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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篇工 业

第十篇 工 业

第一章 区属工业

第一节工业经济综述

一、清末、民国时期

自元代筑顺元城后，逐渐形成坊市。区境手工业户日渐增多，并出现手工

业作坊。至清末，今区境在打铜街(今太平路)、威清路、红边门等处形成有特

色的手工业行业，生产油灯、铜锁、锡水壶、铜面盆、烟具以及锄头、镰刀、民用

火钳、菜刀等产品j区境织窄布手工业户亦甚多。

清末，文通书局在今区境建立，为贵州近代工业之萌芽。民国1年(1912

年)，贵州都督府实业司劝工局开办第一女子工厂、缫丝厂等手工业工厂于区

境。

民国26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贵阳处于大后方，沿海沿江企业内

迁，今区境工业企业增多。民国27年(1938年)，贵阳民族工商业家建立德昌

祥制药厂。民国28年(1939年)，“二·四”轰炸后，建立“二·四”妇女工厂，组

织难民生产自救。民国33年(1944年)，内迁建立利亚烟厂。民国34年

(1945年)，迁建清山矿业药品厂。 ’

在威清路、市西路迁建五一波司厂、同济机械厂、克毅机械厂、联合汽车修

理厂等。抗战期间因房屋建筑需要，在市西路公山坡建立一批砖瓦厂。在东

山、扶风山、巫峰山建立一批石灰厂。同期还迁建有民生酱油厂、东方食品厂

等。贵阳民族工商业也于这时建立味莼园酱油厂等。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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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境的内迁厂基本上未迁走，并新建一批工厂。民国35年(1946年)建立一

元化工厂。抗日战争时期内迁的鼎丰印刷厂于民国37年(1948年)改组建立

大丰印刷厂。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贵阳解放后，为了尽快恢复和发展经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私营工

业和手工业户，通过商业部门对其产品实行加工订货，收购包销，银行在资金

上给予贷款等措施加以扶持；对失业工人则组织他们开展生产自救渡过难关。

对较大的一些工厂，如利亚烟厂、大丰印刷厂等，中共贵阳市委还派工作组进

驻，帮助恢复生产和进行公私合营改造摸底调查。

1954年～1956年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

会主义改造。

1954年，云岩区第一批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诞生。第一缝纫社、第一棉线

社、贵阳丝织社等单位，他们都是在1952年由失业工人按行业组织起来生产

自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到成立社时，不仅组织上有了充分的准备，供、产、

销渠道业已建立，而且由于集中生产，各工序间也有了明确分工，产品质量、生

产效率和经济效益有明显提高，体现了组织起来，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的优

越性。

1955年云岩区、富水区建立贵阳市手工业联社区办事处，加强了各区对

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领导。

1956年，对私营工厂和手工业户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私营工厂有

的按单位、有的按行业组建成公私合营企业；手工业户则按行业，根据中共“入

社自愿、退社自由”的原则和行业经营实际情况，分别组建生产合作社、供销合

作社和生产小组。生产合作社(组)经营，由社、组自负盈亏；供销社对外统一

接洽业务分配给社员，盈亏由社员自负；供销社是一种统一经营、分散生产的

经济组织。

1958年初，以电焊社、市西路汽修社为主，合并几家小厂，在三林路组建

云岩区动力机械厂。该厂生产场地较分散，三林路、紫林庵设有多个生产点，

以金属切削、电焊、汽车修理服务为主，业务繁忙收入颇丰。市西路车间(后来

成为永红五金厂厂址)搞汽车修配；石板坡车间(后来成为铁锅厂厂址)，一半

场地生产汽油桶、双轮双铧犁等计划产品，一半场地搞铸造。有职工200多

人。3月，云岩区与富水区合并之后，贵阳市将一部分国营企业和公私合营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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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以及设在云岩区的大多数手工业合作企业交由区管。其中手工业合作企业

