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拓曝躲球谗
j性NG XIAN GONG YE Z

揭隅髁襁滴蚕翼官耨



揭阳县工业

揭阳县经济委员会编
1 990年

：b
，C^



《揭阳县工业志》编纂机构

编纂领导小组(以任职先后为序

组长：林以璧吴标练

副组长：邱胜喜柯汉标

主编：邱胜喜贺兆荣

编 写 组

组长：邱胜喜

副组长：林家欣杨应谦

主要编写人员

邱胜喜贺兆荣林家欣孙业廉

工作人员

蔡更生余惠文杨史辉谢惠娥林伟林磷

黄少端王斌华李艾芬

封面题字：卢奇发

封面设计：王海英



艮
；女

●揭阳啤酒厂(后更名汕头啤

酒厂)厂区面积3】万mi建筑面

积9700m1，年生产能力5000吨，

目前正在进行年产20000吨规模扩

建配套。

{一支●●，I_．潼麓～■_{



◆广东省电焊机厂．原名揭

m电焊机厂．焊机产品有8个品

种，12个系列，38个规格．销售

全国各省、市和港澳、东南砸，北

T揭阳电饥厂，厂区而积

15745m一，生产多系列交直流电

机。ZFB355--H输小变流发电机

组填补了国家电机产品的一项空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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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阳县轮胎模具厂，前身

炮台农械厂．炮台镇办企业，是国

内轮胎模具生产重点专业厂之一。

0‘萎1 “一图为新厂区。_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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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揭阳县无线电元件二厂，

县屑集体企业，1976年创建，厂，

囊一
o

区而积275lm2，生产碳膜电阻

器，年生产能力2亿只。图为电阻．汐 器自动生产线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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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榕城L艺服装J’熔城镇办企

、№ 厂Ⅸ而积6500m2。产晶有男女夫

衣、西装、连衣耕{、措装、童装等．以

外阿来料加L为丰。

薹巨2毒蠢孽铲略、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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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m鞋厂，前身县橡胶厂胶鞋车

间。厂【《而积I 79I 7Im 2，建筑而积

5530 26m2，，}产布而胶鞋．70多个

规格品种。产品主要外销。

●揭l钉县搂厂 县描集体

伦、It全厂0衙耵J 36400’}+矗

米，出n产*共自2400多个花

色^^种图为产品脒疑JJ。

●揭阳县倍7[制衣厂，榕城镇办企

业．厂K而积5000m 2。产牖柯连衣裙、

挫|霓类软恤 太窀磺 眦丐收等．【l外

商米料加上为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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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榕城金属表带厂生产

的部分产品。该厂后更名“揭阳县

表带厂”．倍城镇办企业，厂区丽

积IOOoo平方米，生产“舵牌’不

锈钢表带，45个品种，70多个花

色。年生产能力700万条。

'．椿城自来水厂，榕城镇办

企业．后更名“揭阳县自来水公

司’。厂区而积29700m 2，供水能

力l 5厅m3／日，水质达到国内

同行业先进水·F。

．‘揭阳手表厂，1975年3月

创建．榕城镇办企业，厂区面积
2l 7万m2．生产”葵花牌1。宝旋

牌’17钻全钢防震手表和各种零配

件。

丫揭阳县花岗石厂，1982年

4月筹建，厂区而积36000m2，年

生产能力5万m2花岗石板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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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专。

《揭阳县工业志》是首部记载我县工业发展历史和现状的志书。其编修

是遵照揭阳县人民政府的统一部署．在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的直接指导下

进行的。县经济委员会于一九八五年六月组织编写机构，着手资料调查、整

理和编写，历时数载，于一九九。年初审核定稿。如今出版问世。这是一件

具有深远意义、值得庆贺的事。 。

揭阳县工业生产溯源久远，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发展过程，其中盛

衰起伏交错，形成了揭阳县工业的发展史。《揭阳县工业志》坚持历史唯物

主义观点．通过编写人员广泛征集资料，集思广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精心编写，比较全面、翔实地反映了揭阳县工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这些史

