅速发展的新时期。在这12年间，经济工作摆到了中心地位；改革推动着技术进步和管

理进步的两个轮子：整个行业进行了产品结构、组织结构、技术结构的调整。天津机械工业在改革

中．发生质的飞跃。

“六五”、“七五”期间，共试制新产品3757种，投产2858种，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主要新产品结

构发生重大变化，其中属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水平的占90％，机电一体化产品264种，53种新产

品被机电部推荐为替代进口产品，78种新产品被指定为节能替代产品。至1990年末，全局累计已有

优质产品496项，其中国际金牌1项，国家金牌3项，银牌19项，部优质产品114项，市特级优质

产品3项，市优质产品396项。lO年间，全局实施技术改造、技术引进项目216个，到1990年底已

有180个项目建成投产，增强了行业发展后劲。在积极扩大产品出口的同时，引进外资，兴办合资

企业，已有9个中外合资企业相继开业，数控机床配套公司等企业还走出国门，到国外投资办厂。

1990年，天津共有机械工业企业330个。其中全民企业107个，大集体企业61个，城镇集体企

业149个，中外合资企业9个，全民与集体合营企业4个。1990年完成工业总产值24．98亿元；实

现利润1．24亿元；完成出口总值1．56亿元，比上年增长39．31％，创历史最好水平。

三、做出重大贡献的化学工业

天津的化学工业已有117年的历史．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时，有200多家工厂，多数为

无机盐加工和橡胶制品生产，企业规模小，生产设备简陋，产品质量一般，有机化工行业基本是空

白。在旧中国，民族化学工业外受帝国主义的倾轧，内受官僚资本的控制和压榨，步履艰难，发展缓

慢。规模比较大的有永利化学公司(现天津碱厂)、永明油漆厂、中国油漆厂、东方油漆厂、利中酸

厂、大中华橡胶厂、津沽橡胶厂等。还有日本侵华时遗留下来被国民政府接收的天津化工厂、大沽

化工厂、天津胶鞋厂等。

天津的解放，新中国的成立，为天津化学工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在市委、市政府的领

导下，天津的化学工业获得新生，有了较快的发展。经过40多年的建设，化学工业已成为中国门类

较多，规模较大的综合性化工基地之一，成为天津的重要支柱行业，为中国国民经济发展作出了重

大贡献。40多年来，化学工业的发展可以概括为：生产有巨大发展，为国民经济各部门、国防建设和

人民生活提供了大量产品，为国家积累了建设资金。

化学工业总产值，1949年为3794万元，1990年提高到27．27亿元，增长70倍；1990年实现利

税7．2亿元；完成出口收购值3．19亿元，比上年增长11％，比1985年增长45．6％；“七五”期间累计

出口创汇4亿美元，为国家做出了重大贡献。

四、在改革中腾飞的汽车工业

1980年以前．天津汽车工业基础比较薄弱，曾生产过1吨、4吨、15吨载重车、吉普车和小轿

车。但是，没有形成批量生产，十几年来徘徊不前，未能摆脱车型杂、产量小、质量差、成本高、小而

散的落后局面。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天津汽车工业才走上高起点、大批量、专业化和联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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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飞之路，进人了高速发展时期。从1984年成为企业化公司以来，逐步形成了规模经济，成为天津

经济发展的带头产业，被列为全国八大汽车生产基地之一。1982～1988年，工业总产值从27613万

元增长到157223万元，增长4．7倍，年均递增33．7％；汽车产量从4979辆增长到45262辆，增长

8．1倍，年均递增44．5％。

“七五”期间，是天津汽车工业大发展的时期，工业总产值年均递增13％，汽车产量年均递增5％。

通过成功的引进日本大发微型汽车和夏利轿车的制造技术，以及620旅行车、130轻型载货汽

车和零部件的更新换代，共实现14项引进技术项目和63项技术改造项目，累计投资68800万元。

这些技术改造重点项目，采用新技术、新工艺和先进的生产装备，开发生产了一大批高水平、高质

量的汽车产品。天津汽车工业的面貌在短短的10年间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不仅有80年代国际水平

的汽车产品，而且有先进的生产技术装备，建成了几十条高效率的生产线和质量保证线，并有国内

一流的汽车模具设计制造中心，形成了现代化生产格局及较强的新产品设计开发能力。

1989年以来，全国治理整顿，天津汽车行业在连续几年大发展之后，主要经济指标首次出现负

增长，1990年一季度降至谷底。当时汽车库存万辆之多，成品资金占压4亿多元，生产资金十分紧

张。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公司组织促销压库，及时调整产品结构，提高产品质量，开发新产品，使

行业经济形势从二季度开始好转，主要经济指标逐步回升。1990年完成工业总产值14．4亿元，汽

车产量26963辆，实现利税1．39亿元，出口创汇519万美元。

五、艰苦创业的大港油田

1964年1月，原大庆油田勘探指挥部所属的17个井队、53个地震队、23个辅助生产队共

7700余人，自大庆油田转战天津、河北，成立了六四一厂(即大港油田的前身)。

会战一开始，采用地质调查和钻探相结合的方法，集中主要力量钻探大港构造带。当年12月，

位于大港区港东的第一口探井港5井发生强烈井喷，这是大港地区石油勘探的第一个突破，标志

着大港油田的诞生。之后，港7井以日产93．3吨成为大港构造带上第一口高产井。到1990年底，在

黄骅坳陷的陆地、海滩及浅海地区1万多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进行了详细勘测，先后发现板桥、北大

