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汉初年，四川用皮革制造战车

上的鞍、革带、佩饰以及生活御寒衣物

等，已相当普遍；在制盐和冶炼上用牛

革制成囊，分别作为汲卤、鼓风之用。

明代(1368～1644 年)，四川的少数民

族地区(今阿坝、甘孜、凉山自治州)，

已能用油鞣法制革，重庆等地已用火

煍生产皮革。清初，马皮革皮弦、皮绳

及生产技术，从陕西传入成都；重庆有

生牛皮革做削箱皮、熬牛胶的湖北人

迁来，兼做火煍皮。清代中叶，成都、

重庆、达县等地，皮革手工业商品生产

逐渐形成规模，并扩展到射洪、遂宁、

绵阳、雅安、西昌等地。光绪以后，又扩

展到江油、彰明、南充、新都、灌县、崇

庆、内江、威远、泸州、自贡、万县、涪陵

等地，各地有一两家季节性个体作坊。

清末重庆、成都的皮革手工业生产已

经相当繁荣，成立皮革帮会，称之为

“皮行”，分广帮(湖南、湖北)、秦帮(陕

西)、四川帮，生产火煍皮、箱皮、皮胶

的作坊共有 100余户。一户多者达 20

余人，多数是一二人。1903 年，在四川

省通省劝工局内附设制革厂，为四川

新军生产装备。因规模较小，于 1905

年和 1909 年两次共拨款 22 万两白

银，在成都东门外建厂、扩厂，初名为

四川制革公司，后又改为四川省制革

厂、四川实业制革厂。聘请日本技师，

购买日本机器、工具、材料，制革工人

达 1000 余名，花色品种达 100 余个，

成为四川第一个机械制革厂。1912

年，成都民营云华、体权制革厂开办。

1913 年，四川督军胡景伊拨款 40 万

元，从四川实业制革厂调去部份老技

术工人，聘请日本技师，进口日本设

备，建立更大规模的陆军制革厂。1914

年以后，又有惠安、崇实制革厂开办，

成都的皮革工业一时兴旺。1912～

1918 年，重庆先后开办初具规模的有



鼎新、振华、中华、求精、美实、吉华、中

兴、复兴等几家制革厂。以原来手工作

坊为基础，吸收部分外来投资，1919

年重庆第一家机器制革厂——求新制

革厂开始筹备，1921 年开工。机器多

为进口，鼎盛时期用工达四五百人，年

生产重革达 2 万余张，轻革(羊皮)7

万余张，月产皮鞋 4000～5000 双，皮

箱 500～600 只，产品销往西南、西北

地区。与此同时，合川、自贡、泸州、万

县、富顺等地的皮革工业也相继发展，

1920 年全省具有一定规模的制革厂

共 17 家，职工 2000 余人，资本近 60

万元。这些厂多数在 100 人以上，制革

用盆桶，手工操作。制鞋、制件设备只

有少数缝纫机。至 1931 年，成都手工

业制革作坊已有惠明、庆鑫等 60 多

家。1936 年重庆地区的制革、制鞋、制

件企业发展到 120 家，具有一定规模

的 16 家，资本达 20 万元。在全国 22

家万元资本的皮革厂中重庆有 3 家。

1937～1940 年间，重庆除求新机

械制革厂外，还有从南京、上海、汉口

内迁来川的皮革企业，形成南京、上

海、汉口“三帮”，重庆皮革业户猛增到

400 余家，极盛时期达 500 多家，工人

在 2 万人以上。1939～1945 年间，西

康省建立省立制革厂，国民政府经济

部建立西昌制革厂；国民政府航空委

员会军政部在成都分别建立空军麂皮

试造厂、第二制革厂；以四大家族之一

陈果夫为首的华西建设公司建立华西

制革厂，以及最大的民用制革厂——

西南制革厂。当时，成都手工制鞋作坊

的发展尤快，规模较大的有华胜、新

潮、大进步、万利东、锦荣泰等皮鞋店

家，工人达 1000 多人，生产的皮鞋除

销到本市外，还远销西北各省及南京、

香港等地。1941～1942 年是四川机器

制革兴盛时期，全省已由抗日战争前

的两家增至 18 家(重庆 10 家、成都 4

家、雅安、西昌、乐山、五通桥各 1 家)，

职工达 1500 人。皮革作坊也有较大的

发展，到 1946 年，已遍及 37 个市、县，

工人达两三万人。重庆、成都的制革、

制鞋、制件已形成内在联系密切的行

业。

1945 年日本投降后，由于迁川的

大小企业及省外人纷纷迁返回原籍，

加上美国货倾销，国民党又发动内战，

致使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一度兴旺的

四川皮革工业急转直下，稍具规模的

皮革厂相继倒闭，中小作坊更难生存。

到 1949 年，重庆皮革作坊仅存 200 余

户，能继续生产的只有 38 户小作坊，

职工从 2 万人骤减到 600 余人，轻重

革、皮鞋的生产大大下降；成都几乎全

部停业；全省皮革工业鞣制皮革(折牛

皮)4．68 万张，轻革 0．90 万平方米，

重革 32 吨，皮鞋 30 万双。

50 年代初，各地把大批失业破产

的皮革工人、个体户组织起来，成立自

救加工厂或合作生产小组，部分工人

恢复个体生产。1950 年全省有皮革手



工业 4218 户、8330 人，到 1954 年为

3965 户，人数增加到 8498 人，合作社

(组)在全省发展到 161 个、2411 人，

占皮革业总人数的 28．4 %。1956 年

底，全省皮革手工业者全部加入合作

社。1958年大批合作社转为工厂。

1950 年，重庆成立 16 个联营处，

求新、庆丰、四达 3 户制革私营企业合

并组成川威制革厂；南岸、合众、南渝、

渝新制革厂等私营企业组成联合生产

合作社。1951 年，成都庆鑫制革厂及

前进、蜀华皮鞋厂等大大小小 16 个私

营企业合并，成立成都私营新生制革

厂，1956 年实行公私合营，更名为公

私合营新生制革厂，1958 年又划归成

都制革二厂(即今成都制革总厂)。

1951 年，国家投资宜宾 4 个皮革联

社，组成公私合营宜宾制革厂，在“三

反五反”运动中收归国有，改为地方国

营宜宾市制革厂。万县市的私营和平、

求联、光荣制革厂，1955 年合并为私

营红联制革厂。同年秋季，在全国对私

人资本主义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

高潮中，根据“有地方国营和公私合营

的地方，以大带小，进行合并”的原则，

各地进行了合并。重庆以川威制革厂、

新华、金山、明月等皮鞋厂和中茂皮件

厂为基点，分别合并全市其余 32 家中

小型厂。1951 年 4 月，西南军区后勤

部向重庆私营布云球厂投资 5 万元，

改为公私合营西南体育用品厂，生产

球类。次年，“五反”运动中，其私股已

资不抵债，被收为国有，更名为地方国

营重庆体育用品厂。成都以新生制革

厂、华胜、五一、万利东等皮鞋厂、中南

皮件厂为基础，合并其他 24 家小厂。

雅安私营精益皮革厂并入雅安制革

厂。全省皮革工业还以对私改造公股

投资 15 万元，其中重庆 6 万元、成都

3 万元，主要增添设备，修盖厂房。

1950 年 1月，重庆市军事管制委

员会接管国民政府经济部工业试验所

所属制革鞣料示范厂，更名为重庆皮

革厂；同时接管原兵工署廿一厂所属

的制革厂，更名为地方国营 456 厂分

厂。1953 年，456 厂分厂和重庆体育用

品厂又并入重庆皮革厂。国家投资30

万元进行扩建，生产设有制革、制鞋、

制球、制件、机修 5 个车间，共有职工

554 人。1958 年，重庆市除重庆皮革厂

外，所有的国营、公私合营、合作社经

济的制革厂(包括重庆皮革厂制革车

间)并入川威制革厂，使该厂成为一个

规模较大的专业制革厂，有职工近千

人。同年江北便鞋厂、江南劳保厂、江

北劳动制品二厂，职工近千人，并入重

庆皮革厂，当时被轻工业部列为重点

企业。1950 年，成都市军事委员会接

管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空军麂皮试造

厂，改名为国营成都麂皮厂，后改名为

国营成都第一制革厂。1950 年 4月，

西南军区用 800 担大米购买成都私营

西南制革厂，改名为 505 制革厂。1954

年进行扩建，引进国外制革设备，盖新



厂房。1958 年竣工，投产移交给地方，

更名为成都第二制革厂，时有职工

1400 人。后成都市将制鞋厂、童鞋厂

以及公私合营新生制革厂、成都制革

一厂的设备和大部份职工划给该厂，

1959 年改为成都制革厂。1955 年，西

康省与四川合并，原西康省军事委员

会接管的停产数年的西康毛革公司制

革厂，更名为四川地方国营雅安制革

厂，并扩建了阿坝藏族自治州制革厂。

1958 年，“大跃进”运动中，全省

皮革工业企业普遍进行了并转。企业

的个数、职工由 1952 年的 17 个、450

人，增加到 1960 年的 124 个、14000

人。

60 年代初，农牧业特别是生猪严

重减产，存栏数、出肥数和猪皮的收购

数由 1958 年的 2600 万头、1053 万

头、148．13 万张，下降到 1962 年 的

1250 万头、383 万头、26．79 万张。制

革原料短缺。

1963～1965 年，四川皮革工业压

缩基本建设，投资只有 18 万元，相当

于前 3 年 146 万元的 12．3 % 。新增固

定资产只有 14 万元。对一部分在“大

跃进”时期发展起来的成本高、质量差

的作坊式企业和不适当地转为全民所

有制的企业，分别情况进行关停并转，

或调整回到集体所有制上去，重新整

顿集体所有制的职工队伍。1962 年经

过调整压缩，全省皮革工业保留 17 户

企业、7997 名职工。其中轻工系统 14

户 (即重庆 6 户、成都 4 户、雅安、万

县、达 县、泸州各 1 户)，共有 职工

7239 人。

1963 年，根据集中和适当分散的

原则，为有利于调动各专、县开剥猪皮

的积极性，减少生猪往返运输，恢复绵

阳、乐山、阿坝州、泸定等 4 个皮革厂

和西昌裕民加工厂，共计职工 555 人。

此外，还有内江皮鞋社。全省保留 23

户企业、职工 8605 人。但各地调整、压

缩执行不坚决，到年底仍暗存企业 72

个、职工2521 人。

1964 年 2 月，成立四川省皮革工

业公司，重庆也成立了皮革工业公司，

进行托拉斯试点，按照重革、轻革、制

鞋、制件、制球、皮革模具(五金配件)

