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西北高原，为我国五大牧区

之一。早在周代，西部少数民族牧民已

利用牦牛毛和山羊毛，手工编织毡、

罽、毲①等毛制品，但几千年来发展变

化不大。抗日战争期间，从上海、武汉

内迁了几家机器毛纺织厂，四川才有

了现代机器毛纺织业，并成为抗战大

后方毛纺织生产主要基地。建国后，经

过调整、扩建、新建，到 1985 年建成

大、中、小型毛纺织厂 10 家，拥有毛纺

锭 1．7 万枚、毛织机 407 台；生产呢绒

287．87 万米、毛毯 40．98 万 条、毛 线

1194 吨。工业总产值 12411 万元，销

售收入 15183 万元，创利税 4146 万元

(其中税金 2330 万元)，年末职工人数

10738。由于受资源的制约，四川毛纺

织业建国后发展还比较缓慢。1949 年

全省毛纺锭 占全 国的 6．5 % ，居第三

位，到 1985 年仅占全国的 1．17 % ，降

到第二十一位；品种花色少，使用化纤

比例低，出口量少。

① 古代毛织物，细者统称罽，粗者称褐。毡是用毛纤维的缩绒性压制成的一种无纺织物。



四川毛纺织业的原料，以绵羊毛

为主，也使用极少量的牦牛绒、兔毛、

山羊绒、苎麻。1955 年开始使用化学

纤维。

第一节 绵 羊 毛

一、羊毛的资源与利用

四川的牧区分布在川西北高原

上。绵羊毛主产区为今阿坝藏族羌族

自治州的若尔盖、红原、阿坝、壤塘和

甘孜藏族自治州的石渠、理塘、色达、

炉霍、道孚、德格、新龙、白玉、甘孜等

县；半牧区在川西南山地，今凉山彝族

自治州的昭觉、美姑、甘洛、会东、喜

德、盐源、布拖、越西、普格、金阳等县。

全省牧区和半牧区约 1．6 亿多亩草

原，是我省绵羊毛的生产基地。重庆开

埠前，四川羊毛主要用于手工编织毛

制品，自产自用，很少投于商品流通。

清光绪二年(1876 年)，四川西部牧区

开始有少量羊毛出口印度。光绪十七

年重庆开埠后，羊毛主要从重庆港大

量输出，刺激了商品羊毛生产的发展。

次年，由重庆港输出的羊毛达 10478

担，光绪二十三年增加到 23696 担。之

后，历年有增减，光绪三十年最高达到

31151 担。民国 16～ 26 年 (1927～

1937 年)，输出量稍有下降，年平均输

出量为 18934 担，最高年(1931 年)达

到 28287 担。输出的羊毛以出口英国

为最多，其次是美、德、法等国，占输出

总量 的 70 % ，主要用 作 地毯 原料；

30 % 销往上海作粗毛呢和地毯原料。

抗日战争前，在成都、茂县、松潘、康定



等地仅有几家手工业作坊、工场与一

些家庭手工业，省内工业用毛量极少。

抗日战争时期，民国 29 年四川省

建设统计年鉴第 5 辑记载，四川、西康

两省绵羊存栏数为 160 万头，产毛量

4 万担，其中四川产毛量 3．2 万担、西

康 0．8 万担。这期间，军政部制呢厂、

川康毛纺织厂、中国毛纺织厂、民治毛

纺织厂等先后投产，最高年耗毛量 3

万担；与此同时，手工织机生产的军用

毛毯也大量发展，加上手工毛编制品，

年用羊毛量约 1．5 万担。川、康两省年

需要羊毛量在 4．5 万担左右。两省羊

毛不仅数量不能满足，而且质量品种

属藏系粗羊毛，只能用于生产粗纺产

品与毛毯，精纺产品必须用西北毛作

原料。为此，中国毛纺厂与富华贸易公

司于民国 30 年联合投资在兰州筹建

西北洗毛厂(今兰州第二毛纺厂)，作

为该厂采购西北毛的原料基地。同时，

中国毛纺厂还用政府外汇贷款进口少

量的澳毛毛条，维持常年生产。

抗战胜利后，手工军毯生产完全

停止，机器毛纺织厂生产也受美货冲

击不景气，加上廉价外毛大量进口，中

国毛纺厂精纺毛织品大量使用进口毛

条；川康毛纺厂粗纺毛织品也掺用部

分外毛，造成川、康羊毛供过于求，价

格下跌，每担价从 6～7 万元跌到 4 万

元左右。

建国初期，进口羊毛大幅度减少，

四川工业用毛主要靠西北和川、康牧

区供应。1955 年后，四川少数民族地

区发生武装叛乱；1958 年后的合作化

步伐过急、过快，过早地取消了牧主牲

畜入社时采用的赎买政策和牧民入股

分红政策，影响了生产积极性；1960

年以后，又由于“文化大革命”影响，因

此，绵羊存栏数增长比较缓慢。粉碎

“四人帮”后，牧区绵羊存栏数有了较

大增长。1980～1981 年，四川绵羊头

数达到 380 多 万头，羊 毛产量达到

2600 多吨，为历史最高水平。1982 年

后，由于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牧

区以一家一户为单位实行马牛羊混群

承包形式，绵羊自然交配，畜种退化，

成活率下降。加上羊毛收购价格过低，

改 良 绵 羊 毛 一 等 手抖 净货 每市 斤

2．12 元；同期酥油价格从每市斤 0．8

元涨至 4 元，养羊不如养牦牛。因此，

绵羊头数又趋下降，1985 年降到 340

万头，羊毛产量降至 2394 吨。四川羊

毛生产发展缓慢，除了上述原因外，还

因在牧区建设方面，投资不足；草场虫

害、鼠害、退化、板结、干旱严重，载畜

量很低；每年冬春季节因饲料不足而

造成牲畜大量死亡。四川不仅绵羊存

栏数低、羊毛生产量少，而且羊毛收购

量一直只有产量的一半左右。60 年代

前，为 500 吨左右；1972～1975 年平

均 740 吨，1976 年后突 破 1000 吨，

1976～ 1982 年平均 1300 吨，1984～

1985 年又下降到 934 吨。随着毛纺织

生产的发展，工业用毛量逐年增加，特



别是 1980 年后，年耗用量已增加到

8000～10000 吨(折原毛)。每年要从

国外进口和从西北各省调入 7000～

8000 吨(折原毛)，自给程度很低。

二、羊毛的品种

四川绵羊属古老的藏系粗毛羊，

毛被呈毛辫型异质毛，纤维的粗细长

短差异大，粗死毛、两型毛较多，产量

低；但弹性好，强力大，光泽亮，适于做

地毯。建国前，松潘、茂县、乾宁等地曾

引进美利奴和兰布里羊种，与本地绵

羊杂交；但数量少，管理不善，成效不

显著。建国后，人民政府对改良绵羊品

种十分重视。1952 年，乾宁农牧试验

站引进茨盖半细毛羊 21 头。1955 年