料，显示了各个不同历史时期我县劳动人民与工人阶级、科技人员的聪明智

慧和创造精神，揭示了不同历史阶段我县工业生产力的慨貌和发展水平。本

志的编纂印行，得到众多的支持，寄托着多方的期望，凝聚着编写人员及我

县工业系统各级有关领导和工作人员的心血，它将为揭阳县地方工业的发展

提供历史借鉴．作出有益的贡献。

志书，具有“存史、资治、教化”的作用。借此机会，笔者寄言于工业系

统当今一辈，认真学习它、研究它，教益于自己，以期对我县形成具有揭阳

特色的工业布局发挥积极作用；同时期望尔后列辈，尊志、学志、续志，借

鉴历史，开创未来，不断推进我县工业发展的历史车轮。

盛世修志，以史为鉴。揭阳乃粤东古邑，人文荟萃，工业发展史上有很

多经验和教训。但由于历史沿革，辖域变迁，政治更迭，资料匮乏，为本志

的编写增大了难度。因此，本志错漏与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恳望读者不吝赐

教。

揭阳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卢奇发

一九九。年三月二十日



凡 例

本志收编范围，凡揭阳县辖下、代管、以及非代管的工矿企业的历史和现状，

皆在本志收编之列。 ，，

二、修载年限．上溯无限，下限原则上截至1985年。个别确有承先启后而非诞笔

不可者，则下延至1986年．余1986年以后重大记事，单辑”1986年至1989年大事记”

列入附录。

三、史料、资料来源：《揭阳县志》《潮州府志》《潮州志》《三阳志》《三阳图志》

《广东通志》：《广东经济年鉴》《中国近代史简编》；揭阳县、潮州、汕头市档案馆资

料：各厂厂史，调查征稿，个人送稿等。 。

四、本志以文字记述为主．以图表或照片为辅。大事记采用纪年本末体，志记以历

史为纵线．以类日为横排的方法记述。一律采用语体文．力求资料翔实，表述准确，文

字流畅．通俗易懂。

五、本志以记述工矿企业演易发展，生产活动．经济实绩为主。历史政治运动，经

营管理，行政制度等均不记入，确相关连者仅描其梗慨。

六、历史纪年，遵从其时用法，并加注公元年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采

用公历纪载。

七、历代度量衡采用古制者．均换算成现行市制或公制注记说明，工业符号、设备

型号一律采用国际通用符号，并加汉字注明。数词用汉字，数字用阿拉伯数码。

八、人物篇遵照史书通例．不为生人立传。省级和国家级先进人物和事迹，仅在各

篇分散记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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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述

揭阳系粤东古邑，历史悠久，自秦始皇33年(公元前214年)置南海郡即有揭

阳。古揭阳地域广阔，其范围包括今天的潮汕地区、梅县地区、及闽南的龙溪、漳浦一

带。从汉、晋至唐代，揭阳建制几经沿革废置，或为郡，或为州，称谓不一。直至宋绍

兴8年(公元1138年)始定制建置揭阳县。时与海阳(今潮州)、潮阳合称“三阳”。宋

时的揭阳，包括现在的澄海和丰顺县，西至陆丰县东北面，面积数倍于今。明嘉靖42

年(公元1563年)，划龙溪等三郡置澄海县，清初又另置丰顺县。新中国成立后，于

1965年7月再划河婆、棉湖等十三个公社设置揭西县。

现揭阳县辖区位于油头市西北部，地跨东经116。5
7

23”至116。37
7

39”，

北纬2了。22
7

56”至23。46
7

27”之间。东与汕头、潮州两市相邻，南与潮阳、普宁

两县接壤，西与揭西县相连，北与丰顺县交界。东西长46．8公里，南北宽35．8公里，

总面积1031．15平方公里，略呈弓背卧鲤状。地势西北高、东面低。西北部为山地和丘

陵地，其余地区多为岗地和平原。粤东第二大河榕江分南北河流经全县，水网交织，舟

楫穿梭，公路遍布全县，交通便利。气候属热带季风湿润型。北回归线从本县东部(地

都镇钱岗乡)通过。气候温和，阳光充足，雨量均匀，水源充沛，物产丰富。盛产大

米、甘蔗、水果、‘鱼类。矿藏较丰。人口稠密。1985年全县人口达一百二十万人。可

谓人丰物阜。

揭阳自宋置县迄今，历经近千年的演进发展，且具有优越的地理条件，丰富的物产

资源和人力资源，故历代经济发达，文化昌明，人才辈出，素有“海滨邹鲁”之称。县治

榕城，位于榕江南北河环抱之中，富有江南水乡景色，昔有“城中竹树多依水，市上人

家半系船”的美称，是本县政治，经济、文化重镇，亦是全县工业发展的重要依托。揭

阳资本主义经济萌发较早，工业发展有一定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中国共产党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充分发挥临近港澳和地处汕

