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战时四川纺织工业发展探析

吴 静,张序贵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四川 成都611731)

摘 要:探讨了抗战时期四川纺织工业发展的原因及其发展概况,分析了战时四川纺织工业发展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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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1年重庆开埠,伴随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

和交通线的开辟,四川近代纺织工业得以起步。四川

近代纺织工业发展缓慢,直至1937年抗战爆发,作为

与军需民用关系甚大的纺织业,始为国民政府所重视。
为了增强抗战建国的经济实力,国民政府大力组织动

员沿海及部分内地纺织工厂内迁,并奖助扶持纺织业,
从而使纺织业成为战时发展最快的行业,以重庆为中

心的四川纺织工业基地由此形成。

1 历史原因

1.1 国民政府移都重庆,赋予四川纺织工业极佳的发

展契机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侵略者大举侵略

中国,天津、青岛、上海、武汉等主要城市相继失守。
1940年9月,国民政府明令将重庆定为“陪都”,由此,
重庆一跃成为抗战的后方基地和政治经济中心,四川

纺织工业随之获得发展契机。
1.2 沿海沿江民族纺织工业内迁,推动四川纺织工业

发展

为了增强抗战建国的经济实力,国民政府深感必

须尽快开发后方经济,并以工业建设为中心,建立起自

己的工业基础,以确保战时的军需民用。因此,国民政

府组织动员沿海沿江民族工业内迁,确定以西南西北

为重心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建设。从1937年8月起,国
民政府组织沿海沿江工业中的精华、关系战时军需民

用至深的以兵工、机电、化工和纺织为主的工厂大举内

迁,此举促使中国经济中心逐渐西移,揭开了开发后方

的序幕,对于四川纺织工业发展有着深远影响。
战前,后方仅有湖南、云南、陕西3省各1家纺织

工厂。战事初起,虽工厂内迁呼声甚高,然而事出仓

促,且纺织厂规模较大,机器笨重,平时已不易迁移,战
时运输艰难,内迁更加困难。因此,只有河南、湖北等9
家棉纺织厂、2家毛纺织厂由政府协助,尽最大人力、
财力,才陆续运抵四川、陕西复工。此外,由越南、缅甸

转运入后方的约7万锭,自造及输入各种小型纺纱机

约3万锭,总计后方四川、陕西、云南、湖南、广西5省

有大小机型约30万锭。1938年武汉沦陷前,武汉的4
家棉纺织厂和军部制呢厂由当局协助迁往四川及西南

各省,如申新四厂原设汉口,有纱锭4.6万枚,战时除

一部分损失外,2万枚迁往宝鸡,1万枚迁往重庆。武

昌震寰、裕华、纱布局3家棉纺织厂以及武汉军政部制

呢厂和上海中国毛纺织厂也历尽艰难进入后方。正是

沿海沿江民族纺织工业内迁,促使后方各省纺织工业

均有发展,四川纺织工业由此发展迅猛,一度呈现蓬勃

兴旺的局面。
1.3 政府扶持,推动了四川纺织工业的发展

抗战爆发后,由于军需民用需求的增加,国民政府

大力发展纺织工业。1939年2月,国民政府颁布《经济

部小工业贷款暂行办法》规定:凡在“后方新办有关国

防民生之重要工矿业”的国民,其资金额在20万元以

上者(初10万元以上),均可呈请奖励。凡是创办纺

织、制革、造纸、金属、化工、农村产品加工者,资本额在

5万元以下1万元以上者,“其实收额已达到50%以上

者”,可申请贷款。奖助的方式各9项:保息、补助现

金、减低或减免出口税、减低或免除原料税、减低或免

除转口税及其他地方税、减低国营交通运输费、租用公

有土地在五年内免除地税、协助向银行借用低息贷款、
协助原料产品的运输等。上述对于民营工业的奖励扶

持措施,促进了四川纺织工业的发展。
1.4 沿海沿江工业技术人员内迁,提供人才支撑

伴随沿海沿江民族工业的内迁,国民政府工矿调

整处以货给旅费和安家费方法招募大批沿海沿江技工

进入内地,成为大后方各行各业的生产骨干,提高了后

方工人的技术水平。不仅如此,1938年8月,国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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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矿调整处公布《技术人员调整办法》,招聘纺织、化工