又从内蒙引进茨盖羊 30 头，到 1957

年 7 月全省已有茨盖羊 162 头、新疆

羊 294 头、高加索羊 9 头、美利奴羊

10 头，共有良种羊 475 头。同本地藏

羊杂交获得 1～3 代杂种，到 1956 年

已有 1～2 代杂交种 327 头。每头改良

羊的羊毛产量比土种羊高 1～3 倍，羊

毛纤维类型比藏羊有显著改变，毛被

同质程度大大提高，细毛比藏羊增加

10．76 % ～28．43 % 。到 80 年代，绵羊

品种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1985 年统

计细毛羊和半细毛羊占 11．2 % ，藏绵

羊占 88．8 % 。细羊毛和半细羊毛占羊

毛总产量的 19．2 % ，粗毛占 80．8 % 。

三、羊毛的经营与收购

清乾隆年间，有陕西客商何丰盛

在松潘开设丰盛合商号，经营羊毛；清

道光年间，陕西客商马本立也在松潘

设本立生商号。清光绪以后，成都、新

都、绵竹、什邡、崇庆等地的商人陆续

在松潘设庄，有聚盛源、裕国祥、万亭

贞、吉顺兴等商号，经营羊毛生意。中

英《烟台条约》签订后，四川羊毛开始

通过西藏向印度方向输出。重庆开埠

后，四川羊毛主要从重庆港输出，从而

促进了牧区的商品流通，刺激了商品

羊毛生产的大发展。

抗日战争前，四川羊毛的购、运渠

道主要分西路和南路。西路以今阿坝

州的松潘为集散地，今若尔盖、阿坝、

壤塘、红原、茂汶等地生产的羊毛，用

牦牛驮运至松潘，经灌县洗毛加工之

后，由水道运至乐山，再从乐山运至重

庆；南路以康定为集散地，今石渠、色

达、德格、甘孜等地所产的羊毛，都用

牦牛驮运至康定，再运至雅安、乐山到

重庆。

抗战期间，为保证羊毛外贸出口

与省内工业用毛的需要，民国 32 年 5

月 25 日，财政部公布《全国羊毛统购

统销办法》，由财政部贸易委员会所属

复兴商业公司对陕、甘、宁、青、绥、川、

康等省的羊毛实行统购统销，直到民

国 34 年 10月撤消。

建国初期，由于羊毛收购渠道与

运输不畅通，经营收购机构尚未建立，



西南人民纺织公司(后改为西南纺织

工业管理局)为加强羊毛收购工作的

统一领导，协调价格，于 1951 年 3 月

组织中国毛纺厂、制呢厂(616 厂)、民

治毛纺厂、川康毛纺厂成立西南毛纺

织厂联合购毛委员会，在重庆设联购

处，灌县、雅安、成都、兰州设购运站统

一收购羊毛。1953 年后，联购委员会

撤消，改由外贸畜产公司经营收购供

毛纺厂使用。1961 年，羊毛经营管理

权限下放，由四川省轻工厅根据纺织

工业部与外贸畜产公司下达的计划指

标，组织中国毛纺厂、川康毛纺厂到产

地向外贸畜产公司采购羊毛。1964 年

8 月，四川省人委财贸办公室、省物价

委员会为减少经营环节，降低供应价

格，决定将石渠、色达两县的羊毛由当

地供销社收购后，直拨给毛纺厂使用

(简称工牧交接)。1965 年，省轻工厅、

外贸局决定将若尔盖县的热当、唐克

区的羊毛实行工牧交接。1966 年进一

步扩大到凉山、阿坝、甘孜自治州及西

昌专区的 5 个国营牧场(夹马石、螺髻

山、七里坝、乾宁、唐克)，实行工牧交

接。1974 年 4 月，四川省轻工局与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轻工局决定将新疆博

乐县前进牧场与重庆毛纺厂实行工牧

交接。1982 年，若尔盖成立牧工商联

合企业，毛纺厂向联合企业购毛，工牧

交接制停止。

第二节 牦牛绒和兔毛

一、牦牛绒

四川的牦牛在 1965 年以前约有

150 万头左右，1967 年突破 200 万头。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发展较快，

1985 年达到 356 万头，估产 牦牛绒

1300 吨。牧民养牦牛主要供食用和产

酥油，对牦牛绒的利用很少。50 年代

末期，中国毛纺厂曾少量试产牦牛绒

大衣呢和混纺制服呢，以后中断。80

年代初，省内开始试验牦牛绒的分梳

加工技术。由于牦牛绒纤维细、手感柔

软、有光泽，是珍贵的高级毛纺原料，

被列为国家科委星火计划的科研开发

产品。1985 年由国家投资 953 万元扩

建泸定牛羊绒分梳厂，生产精梳牦牛

绒，供毛纺厂使用，各毛纺厂同时开始

小批量使用。但由于牦牛绒成本太高，

制成的混纺毛织品价格昂贵，80 年代

后期毛纺厂使用量逐渐减少。

二、兔毛

1957 年，中国毛纺厂首次利用少

量兔毛，生产兔毛混纺大衣呢，后又开

发混纺毛线和制服呢，60 年代后期生

产中断。80 年代，省内长毛兔发展很

快，全 省 兔 毛 生 产 量 从 1980 年 的



44．7 吨，达到 1985 年的 686 吨。80 年

代中期，川康毛纺厂、灌县地毯厂引进

立锭，生产兔毛混纺针织纱出口(混纺

比 例：羊 毛 70 % 、兔 毛 20 % 、锦 纶

10 % )。80 年代后期，泸定牛羊绒纺织

厂也利用兔毛生产兔毛混纺纱，但用

量不多，余作出口或销往省外。

第三节 化 学 纤 维

1955 年 5 月，中国毛纺厂开始使

用粘胶纤维；1962 年 3 月使用锦纶纤

维；1963 年 3 月使用 涤纶；1970 年 4

月试用氯纶；1971 年使用腈纶，生产

毛腈粗绒线。川康毛纺厂也于 1956 年

使用粘胶纤维，80 年代使用腈纶。

四川毛纺织业耗用化纤以粘胶纤

维居多，腈纶次之，锦纶、涤纶用量很

少。粘胶纤维年耗量约 500 吨左右；由

丹东、新乡、成都化纤厂供应。合成纤

维部分从省外调入或国外进口。全省

毛纺织业耗用化纤的比例很低。

80 年代中后期，四川毛纺织业还

使用过苎麻与羊毛进行混纺，生产少

量的毛麻混纺产品。

四川 省 1980～ 1985 年绵 羊品种结构变 化 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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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毛纺织业 1962～1985 年耗用羊毛量(洗净毛)统计表