和公私合营新华线厂、贵阳织布厂、裕群织布厂从政治工作到业务工作全交云

岩区管理外，其他下放企业，区里只管党政工作，业务工作仍属市各主管机关

管理。区里根据不同的管理要求，中共云岩区委成立了工业部，区政府成立工

业局。5月，全区共有手工业合作企业97个，从业人员达6000余人，加上市

下交区管的公私合营新华线厂、贵阳织布厂、裕群织布厂3个单位，云岩区工

业已初具规模。

1958年“大跃进”，区委、区政府抽调一批干部，以手工业企业、街道办的

基础较好的企业为主体，组建了一批规模较大的工厂。其中重点是组建机器

制造工厂，力图以他们的产品、装备、改造云岩区的工业。将小五金社、机器修

理合作小组共173人及设备、财产作基础，把白铁社用几年的积累刚建起来的

威清路车间房屋作厂房，组建起云岩机械厂。经过短时间筹备，该厂便开工试

制和成批生产塔式重型八尺车床、1千瓦～1．5千瓦电动机等产品。1958年

底，该厂已有职工548人，固定资产37万多元，各种机床数十台(包括自制机

床)，并成功地生产了一批机床、电机产品。

在环北办事处组建汽车修理厂时，云岩区将第二、第三机械社、汽车螺丝

社与该厂合并，组成以汽车修配为主的云岩区交通机械厂。到当年年底，发展

成拥有数十台车床、镗缸机、电焊机等设备，职工400多人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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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头痛粉、十滴水等药品，后来几经合并，改产而成为云岩区工业中的骨干

企业之一；区商业局派熟悉化工生产的李祖铭带领10多名职工在市东村办起

+了生产活性炭等产品的云岩化工厂，后几经合并，也成为区里的骨干企业。

1958年为了扩大区商业局办厂规模，区将工业局所属缝纫行业包括第

一、三、五、六、七、八、九、十、十六缝纫社、呢服社、帆布制品社、制旗社；制鞋业

的制鞋社、鞋袜社，五布鞋社；第一、二修擦绱鞋社；植物油社、镜器社、制伞社j

皮箱社、刀剪锅锁社、木梳社、角器社、盆桶社、纽扣社等28个单位，2308人交

给区商业局管理。与此同时，又将第一、二板车运输社共137人交给区运输公

司管理。

在“大跃进”中，全区各街道办事处组织居民出钱出物献技术，大办形形色

色的小工厂。据统计，当年参加街道工业的人员，最多时达到11981人。1958

年，全区集体手工业按当年价计算完成工业产值已有508．31万元；1959年上

升到当年价的1772．50万元，上缴税金9l万多元。

在工厂办得越大越好的思想指导下，把一些分散在街头巷尾的小厂小社

凑合在一起组成“大厂”，将只有手拉脚踩木机设备的织布行业第三、四、五、

六、七、八、九、十织布社，丝帕社，织带社，公私合营裕群布厂拼凑起来，组成国

营和平棉织厂。这家厂职工人数最多时，达到1005人；将全区手工业缝纫合

作社的10多个单位1000多人合成国营曙光被服商店。

1958年中期，贵阳市将机电合作工厂等10个企业上收到市管。

1959年3月，贵阳市第二次上收区属工业，将云岩机械厂、交通机械修配

厂，从人员到财产、房屋；云岩机械厂电动机生产部分；区轻工机械厂铝制品加

工车间；通用机械厂的铸造车间和车工、钳工、锻工、电焊、板金等车间连人带

设备上收。

从1958年～1960年，云岩区手工业集体企业，几经折腾，虽然遭受了一

定的损失，但在职工们努力下，仍然为国家创造了大量的财富。据统计，3年

共计上缴税金利润1380余万元(其中上缴税金800余万元)；区属工业按当年

价计算，共创产值13414．29万元；累计投入技改资金300万元，使机械化程度

有较大提高。与此同时企业管理已有改善，经济核算制已普遍实施，各种规章

制度日趋完善，统计员、工具保管员、产品检验员、考勤员、安全员等“六员”制

已广泛推行。

由于“大跃进”急于求成，贪大求洋，挤掉了数以百计的传统手工业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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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设备、工装或提供图纸(只收工本费)，做到了对落后地区的无私援助。

1964年7月，贵阳市下文将区属工业企业连同区手工业管理局机关人

员、财产、资金、车辆及新建的黔灵西路办公房屋一并收归市手工业管理局。

企业上交后，其党政工作仍由区委管理(直到1966年初才陆续交市)。区属工

业交市管后，云岩区的工业只剩下为数很少的街道办的小工场，从事水泥瓦制

作、糊纸盒、打布壳(供制鞋厂用)、扳螺丝、玻璃镜器、砍麻筋、筛砂等工种，从

业人员千余人，由街道办事处下设的“服务站”进行管理。

“文化大革命”期间，工厂企业停产“闹革命”，社会经济秩序极为混乱。

1968年初，贵阳市撤销服装、五金等6个行政性工业公司，将从区上收的企业

除黔灵印刷厂、新筑鞋厂、贵阳弹铆厂、汽车第二修配社、缝纫机厂、铁锅厂、汽

车零件社、车具社、电器社等单位外，余下的50余家企业交回区管。这些企业

基本上都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云岩区面对这些放回的企业，从区机关和市

下放到工业企业的干部中，抽调一批熟悉业务的人员组成工交办公室，区人民

武装部派军代表，对企业进行接管。1968年，按当年价计算，区属工业总产值

下降到762万元。

1969年初，根据中央解决贵州问题的文件精神，人黔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129师派“支左”人员进驻区工业系统，帮助工交办公室做两派联合、解放干