的专业化生产进行调整。成都成立皮

革总厂，下属 4个分厂、两个手工业合

作社，把综合性的生产厂调整为专业

化生产厂。其中进军皮鞋厂以生产男

鞋为主，制革部分划归给总厂；华胜皮

鞋厂以生产女鞋为主；总厂直属生产

单位以生产童鞋、胶粘鞋、模压鞋、军

用鞋为主；星火分厂主要生产皮件；星

火皮革社主要生产球类；城南皮革社

主要生产零星皮杂件；橡胶分厂生产

橡胶。1965 年全省皮革工业由 省轻

工厅划归省手管厅管理。

60 年代中期到 70 年代初期，川

威制革厂陆续从英国、法国、意大利、

联邦德国引进一批先进设备，生产面

貌显著改观。1964 年，重庆南岸皮革



厂购置国产标准设备 20 台(套)，劳保

鞋实现生产流水线。成都 、雅安等地

区一些比较大的企业，进行充实提高，

使企业面貌发生显著变化。

1966～1970 年，四川皮革工业又

加大投资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的力

度，共投资 293 万元，为前 5 年 77 万

元的 3．8 倍。1971～1975 年，建设资

金继续加大，共达 681 万元，比前 5 年

增长1．3 倍。并对重庆、成都等地 9 个

制革厂进行扩建，新增能力达 72 万

张。到 1974 年，全省皮革企业有 74

个，职工总人数达 12252 人。在这些企

业中，不仅形成一大批制革、制鞋、制

件等骨干企业，而且还新建和改建为

皮革工业服务的皮化、模具、小五金、

机修、橡胶等配套厂。全省除攀枝花市

外，其余地、市、州都有皮革厂。成、渝

两市企业的机械化程度高，万县、南

充、泸州、雅安、内江、阿坝的都是中型

综合企业，基本上实现半机械化生产，

其他专县厂基本上还是手工生产。

1977 年企业发展到 169 个，共有

职工 15335 人。

1979 年后，中共四川省委、省人

民政府把皮革工业列为轻纺战线上 5

个重点发展行业之一，省政府成立皮

革领导小组。省委书记赵紫阳召集有

关领导部门，研究四川皮革工业发展

问题。1981～1985 年，再次根据制革

集中、制品分散的方针，由省对 63 个

企业下达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项目 ，

投资总额共 8675 万元，相当于 1950

～ 1980 年 总 投 资 4844 万元 的 1．8

倍，其中百万元以上的大项目有 10

个。为了发展少数民族特需产品，增加

出口，凉山州、阿坝州、涪陵酉阳土家

族自治县，相继分别建起了布拖民族

制革厂、若尔盖皮革厂、酉阳县皮革

厂；与意大利合作在万县建立川东科

吉尔公司，成为全国皮革行业第一家

中外合资企业；采取经济技术合作，补

偿贸易，内江市制革厂和内江皮件厂

分别引进了猪绒面服装生产线和皮革

服装生产线。全省共引进先进设备

776 台 (套)，省内的骨干企业的主要

设备得到了充实。全省固定资产原值

由 1980 年的 7217 万元增加到 1984

年的 1．57 亿元。1976～1985 年，重庆

市皮革工业公司 通过国家拨款、银行

贷款、自筹资金，对 28 个企业共投资

2800 万元，占从 1949～1985 年重庆

市总投资 5564 万元的 1／2 强；更新改

造厂房、设备，引进国外新设备，建设

重革、羊皮新车间，大大增强了后劲。

泸州、雅安等 13 地市，有 37 个企业进

行技术改造，厂容厂貌都有了较大改

观。至此全省每个地、市、州都有一两

个骨干企业。1985 年全省皮革工业有

企业 291 个，职工 42537 人；有 4 个皮

革专业研究所、3 个皮革专业学校；企

业固定资产原值由 1978 年的 4651 万

元增加到 1985 年的 18629 万元。



四川皮革工业 19 世纪初 已初 具

规模，抗日战争时期还有短暂的繁荣。

但真正发 展比较快还是 在 1949 年 以

后。1951 年试验成功猪皮革。1960 年，

鞣制皮 革(折 牛皮)达 91．61 万 张，比

1949 年的 4．68 万张增长 18．6 倍；生

产 猪 皮 革 61．47 万 张；轻 革 达 119．5

万平方米，比 1949 年 0．9 万平方米增

长 131．8 倍，重革为 3573 吨，比 1949

年 32 吨 增 长 110．7 倍；皮 鞋 达

485．59 万双，比 1949 年 30 万双增长

15．2 倍多。经过曲折发展，至 1977 年

生产达 到 新 的 高 度：鞣制 皮 革 (折 牛

皮)、猪 皮 革 分 别 为 157．39 万 张、

196．51 万 张，轻 革达 268 万 平 方 米，

皮鞋达 507．21 万双。1978～1985 年，

四 川 皮 革 工业 有了 较 大 的 发 展。 与

1977 年相比 ，1985 年鞣制皮革(折 牛

皮 )、猪 皮 革 分 别 达 到 415．87 万 张、

703．07 万张，增长 1．64 倍、2．6 倍；轻

革达 723．15 平方米，重革 6512 吨，分

别 增 长 1．7 倍、3．1 倍；皮 鞋 猛 增 到

1755．35 万 双，增 长 2．5 倍；产 值 达

35593 万 元，增长 1．8 倍。

品种 花色由单 一向系列化 发 展，

档次不断提高。1949 年前产品多是牛

皮，1951 年 猪皮 革 试制 成 功 以 后，形

成猪、牛、羊、杂各类皮革，后来猪皮革

的产量占主导地位，大大改变原料皮

结构。制品由过去主要是皮鞋，发展到

鞋、衣、箱、包、件类形形色色的系列产

品，制鞋生产由手缝发展到机缝、胶

粘、硫化、注塑 5 大品种。制件也发展

较快，有民用、军工、工农业及体育用

品等。据不完全统计，在“六五”期间

(1981～1985 年)制革和制品，新开发

的新品种 1100 个，新花色 8000 个以

上，被评为部优质产品 8 个、优秀新产

品 10 个；省优质产品 6 个、优秀新产

品 13 个，共 37 个。特别是 1978 年以

后，无论是革或者是革制品，档次和

质量都越来越高。过去猪皮制革，一般

是生产劳保手套革、鞋修面革、鞋里革

等，档次质量都比较低，到了“六五”期

间，已经能生产高档猪皮服装轻革、猪

软鞋面革、沙发革以及高档猪皮服装

等，而且数量越来越大。

50 年代中期，四川开始出口皮

鞋、皮制球、皮件。60 年代，猪皮革开

始出口，数量很小。成都市开发的猪皮

正绒面革，在全国出口中创了先例，以

绒毛细、颜色鲜艳著称，全国猪正绒面

革出口，必须搭配成都这个产品。1980

年前，出口以山羊板皮为主(每年 100



万张以上)和劳保手套(每年出口量最

高达 70 多万打)、半硝革等低档产品

和半成品。“六五”期间，逐步调整出口

产品结构，提高产品档次，在逐步减少

劳保手套出口的同时，扩大了猪皮革、

皮鞋、皮服装、革皮手套等 出口。1974

年 出 口 猪 皮 革 46．22 万 张，皮 鞋

20．22 万 双，革 皮 手 套 78．24 万 副。

1977 年开始出 口皮服装，出口 5300

件。1985 年出口猪皮革 49．38 万张，

皮衣 7400 件，皮鞋 61．58 万双，革皮

手套 370．99 万副。出口产品有高档猪

皮服装革、高档猪皮服装、高档男女皮

鞋和其他高档 制品。出口地区由主要

是第三世界国家，80 年代逐步转向日

本、美国、法国、联邦德国、加拿大、香

港等国家和地区。1981～1985 年，共

出口猪皮革 283．77 万张、皮鞋 222．4

万双、皮革服装 4．8 万件、革皮手套

1907．9 万副。出口交货值达 1．48 亿

元，约创汇 3700 万美元。

截止 1985 年，四川皮革工业生产

能力为(含二轻系统以外)：鞣制皮革

(折牛革)614 万张，轻革 901 万平方

米，重革 8581 吨，皮鞋 2172 万双。

四川省二轻皮革工业主要产品产量及工业总产值表

表 3－1 (1949～1985 年)