说明：1．1962～ 1974 年 耗 用 羊 毛 量(洗 净 毛)为 四 川 省纺 织 工业 厅 供 销 处 提 供；1975～ 1985 年 耗用 羊

毛量(洗 净毛)是 根据纺 织工业部编《纺 织工业 统计 资料》(1949～ 1984)和 1985 年 统计 年报。

2．羊毛洗 净率 45 % 。

3．国 毛成条 率 70 % ，外毛 成条率 75 % 。

4．1 吨毛条 折洗 净毛：国毛 为 1．43、外毛 为 1．33。



四川省毛纺织业 1975～1985 年耗用化纤量统计表

说明：1．资 料来 源于 纺织 工 业部编《纺 织 工业 统 计 资 料》(1949 ～1984 年)和 1985 年统 计 年报、四川 省

纺 织工业厅编 1979～1985 年 统计年报。

2．1975 ～1979 年 合纤均 系 混 合数，包括腈纶、涤纶、锦纶，以腈纶 数 量较 大。



第一节 生 产 发 展

《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周代蜀

国之氐羌系氐族已能生产毡、罽、毲等

毛制品；汶山郡(今阿坝州茂县一带)

生产毞毲、斑罽、旄毡等毛制品。但生

产发展十分缓慢。直到清道光年间成

都才有了手工制毡行会——虎精会，

为四川手工制毡作坊之始。手工毛织

品业的织造技术发展也很缓慢。19 世

纪中叶仍使用纺锤、腰机等原始工具

生产，商品量很少。清光绪二年(1876

年)《烟台条约》签订后，英国传教士从

西藏拉萨进入昌都、巴安(今巴塘县)、

康定等地区进行传教活动，英国的呢

绒商品与织造技术也随之输入。清末，

巴安府最早传入了斜机毛织技术，有

木织机数十台从事织毪生产。民国初

年，成都有了毛织作坊，用手工丢梭织

机(斜机)织造窄幅毛绒布。民国 7 年

(1918 年)，熊克武、刘成勋在成都开

办陆军被服厂，内没制毛毯科，使用

10 台木织机织造军毯，是四川第一家

官办手工毛织工场。民国 15 年 9 月，

四川的松、理、懋、茂、汶屯政督办公署

在茂县设民生工厂，生产栽绒、毛絮、

毛袜。民国 23 年，屯政督办公署又在

松潘开设民生工厂，生产毛絮、栽绒、

毡毯等。民办毛织工场也相继兴起，民

国 18 年，毛广安在成都东马棚街成立

三民纺织传习所，有木质梳毛机、木织

机各 1 台，生产毛毯。民国 19 年，陈尊

泉同康定商人集资在康定开办西康毛

织工厂，有织机 3 台，生产毛衣、毛线、

毛袜。同期，成都也开办了蓉昌栽绒

厂、新中华栽绒厂、西方毛织研究社，

生产毛毯、地毯、桌毡、车垫。这一时

期，开办的手工业工场、作坊，规模很

小，资本一般只有几千元，雇佣工人二

三十人，生产效率低。与此同时，少数

民族牧区的家庭手工业也有较大发

展。丹巴县年产牦牛毛绒布 5 万余丈，



从业人员千余人；甘孜县盛产抓绒氆

氇，织造工人 1700～1800 人，每年可

售 藏 洋 100 万 元；巴 安 年 产 毪 子

74800 丈、毡毯 1460 床，所产毡毯质

地精美；瞻化(今新龙)产的毪，细者与

哗叽相似，每年可售藏洋 200 万元；理

化(今理塘)产毪 1 万卷、毡毯 500 床。

抗日战争时期，为供应军需民用，

川、康手工毛纺织业有了很大发展。民

国 28 年 1 月，军政部与中国工业合作

协会(以下简称工合)订立契约，由工

合承制军毯。工合在成都设立川康军

毯管理处，从原料供应、生产、收购、销

售组成了“一条龙”生产协作，羊毛由

贸易委员会供应，棉纱由农本局供应；

毛纱大多数组织家庭妇女纺制，由合

作社收购供应军毯厂织造。在成都、灌

县、乐山等地兴办了大小军毯加工厂

20 余家，雅安、康定、遂宁、宜宾、万县

等地也兴办了一批毛纺工场、作坊。成

都极盛时期有军毯厂 10 余家，从业人

员 6000 余人，年产能力为 15 万条，成

为抗战大后方手工军毯生产规模最大

的基地。灌县也是一个军毯生产基地，

城乡内外、大街小巷，几乎家家都有纺

车声；民国 28～32 年间，曾生产军毯

10．6 万条。手工毛纺织工场规模较大

的成都张志远开办的如一染织股份有

限公司染织厂，有资本 500 万元，职工

335 人；有纺机 120 台、织机 200 台、

染机 3 台、缩呢机 2 台，洗衣机、脱水

机、起毛机各 1 台，锅炉 1 台、马达 2

台。生产呢绒、毛线，代染军毯。其专

业分工协作程度接近现代机器毛纺织

厂的水平。成都的民本棉毛厂、敬业纺

织厂、工合第三纺织厂、华川纺织厂、

西康毛织厂等生产规模也较大，资本

数百万元，雇佣工人都在 100～300

人。抗战时期，川、康手工毛纺织业加

工了约 150 万条军毯，不仅有力地支

援了抗日战争，而且还为川、康羊毛找

到了销路，解决了万余名难民、抗战军

人家属的就业问题。

抗战胜利后，军毯加工停止，加上

美国毛纺织品充斥市场，川、康手工毛

织厂被迫停业。到 1949 年，成都手工

毛纺织业工人只剩 97 人；是年生产胎

毡 1800 床、栽绒 400 平方米，织毯全

部停产。灌县的手工毛织业工人全部

转向皮毛生产。

建国后，国家对手工毛纺织业采

取维持、限制、淘汰的方针。在社会主

义改造时期，经过调整、合并、改造，保

留了一些技术条件较好的和在少数民

族地区的手工作坊，逐步改造成为工

艺美术工厂，隶属二轻系统。1985 年

全省有成都地毯厂、都江地毯厂、苍溪

地毯厂、茂汶地毯厂、阿坝地毯厂、重

庆地毯厂等。









第二节 机具与工艺

一、制毡

四川制毡技术有悠久历史，4000

多年来发展变化不大。制毡工具与工

艺简单，先将羊毛选检、开松、除杂，均

匀的铺在竹帘上，喷热水润湿，然后将

竹帘卷成圆柱，用一只脚边踩边滚动

帘子揉搓羊毛；15 分钟后打开，用热

水冲洗，再次喷热水卷筒揉搓，反复多

次；最后用冷水冲洗、晒干即成毡。

二、纺纱

洗毛：羊毛经过选检后即行洗涤。

民国前一般用菩提子(油奐子)、皂角

等洗涤。民国后，逐渐使用肥皂、碱溶

液手工洗去油脂和不洁物。

开松：清代无弹毛工具，用双手将

羊毛撕松或用两根竹杆敲打。民国初

年，成都才普遍使用皮弦弹弓开松羊

毛。民国 18 年，成都三民纺织传习所

自制梳毛机，开松和梳理羊毛，每小时

可梳毛 1 斤。抗战期间开办的手工工

场多数使用这种梳毛机。现在少数民