部、恢复生产工作。由于50家企业除云岩棉织厂属国营，企业亏损由财政补

贴外，其余全是集体所有制企业，自负盈亏。由于“内战”逐渐缓解，干部重返

岗位，生产逐步恢复。50家企业除和尚坡砖瓦厂(1958年由黔灵公社投资5

万元开办的企业)因所属场地泥土挖尽转营汽车修理业务而被“支左”军代表

定为“地下黑工厂”遭到解散外，其余企业均在克服各种困难和“左”的干扰，积

极寻求新的生产门路，引进先进技术，改善生产环境，进行资产重组，发展新的
盘口
J 口日o

1970年，因疏散人口，街道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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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有效管理，工业企业在供、产、销等方面出现脱节，企业遭受损失。市领导发

现后，撤销上收企业的决定，仍将企业交回区管，云岩区恢复区工业局。

1977年，贵阳市将云岩区唯一的国营企业云岩棉织厂上收到市轻工局。

云岩区街道工业，经过几年的努力j到1979年，建立了一批小型企业。

1979年，按当年价计算，全区完成工业产值2352万元。

1979年云岩区街道工业部分企业情况表

表10一_02 单位：元

企业名称 地址 建厂时间 1979年净产值 企业积累总计 年工资总额

云岩机械厂 扁井巷84号 1974年 41600 15148 21859

云岩铝制品厂 扁井巷84号 1974年 58400 33300 23000

云岩电池材料厂 贵溪路258号

云岩砂轮改制厂 马王庙 1972年 69300 22690 44500

云岩汽车配件厂 海马冲 1971年

云岩药品加工厂 21700 21522

三桥五金厂 黔川路16号 1972年 47500 8900 38600

云岩汽车保修厂 海马冲 1971年

中中发夹厂 中华中路96号 1972年 36800 11904 24900

中西轴承修配厂 公园北路39号 1970年 78500 28610 43751

中西缝纫厂 公园北路102号 1965年 87600 14413 67900

中西白铁厂 太平路127号 78100 40100 36045

市西汽车零件厂 市西路614号 1970年 54900 18900 33400

市西小型铸件厂 香狮路 1966年 89100 52100 34400

市西薄板厂 香狮路82号 1971年 40000 6261 30431

头桥铸件厂 浣沙路20号 1965年 79192 26500 48700

威清小五金厂 三林路36号 1970年 57200 12000 43800

延中弹簧厂 黔灵西路203号 1971年 613000 23700 33618

廷中橡胶厂 黔灵西路54号 62411 20050 38100

北京路石棉厂 云岩村 1966年 89100 56030 28231

黔东灯具厂 环城东路592号 1972年 46862 25364 21498

黔东鞋扣厂 外环东路 1972年 33684 15675 18009

中中服装厂 富水北路45号 1965年 40666 15309 24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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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为了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区委、区政府把转变政府职能，发展经

济，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搞好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改革开放的大事来抓。是

年，聘请了贵州省科协、社科院、情报研究所等单位10多名专家学者，与本区

工作人员共同对云岩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进行了为时一年多的调查研究，为

云岩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思想、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步骤等进行初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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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与设计，明确了云岩区要“以科学技术和教育为立区之本，以活跃商品经

