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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的近代工业，自上个世纪卯年代开始，至今已有J羽余年的历史，

其问经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两个历史阶段．建国前的湖北工业，遭受

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摧残，历尽艰辛，倍受磨难，始

终未得到持续的发展。建国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湖北省为国家重点投资

建设的省份之一，相继建立起武钢、二汽，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等470多个

大、中型企业，形成了以机械、纺织、冶金、食品，化工等行业为主体，门类

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为我省国民经济的发展奠定了比较坚实的物质技术基

础。

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的《湖北省志·工业志稿》，以大量翔实的历

．史资料为基础，记述了湖北工业豢衷起伏的历史发展过程，反映了湖北工业的

优势和特点，总结了建国后全省工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这些为我们认识和研

究湖北工业发展的规律，制定符合省情的产业政策，充分发挥本省的优势，提

高湖北工业发展的整体素质，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也为我们进行坚定执行党的

基本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教育提供了真实具体、富有说

服力的教材。因此，《湖北省志·工业志稿》的出版，必然会对我省改革和建设

的进一步发展，实现。在中部崛起”的战略目标产生积极的影响。

《湖北省志·工业志稿》的编纂，经过了两个阶段。1984年JJ月17日，湖

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原则通过的《<湖北省志>编纂体例及实

施方案(试行)》，决定《湖北省志》工业部类设电力、冶金、机械、纺织等共

八部专业志。省志工业各专志按照这个体例及实施方案进行了大量工作。这是

《湖北省志·工业志稿》编纂的第一阶段。

J『粥6年J2月全国第一次地方志工作会议以后，为了贯彻会议精神，提高省

志的科学性，加强省志的整体性、综合性，对《湖北省志》的总纂篇目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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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新的总纂篇目设《湖北省志·工业》，原体例中的工业部类诸志为其组成

部分。这个总纂篇目经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第四次全委(扩大)会议原则

通过．为了保证《湖北省志·工业》的质量，调动工业各部门鳊修地方志的积

极性，肯定省志工业部类各编辑室七年来的修志成果，省志总纂会议决定，正

式出版《湖北省志·工业志稿》，将其作为《湖北省志·工业》编修的第一步。

省志工业部奏各鳊辑室据此调整了工作部署。这是《湖北省志·工业志稿》编

纂工作的第二阶段。

经过我省工业各厅、局、总公司的共同努力，《湖北省志·工业志稿》以较

高的质量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我省地方志编纂工作中的一件大事，值得庆

贺。我们希望《湖北省志·工业志稿》能成为各级领导机关、经济研究部门以

及科研单位、大专院校的专家、学者和广大的经济工作者的重要参考书，为湖

北的工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贡献力量。 ．

徐鹏航

1990年l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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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地区的矿冶事业在我国冶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早在殷商时代已开始

铜矿采冶。战国时期铁的冶炼也逐步发展起来，促进了古代楚文化和经济的繁
， 荣。鸦片战争后，国内兴办。洋务”，湖北成为中国近代钢铁工业发祥地。从

船乃。年湖北开采煤铁总局勘察大冶铁矿算起有一百余年历史，从1890年张之洞

创办汉阳铁厂起也近百年。旧中国最大的钢铁煤联营企业——汉冶萍煤铁厂矿

股份有限公司的汉阳铁广、大冶铁矿、大冶钢铁厂等主要厂矿均在湖北境内。

其钢铁产量在1922年以前占全国产量的乃％，除为芦汉、淞沪、正太等铁路提

供大量钢轨外，所产产品还远销日本、美国和南洋群岛。。2D年代，湖北先后兴

办了扬子铁厂、象鼻山铁矿、大新铜矿、武昌炼锑厂等企业。但在半封建半殖

．民地的旧中国，国家不能独立行使主权，外敌入侵，内战频繁，加之企业管理

不善，经营亏损严重。至如年代。、_度兴HI．的湖北冶金工业逐步衰落。抗日战

争后，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华中钢铁有限公司三次拟订建厂计划，均未实现。

至解放前夕，湖北钢铁工业已衰败殆尽。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湖北冶金工业获得新生。人民政府在组织恢复华

钢生产，扩建大冶钢厂的同时，·着手建设我国第二个钢铁基地二武汉钢铁公
‘

司，接着兴建大冶有色金属公司。卯年代后期，在两条腿走路，大中小并举的

方针指导下，湖北兴建了鄂城钢铁厂、下陆钢铁厂、汉阳钢铁厂等中型骨干企

业。此后，陆续兴建了湖北铝厂、武汉铝厂、白莲河铝厂、武汉冶炼厂，黄石

7台炼厂、鸡笼山金铜矿、蒲圻炭素制品厂、湖北省铁合金厂、宜昌八一钢厂等

100多个黑色和有色冶金矿山、冶炼、加工和辅助原料生产企业。并相应组建了

地质、勘察，设计、建筑、机械、科研、教育等企业、事业单位，逐步形成较

为完整的冶金工业生产建设体系和科研教育体系。J她5年湖北省钢产量占全国

钢产量的』J『％，居全国第三位；粗铜产量约占全国粗铜产量的J／5，成为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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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金工业重要的生产基地。1949年至J始5年，全省累计生产钢57D2万吨、生