族地区仍使用弹弓弹毛。

纺纱：很早以前，少数民族地区就

使用纺锤纺纱，一人一天纺二三两。抗

战期间，成都纺织 合作社采用木制脚

踏纺车，日产纱 1 斤，多者 2 斤。由于

这种纺车制造比较复杂，价格较贵，在

少数民族地区未能推广。

三、织造

织毪：最早是用腰机织毪。清末巴

安府用脚踏木织机(斜机)织毪。此外，

大凉山的雷波、马边、屏山、峨边等地

在抗战前后仍使用一种特制的帽子织

毪。上述传统织造工艺一直到 60 年代

有的还在使用。

地毯：地毯织造技术，清道光年间

从北京、天津传入成都。民国 20 年，成

都蓉昌、新中华两家栽绒厂批量生产

栽绒地毯。栽绒是一种提花色织工艺，

先将毛纱染色，将经纱(棉纱)绕于木

架上，然后用一根毛纱作起绒纬线，另

一根棉纱作地纬，按照花纹要求，用手

工将纬纱与经纱成垂直方向穿入，织

出有花纹的栽绒。然后将织好的栽绒

用剪刀剪平绒面即成。

毛毯：毛毯织造技术于民国初年

从陕西传入成都，用丢梭织机生产，当

时门幅只有 1．2 尺宽。民国 18～20

年，成都三民纺织传习所和成都苏海

成兄弟开始采用拉梭阔幅木机织造毛

毯，门幅达到 4尺；抗战时生产的手工

军毯，均用阔幅木机织造。



四、染整

染色：最早都用野生植物染料。民

国后，成都开办手工业作坊、工场后，

逐渐采用化学染料。染色工具简单，为

瓦缸和木棒。

整理：抗日战争前没有整理机具，

仅用热水或酒糟、苏白(野生植物根)

的溶液洗涤织物，用木棍敲打。抗战期

间的手工业工场，整理手段渐趋完善。

如一染织厂、厚生毛织厂、遂宁新华纺

织厂等，已有洗呢机、缩呢机、除尘机、

压光机、起毛机等整理设备。

第三节 产 品

一、毡

是最早的毛制品(无纺织物)。古

代用来制毡帽、毡衫、披毡、毡靴和其

他各种室内装饰品。至近代，主要品种

为靴毡，其他有垫毡、裹毡、火柴毡、帽

毡、羊毛毡衫、毡袜等。

二、氆氇、毪

氆氇是藏族地区生产的一种高级

斜纹织物，犹如毛哗叽。甘孜抓绒氆氇

颇有名气，但产量很少。毪为类似氆氇

的织物。细毪可作大衣料；粗毪犹如麻

布，宽 5 寸、长 3 丈，用于緾头裹足御

风寒。阿坝、甘孜出产最多。

三、查尔瓦

大凉山一带彝族妇女生产的御寒

抗雨毛织品。有平纹、斜纹、人字纹三

种。以呷洛(今甘洛)县田坝区生产的

胎羊毛查尔瓦最佳，精细柔软。

四、地毯

有栽绒毯、平毯、竹麻毯三种。成

都、西昌、丹巴、新龙、巴塘等地都生

产。主要用作椅垫、马垫、床毯、地毯

等。

五、毛毯

民国初年生产的毛毯只有 1．2 尺

宽。民国 18 年，三民纺织传习所生产

的毛毯，有幅宽 2 尺、长 4 尺与宽 3

尺、长 5 尺两种。民国 20 年，苏海成用

手拉阔幅梭织机所织毛毯宽 4 尺、长

6 尺。

六、牛绒

阿坝藏族特产，尤以黑水产的质

量最佳。绒布宽 1 尺，保温性能良好，

藏民用作牧衫。



第一节 生 产 发 展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军政

部武昌制呢厂于民国 27 年(1938 年)

8 月内迁重庆磁器口，民国 28 年初开

工生产军用呢绒和军毯，是四川现代

机器毛纺织生产之始。同年，聚兴诚银

行、蜀华实业公司投资，在犍为县金粟

乡(今五通桥区)筹建川康毛纺织厂，民

国 31 年初投产。同年 7 月，上海毛纺

实业家刘鸿生在重庆集资，官商合办

中国毛纺厂(今重庆毛纺厂)投产；高

士愚在重庆沙坪坝高家花园兴办民治

毛纺厂，袁国梁在江北县红砂碛创办

的福民毛纺织厂亦同期投产。民国 31

年末，四川已拥有毛纺锭 7220 枚，其

中精纺锭 3080 枚、粗纺锭 3960 枚，织

机 186 台。民国 33 年生产呢绒 40．66

万米，其中精纺呢绒 3．05 万米、粗纺

呢绒 37．61 万米，毛毯 708 条。民国

34 年呢绒产量达到 42．01 万米。对满

足市场、供应军需起到很大的作用。国

民政府主席林森于民国 32 年 3 月 8

日致函刘鸿生称：“抗战以还，外货输

入稍艰，毛织诸物尤感缺乏，内地自行

制造实为需要。执事苦心经营，创兴工

厂，规模既立，出品增新，对于抗战前

途，良多助益。”这一时期，产销两旺，

是四川毛纺织业史上的黄金时期。

抗战胜利后，军政机关、学校，迁

返南京，军用呢绒、毛毯不需四川供

应，四川毛纺织品市场需求减少；加之

美货倾销，竞争激烈，川康、民治、福民

等小毛纺厂，因产品缺少竞争能力，开

工不足，几乎到了奄奄一息的地步。而

中国毛纺厂以其产品优势，处于高速

增长的时期。民国 37 年，中国毛纺厂

生产呢绒 52 万米，比民国 34 年增长

56 % ，创建国前历史最好水平。1949

年全省生产呢绒 49．14 万米、毛毯

4．46 万条。

建国后，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四川



毛纺织业面临严重困难：一是原毛供

应不足，外毛进口大量减少，国毛供应

渠道不畅；另方面国家面临财政困难，

社会购买力很低，穿着呢绒毛料者寥

寥无几，市场萎缩，生产任务不足。人

民政府为帮助 毛纺织业渡过难关，

1950 年 8 月，纺织工业部安排四川加

工订货生产制服呢 6 万码，1951 年又

安排加工制服呢 2，7 万码、军毯 2．7

万条。1952 年，四川省百货公司帮助

毛纺厂推销产品，人民银行给予贷款。

尽管如此，几个毛纺厂的处境仍然十

分困难。1950 年全省呢绒产量下降到

24．68 万米，1951 年继续降到 16．46

万米，比民国 37 年下降 71．75 % ，设

备大部分停止运转，产品滞销积压，经

营亏损。616 厂(原为军政部制呢厂)

无法维持，1952 年 4 月并入中国毛纺

厂；民治毛纺厂也于 1953 年 3 月 12

日宣布停业，归并到上海民治毛纺厂。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随着国民

经济状况的好转，毛纺原料供应日趋

正常，毛纺织品销售市场转旺，生产逐

渐恢复。1954 年后中国毛纺厂开始对

苏联和东欧国家出口毛毯；1956 年后

中国毛纺厂的呢绒与川康毛纺厂的毛

毯也开始出口。两个毛纺厂在“一五”