1950 年 12 月，轻工部和军委后

勤部联合召开全国制革工作会议，明

确提出利用猪皮、开辟制革新资源的

方针。四川皮革行业得到中共四川省

委和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支持，立即

在重庆、成都两市，开展利用猪皮制革

的试验工作。1951 年试验成功后，逐

步转向工业性生产，并在全川加以推

广。四川成为全国推广猪皮制革较早

的省份之一。

50 年代初期，杀猪剥皮多采用烫

皮及人工剥皮方法，劳动强度大，生产

效率低，原料皮瞄刀伤多，质量差。

1958 年，四川食品工业部门剥皮工人

张德元发明电动剥皮机，开拓了机械

剥皮的新途径。70 年代中期，滚筒式

剥皮机问世后 ，工业 、商业两个部门

联合协作，在成都、重庆等地重点屠宰

场，建立屠宰生产线，采用滚筒式剥皮

机，实现猪皮开剥机械化，提高了原料

皮质量，为开发利用猪皮制革创造了

物质条件。但是工业加工制造成本高，

经济效益差，企业亏损；猪皮的自然毛

孔粗大，易变硬，生产出的猪皮革制

品，不受消费者欢迎；市场安排带皮猪

肉与工业利用猪皮制革，往往发生矛

盾，供需不平衡较为突出。1954 年 11

月，国家税务总局决定对开剥猪皮实

行免税。1956 年开始免征猪皮革商品

流通税。与此同时，国家还提高了牛皮

革的税率。为了进一步鼓励使用猪皮

资源，毛泽东于 1959 年 10月 11 日发

表了《关于发展养猪事业的一封信》；

《人民日报》还分别在 1959 年 10 月

14 日和 1960 年 1 月 22 日，发表了

《猪皮制革值得提倡》、《充分利用猪

皮》的社论和评论，促进全国各地开剥

猪皮和生产猪皮革。1957 年，四川猪

皮制革产量已达 34．04 万张，占全国

开剥猪皮 263 万张的 12．9 % ，一度处

于全国领先地位。到 1959 年，猪皮革

产量上升到 94．60 万张。至 1964 年，

全省利用猪皮制革总计达 447．07 万

张。

在开发利用猪皮制革初期，对猪

皮作价原则是“不低于毛猪的收购价，

不高于猪肉的批发价格”。猪皮的价格

大大高于牛皮的价格，致使企业积极

性不高，影响了猪皮资源的开发利用。

对此，1965 年，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

经济委员会、国务院财贸办公室批转

财政部、商业部、第二轻工业部、对外

贸易部联合上报的《关于大力开剥猪

皮、利用猪皮制革的工作报告》。《报

告》规定：“全国开剥猪皮，利用猪皮制

革的工作，按照统一领导、省市经营的



原则，实行计划开剥，计划收购，就地

加工制造。”因此形成了商业开剥、工

业收购、财政补贴、经济管理部门综合

平衡的管理体制。从 1966 年 1 月 1 日

起，每 0．5 公斤鲜猪皮的加收平均价

格为 0．45 元，每张猪皮财政给商业补

贴 3 元，这个办法只限于国营屠宰企

业。后财政部、商业部、第二轻工业部

又规定：从 1967 年 1 月 1 日起，将现

行收购猪皮按张补贴给国营商业的办

法，改为凡是各省、市、自治区第二轻

工业、手工业厅(局)所属的全民、集体

所有制皮革工业企业，每收购 0．5 公

斤鲜猪皮(包括国营屠宰业以外的猪

皮)，由中央财政补贴给皮革工业部门

0．30 元，超收超补。全国鲜猪皮平均

收购价格，改每 0．5 公斤为 0．75 元，

与当时猪肉的价格相等。扣除财政补

贴 0．30 元以后，制革企业实际负担

0．45 元，因此，调动了各方面开发猪

皮资源的积极性。1966 年，四川开剥

猪皮达 175 万张，创造了历史最高水

平，居全国第 2 位。但因“文革”的干

扰，肉食供应偏紧等因素的影响，猪皮

开剥数量，从 1967 年开始不断下降。

1969 年下降到 70．36 万张，开剥率

4．32 % ，在全国位次降到第 11 位。对

此，1972 年 7 月和 1975 年 9 月，中共

四川省委先后两次召开会议，协调解

决，全省猪皮的开剥量开始逐步回升。

1974 年 达 164．23 万 张，开 剥 率 为

8．8 % ，1975 年达 203．89 万张。1970

～1975 年，每年猪皮开剥量在 100～

200 万张之间徘徊，开剥率低于全国

平均水平。1978 年，全省的猪皮收购

量达 289 万张，创历史最高水平，在全

国地位又上升到第 4 位。

1980 年，猪皮补贴权下放给各地

市区管理，以减少省财政支出。各地又

纷纷出现一些新的皮革制革厂，全省

达三四十家，使小厂挤大厂、新厂挤老

厂，成渝两市有基础的制革厂的原料

皮得不到保证；各地原料皮资源浪费，

经济效益低，污染面扩大。省财政、省

商业及省二轻工业局 1981 年 1 月和

3 月两次报告，要求省财政同意仍按

1965 年中央两委一办批转 4 部联合

报告中有关规定执行，把猪皮补贴权

收到省，仍由省二轻局统一管理；为解

决猪皮开剥和收购中的质量问题，贯

彻轻工业部、商业部联合制订的《猪

皮等级试行标准》，严格执行机械剥皮

带油率不得超过 15 % ，手工剥皮带油

率 不得超过 20 % 。根据上述报告，

1981 年省政府发出《关于贯彻调整方

针，对少数企业实行关停并转的通

知》，再次强调皮革工业实行制革集

中、制品分散的原则，一个地区保留一

个或两个制革厂，近年内不得新建制

革厂；各地新建扩建制革企业，一律由

地市州二轻局报省二轻局批准，未经

批准的，各级财政不予补贴；全省列入