等六类具有一定职称的技术人员100名,消息传出,应
征人员蜂拥而至,1939年3月,工矿调整处取消名额限

制,到1940年4月23日为止,应征人员已达到1419
人。这些抗日爱国技术人才的汇集,为战时四川纺织

工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1.5 沿海沿江内迁人口和难民大量进入后方

根据四川大学李世平教授的研究,入川移民有200
万,其中成都、重庆两地有80万左右。这部分人口具

有较高消费水平,从国民政府的各部门官员到工厂企

业以及学校文化团体的职员大都集中在重庆城区。重

庆城市人口总数达到百余万,国统区人口有2.5亿左

右,这为四川纺织工业发展形成了巨大的民用品市场。
根据《荣家企业史料》记载,时“西南各省每年缺少棉纱

12万件,棉布400万匹,大都需要上海方面供给”,一个

供给严重不足的市场,工业生产的利润是相当可观的。
加之这一时期物价开始上涨,但因工业品实在太为短

缺,所以上涨幅度高过农产品,1937~1940年,粮价平

均上涨两倍,作为工业原料的农产品平均也只上涨三

倍,而工业品却平均上涨了七倍半,这对于轻纺工业的

发展十分有利,故而轻纺工业大量创建。所以,强烈的

市场需求和丰厚的利润是战时四川纺织工业发展的重

要动因。

2 战时四川纺织工业的发展

在抗日战争的特殊环境中,四川纺织工业受政策

扶持、技术人才和战时需要等诸种条件的影响,迅速发

展,一度呈现蓬勃兴旺的局面,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
2.1 战时纺织工业成为四川工业结构的主体

伴随战时内迁工厂复工和随之而来的工业发展高

潮,四川工业结构规模初具。以重庆为例,根据国民政

府经济部的统计,1941年重庆工厂有455家,其中重工

业287家占63.1%,轻工业168家占36.9%。轻工业

中,纺织及服装工业42家、饮食品工业17家、印刷工

业17家、其他工业27余家。在1945年的重庆工业总

产值 中,重 工 业 产 值 占 81.3%,轻 工 业 产 值 只 占

18.7%,其 中 属 于 轻 工 业 的 纺 织 占 9.1%,食 品 占

5.3%,其他占4.3%。由此可见,纺织工业在四川工业

结构占一席之地,具有浓厚的战时色彩。
2.2 纺织企业快速增加,四川成为后方纺织业的主要

生产基地

从沿海沿江迁往四川的纺织厂,截至1939年工矿

调整处协助内迁工厂的统计资料显示有20家,根据

1940年6月记载,内迁入川的纺织厂有25家。郑州豫

丰和记纱厂重庆分厂于1938年2月迁往重庆,1939年

1月复工,资本1470万元,有纱锭3万枚,工人2438
名,月产纱1800件;汉口裕华纺织公司渝厂于1938年

8月迁往重庆,1939年7月复工,资本600万元,工人

3158名,月产纱1300件;属荣家系统的申新第四纺织

公司重庆分厂,1938年9月由上海迁往重庆,1939年1
月复工,资本420万元,纱锭1万枚,工人1000名,月
产纱500件;沙市纺织公司重庆分厂于1938年11月