计划时期依靠工人阶级，开展先进生

产者运动，推广“郝建秀工作法”、“五

一织布法”、“五三保全法”；中国毛纺

厂在精梳毛织工序，总结推广了“李世

惠对档操作法”等先进经验，提高了生

产效率。中国毛纺厂精纺毛织机的台

时产量从 1952 年的 1．62 米提高到

1957 年的 2．14 米，粗纺毛织机的台

时产量也从 2．64 米提高到 3．05 米；

毛纱条干有了明显改善；呢绒减少了

厚薄段、纬档、条痕等疵点。1957 年，

全省生产呢绒 82．6 万米(其中出口呢

绒 17．94 万米)、毛毯 13 万条(其中出

口 8 万条)，分别比 1952 年增长 1．78

倍和 4．5 倍，生产量均超过历史最高

水平。经济效益大幅度增长，是四川毛

纺织业生产协调发展的一个好时期。

1958～1966 年，生产出现波动。

前三年受“大跃进”影响，高速高产，生

产量和出口量有了很大增长。1960 年

呢绒达 160 万米，毛毯 23．8 万条；其

中出口呢绒达 92．33 万米，毛毯 9．4

万 条，分 别 占 生 产 量 的 57．7 % 和

39．5 % 。但产品质量下降，消耗增大。

1961 年后由于中苏关系变化，呢绒、

毛毯出口任务急剧下降，1964 年下半

年对苏出口的呢绒全部停止，出口毛

毯仅 保留了川康厂的提 花毯，致使

1966 年全省呢绒产量下降到 136 万

米，毛毯 20．8 万条。

1967～1976 年，四川毛纺织业生

产出现徘徊局面。60 年代中期，纺织

工业部决定毛纺织品的出口，由对苏

联转向对资本主义国家，采用“进料加

工”、“以进养出”的办法来促进毛纺织

生产的发展。但是，重庆毛纺织厂(原

中国毛纺织厂)的呢绒产品因质量品



种等问题，在出口行列中掉了队，加上

“文革”的干扰，四川呢绒产品未能打

入国际市场。致使 1976 年全省呢绒产

量只有 114．5 万米，比 1966 年下降

16 % 。这一时期，毛毯出口任务却有增

长，重庆毛纺厂于 1971 年也开始出

口。到 1976 年全省毛毯生产量达到

32．4 万 条 (其 中 出 口 毛 毯 24．2 万

条)，比 1966 年增长 55 % 。为发展少

数民族特需织物与三线建设工业配套

产品，新建了康定毛纺厂，扩建了川康

毛纺厂，1975 年末，全省拥有毛纺锭

8150 枚、织机 227 台。

粉碎“四人帮”后，毛纺织企业经

过整顿，生产水平和产品质量均有了

大幅度的提高，品种、花色增加，毛纺

织品市场畅销。1980 年，全省呢绒产

量达到 179．73 万米、毛毯 43．12 万

条，比 1976 年增长 56．9 % 和 32．9 % 。

“六五”时期(1981～1985 年)，纺织工

业部调整投资结构，增加毛纺织业的

投资，四川毛纺织业扩建、改建、新建

了一批毛纺织厂，生产能力大幅度增

长。到 1985 年止，四川毛纺织业全部

独 立 核 算 企 业 有 10 家，生 产 呢 绒

287．87 万米，其中精纺 147．59 万米、

粗纺 140．28 万米，毛毯 40．98 万条，

毛线 1062 吨。

四川省毛纺织业历年产品产量统计表





说明：1．资料来源于四川省纺织工业厅统计资料(1949～1979)和历年四川省轻工、纺织工业厅(局)统

计年报。

2．1941～1952 年统计中只包括川康毛纺厂、中国毛纺厂两家，未含制呢厂、民治毛纺厂。制呢厂

的生产能力为乙种呢 3．88 万米、丙种呢 15．6 万米。1948 年生产哔叽 2．8 万米、呢绒 1．6 万

米、军毯 8．8 万条。民治厂主要生产毛线，1944 年最高达到 6 万磅，抗战胜利后，时停时开，生

产不正常。福民厂产量很少。

第二节 工 厂 建 设

四川机器毛纺织厂的建设，是从

抗日战争初期开始的。内迁与新建了

军政部制呢厂、民治毛纺厂、中国毛纺

厂、川康毛纺厂等。建国初期，对老厂

进行了调整、迁并、改组，保留了中国

毛纺厂和川康毛纺厂。六七十年代，除

对老厂进行技术改造外，在康定新建

了 1 个小型毛纺厂和在川康毛纺厂扩

建了 1 个工业毡车间。1981 年后，重

庆毛纺厂进行了全面调整、改组、扩

建，形成了1 个万锭精纺厂和毛条、粗

纺、毛毯 3 个专业化生产厂；还扩建了

川康毛纺厂、康定毛纺厂、昭觉毛纺

厂；新建川康第二毛纺厂。建国后 36



年，四川机器毛纺织业全部独立核算

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共 9607 万元(不含

在建工程)，其中 1981～1985 年投资

6661 万元，占总投资的 69．3 % 。

四川毛纺织业主要工厂情况如

下：

国民政府军政部制呢厂 民国 27 年

8 月，国民政府军政部武昌制呢厂迁

来重庆磁器口，租用谦吉丝厂的厂址，

次年初开工生产。这是四川第一家现

代化机器毛纺织厂。有粗纺走锭 960

枚、精纺帽锭 1080 枚、毛线锭 180 枚、

织机 40 台，有职工 900 多人。民国 28

年春，该厂又在嘉定(今乐山)筹建第

二分厂(一分厂在兰州)。民国 31 年，

二分厂迁至重庆李家沱改为毛毯分

厂；同时又在柏溪设 三分场生产毛毯

(手工织造)。民国 35 年改属国防部联

合勤务总司令部被服总厂，1949 年更

名为国防部经理部第三被服厂制呢分

厂。重庆解放后，由西南军区后勤部军