猪皮补贴的制革企业为 37 个，今后不

再扩大补贴点。1985 年，猪皮的开剥



量 达 到 850 万 张，再 创 历 史 最 高 水

平。 1978～ 1985 年，猪 皮实际收购量

累计达 4373．87 万 张，为过去 27 年 总

和 2285 万 张 的 191．10 % ；中 央 财 政

补贴累计金额达 34138．52 万 元。1951

～1985 年共有 6658 万张猪皮用于制

革，改变了制革工业的原料结构，为四

川皮革工业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

条件。



1901 年以前四川制革加工技术

沿用烟熏法。1905 年四川制革厂开始

采用化学鞣革新方法，制革、皮件也开

始使用机器。1921 年，重庆求新制革

厂在鞋面革鞣制上采用二浴铬鞣法，

底革鞣制采用进口栲胶和本地青杠碗

鞣制相结合的工艺技术，在生产上使

用一定数量的机械设备，提高了成革

的质量，缩短了生产周期。1937～1945

年抗日战争时期，宁、汉、沪等地一批

皮革工厂、院校、科研单位相继迁来四

川，在制革工艺和使用设备上，又有一

些新的发展。1949 年后废除烟熏法，

采用酸、碱、盐、石灰脱毛，应用植鞣、

铬鞣法和涂饰化工材料等新工艺，并

大量使用机器设备。

一、制革生产工艺

制革从原料皮(牛、羊、猪皮等)投

入到成品，要经过准备、鞣制、整理 3

个工段。革分为重革和轻革两大类。以

栲胶为鞣剂鞣制的的称为重革。轻革

分矿鞣和植鞣两种，以红矾为鞣剂的

称为矿鞣，以栲胶为鞣剂的称为植鞣。

1．重革生产工艺

准备工段：原料皮→浸水→修割
头蹄腹边→脱毛与膨胀→片皮。

鞣制工段：脱灰→软化→浸酸→
初鞣→再鞣→固定→漂洗→挤水→加

油称重 。

整理工段：干燥→压光(打光)→

堆置→成品。

2．轻革生产工艺

准备工段：原料皮 →浸水→修头

蹄腹边→刮皮和转皮→脱脂→脱毛与

膨胀→片皮。
鞣制工段：脱灰→软化→浸酸→

铬鞣→中和→染色加脂→削匀。

整理工段：涂油→干燥→平展→

修面→净面→刮软→熨平→涂饰→压



花→熨平→检验尺寸→成品。

脱毛工艺改进 传统脱毛工艺多

采用石灰法，是在灰池中进行。50 年

代初期，多数制革厂仍沿用此法，重

庆、成都两市主要制革厂在生产牛、羊

皮革时，先后进行了工艺改进，采用

池、鼓结合浸水，转鼓摔软，池中加钠

助软，夏季加防腐剂的二槽灰碱法脱

毛工艺。50 年代末，被广泛采用。60 年

代，在二槽灰碱法脱毛工艺的基础上

加以革新，浸水以转鼓为主，助软剂改

硫化钠为多硫化钠，同时增加转鼓脱

脂工艺。猪皮制革逐步投入工业性生

产后，又出现氧化脱毛工艺，使猪皮脱

毛、浸水、水洗、浸酸合并为一道工序，

减轻了劳动强度，缩短了生产周期 5

天，得革率增加4 % ～5 % 。70年代，盐

碱法脱毛工艺问世，使猪皮浸水、脱

脂、灰碱脱毛一并在转鼓内完成，比二

槽灰碱法脱毛工艺缩短生产周期 4～

5 天，并废除了灰池。80年代，成都、重

庆两市主要制革厂采用金属螺旋转鼓

后，对猪皮脱皮采用双碱法脱毛工艺，

一次在转鼓内完成，不再浸酸膨胀，提

高工效 2～3倍。

灰碱法脱毛工艺，经过多次改进

和革新，转鼓代替灰池，实现机械化生

产，成为制革加工的主要工艺，在全省

制革厂推广应用。

酶法脱毛是又一项重大工艺改

革，开拓了脱毛工艺技术新领域。灰碱

法脱毛，制革废水中含大量的石灰和

硫化钠。采用酶法脱毛，可以代替石灰

和硫化钠，减少环境污染。从 60 年代

开始，成都、重庆两市重点制革厂相继

开展试验。成都制革厂在猪轻革中全

面使用微生物——1398 枯草杆蛋白

酶脱毛，减少工序 4 道 ，缩短生产周

期 5～6 天，产品质量提高，改善了劳

动条件，使用效果良好。重庆制革厂还

自己动手制作蛋白酶制剂，同时采用

酶法脱毛、碱膨胀兰皮新工艺试验成

功。1973 年 7 月，轻工业部在京召开

全国皮革专业会议 ，强调推广应用酶

法脱毛新工艺。到 1979 年为止，全省

已有 20 个皮革厂在生产猪革上推广

应用，占制革企业数的 62．5 % 。据 19

个企业统计，1979 年 1～10 月生产猪

革 2764275 张，其 中 酶 法 革 为

1662543 张，占 60．30 % 。酶法制革品

种逐渐扩大，由 1972 年的猪绒面革、

劳保手套革、薄型面革等 3 种，发展到

猪修面革、正面革、里革、箱包革、带

革、服装革等 12 种以上。但因酶法制

革的工艺较难掌握，成本比非酶法制

革高等原因，到 1985 年止，除少数制

革厂在个别产品仍采用酶法脱毛工艺

外，大多数制革厂已处于停滞状态。

鞣制工艺改进 传统鞣制工艺，

采用天然植物五棓子和橡碗为鞣剂，

与裸皮共同浸泡在鞣池中，人工定期

翻皮，重革生产周期一般在一年半到

两年，轻革不少于80 天。劳动强度大，

生产效率低。抗日战争初期，中央工业



实验所皮革鞣料工厂，曾经进行铬盐

一浴法鞣制鞋面革的研究和推广。50

年代，重庆研制无氯革成功，并采用一

浴法工艺。50年代末，张文德教授进

行“高浓度速鞣底革的研究”，为以后

推广一浴法工艺和小浓比速鞣生产工

艺提供了依据。到 60 年代初期，四川

省轻工业厅将成都、川威、乐山、宜宾、

阿坝州等 7个制革厂联合组成重革速

鞣试验小组，在成都制革厂内进行试

验，经过 3 个多月，对浸酸法(浸酸法

一、浸酸法二、浸酸法三)、高浓度法、

预鞣法(铬植结合鞣、醛铬植结合鞣)

