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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为全面记述济南市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著述。

二、本志分8册出版：(一)市情综述·大事记·政区自然环境人口·泉水

风景名胜旅游；(二)城乡建设·交通邮电·社会经济管理·财税审计金融；

(三)工业；(四)商业·农业；(五)政权政务·政党社会团体·政法军事；(六)

教育·科学技术·文化·卫生体育；(七)社会·人物·附录；(八)索引。

三、本志体裁，以志为主，述、记、传、图、表、录辅之；结构为卷、篇：章、节、

日体。

四、时间断限，一般上起1840年，下至1985年；部分内容有所上溯或下

延。

五、所记区域范围，一般为1985年济南市行政区域；部分内容为当时行政

区域。文中“全市’’、“市区"政区概念亦然。“市属"指市直属部门和单位。

六、纪年，一般采用公元纪年，视情括注历史纪年。部分贯通古今的内容，

民国以前采用历史纪年，视情括注公元纪年；民国以来采用公元纪年。文中“建

国前(后)"、“新中国成立前(后)’’，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前(后)；“解放前(后)"，指1948年9月24日济南解放前(后)。

七、地名、称谓，采用当时的名称。历史地名视情括注今称。

八、行文用字，使用现行的规范简化字。运用数字，遵循国家语言文字工作

委员会等七部门《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计量单位，执行国务院

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无法确定换算值，或记载历史上的某

项规定、标准，一仍当时计量单位。货币，使用当时的名称；旧人民币除注明者

外均换算成现行人民币。

九、引文中的差错，在保持原貌的前提下予以补正。改正字注于[]中，脱

漏字注于()中，残缺字以口标示。

十、统计数据，一般采用统计部门的数据；统计部门未有的，采用事业主管

部门的数据。统计表中，空白无标注者，表示该项统计指标数据不详；标“⋯"

者，表示该项数据不足本指标最小单位数；标“一"者，表示无该统计指标事项。

十一、所载照片，凡拍摄时间明确者，在其照片说明后括注拍摄年月。

十二、人物传记遵循“生不立传’’原则，只收录已故人物。编排以卒年为序；

卒年不详者，排于传主生活的时代末。



济南市史志编纂委员会
(1 994．5～ )

名誉主任 谢玉堂

主 任 张福山

副主任 曹守恭 张 钰区圈 陈学科 许汝岭

委 员 王存兴 柴书重。王希宝 沙洪君 马立淇

． 孙秀伦 王长欣 杜世皓 李虎山 王淑铭

邓维培 温松林 林思九 王 诚 孙兴振

孙 强 左 连 谭静波菁郭克振 牟陆阳

朱佩锋

顾 问匿网 王炳琴 张东木 叶述先 安作璋

徐北文冈硼 李仕文

总编辑 许汝岭(兼)

副总编辑朱佩锋(兼)

注：“-”表示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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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玉堂 谭永青

张福山

许汝岭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之本 朱佩锋 寿逢午 李明亮 高善常

(以姓氏笔划为序)

于香萍

宣 涛

郭德芳

王鲁宁

原春溪

彭连友

刘映霞

徐维亭

杜加臣

高进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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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史志办公室组成人员

(按到职先后为序)

主 任 孔昭在(兼)’ 吕雨雪* 许汝岭。 张 本

副主任 寿逢午。王之本’吕雨雪’许汝岭。李明亮

高善常。朱佩锋 。

工作人员 王鲁宁 杨薇薇 朱佩锋*郭德芳 于香萍

夏 兵 高善常。董桂山 高江娜 彭连友

原春溪 徐维亭*刘映霞。高进录 宣 涛

王 炜 郭建群 杜加臣 李国宇 董殿勋

刘兴亮 刁文菁 李文丽

注：①1994年12月前，济南市史志办公室称济南市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简称市志办公室)，1984年

8月定为市属局级事业单位。本名单所列“主任”、“副主任”，为定为局级单位后的任职情况。。*”

表示离职。

②1980年10月至1984年8月，市志办公室(1981年4月前称济南市志编辑室)为科级单位，寿逢

午、王之本、杨东升先后到职任副主任。

⑧本名单所列“工作人员”，为1980年10月以来情况。曾在市志办公室工作，时间不足两年的工作

人员，未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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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工业综述

概 述

济南工业具有悠久历史。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济南的手工业就比较发达。唐朝，丝绸、

染织、冶铁业发展尤快。到了明代，济南已成为全国33个手工业比较发达的城市之一。

济南的近代工业创始于清朝末年。1875年(清光绪元年)建立的山东机器局，是济南

出现的第一家近代官办工业企业。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山东农工商务局创办工艺

局；1904年胶济铁路建成通车，济南开辟商埠，商业日趋活跃，促进了工业的发展。1905年

刘恩驻等人创办的济南电灯房，是山东最早的民营电力企业。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济南工业发展较快的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帝国主义忙

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济南工业出现第一次发展高峰。到1923年，济南已成

为全国六大面粉生产基地之一，其他工业也有较大发展。1928年，日军在济南制造了“五

三”惨案，工业遭到严重破坏，纺织业200多个厂家多数停产歇业，最大的鲁丰纱厂停工达

4个月之久。“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掀起了“实业救国”的浪潮，在这以后，济南工业出现第

二个发展高峰。1933年，济南工业已有35个行业，各类企业已达449个；职工25109人，

占全省的26．4％；资本总额为8880255元(银元)，生产总值33058743元，分别为全省的

20．5％和29．7％。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济南工业因日军的侵掠又陷入困境。抗战胜利后，国民党

接收大员的反复“接收”，更使济南工业濒于全面崩溃的境地。据1947年社会调查统计，与

1934年比，棉纱产量下降39．4％，棉布下降64．5％，面粉和火柴分别下降59．9％和

72．6％。

解放初期，济南工业基础十分薄弱。1949年全市仅有12个行业，16种产品，百人以上

的企业不过三十余户，国营工业固定资产3000万元，年工业生产总值1．1亿元。在中国共

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大力发展经济，迅速恢复生产，增加投资，扩大规模，使济南工

业逐步发展壮大起来。“一五”(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国家投资济南工业6881

万元，扩建改造了121个大中型骨干企业。同时开展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

义改造，形成了以全民所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二五”时

期，工业投资为3．97亿元，新建了济南钢铁厂、黄台发电厂等一批大中型骨干企业，电子、

汽车、化纤工业也先后兴办，工业获得了一定发展。但是，由于受“以钢为纲、全面跃进”

“左”倾错误的影响，片面追求高指标，造成轻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调；产品品种减少，仅轻工

产品就由1957年的475种减少到1962年的159种；整个“二五”时期，工业总产值年平均

递增速度仅为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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