需部接管，改名为西南军区后勤工厂

管理局制呢厂。1951 年隶属西南工业

部领导，改名为西南工业部 616 厂；

1952 年 4 月并入中国毛纺厂(今重庆

毛纺织厂)。

民治毛纺厂 民国 27 年，高士愚等

在嘉定筹建西南毛纺织公司。不久改

组为理治纺织染公司，有资本 60 万

元，并在嘉定设有制毛厂。民国 30 年

改组成民治纺织染公司，迁至重庆沙

坪坝高家花园成立民治毛纺厂，有粗

纺走锭 720 枚、铁织机 10 台，另外还

有印度式纺纱机；以生产毛线为主，也

生产毛毯、粗呢等。民国 33 年增添染

整设备，同年生产毛线 6 万磅，以及粗

呢、毛毯等。民国 36 年，高士愚去英国

购买一家小型毛纺厂的全套设备，在

上海杨树浦建立民治纺织染公司上海

分厂。建国初期，产品滞销，资金短缺，

重庆民治毛纺厂 1952 年停产。1953

年将全部财产迁往上海，并入上海分

厂。

重庆毛纺织厂 原名中国毛纺织

厂。民国 27 年 10 月，刘鸿生将上海

章华毛纺厂的精纺锭 2000 枚、织机

48 台和部分染整设备从上海浦东迁

至法租界，本人去香港。当年末，蒋介

石、宋子文电召刘鸿生回重庆，协议官

商合办中国毛纺织厂股份有限公司。

议 定 总 资 本 400 万 元，官 股 占

41．5 % ，私股占 58．5 % 。随之，刘鸿生

将上海章华毛纺厂设备迁来重庆，并

将国外已订购的设备，以及借用财政

部的英国信贷款 5 万英磅，向英国、香

港购买的部分设备，共六七百吨，从上

海经香港、仰光、腊戊、昆明绕道运来

重庆，历时二年，民国 31 年 7 月安装

竣工，投 入生产。有精梳毛纺 环锭

2000 枚、粗梳走锭 1960 枚、织机 120

台和染整设备。当时毛纺织品市场畅

销。民国 32 年公司股本增到 1200 万

元。民国 36 年为扩大产销，新安装绒

线锭 600 枚和新购置全套毛条设备。



民国 37 年又增加粗纺环锭 1120 枚、

走锭 840 枚和 N K F 织机等。到 1949

年末，中国毛纺 厂拥有 毛纺锭 6520

枚，其中精纺环锭 2000 枚、粗纺环锭

1120 枚、走 锭 2800 枚、绒 线 锭 600

枚，织机 96 台；工厂占地 113．6 亩，建

筑 面 积 30441 平 方 米；固 定 资 产

318．66 万元；职工 1503 人。

建国后，1952 年 4 月，制呢厂(西

南工业部 616 厂)并入。增加精梳纺锭

1080 枚、粗梳纺锭 960 枚、毛线锭 180

枚、织机 40 台。1959～1974 年进行危

房改造和扩建，新增制条能力 2．5 套；

更新改造粗纺系统，将老式环锭和走

锭淘汰、更新为国产定型 B C 582 型和

B C584 型粗纺机；更新老织机为国产

H 212(1×4)织机。其间，1966 年 12 月

该厂更名为重庆毛纺织厂。1979 年该

厂扩建绒线锭 840 枚及制条能力 1．5

套。1980～1983 年，改造、扩建精纺系

统，淘汰更新老式精纺锭，扩建精纺锭

达到 1 万枚。1984～1985 年，引进西

服生产线、针织绒线锭 2400 枚和精纺

摇架、罐蒸机 9 台(套)设备。1985 年

末，全厂占地 250 亩，房屋建筑面积

15．05 万 平 方 米，其 中 生 产 性 建 筑

8．16 万平方米，固定资产原值 2634

万元(未含新建尚未办结转手续的万

锭精纺工程固定资产价值)。安装精纺

B583 A 型细纱机 23 台 9108 枚，绒线

锭 B591 型 3 台 840 枚，英式翼锭 3 台

600 枚；织机 144 台，其中 H 212 型 76

台，G N 649 型 40 台，N K F 织 机 28

台。年末职工总数 3823。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重庆市

计委为适应市场变化，决定按照专业

化生产的原则，改组、改造重庆毛纺织

厂。将重庆毛纺织厂一厂分四厂，于

1983 年实施。具体分为下列四厂：

重庆毛条厂 重庆毛纺织厂以制条

设备作投资，巴县社队企业局以土地

作投资，国社联办毛条厂(重庆毛纺织

厂投资占 55 % ，巴县社队企业局占

45 % )，厂址巴县百节箭滩河芦咀，占

地 180 亩。第一期工程有洗烘设备 2

台、制条精梳机 40 台及配套设备。年

产洗净毛 720 吨、毛条 1230 吨，有职

工 700 人。1982 年 5 月 2 日投产。

重庆第二毛纺厂 重庆毛纺织厂以

粗纺设备作投资，巴县经委以缫丝厂、

农机厂作投资，市县联办二毛厂(市毛

麻 公 司 投 资 占 20 % ，巴 县 投 资 占

80 % )。第一期工程占地 38 亩，有粗纺

锭 2000 枚、织机 58 台。生产的粗纺呢

绒由重庆毛纺织厂染整。1982 年在巴

县小坝乡开工建设，1983 年 3 月投

产，有职工 600 人。

重庆毛毯厂 重庆毛纺织厂以毛毯

设备作投资，南岸区南坪公社以土地、

厂房作投资，国社联办毛毯厂(市毛麻

公司投资占 20 % ，南坪公社投资占

80 % )。第一期工程占地 30 亩，有毛毯

锭 480 枚、织机 32 台，于 1982 年 3 月

在南坪公社四公里大队院墙边生产边



建厂，1983 年 7 月 投产，有 职工 340

人。

重庆洗毛综合加工厂(渝州毛纺厂)