等 3种工艺方法的技术效果和鞣期时

间进行了对比，浸酸法和高浓度法的

鞣期从 70 天分别缩短到 7 天和 8～

10 天，铬植结合鞣法和醛铬植结合鞣

法鞣期分别缩短到4 天和 6～7 天。各

种方法成品质量理化指标均达到部颁

标准。浸酸法一，产品质量最好，其次

是高浓度法、醛铬植结合鞣法、铬植鞣

法、浸酸法二及浸酸法三。高浓度法生

产管理简单，大小制革厂均可应用，只

是鞣液在重复利用时浓度变化不好控

制。试验小组经过试验的各种工艺方

法，对推广重革速鞣新工艺提供了有

参考价值的技术依据。到 60 年代末，

重庆、成都两市在试验小组提供的几

种工艺方法的基础上，经过改革和革

新，使重革速鞣工艺不断完善。重庆川

威制革厂研制醛植结合速鞣法，使鞣

期由70 天缩短到 7天左右。成都制革

厂研制纯锆鞣底革新工艺，鞣期缩短

到 5～7 天，其成品耐磨度增强 1～3

倍。重庆皮革厂采用浸小酸油预鞣后，

铬鞣新工艺试制猪正面革成功，鞣制

时间由原来的 22～24 小时，缩短 7～

8 小时。70年代末，重庆川威制革厂研

制预鞣——再植鞣法制猪底革新工艺

获得成功，此工艺可用于猪牛各品种，

同时改鞣池为转鼓，废除了传统的栲

池。至此，四川鞣制工艺，经不断改进、

革新和应用实践，从单一采用天然植

物鞣料，发展到天然鞣料与矿物鞣料

相结合的鞣料多元化；以转鼓取代传

统的鞣池，重革鞣期缩短到 7 天，提高

了生产效率，减轻了劳动强度；品种从

牛重革、轻革扩大到猪重革、轻革。鞣

制工艺趋向现代化，是四川制革工业

的重大技术进步。

整理工艺改进 1949 年前，四川

大多数皮革加工厂，在整理工艺上，是

以手工操作为主，仅有少量的机具。成

革质量低，表面粗糙，劳动强度大，生

产效率低。50年代，开展技术革新，土

法上马，因陋就简，自造和改进专用设

备，使整理工艺技术装备水平有了提

高，但手工操作仍居主导地位。70 年

代，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资金投入增

大，企业技术改造大规模展开，开始大

量采用国产设备和单机引进国外先进

设备。80 年代，又进一步引进国外先

进设备，加强老企业、老产品、老工艺

的技术改造，使整理工艺装备有了较



大的改善。如铬鞣革的软作，由手工搓

软、土简设备铲软、国产设备拉软机拉

软，发展到使用进口设备拉软机拉软，

皮革柔软度有了显著提高。铬鞣革的

硬作工序，由手工搭杆自然干燥，土简

真空干燥机烙皮，国产真空干燥机烙

皮，发展到使用进口双板真空干燥机

烙皮，使皮革平整。熨革工序，由手工

熨革、国产熨革机熨革，发展到使用进

口熨革机熨革。熨革方式也从使用熨

斗熨革、平板熨革机熨革、发喷涂，发

展到采用能过式熨革，使皮革光亮细

致。喷涂由手工喷涂、国产喷涂机喷

涂，发展到使用进口喷涂机喷涂，使

皮革表面涂层均匀。植鞣革的干燥工

序，由手工晾皮、延期干燥、土巷道干

燥，发展到使用进口鼓型伸展机伸皮

和加热伸展机伸皮，使皮革平整无皱。

在这几个方面，发展不平衡，中小企业

因资金及技术问题，装备仍不完善，尤

其是整理工段手工操作还占有一定的

比重。

二、制革生产设备

四川皮革工业沿用烟熏法工艺的

历史较长，使用简单工具刮刀、刨刀、

拱刀和使用浸泡原皮的丹宁池以及清

洗药皮的大小木桶等简陋设备。20 世

纪初，成都、重庆两地皮革厂开始采用

机器生产。40年代，据统计，重庆、成

都、雅安、西昌、乐山、五通桥等 18 家

制革厂、作坊，共有主要设备 51 部、打

光机 20 部、砂皮机 16 部，还有少数蒸

汽滚压机、喷色机等。

50 年代，准备工段主要的生产设

备以灰池为主，兼用少量转鼓；去肉和

片皮两道工序大多数企业以手工为

主，成都、重庆两地开始使用去肉机和

片皮机。60 年代，二槽法灰碱脱毛新

工艺研制成功并应用于生产，浸水、脱

脂以转鼓为主，兼用少量灰池，中小型

皮革厂仍沿用灰池；去肉和片皮仍是

手工操作，少数企业采用国产和引进

片皮机。到 70 年代，主要设备拥有量

有较大的增加，转鼓从 50 年代的 59

台增至 274 台，去肉机由 3 台增至 40

台，片皮机由 2 台增至 49 台。到 1985

年，有转鼓 1115 台、去肉机 109 台、片

皮机 149 台，机械加工逐步取代了手

工操作，准备工段设备的落后状况，有

了明显的改善。

50 年代，鞣制工段主要生产设

备，以转鼓、鞣池相结合；削匀工序，大

多数皮革厂以手工操作为主，只有少

数皮革厂采用削匀机。到 60年代，推

广重革速鞣新工艺后，由转鼓、鞣池相

结合，发展到以转鼓为主。削匀工序有

少数皮革厂采用削匀机，大多数皮革

厂仍以手工操作为主。到 70 年代，全

省削匀机拥有量由 50 年代的 1 台发

展到 72 台，到 1985 年达到 200 台。至

此，大多数皮革厂在削匀工序加工上，

广泛采用国产和进口削匀机取代手工

操作，但少数皮革厂仍用手工操作。转



鼓大多数是直径 1．8 米、2 米，少数皮

革厂使用的是直径 2．5 米，有继续向

大型容积发展的趋势。

50 年代，整理工段干燥工序，大

多数皮革厂多采用人工晾皮，自然干

燥，没有干燥设备。平展工序，以手工

推皮为主。刮软工序，用手工搓软。熨

革工序，采用电熨斗人工熨革。涂饰工

序，手工喷涂和人工刷浆。60年代，成

都、重庆少数皮革厂，在熨革、打光、干

燥等工序使用机械操作，但大多数皮

革厂手工操作比重仍占主要地位。70

年代，整理工段主要设备干燥机、磨革

机，从 50 年代的空白，分别发展到 17

台、55 台；打光机由 2 台发展到 22

台；其他设备也由 13 台增至 116 台。

80 年代初，干燥设备达 76 台，磨革机

93 台、打光机 20 台、熨革机 60 台，其

他设备 381 台。到 1985 年，整理工段

设备有了大幅度的增加，干燥设备 96

台、磨革机 167 台、打光机 53 台、熨革

机 103 台。成都、重庆重点皮革厂已实

现机械化生产，其他地区皮革厂不同

程度地实现了机械化和半机械化，少

数小企业手工操作还占很大的比重。

一、皮鞋工艺设备

(一)工艺

缝制工艺 用线绳将帮底部件缝

制成鞋。有手缝和机械两类，以手工缝

制的称为手缝工艺，以机械加工缝制

的为机缝工艺。手缝工艺是我国生产

皮鞋的传统工艺，用这一工艺缝制的

皮鞋能展示高雅别致，素有“工艺品

鞋”之称。手缝工艺生产的皮鞋产品，

花色变化快，质量稳定 ，可适应各种

特殊需要，如异型鞋等，但生产效率

低。

胶粘工艺 用胶粘剂，将内底、沿

条、外底、鞋跟等部件与鞋帮粘合构

成皮鞋。其特点是设备简单，工效高，

与线缝鞋相比可提高工效2．5～3 倍，

有利于实现装配化生产。胶粘皮鞋防

水性能好，透气性介于线缝和模压鞋

之间，穿着能适应卫生要求，在现行的

皮鞋生产中占主要地位。

模压工艺 鞋楦系铝楦，在楦上套

穿鞋帮，用金属制成的模具，在模中放

上未经硫化的胶料，将鞋楦压合于模

具上，加热使胶料硫化固定于鞋帮脚

部。此工艺在模具制作及基建投资较

大，但皮鞋定型后，产品质量稳定，成

本低。



硫化工艺 用未经过硫化胶料压

延出型，冲切成鞋的底部件，粘贴组合

于鞋帮底部上构成整体皮鞋，然后进

入有温度的硫化缸中，使胶料硫化。该

工艺工效提高，是任何一种工艺所不

及，成本低，成鞋物美价廉。其缺点是

皮鞋透气性差。

注塑工艺 用注塑机将塑料加热，

并注入绷好的包括鞋底造型的模具，

经冷却和凝固后，使帮和底联结在一

起。其工艺特点，能改变底的类型，如

注塑成实心底、发泡底，使底既轻又柔

韧，可以注塑两种材料的底(双色或两

种不同程度的材料)，注底的同时还可

以注上主跟和内包头等。

50 年代，四川的制鞋工艺广泛采

用传统的手工缝制工艺。成都、重庆少

数企业采用机缝工艺，但不普遍。60

年代，在技术革新浪潮中，成都、重庆

等地先后研究成功模压、硫化、胶粘、