迁往重庆,1941年5月复工,资本1000万元,纱锭1万

枚,月产纱650大包。这些内迁纺织工厂的资本额大

大高于当时四川各纺织工厂的83万元平均资本额,此
外,美亚织绸厂是当时中国最大的丝织厂,1938年由

上海迁往重庆复工,每日可出绸8000码。中国毛纺厂

由刘鸿生的上海章华毛纺厂迁建,1942年开工,为大

后方最大的毛纺企业。迁往重庆的还有上海大中国棉

织厂、汉口有亚东祥记织造厂、上海冠成织造厂,以及

军政部所办的2家纺织厂等。
重庆新建扩建了一些大中型纺织厂。例如中国纺

织企业公司1942年10月成立,资本5000元,是大后

方唯一集棉纺、织、染为一体的大企业;大明染织公司,
1939年2月由重庆三峡染织厂与迁渝的常州大成纺织

厂、汉口隆昌染厂合资改组而成,资本40万元,工人

600名,月产各种用布5600匹;重庆染整厂1940年10
月开办,资本90万元,月产布2万匹。

另外重庆涌现一大批民营小纺织厂,例如维昌纱

厂、新民纱厂、赈济纱厂、富华纱厂、渝江纱厂、永业纱

厂等,其规模在七八千纱锭到百多枚锭子不等。1941
年重庆有纺织工厂74家,1942年重庆纺织厂仅民营厂

就有133家。
2.3 战时机器棉纺织业发展迅速

战前四川棉纺工业十分落后,一片萧条冷落,20
世纪30年代前仍然不见一枚机器锭子、一台织布机

器。直至1930年,实业家卢作孚建立北碚三峡染织

厂,设三星铁轮棉织机30台、电力织机6台,开创了四

川动力机器织布业的历史,棉织、缫丝、印染、针织等行

业始现动力机器生产。遗憾的是,由于原料困难、交通

阻塞、政局不稳,战前重庆仅此一家机器布厂。抗战爆

发之后,沿海沿江棉纺织厂陆续迁往四川,四川机器棉

纺工业犹如异军突起,截至1942年9月,四川共有棉

纺织厂34家,重庆有棉纺织厂16家。截至1944年,
四川共有棉纺织厂26家,约21万枚纱锭、近千台布

机。其中重庆有棉纺织厂19家,工人1.3万多名,约
17万枚纱锭,占全省纱锭总数的80%,开工数近12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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枚,最高年份产纱约6万件,布机500余台,年产棉布

19万匹。
2.4 纺织机械及器材工业新兴

战时纺织机械及器材工业新兴,主要集中于重庆。
全能厂仅为巴县余家背的豫丰机器厂1家,1941年创

办,1942年投产。初时有工作母机10余台,10余人,
1944年底发展到工作母机200余台,760余人,生产毛

纺走锭机、丝织机等单台设备和棉纺成套设备,每月产

纺织机400~600锭。另有中国汽车公司机械厂仿制

司马来细纱机,顺昌机器厂仿制立达式细纱机,还有10
家修理和生产配件的厂,仿制立式开棉机、威罗机、摇
纱机和印度格昔司纺纱机。

3 战时四川纺织工业发展的特点

(1)受政策扶持、技术人才和战时需要等诸种因素

的影响,纺织业成为战时四川发展最快的行业。
(2)与沿海沿岸相比,四川动力机器纺织工业发展

相对缓慢。抗战前夕,四川棉纺业尚未出现动力机器,
直至战时大量工厂内迁和后方纺织品紧缺,四川动力

机器纺织工业才开始飞速发展。
(3)四川纺织工业聚集重庆。战前,根据中国经济

研究所对四川全省18家主要棉织工厂的调查,重庆布

产量占全省总产量的67%。抗战爆发后,重庆动力纺

纱与织布产量均占全省总产量的80%以上,新式缫丝

机台数也占到全省总数的51%。棉、印染、丝、毛、麻、
绢、机械制造器材等行业也绝大部分集中于重庆,这种

局面的形成是由重庆“陪都”的政治地位和在历史上较

高的经济和文化水平决定的。
(4)战后四川纺织工业仍稳步发展。战后,全国纺

织工业进入了一段恢复时期,1946年之后,由于内战,
交通遭受破坏,原料供应困难,市场受到外资冲击以及

资金外流等,纺织工业遭受严重影响而减产。此时,迁
川纺织工厂仍留四川,加之后方市场殷需,外资影响较

弱,所以四川纺织工业仍能稳步发展。以棉纺业为例,
仅重庆年产纱即达7.7万件,超过历史最高水平,这就

为新中国成立后重庆乃至四川纺织工业的进一步发展

奠定基础。
(5)四川纺织工业发展推动纺织教育的进步。战

时国民政府明确提出教育行政要与国防和生产建设事

业“沟通与合作”。为此,当时的教育部组织了工业教

育委员会,专门促进教育,该委员会决定成立工业专科

学校,以教授应用科学,造就技术人才,规定学制为2
年,招收高中毕业学生施教。学科特设纺织、染色、采
矿、冶金、制革等21科。由此,战时纺织教育发展,国
立中央技艺专科学校1939年应运而生。中央技专初

为2年制,1940年改为3年制,主要学科设有纺织染、
蚕丝等科;江苏省立女子蚕丝业学校和江苏制丝专科

学校内迁四川乐山;1940年,迁川的铭贤学校改建为

铭贤农工专科学校纺织工程科(3年制),1943年扩大

专科为学院并改名为私立铭贤学院(4年制),纺织工

程科改为纺织工程系,主要科目有棉、毛纺织等。至

1948年共毕业专科生3班、本科生2班,1950年迁回

山西太原旧址。此外,成都尚有一所四川省染织学校

创办。

4 结语

战时四川纺织工业的发展,与战争这一特殊背景

有关。抗战所发生的系列变化,为四川纺织工业的迅

速崛起提供了条件,而四川纺织工业的发展又为坚持

抗战、支援前线、保障战时军需民用做出了积极贡献,
对四川以后工业发展产生了较深远的影响。可以说,
战时形成的纺织工业格局,许多地方至今仍保持着明

显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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