1978 年前是重庆毛纺织厂的大集体

“五·七”工厂。1978 年 7 月，重庆市

计委批准兴建洗毛综合加工厂，招收

家属、知青，职工人数扩大到 645 人。

1981 年自筹资金在重庆毛纺厂迁建

村家属区兴建厂房，1986 年 6 月更名

为重庆渝州毛纺厂，隶属重庆毛纺织

厂。有 B C272梳毛机 1 台、H 212 织机

5 台、20 年代的比利 时走锭 1 台 390

枚，职工 235 人。

川康毛纺织厂与川康毛纺二厂 民国

27 年，原山西太原毛纺厂厂长王达甫

来川避难，同成都纺织界知名人士黄

郎斋、蜀华实业公司总经理盛绍章、聚

兴诚银行成都分行经理黄墨涵、金融

界人士陈梓材共同发起筹建川康毛纺

厂，并得到大华、裕华 纺织公司的投

资，在犍为县金粟乡建厂，征地 47 亩，

建设规摸为粗梳纺锭 320 枚，资本 30

万元。由聚兴诚银行董事长杨粲三任

董事长，盛绍章任总经理，王达甫任厂

长，有职工近 500 人。于民国 31 年建

成投产。抗战胜利后，由于美货冲击，

产品 滞销，民 国 35 年 6 月 后 停 工，

1949 年末全厂剩下 311 人。

建国后，1954 年 11 月 7 日正式

公私合营。1965 年末，该厂安装有梳

毛 机 4 台、粗纺锭 645 枚 (其 中走锭

325 枚)、织机 32 台。1966 年，为配合

四川三线建设，该厂扩建工业用毛毡

车间，填补西南的空白。全套设备从联

邦德国、比利时引进，年产能力为 250

～300 吨，1971 年正式投产，实际投资

349．1 万元。“三五”计划期间，结合危

房改造，移地重建钢筋混凝土锯齿形

的梳纺、织造车间 4100 平方米，新增

梳毛机 1 台，B C584 型粗纺机 2 台、织

机 2 台，形成粗纺锭 1120 枚、织机 52

台的生产能力。1979 年 2 月，省轻工

局批准扩建粗纺锭 880 枚。投资 100

万元。1984 年 4 月，用补偿贸易方式

从意大利伯特兰公司引进粗梳毛纺针

织纱 设 备，计 有 高 效 梳 毛 机 2 台，

B5SE 立锭细纱机 2 台 1368 锭、自动

络筒机 1 台，年产能力为 300 吨，共计

价款 173 万美元。1986 年投产。

1983 年 1 月 16 日，省计经委批

准在乐山五通桥区杨柳湾新建乐山毛

纺厂(后改名为川康毛纺二厂)。第一

期工程为粗纺锭 2000 枚；二期续建粗

纺锭 1000 枚。征地 186．4 亩。由省纺

织设计院、乐山建筑设计院承担设计；

省建一公司 1985 年 1 月 施工，1988

年 11 月竣工。累计完成投资额 5175

万元，新增固定资产 4968 万元。形成

生产能力为粗纺锭 3120 枚、织机 104

台。之后，又利用技措资金，从联邦德

国、意大利、美国引进花式捻线机、剑

杆织机、起毛剪绒联合机、双刀剪呢

机、罐蒸机、和毛机、配色仪等。

康定毛纺厂与泸定牛羊绒纺织厂 康



定毛纺厂的前身是 1951 年建成的康

定洗毛厂。该厂除为中国毛纺厂和川

康毛纺厂加工洗净毛外，还利用下脚

毛手工生产林业工人劳保用品毪子和

藏民生活用毛毡、马鞍垫等。1969 年 3

月，纺织工业部决定将洗毛厂改建成

康定毛纺厂，投资 163 万元；新增粗纺

锭 640 枚、H 212 A 织机 12 台、H 212C

毛毯提花织机 4 台；新建锯齿型厂房

7836 平方米，于 1971 年底建成。生产

氆氇、条花氆氇、查尔瓦、统裙、毛毡、

毛毯等产品，满足少数民族生活的特

殊需要。1975 年，该厂扩建绒线车间，

新增绒线精纺锭 560 枚，总投资 49 万

元，1978 年竣工。两期工程共形成

1200 枚 粗纺锭和提 花毛 毯织 机 16

台、粗纺毛织机 14 台的生产能力。

1981 年 7 月，康定毛纺厂利用下

马的泸定铁厂部分厂房，建立了牦牛

绒分梳车间。从内江棉纺厂等处购回

1181C、A 1181C、A182F 型等旧梳棉

机 22 台、B C 262 和毛机 1 台、法式梳

毛机的后车等，形成分梳牦牛绒 60 吨

的生产能力。1982 年定名为泸定牛羊

绒分梳厂。1985 年 8 月 20 日，国家科

委将“牦牛绒分梳”列为第二批“星火

计划”项目，投资 953．8 万元，新建厂

房 4400 平方米，新安装 B C584 型细

纱机 2 台(480 锭／台)、H 212 织机 16

台和前织设备与染整设备。同时引进

意大利立锭纺纱机 684 锭、松式络筒

机 48 锭、筒子染纱机 1 台、电子针织

横机 2 台，1986 年 11 月该厂改名为

沪定牛羊绒纺 织厂，1988 年正式投

产。形成年产分梳牦牛绒 100 吨、牦牛

绒针织纱 150 吨、牦牛绒呢绒 15 万米

的能力。有职工 179 人。

昭觉毛纺织厂 前身是凉山州民族

工艺品厂。1982 年 9 月，为解决彝族

人民穿衣的特殊要求，扩建查尔瓦车

间，投资 230 万元，建设粗梳毛纺锭

400 枚、织机 8 台。形成年产呢绒 8 万

米、毛毯 5 万条的能力，1985 年试产。

1986 年 5 月 28 日更名为昭觉毛纺织

厂。

此外，1985 年开工建设，结转到

“七五”计划时期的在建工程项目有四

个。

成都毛纺织厂 1985 年 7 月 10 日，

成都市计委批准在双流县孙家岗新

建，规模为精 纺锭 4800 枚、织机 96

台，总投资 3500 万元(无毛条设备)。

1986 年开工，1987 年基本竣工。

德阳毛纺织厂 1985 年开始筹建，

规模为精纺锭 4800 枚、织机 96 台、绒

线锭 1200 枚，总投资 4230 万元(无毛

条设备)。1986 年 10 月 18 日施工，

1988 年 8 月建成投产。新增固定资产

3963 万元，厂房建筑面积 25135 平方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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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县毛纺织厂 1985 年 11 月 25