注塑新工艺，并在发展中不断完善。70

年代，胶粘工艺被广泛采用，模压、硫

化、注塑等工艺则在有条件的企业中

推广应用。在发展中，制鞋的 5种工艺

并存 。到 1985 年，因模压、硫化、注塑

工艺模具不易更新，花色品种变化较

慢等缺陷，逐步被胶粘所代替；线缝工

艺仍占有一定的比例。因此，胶粘和线

缝工艺是四川皮鞋业的主要工艺。据

统计，1985 年 全 省 皮鞋 总 产 量 为

1755．35 万双，居全国第 3 位。在皮鞋

的总产量中，胶粘皮鞋 1282．05 万双，

占 73．04 % ；缝制皮鞋 415．08 万双，

占 23．65 % ；模压皮鞋 2．75 万双，占

0．16 % ；硫 化 皮 鞋 51．94 万 双，占

2．95 % ；注 塑 皮 鞋 3．53 万 双，占

0．20 % 。

(二)生产设备

50 年代，制鞋加工多数工厂采用

人工标划，手工裁料，手工片帮，脚踏

缝纫机缝帮，手工绷帮等为主要生产

方式。成渝两市少数工厂开始使用机

械裁料、片帮、片皮，制底加工以手工

缝纫为主。成都制革厂于1958 年从捷

克斯洛伐克引进皮靴生产全套设备，

并组成生产流水线，这是机缝工艺发

展的开端。到 60 年代 ，制帮加工，部

分工厂采用机械裁料 使用片帮机、电

动缝纫机、绷帮机等设备，部分工厂仍

以手工操作为主，制底加工，成渝两市

少数工厂，采用内外线机、绷尖机等设

备，机缝工艺取代手工缝制工艺，大多

数工厂仍以手工缝制为主。因模压、硫

化、胶粘、注塑新工艺相继出现，模压

机、硫化罐、压合机、注塑机等应用于

皮鞋生产，提高了皮鞋生产的机械化

程度。1964 年，重庆南岸皮鞋厂 将绷

尖机、钩钉机、内线机、外线机等 20 台

机具，组成劳保皮鞋生产流水线。到

70 年代，制帮加工多数工厂采用裁断

机、片帮机、工业缝纫机、绷帮机等主

要设备，少数工厂仍以手工操作为主。

重庆南岸皮鞋厂从联邦德国、意大利、

法国、日本等国引进绷帮机组，提高了



制帮加工机械化水平。制底加工，普遍

推广应用胶粘工艺，逐步取代手工缝

制工艺。少数有条件的工厂，如成都华

胜皮鞋厂、重庆明月皮鞋厂、重庆模压

皮鞋厂、重庆光华皮鞋厂等分别形成

硫化、胶粘、模压、注塑皮鞋生产线，并

采用与工艺相匹配的设备。发展到

1985 年，制帮加工普遍采用片帮机、

勉边机、工业缝纫机、绷帮机或绷帮机

组，实现制帮加工机械化，部分工厂机

械加工与手工操作相结合。制底加工，

由于胶粘工艺被广泛采用，多数工厂

采用国产制鞋机械，重庆、成都、万县、

雅安等市地主要制鞋厂，从国外引进

高速压合机、十二工位双色注塑机、硫

化罐等设备，用于皮鞋、劳保鞋、旅游

鞋生产。鞋楦在制帮加工中，起着成型

胎具的作用。60 年代中期，马尔康建

立专业化的鞋楦厂，重庆模具厂还从

联邦德国引进一套鞋楦加工设备。据

统计，1985 年，全省皮革制品工业主

要设备拥有量共达 1164 台，其中制鞋

主要设备，有硫化罐 9 台，外线机 93

台，内线机 19 台，片帮机 403 台，模压

机 40 台，下料机 403 台，绷楦机 62 台

(其中成套的 13 台)，胶粘压合机 135

台。除此，还有缝纫机 3509 台。

二、制件工艺设备

制件设备逐步采用机械取代手工

操作。到 1985 年，全省的专业制作厂，

都有缝纫机、裁料机、裁切机。重庆中

华皮件厂、成都星火皮件厂形成半机

械化生产。内江市皮件厂，在 1984 年

还以 305 万元人民币引进一条猪皮革

服装生产线，共有设备 190 台(套)。



制鞋五种工艺流程



一、品种

革分轻革和重革两种。轻革又分

为牛、羊、猪 3种轻革；重革分为牛、猪

重革。轻革可以做各种鞋面革、服装

革、手套革、家具沙发革、箱包革、仪表

和劳保用革等。重革可以做鞋底革、内

底革以及工农业和军事等各种用革。

传统制革的原料皮以牛、羊皮为

主，兼有少量的麂皮和兔皮。牛皮只用

黄牛皮，羊皮只用山羊皮。1949 年后，

政府禁止宰杀耕牛，牛皮资源不足，使

皮革工业发展受到制约。1950年轻工

部提出开发利用猪皮后，重庆、成都、

泸州等地先后进行猪皮制革试制。

1953 年相继投入批量生产。最初只能

生产一些底革，后来在生产牛、羊革的

同时，开发猪皮皮结、低档的猪皮箱子

革、绉纹革、正面革、磨花革、压花套色

革、绒面革、手套革等品种，使四川皮

革工业有了牛、羊、猪皮革制品，品种

由原来的 10个发展到70余个。60 年

代，为了解决猪皮粒面粗糙、毛孔粗

大、肥纹深、抗水性能差，成都、重庆两

市主要制革厂采用国产丙烯酸树脂，

试制猪修正面革成功，革面光滑明亮、

细微，酷似牛皮，被全省制革厂广泛采

用，成为猪皮革一大品种。70年代，轻

工业部对于猪皮的开发利用又提出新

的要求：生皮变熟皮，原皮变产品，一

皮变多皮，低档皮变高档皮，粗皮变细

皮，不断开发新产品，提高猪皮的综

合利用。四川根据这个精神，相继开发

出猪二层修面革、二层绒面革、印花

革、美术革、套色革，品种不断扩大，产

量不断增长。80年代中期，成都制革

厂与成都科技大学皮革系、四川皮革

研究所共同合作，完成国家“六五”攻

关项目——“良种猪皮制造高档轻革

的研究”，并通过国家技术鉴定，产品



技术水平居全国领先地位。

良种猪皮制造高档轻革研究的成

功，是猪皮工艺技术的一个重大突破，

大大促进了猪皮制革新品种的发展。

先后开发出高档猪皮软革、猪苯胺革、

猪皮服装革、猪皮软型家具沙发革、箱

包革、猪皮薄型彩饰革和凉皮席革等，

与此同时，还开发了牛皮软面革、黄牛

皮防水革、水牛皮防水革、水牛皮正面

革、山羊皮服装革、山羊皮手套革、绵

羊皮服装革、鞋面革、手套革等。

四川皮革现已形成猪、牛、羊皮革

(包括轻革和重革)3 大系列产品。共

有民用、工农业、军工、体育用革等 35

个重点品种。其间猪皮制革 1951 年只

有 1．59 万张，占制革总产量的 9 % ；

1960 年发展到 61．47 万张，占 30 % ；

1970 年达 68．25 万张，占 90 % 以上；

1980 年、1985 年 又 分 别 增 长 到

552．37 万张、703．07 万张，各占制革

总产量的 84 % 和 87 % 。1985 年，猪皮

投皮量居全国第 3 位。

二、质量

50 年代初期，四川皮革工业机械

化程度不高，猪皮制革还处于试制阶

段，中档产品居多。

60 年代 ，全省各地的制革企业，

把提高质量作为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

一项重要内容。四川皮革行业开展赶

哈尔滨、赶上海、赶大连的“三赶”活

动，并经常组织巡回检查，定期开展质

量评比。特别是各厂对猪皮制革逐渐

熟悉，因而制革的质量逐步稳定、提

高。1960 年猪外底合格率为 97．8 % ，

鞣制系数为 65 % ，牛面革含铬量为

4．08 % ，1963 年分别上升为 99．97 % 、

67．9 % 和 4．53 % 。1964 年，在全省质

量评比鉴定中，川威制革厂、成都制革

厂的植鞣猪外底革，被评为全省先进

水平。川威制革厂铬鞣黄牛正面革，理

化指标全面达到部颁标准，粒面紧密，

光滑细微，革身丰满，弹性较好，当时

已接近上海益民制革厂的质量水平。

成都市的猪皮修面革，在全省历次评

比中，均名列前茅。猪皮的修面革投产

后 ，大大改变了革的粒面粗糙、毛孔

粗大的旧貌。

70 年代起，四川制革质量更有显

著的进步。1981 年，在全省制革质量

鉴定评比中，共有 19 个企业参加，36

个样品(其中猪正面革 14 个、猪修面

革 17 个、牛正面革 1 个、牛修面革 4

个)，鉴定项目和打分办法参照 1979

年轻工业部颁《全质皮革质量鉴定评

比试行办法》进行。评比结果：一类产

品 2 个，占 5．6 % ；二类产品 14 个，占

38．9 % ；三类产品 20 个，占 55．5 % 。

1982 年，全省再次组织评比，共 24 个