港、周清庄、王徐庄、羊二庄、羊三木、孔店、扣村、枣园、小集、王官屯、段六拨、舍女寺等13个油

(气)田，找到18个含油气断块，形成了年产原油420万吨、天然气4亿立方米的生产能力。

27年来，油气勘探年年有新发现。特别是近几年来，石油地质储量增长幅度较大。“七五”期间

探明石油储量21528万吨，成为油田历史上储量增长高峰期。在勘探的同时，取得了良好的经济

效益，圈闭钻探成功率34．6％，探井成功率44．6％，平均每口井石油地质储量54．2万吨，每米进尺

探明石油地质储量181．4吨，每探明1吨石油地质储量成本6．68元，多项指标在中国东部各油田

处于先进水平。“七五”5年新增原油生产能力275万吨，比“六五”期问增加94．6万吨；5年累计采

油1996．1万吨，比“六五”期问增加440万吨；累计生产天然气20．2亿立方米，基本实现了稳产，确

保了向天津市区和沧州化肥厂供气任务的完成。“七五”期间．油田开发创出了港东、马西深层和羊

二庄3个高效开发油田(区块)，综合递减和自然递减在“七五”末期已有所控制。

“七五”期问共完成科研和技术革新成果4000多项，比“六五”期间增加近3000项。在科技成

果中，获局级奖励的有197项，获国家和部、市级科技成果奖3l项；推广新技术202项，增产科技

油116．4万吨，产生直接经济效益9600多万元，是“六五”的1．44倍。还保持和发展了一批优势产

品，市优以上的机械、石油产品由“七五”初的5种增加到20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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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大港油田生产原油383．03万吨，为年计划的100％；生产天然气3．5亿立方米，外输天

然气2．8亿立方米，分别为年计划的101．2％和105．3％；加工原油64．76万吨，为年计划的100．3％；

完成工业总产值6．7元，为年计划的101．5％；政策性亏损3．2亿元。

六、新兴的石油化工工业

随着大港油田的开发，天津又诞生了一个新兴工业行业——石油化工。1970年建成了天津市

第一炼油厂(现天津石化公司第一石油化工厂)，形成年产30万吨原油加工能力，后经扩建改造，

提高到年产100万吨；1976年建成投产的天津市石油化工总厂(现天津石化公司炼油厂)，原油加

工能力为年产250万吨。

两个炼油厂的建成，为天津石油化学纤维生产创造了条件。1976年国家投资在大港区建设天

津石油化纤总厂，1983年底建成投产，投资总额13．76亿元，共有57个单项工程。其中，年产18万

吨芳烃联合装置、年产9万吨对苯二甲酸二甲酯装置、年产8．1万吨聚酯装置、年产5．5万吨纺丝

装置和年产5．2万吨短丝后加工装置等5个单项工程，分别从日本和联邦德国引进，其余52个单

项工程为国内配套。 ，

1983年12月28日，天津石油化工公司正式成立。它是由天津石油化纤总厂和天津市石油化

学工业公司合并组成的。天津石化公司的成立，加快了油、化、纤一体化开发的进程。自公司成立到

1990年底，已扩建和在建的工程项目有：

1．涂纶长丝工程：它是国家“六五”期问建设的大中型项目之一，建设规模为年产8000吨涤纶

长丝。总投资为1．67亿元，主要工艺技术和设备由日本帝人公司引进。1986年4月形成生产能力，

1987年1月正式移交生产。

2．炼油厂扩建工程：包括新建年产12万吨气体分馏、年产6万吨氢氟酸烷基化、年产10万吨

氧化沥青、年产60万吨溶剂脱沥青和年产40万吨柴油加氢精制等5套生产装置以及对原有年产

250万吨常减压、年产120万吨催化裂化装置进行增容改造，总投资2A亿元。其中氢氟酸烷基化

装置的主要工艺由美国引进，1987年9月一次试车成功；气体分馏工程1987年6月投产；柴油加

氢等3项工程将于1991年建成投产。此外，一石化厂与西郊区政府联合兴建了年处理15万吨渣

油的催裂化工程项目，1990年初正式投产。

3．三石化厂年产2万吨聚醚多元醇工程：总投资6027万元，是中国目前同类装置中最大的一

套。工艺技术和主要设备从日本引进，1990年建成投产，年创经济效益2800万元。

4．10万千瓦燃煤电厂工程：1988年9月破土动工，1991年将形成5万千瓦生产能力，1992年

全部建成投产。投产后，年可节油13万吨。

到1990年，天津石化公司11个生产厂共有主要生产装置36套，辅助生产装置20套。主要生

产装置中，有8套是从日本、美国、联邦德国等国家成套或单机引进的。技术水平达到70年代末80

年代初国际先进水平。

天津石化公司共有石油、化工、化纤3大类、74个产品。主要产品有石脑油、汽油、煤油、柴油、

溶剂油、燃料重油、石油液化气、涤纶短丝、涤纶长丝、聚酯切片、石油苯、对二甲苯、顺酐、聚丙烯、

凡士林、聚醚多元醇等。1984年以来，共创优质产品33个，其中部优产品16个、国家金质奖2个、

银质奖3个。先后开发了18个新品种，累计有33种产品采用国际标准或国际先进标准组织生产。

优质产品产值率已由1984年的39．2％提高到1990年的75．96％；万元产值能耗，由1985年的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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