济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为宗旨，在体制改革和开放政策的推动下，坚持立足

市场，依托城市、培植特色、服务全省、发展自我”的方针。

1989年，国家紧缩银根，区属工业资金严重不足，周转不灵。区政府利用

集中的行政、事业单位“专户储存”预算外资金和财政各项支持生产的资金，积

极支持集体工业企业发展生产、培植财源。1989年累计贷出生产资金1480

万元，使许多企业渡过了难关，实现了增产增收的目标。是年，区属工业企业

按当年价计算，完成总产值12632万元。

1990年，全区公安、工商两个系统、14个街道办事处及区政府10个部门，

开展廉政建设，对公务员进行职业道德、职业纪律、职业责任的教育，规范行政

管理职能和办事程序，实行政务公开，把工作人员秉公执法、为政清廉、勤政为

民，纳人目标管理责任范围，以此来改善投资、经营环境。是年，区属工业企业

按90不变价计算，完成总产值19084万元。

1990年11月与贵州省财政厅协商签订了“八五”末云岩区财政收入上亿

元的目标责任书。并由此获得省财政厅支持生产资金贷款1500万元，市政府

100万元，为云岩区经济发展提供了及时、有力的支持。云岩区全年调配支持

企业共计滚动使用3309万元。1991年实施科技计划项目18项，总投资

304．85万元；组织开展“质量、品种、效益年”活动，引导、支持企业狠抓产品结

构调整，加强技术改造和内部管理，帮助企业克服市场、价格、运输及特大洪水

灾害等带来的困难，实现了国民经济“八五”计划第一年的开门红。全年按90

不变价计算，完成工业产值23555万元。上了“双亿元”的新台阶；出口创汇

2100万元；全年开发新产品20多种，300

����x



第十篇工 业

1996年起，在执行国民经济“九五”计划中，全区上下团结拼搏，狠抓各项

发展措施的落实，完成新产品开发和实行新工艺25项，总投资5887万元，实

现新增产值1．15亿元；为支持企业生产发展资金需求，区财政、金融单位融资

2亿元，保证了企业生产的快速发展。是年，全区工业总产值90不变价计算

达103879万元，上了10亿元台阶。

全区700家工业企业形成了印刷包装、医药化工、磨料磨具、汽车配件、机

械加工、精细化工、食品、服装、木制品、日用品等行业各类产品达2000多个花

色。形成了集体、私营、三资企业共生繁荣；区、街道、乡、村多轮运行的格局。

80家主要企业，当年完成产值3．5亿元，销售收入4亿元，实现利润2600万

元。发展最快的贵乌彩印厂率先实现年产值过亿元。．

为了进一步实行对外开放，1998年出台了招商引资奖励办法，当年引进

境内资金1．1亿元，境外资金300万美元。

该期间，根据区属工业经济现状和特点，实施以名牌产品为龙头，以骨干

企业为主体，以支柱产业为依托，走集约化经营道路。利用贵州药材资源优

势，发展制药为支柱的高新技术产业，益佰制药与国营贵阳玻璃厂联合，利用

其闲置厂房，投资1200万元，进行Gl旧厂房改造。久美企业发展公司利用
其产品“舒婷”卫生巾品牌的优势与国营日化厂合作，包装该厂透明肥皂，盘活

了日化厂一条肥皂生产线。圣泉彩印厂、云商印务有限公司与黄果树集团联

合，组建了黄果树印务有限公司，引进意大利七色联动模切凹印生产线，使云

岩区印刷工业技术进入了新时期。

2000年，按90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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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设备等，使企业跃上一个新台阶。该厂现已为云岩区工业百强企业之一o

1995年年产量已达500吨，固定资产205．6万元，年产值754．7万元。2000

年，实现总产值1007．万元，利润75万元，上缴税金55万余元o 1988年该厂

获国家技术监督部门颁发的一、二类压力容器设计证书；连续十几年被贵阳市

人民政府授牌“重合同、守信用”企业。主要产品有：不锈钢、碳钢、有色金属制

作的各种槽、塔、罐非标设备及压力容器，并可衬铅、胶、玻璃钢、聚四氟。还生

产热电辅机、工业锅炉辅机、环保设备、起重运输机械。该厂曾参与贵州水城

钢铁公司焦化厂、贵州毕节化肥有限责任公司12万吨尿素生产设备、云南开

远驻军化肥厂30万吨硝铵、贵州宏福公司20万吨磷酸铵等工程主体设备制

造；并为贵州高速公路建设中的四座最大的斜拉悬索桥提供了全套钢结构组

件。近年来建起了从铸造、热处理、机械加工到表面处理的发动机曲轴生产

线，年产国产、进口工程机械、汽车发动机曲轴3万支，商品铸件1500吨。产

品销售至全国十多个省、自治区，有的还远销东南亚部分国家。

贵乌金属包装厂坐落在贵阳城北的百花山路，是贵州省内生产金属包

装容器的骨干企业。该厂占地面积2072平方米，建有厂房和办公用房2533

平方米。现有职工67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8人。2000年实现总产值1517

万元(当年价)、销售税金47万元、企业获利润64万元。该厂于1973年由10

多个无业青年和家庭妇女，在贵乌街道办事处的支持下，向贵阳化工原料厂借

用一间旧库房作生产场地，生产供化工原料厂用的氧化锌粉包装桶。后又试

制成功蜂蜜包装桶、海钛包装

工业的典范之一。

1985年，区政府为了支持该厂改善劳动条件，扩大生产规模，申请得到贵阳市
集体经济低息贷款50万元，新建一座铆焊车间，并安装了行车，以及焊接质量

一6S2一生产，填补了

贵州这一产品的空白。1988年研制了“三层七重圆卷边”新工艺，使钢桶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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