企业参加，送评样品 44 个(其中猪正

面革 5 个、猪修面革 18 个、猪绒面革

4 个、牛修面革 4 个、烤里革 7 个、薄

型面革 6 个)，评比结果：一类产品 10

个，占 22．73 % ；二类产品 32 个，占



72．73 % ；三 类 产 品 2 个，占 4．54 % 。

产品性 能明显好转，湿擦脱色由 1981

年 的 66．7 % 下降到 19．38 % ；厚 薄不

均 匀 度，由 1981 年 55．6 % 下 降 到

34．1 % ；丰 满 性 差，由 47．2 % 减 少 到

34．1 % ；精 工 细 作，延 伸 缩 达 不 到 标

准，由 86．1 % 减少到 48．40 % 。1982

年，四川参加全国同行业质量评比，有

9 个产品评为一类，是全国同行业一

类产品最多的一个省，其中成都制革

厂猪皮正面服装革评为第 1 名。

四川省制革工业获部优、省优产品统计表

表 3－2

一、品种

皮鞋、皮件传统使用的原料以牛

羊皮为主。50年代，皮鞋、皮件仍以牛

皮革为主，只有少量的猪皮革制品。当

时皮鞋品种单一，主要是手工缝线；皮

件主要是军用皮件和少量的工业皮

件、农用皮件，民用皮件为数不多。60

年代，皮鞋、皮件的原料由使用牛羊

皮革为主，逐步转向以猪皮革及人造



革、合成革为主。皮鞋由单一的手工线

缝鞋，发展到机缝鞋、模压鞋、胶粘鞋、

硫化鞋、注塑鞋等 5 类，花色也增多。

皮件也得到发展，1956 年仅重庆制革

厂及新华、明月、南岸、光华 4 个皮鞋

厂，试制新花色达 5000 多个，70 % 以

上投入生产。根据60年代人民的生活

水平特别是农民的收入情况，各地一

些皮鞋企业生产的皮草鞋、肥型皮鞋、

简式皮鞋、皮凉鞋，以及雅安皮鞋厂生

产的猪皮松紧带便鞋(称为“雅鞋”)，

因为价格便宜，深受城乡特别是农村

的欢迎。在制件中，有各种皮箱、公文

包、医药箱、工具包、轮带、马鞍等。在

体育用品方面，不仅能生产篮球、排

球、足球、垒球等，而且还开始生产新

型手缝无口 18 片匈牙利式篮球(原为

8 片，用牛筋绳拴口)、黑白色相间的

32 片足球(原 18 片，为白色)，深受体

育界欢迎。一些民用皮件，由过去全

系牛皮改为猪皮。据重庆市1965 年统

计，工业、农业用皮件达 124 种，军用

皮杂件 76 种，民用杂件 78 种，一共

278 种。

70 年代，皮鞋、皮件主要使用的

原料已逐步转向猪皮为主，人造革用

量也逐步扩大。各种鞋类(民用鞋、军

用鞋、运动鞋、劳保鞋、旅游鞋)以及工

农业、民用、军工、运动 4大皮件类，均

得到较快的发展。品种花色也越来越

多，由过去主要是皮鞋品种发展到各

种民用、军用、军需、工农业用的制品

和配件，以及各种出口产品，其中有

皮鞋、皮杂件、皮箱、手套、民族用靴、

皮球等 400 多个品种。1974 年，全国

统一鞋号，废止地方标准。

1980～1985 年，皮鞋、皮件的花

色品种，由于技术的进步，以及皮革重

大科研项目的研究成功及推广，在压

缩老式皮鞋、皮手套等低档产品的前

提下，开发各种高档皮鞋、旅游鞋、运

动鞋、箱包以及高档猪皮服装和皮凉

席等 1000 多个品种，7000 多个花色。

其间，1982 年起，皮革产品命名原则

按轻工业标准化编辑出版委员会

1982 年版《皮革工业术语》。

二、质量

50 年代初期，皮革制品的质量，

无产品标准，尤其是皮鞋尺码不统一，

楦型不一致，再加上缺乏检测仪器，对

产品质量的鉴别是手触目测，凭经验

判断。50年代末、60年代初，国家轻工

部颁布皮革产品质量标准，又成立检

测站四川分站，促进了四川的皮革制

品的质量不断提高，1978 年重庆新华

皮鞋厂的“飞箭”牌三接头牛皮男鞋荣

获省优质产品奖。但优质产品所占的

比重不大，大多数还停留在中等水平。

1981～1985 年，企业通过技术改

造，引进国内外先进设备，邀请国外皮

革专家来川交流经验，使用国内外化

工原料，皮革制品的质量档次都进一

步提高。1982 年，皮鞋一类品率达到



99．91 % ，超过了计划的要求。当年参

加全国质量评比，一类产品比 1980 年

上升 50 % ，并消灭了三类产品 。1985

年，全省皮鞋内销及出口皮鞋合格率

均达 99．6 % ，不仅达到指标要求，而

且还比往年高。1978～1985 年，重庆

市皮鞋获得部、省、市优质产品、新产

品奖的就有 14 个。康定民族制革厂生

产的“箭杆山”牌民族马靴，1983 年评

为部优。成都华胜皮鞋厂生产的“金

鹿”牌猪绒面出口硫化鞋、布拖民族制

革厂生产的“凉山”牌羊皮衣，1985 年

被评为省优质产品。1985 年全国首次

评比皮件，四川省参加 117 个品种 ，

获优秀设计奖的就有 30 个，占参加评

比产品的 25．6 %。

四川省皮革工业获省、部优产品、优秀产品统计表

表 3－3



一、皮革化工

70年代以前，四川皮革工业生产

使用的栲胶、红矾等皮革化工材料大

部分依靠进口，供需缺口较大。少数有

条件的工厂，利用四川天然植物生产

丹宁代替进口栲胶，自产自用。为缓解

栲胶供应不足的问题，成都栲胶厂被

轻工业部列为定点生产栲胶专业厂，

重点投资，扩大生产能力；通江县栲胶

厂不断挖掘生产潜力，增加产量，这对

缓解四川栲胶供应起了较大的作用。

红矾是制革工业不可缺少的重要

化工原料，供需矛盾十分突出，制约着

四川皮革工业的发展。为解决这个矛

盾，60 年代中期，省轻工业厅与成都

工学院共同组织调查组，赴石棉等地

进行资源调查，并在成都制革厂进行

土法生产红矾，对缓解红矾供应不足，

起到一定的作用。

为改善皮革工业配套环境，发展

皮革化工材料，解决皮革产品质量问

题，促进皮革工业的发展，轻工业部于

1971 年定点投资 289 万元，在泸州兴

建国营泸州皮革化工厂，成为四川第

一家生产皮革化工材料的专业工厂。

经过 20 多年发展，有固定资产原值

410 万元，生产能力达 5310 吨，具有

生产加脂剂、涂饰剂、合成鞣、丙烯酸

树脂等皮革化工材料的设备和厂房，

并专设科研机构，具有各种化验和分

析仪器仪表，除能够进行常规分析化

验外，还具有新产品科研开发能力。该

厂长期与中国科学院成都有机化学研

究所、成都科技大学、轻工部毛皮制革

研究所、四川省皮革研究所、北京皮革

研究所、河南化学研究所、丹东轻化工

研究所等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建立协

作关系，聘请成都科技大学张扬教授

和西北轻工业学院魏士材教授等 30



多位专家，作为工厂技术顾问和信息

员。能够生产 18个类型、40 多个花色

品种产品，销售到 19 个省、市、区的

200 多家皮革厂。1985 年工业总产值

887．30 万元。

随着皮革工业的发展 ，二轻系统

外的皮革化工产业也有所发展。到

1985 年，先后建立成都望江化工厂、

什邡亭江化工厂、自贡有机化工厂、内

江化工厂、成都聚氨脂制品厂等厂，依

托成都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成都有

机化学研究所皮革化工材料研究开发

中心、晨光化工研究院、西南化工研究

院、成都有机硅中心、四川大学、四川

化工研究所、四川省食品发酵工业研

究设计院等院校和科研单位的雄厚科

技力量，形成科研、生产、应用一体化，

从研究、开发到投入工业生产(含生

产、装置、设计配套)与制革工艺配套，

形成完整的皮革化工材料开发群体，

使四川皮革化工材料开发能力居全国

领先地位。

1985 年四川皮革化工材料产量

占全国总产量 2．4 万吨 1／4 强，但在

产品结构方面，低档产品多，高中档产

品少，单一产品多，系列产品少，天然

材料产品多，合成材料产品少；在产品

性能上，不耐存放，有异味，耐光、耐曲

挠、防水、防污和防毒较差；在新产品

开发上，仿制多，创新少，尚不能以四