头经济特区的优势，工业获长足发展。1985年全县工业总产值达到四亿三千九百零四

万元，成为本县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抚今溯源，揭阳县工业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

过程。



第一节工业经济发展概况

一、历代至明清时期

揭阳工业溯源久远，尤以手工业起源最早，发展历史最长。明代以前，为服务农耕

和日常生活的简单手工业逐步出现。晋代，揭阳已有陶制鸡首壶、铁制箭簇、镰刀等手

工制品和咸梅、酸菜等腌制品出现。此后，随着民居、神庙建筑的逐步发展，木石雕刻

也应运而生。唐朝是木雕和石雕的萌芽阶段。至宋代置县以后，县内大型建筑物如学宫

和双峰寺皆饰有平面木雕刻器。石刻也出现巷头狮和守门狮类。家庭手工纺织逐步萌

芽。同时出现木制家具小作坊，初具商品经济性质。宋时开始发展采锡业，随之带动了

锡器制造业的兴起。宣和以前，揭阳打造锡器的工艺已受赞赏，《潮州志》有“姑苏样、

潮阳匠、揭阳锡器居其上”的记载，产品行销东南沿海各城镇。宣和年间，瓷器制造业

相继兴起，民间利用本地优质瓷土，制造影青瓷器；兴盛时期，新亨有瓷窑多座，规模

较为可观。元朝期间，民族压迫加深，社会经济遭受极大破坏，手工业处于沉寂状态，

史书少记其盛，仅从后来出土的“至元通行宝钞”钞版，可知当时木雕技艺已臻成熟；另

于至元12年(公元1352年)，县治榕城用条石筑成的“禁城”，可见是时的建筑规模和

风格。

宋代社会相对稳定，经济逐步发展，为早期手工业生产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和物

质基础，食品腌制、木石雕刻、竹木加工、陶瓷制作、冶铁采锡业等相继兴起，是为本

县早期手工业发展的兴盛时期。迨至元代，渐趋低落。

明清时代，揭阳经济进入发展阶段，原有家庭小手工业逐步形成小作坊。其中以纺

织、木雕、漆器、铜锡器较为有名。明洪武13年(公元1380年)，朝廷明令规定：“凡

有田5亩至10亩者，应种植桑、麻、棉、各半亩，10亩以上者加倍种植。”此诏下达

后，全国丝、棉、麻数量大增，家庭织布业大兴，成为城乡妇女所从事的一项重要职

业。至明朝中叶，本县建筑物已表现出稳定富丽的风格，木雕技艺也从平面雕刻发展为

多层镂通，各种建筑物多用木雕、石雕来装璜附丽。如明朝天启年间建造的揭阳：ltfq关

帝庙和重修的城隍庙已饰有戏曲故事的木雕挂屏和形神兼备的木雕鳄鱼。由于经济发

达，富人家始用髹漆描金或贴金家具，时尚的漆盘、漆画、漆眠床等都有时代特色。铜

锡器打造，则以香炉、烛台、酒壶、茶筒等为主。作坊集中于榕城：ltfl和北窖，是当时

有名的铜锡器集散场所。

清初，封建统治者采取闭关自守政策，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得到发展。揭阳手工业

除了上述纺织、木雕等继续发展外，食品业也较为兴盛，米花喜糖和桔饼的制作已较普

遍，主要用于婚嫁喜庆。到了清朝的中后期，调味品异军突起，形成后来揭阳的传统产

品。．道光10年(公元1830年)北洋乡人杨祥昆来榕城兴办“杨财合”酱油作坊。以后又

有郭美裕开设白醋作坊。道光16年(公元1836年)普宁钟塘乡人杨龙德在榕城开设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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