铁5615万吨、钢材4J卯万吨、粗铜77．69万吨、电解铜J8．酊万吨、电解铝

9。48万吨，为我国国民经济建设作出了应有贡献。湖北冶金工业在发展的过程

中。走过一段艰难曲折的道路。J9嬲年以后，贯彻。改革、开放、搞活”的方

针，进入持续、稳定发展的新时期。

为了如实记载湖北冶金工业发展过程，达到“存史、资政、教育”的fl的，

省冶金工业局(总公司)根据省人民政府指示，决定编纂《湖北省冶金志》。

198J年6月；成立《湖北省冶金志》鳊纂委员会，下设冶金志办公室，开展修

志工作。J鳃7年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决定改工业专志为工业志，各工业专志改

为工业志稿，作为阶段性成果出版。经过九年努力，完成了《湖北省志。工业

志稿·冶金》的编纂任务。编纂工作大体分两步进行：前六年主要是动员组织

全省冶金企业事业单位编写厂(矿，院、所、校、队)志，查阅档案、征集史

料和试笔编纂；后三年在整理、考订资料的基础上，分工编写，总纂审订成

稿。1987年JJ月完成初稿之后，经省冶金志编纂委员会，专家学者和专业工作

者，省冶金工业总公司领导四次审稿和六次修改，于』9船年9月送省地方志编

纂委员会总编室审查，1989年9月完成出版稿。

我国编修地方志有悠久历史，但编纂冶金工业志尚无成例可循。这是一项

开创性的工作。本志记述』8乃年至1985年期间，湖北地区冶金工业的全面状

况，设概述，行业(钢铁工业、有色金属工业，7台金地质、7台金勘察、冶金设

计、冶金建筑、冶金机械、冶金科研、冶金教育)、管理三部分，辅之以大事

记、附录和索引。所用数据以冶金管理部门提供的为主，其中，如有与省统计

局公布数据不一致的，即予注明。钢铁工业、有色金属工业两大支柱行业，按

生产流程进行记述。在编纂冶金志的过程中，鳊纂人员根据湖北省地方志编纂

委员会关于《<湖北省志>编纂体例及实施方案》的要求，坚持马列主义唯物

史观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求准确反映湖北冶金工业发展规律，为社会主义物

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由于缺乏实践经验，加之为政治思想素养和专业

知识所限，这本冶金志稿与。志书是科学性资料书”的要求还有差距，欢迎读者

指正。 ．

明汉

1989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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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稿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以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颁布的

《新编地方志工作条例》以及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 984年1 1月制订的《<湖北省志>

编纂体例及实施方案(试行)》为主要依据，采用志，记、图、表。录等各种体裁，如实记

述湖北近现代工业的概貌，力求编纂成科学的资料书．

二，本志稿按现行工业管理部门，分为《冶金》，《机械》、《电力》，《电子》．’《石油》．

《化工》，《建筑材料》．《军工》，《纺织》，《一轻》，《二轻》，《煤炭》等十二卷．全志稿是统

一的整体，各卷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全志稿是省志修纂过程中的阶段性成果，是其组成部

分，各卷又具有部门志性质．

三，本志稿中各卷时间断限以记述对象的发端为上限，原则上不得超过1840年；下限

断于1 985年．

四，每卷均设。概述”，。行业”．。管理”三大部分．各卷可根据本行业，本部门的实际情况

与需要，增设其它部分．

五，本志稿采用章节体。

六，本志稿统一用公元纪年，新中国成立前的朝代或民国纪年则于同一卷首先出现时予

以夹注．

七、本志稿汉字以国务院批准颁布的简化字体为准。数字，除上项所定先后顺序外，按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单位颁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书写。各类数

据以省统计局的数字为准，如有校正，或采用不同统计口径的数据，须说明确切依据；省统

计局缺的，以有关单位的数字为准．计量单位名称符号，按现行计量单位名称符号书写。科

学技术术语、名词，名称，以有关方面审定为准，未经审定的，从习惯．

八，本志稿的资料主要源为档案，以及图书，报刊、旧志，厂志、调查采访实录等，均

不注明出处．

九、本凡例为各卷之通例，各卷如有须说明的特例，写在。编后”中。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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