川产品发展为导向，开发皮革化工配

套系列产品。

为了解决蛋白酶生产与酶法脱毛

工艺配套，1974 年泸州将小市棕麻

社、曲药组两个社(组)合并，组建泸州

市酶制剂厂，定点生产蛋白酶，当年生

产量 6．2 吨。产品质量经过制革厂试

用后，基本符合要求，后列为轻工部定

点生产单位，是全国 5 大蛋白酶企业

之一。1978 年，省二轻工业局拨 10 万

元技改专款，改善设备条件，酶制剂年

产能力达到 300 吨。主要产品有蛋白

酶、糖化酶、木粉三个品种。蛋白酶

1984 年产量达 315 吨。但因酶法脱毛

是新工艺，使用成本高，废水含碱性浓

度大难以治理，多数企业不再采用酶

法脱毛工艺，蛋白酶的产量逐渐下降，

而食品工业需要的糖化酶产品则日趋

增大。

二、皮革机械

50年代，除成都制革厂引进捷克

斯伐克制革主要加工设备外，大多数

制革加工厂采取自制转鼓和部份非标

准设备，改善生产条件。60年代，重庆

市利用原重庆南岸制锁生产合作社的

厂房和设备，组建重庆皮革机械修配

合作工厂，生产片帮机、裁料机、削匀

机等皮革机械产品。到 80年代，该厂

开始逐渐转向制革机械的研究和制

造，与重庆皮革工业公司、重庆大学联

合对意大利制革机械设备进行改制，

在此基础上，进行 850 吨液压和平板

熨革压花机(宽幅)的研制，取得成功。



该厂生产的 G O－136 型剥皮机，曾获

1978 年省科技 4等奖。到 1985 年，生

产制鞋机械 532 台，制革和毛皮加工

机械 16 台。直至 80年代以前，四川仅

此一个皮革机械专业厂。80年代先后

出现了二轻系统外的四川皮革机械

厂、内江机床厂、崇庆县轻工机械厂、

成都飞机发动机公司皮革机械厂，生

产削匀机、丫型转鼓、片帮机、挤水机

等 30 多个品种。

三、皮革五金

50 年代，四川仅少数五金生产企

业 ，生产大宗的鞋眼、鞋扣、箱包锁、

金属提手等，质量粗糙，品种规格较

少，专用性较差。60 年代，皮革五金配

件多依赖省外供应。70 年代初期，重

庆皮革模具厂(原名)、重庆光华皮鞋

厂经主管部门批准，转向生产木鞋、铝

鞋、木跟、皮革工业模具 、夹具、五金

配件等皮革配套产品，成为四川最早

生产五金配件工厂之一。1985 年，生

产鞋楦 16．43 万双，皮革工具 0．2 万

件，各式 模 具 450 副，皮 革 小五 金

40．96 万件，完成工业总产值 206．43

万元，创利润 33．13 万元。

一、废毛的利用

70 年代初期，省皮革研究所与成

都制革厂协作，开展利用废猪皮毛制

造毛蛋白代替乳酪素的研究，经过多

次研究，小试成功并通过中试鉴定，投

入小批量试产。产品质量和性能基本

上可以代替乳酪素。但因制革脱毛工

艺革新、废毛减少，生产毛蛋白技术装

备缺乏，未形成工业性生产。该项研究

曾荣获 1980 年四川省科学大会科技

成果奖。

二、皮渣的利用

60 年代以来，成都、重庆和专县

制革加工厂利用皮渣经炼制后，为工

业提供用油。鲜猪皮未被污染的皮渣，

经高温炼制后可供食用。有条件的企

业，还利用皮渣炼油后再经化学处理

生产脂肪酸，为肥皂生产提供原料。到

80年代中期，皮渣的利用仍以炼油和

生产脂肪酸为主。

三、皮革屑的利用

革屑、革渣含有害物质金属铬，在

处理利用上难度较大，一般被做为垃



圾抛弃 。60年代，为解决皮革暂时供

应不足，成都、重庆两市率先开展利用

革屑生产再生革，做皮鞋内底，不仅降

低皮鞋的成本，还缓解了当时皮革供

应不足的困难。70 年代，废革屑的利

用范围扩大 。因再生革做皮鞋内底，

不抗汗，皮鞋卫生性能较差，因此利用

面逐渐缩小。成都制革厂利用铬鞣废

革块制取明胶、皮胶，为废革屑、革渣

的综合利用开辟了新的途径。此项成

果曾于 1978 年获四川省科学大会科

技成果奖，1980 年获四川省科技成果

三等奖 。

四、边皮的利用

主要是制胶。四川制胶历史悠久，

重庆早在清末时期就有胶皮房五六十

家，其中资本最大的有 14 家，以削箱

皮、熬胶为主。光绪十几年时，重庆逐

步形成大胶房，每户雇工 20 余人，以

后发展到万县、自贡、富顺等地。1904

年，林生久在荣县创办复兴皮坊，年产

牛胶 3600 斤。重庆制胶厂始建于

1939 年，原名叫中华化工厂，系私营

企业。1964 年更名为江北皮胶厂，“文

化大革命”期间又更名为重庆皮胶厂，

是轻工业部定点的专业厂。该厂以制

革的下角料为原料，先是生产皮胶，用

于火柴和印刷业；从 1958 年起，开始

生产明胶；1960 年以后，增加生物明

胶，照相精胶等产品；1964 年以后又

生产食用明胶，1972 年生产的明胶开

始出口。1983 年该厂与四川原子能应

用中心、成都防疫站合作，采用钴 60

辐照明胶灭菌成功，为国内首创。1982

～1984 年，该厂生产的明胶连续 3 年

获全国评比第一名。1981～1985 年期

间，从英国引进先进的明胶生产设备

一套，使年生产能力达 1000 吨，1985

年产量 622 吨。此外，泸州、达县、阆中

也建有规模不同的小型胶厂，成都制

革厂也利用制革厂下角料生产皮胶。

据统计，1985 年全省皮胶产量达 493

吨。

制革废水，产生于制革加工生产

过程中的准备和鞣制两个主要工段。

废水中除含有酸、碱、盐等数十种化学

物质外，还有在加工过程中各阶段产

生的各种蛋白质及其分解物、动物脂

肪、皮屑、毛渣和其它各种悬浮物等。

其有害物质成份较为复杂，危害性甚

大。50年代，因制革厂为数不多，生产

规模不大，皮革产量不高，耗水量较

低，废水自然排放，对环境污染甚微。



到 50 年代末期，成都、重庆主要制革

厂，对制革废水开始采用沉淀法进行

一级处理，这是四川皮革工业废水处

理最早采用的简易方法。60 年代，大

多数制革厂对制革废水仍然是未经处

理，自然排放。70 年代，四川皮革工业

有了较大的发展，全省除少数地区外，

大部份地区都有一两家制革厂，制革

企业数增至 30 多家。据统计，1970 年

皮革产量达 76．68 万张(折牛皮)，每

张牛皮平均耗水量为 1～1．1 吨。年耗

水量达 76．68～84．35 万吨，除自然消

耗外，废水排放量至少有 75～83 万

吨，对环境保护构成严重危害。

1973 年，国家召开第一次全国环

境保护会议，颁布工业《三废排放试行

标准》。四川皮革工业开展以回收红矾

为重点，对制革废水进行治理。成都、

重庆两市大型制革厂在沉淀法的基础

上，逐步发展到沉淀、生化二级处理制

革废水。成都制革厂建成的沉淀、生化

二级处理废水装置，设计能力为日处

理废水量 1500 吨。经过实际运行操

作，除 C O Dcr、B O D 5 超标外，其余各

项指标均能达到排放标准。重庆制革

厂废水处理设计项目列入省皮革工业

建设重点。阆中、绵阳等地的中小型制

革厂，多采用沉淀法、闭路循环法，回

收废铬液，处理有害物质三价铬等。同

年，轻工业部召开全国皮革工业会议，

部署推广应用酶法脱毛新工艺，取代

灰碱法脱毛，减少制革废水中的石灰

和硫化钠的含量，减轻环境污染。到

1979 年，酶法脱毛新工艺推广面曾一

度占全省制革厂总数的 62．5 % ，在推

广应用中，因酶法制革工艺难以掌握，

废水含碱性太高，不好处理等原因，逐

步停滞。到 1985 年止，制革废水治理

有了新的发展。成都制革厂在沉淀、生

化二级处理制革废水的基础上，不断

完善。1983 年建成铬液回收装置，回

收率达 99．96 % 。但对污泥脱水利用

问题还未根本解决。1985 年，自贡制

革厂与中国市政工程西南设计院研究

所，共同协作完成高负荷厌气——曝

气生化法，处理制革废水新工艺。与活

性污泥法比较，具有技术先进和节约

动力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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