日，省计委批准利用南部县织布厂 旧

址，改建毛纺织厂。到 1990 年有粗纺

锭 1040 枚、织机 40 台。

梁平毛纺织厂 1985 年 12 月，由

县计委批准，与广西南宁市毛纺厂合

资 兴 建 的镇 办 企 业。占 地 18 亩，有

B583 A 型细纱机 4 台 1584 枚。1987



年 2 月正式试车投产，固定资产原值

为 420 万元，以生产膨体腈纶绒线为

主。

第三节 装备与工艺

一、原毛初加工

洗毛：民国 31 年，中国毛纺厂有

1 台自制的四木槽铁耙式洗毛机和 1

台四层铜丝网砖体热风式烘毛机。制

呢厂在建国前有 1 台德制四槽洗毛

机，1952 年后，实现开毛、洗毛联动

化，采用管道输送到洗毛机上，提高了

洗净毛质量和减轻了劳动强度。1978

年，重庆毛纺厂采用国产 LB022 型洗

毛联合机。该机由开毛、洗毛、烘毛三

部分组成，利用自动喂毛机输送原毛，

并由双锡林开毛机、洗毛机、烘燥机等

组成，形成连续化生产线。洗毛工艺采

用乳化洗毛法。有皂碱洗毛、合成洗涤

剂洗毛、纯碱洗毛、中性洗毛等。

去草：中国毛纺厂在 40 年代初

期，自制 1 台两辊式杠杆加压疋炭化

浸酸机，采用疋炭化工艺去草。1971

年，川康毛纺厂工业毡车间投产时，采

用浸酸池浸泡散毛炭化工艺。1980

年，川康毛纺厂组装了由喂毛、浸酸、

轧车、碎炭、中和、烘燥等部分组成的

LBC O 61 型散毛炭化联合机，进一步

完善了原毛加工工艺。

牦牛绒分梳枝术：1979 年，沪定

牛羊绒分梳厂开始利用棉纺织厂更新

淘汰的梳棉机，进行牦牛绒分梳、去皮

屑，效果显著，但对纤维损失较大。

1985 年，该厂采用国产新型罗拉与盖

板式相结合的联合分梳机，含粗率、含

杂率、纤维完好率、绒毛提取率等技术

经济指标，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

二、粗梳毛纺

和毛：四川最早都是采用人工铺

层混合法。1965 年，中国毛纺厂改用

转头式(S 头式)混毛机，实现半机械

化和毛。

梳毛：建国前，中国毛纺厂的梳毛

机 系 拚 凑 而 成，有 比 利 时 贺 德 宝

(Houqet D uesbury)机械制造厂和重

庆恒顺铁工厂制造的 10 台梳毛机，每

套梳毛机由三节(三锡林)独立运行的

单元梳毛机组成，中间无过桥机构，毛

网输送全靠手工；1954 年开始对 10

台梳毛机进行改造，加装胸锡林和过

桥装置，实现三节梳毛机连续化。1965

年后，原有的梳毛机已不适应生产发

展的要求，陆续更新为国产定型设备

BC272B 型二联式和 BC272 型三联式

梳毛机。

纺纱：建国前，几个毛纺厂的粗



纺，大部分使用老式走锭。中国毛纺

厂、川康毛纺厂也有少部分老式环锭。

由于走锭占地面积大，生产效率低，维

修困难，从 1968 年开始，重庆毛纺厂、

川康毛纺厂对走锭淘汰更新。之后，又

淘 汰老式 环锭，采用 国产定型设 备

B C582 型粗梳毛纺细纱机。以后又采

用 B C584 型、B C583 型纺纱机。1985

年，川康毛纺厂从意大利引进毕加利

(Bigagli)公司的 B5S E 型自动立锭机

2 台 1368 枚，纺纱过程系由电子程序

自动控制。与之配套的有 For 公司的

020505／A 型自动梳毛机、萨维欧公司

的 B A 15 型自动络筒机，均具有 80 年

代国际先进水平。1986 年，泸定牛羊

绒纺织厂也引进意大利同型号的立锭

1 台 684 枚；二轻系统都江地毯厂(灌

县地毯厂)引进日本立锭 2 台，生产兔

毛混纺针织纱。

三、精梳毛纺

制条：中国毛纺厂建厂初期，毛条

靠国外进口。民国 35 年引进毛条设

备，由英式两锡林梳毛机 3 台、圆型精

梳机 2 台，以及梳前、梳后针梳机等组

成(英国 Prince S mith 公司 1941 年制

造)。制呢厂也有同样的制条设备，但

缺针梳机。这套设备适用于梳制半细

毛油毛条。1967 年，重庆毛纺厂扩建

制条车间，采用国产 B272 精纺梳毛

机、B311 A 型直行精梳机和前后相应

的针梳机，到 1972 年完工，形成了完

整的毛条生产线。1982 年单独成立重

庆毛条厂。

精纺：建国前，中国毛纺厂精纺系

统前纺采用法式工艺，共 9 道工序，粗

纱为无捻纱、细纱为环锭，共 2000 枚

(400 枚／5 台，德国哈德门公司 1936

年制造)，适纺干毛条。制呢厂的精纺

系统前纺采用英法混合式，共 10 道；

粗纱为有捻纱，适纺油毛条，帽锭式细

纱机，共有帽锭 1080 枚(180 枚／6 台，

英国 Prince S mith ￡ Stell 公司 1934

年制造)。中国毛纺厂从 1962 年 9 月

开始，采用国产 BC582 型细纱机部

件，将帽锭改成环锭。与此同时，从 50

年代末到 1965 年，前纺设备进行技术

改造，缩短工艺流程，法式前纺由 9 道

改为 7 道，英法混合式由 10 道改为 8

道。1972 年采用国产有自调匀整装置

的新型针梳机，进一步简化前纺工序。

1982 年后，重庆毛纺厂将老细纱机统

一更新为国产 B583 A 型精梳毛纺细

纱机。

四、绒线毛纺

民国 35 年，中国毛纺厂安装翼锭

细纱机 600 枚(英国 Prince S mith 公

司 1941 年制造)。前纺采用英式工艺，

8 道工序，有捻粗纱。60 年代经过技术

改造，前纺工序缩短为纯毛 6 道，混纺

7 道。1972 年，将翼锭改为环锭，纺纱

支数范围 6～12 公支，只能生产编结

绒线。1974 年，重庆毛纺厂开始扩建



的 840 枚 绒 线 锭，系 国 产 B591 型

(280 枚／3 台)绒线锭。1985 年 11 月，

重庆毛纺厂从日本引进 2400 锭针织

绒线锭。

五、毛织

从民国 27 年到建国初期，四川机

器毛纺织业织造技术进步不大，设备

比较落后。1952 年，中国毛纺厂有织

机 136 台，其中铁木织机 60 台，型号

多 达 10 种，有 多 臂 式 录 机 (德 国

Saechsische 公司 1934 年造)、多臂式

灰 机 (德 国 Gr — ossekhainbr 公 司

1934 年 造)、多 臂 式 海 京 机 (美 国

K no wlesloo m 公司造)和国产的多臂

式大畏机(上海鸿昌铁工厂造)、多臂

式林惠昌机(上海林惠昌铁工厂造)和

踏盘式大来织机(上川机器厂造)。多

臂装置有棕片 16～30 片。所有织机，

全无经停装置，大部分织机没有经纱

保护装置。前织设备型号繁多，结构陈

旧、落后。从 50 年代开始，中国毛纺厂

加装纬停装置，精纺织机全部加装经

停装置，开始改造陈旧落后的设备。

1961 年，中国毛纺厂对老织机进行更

新改造，到 70 年代末，粗梳织机统一

为英国 N K F 型和国产 H 212 型，自动

化程度较高。精梳织机除将部分大畏

机、录机等重型织机改造为提花织机

外，其 余 全 部 更 新 为 国 产 定 型 的

H 212 A 型和 H 213 型织机。80 年代

后，前织设备亦全部更新。1984 年，重

庆第二毛纺厂引进意大利新比隆公司

T P400 型剑杆织机 12 台，车速高，噪

音小，机物料消耗少，具有 80 年代国

际先进水平。

六、毛染整

散毛染色：40 年代，中国毛纺厂

自制紫铜圆锅，人工搅拌染色。1956

年引进 1 台英国不锈钢散毛染色机，

以后陆续采用国产 N C464 型高压循

环式散毛染色机，每缸可染毛 100 公

斤。

毛条染色：建国前，中国毛纺厂使

用不锈钢双桶木槽条染机。建国后，增

添国产 N 641 型四桶不锈钢条染机。

自使用合成纤维后，发展了高温高压

染色。80 年代增加 G R 201 型高温高

压毛条染色机，可染散毛、毛条和毛型

化纤等。

毛纱染色：1985 年前，四川无毛

纱染色设备。1985 年底，泸定牛羊绒

分梳厂从意大利引进 BC—800／2—

A T 筒子染纱机和配套的 B— K T —

90 松式络筒机。

呢疋染色：建国前，中国毛纺厂采

用木花栏木槽绳状染呢机。1964 年，

引进日本不锈钢绳状染呢机。80 年代

后，大部分采用国产 N365—6 型不锈

钢绳状染呢机。

洗呢：建国前，大部分用自制木槽

简 易设 备。60 年代开 始 采用 国 产

N 113 型(精纺)、N133 A 型(粗纺)不



锈钢绳状洗呢机。

煮呢：建国前，中国毛纺厂采用自

制 单 槽 煮 呢 机，70 年 代 采 用 国 产

N312 A 型双槽往复式煮呢机。为适应

毛涤产品需要，80 年代将烘呢机改装

为高温热定型机。

剪毛：1952 年前用单刀剪毛机，

1956 年中国毛纺厂引进联邦德国双

刀剪毛机。70 年代采用国产 N 041 型

三刀剪毛机。1980 年，川康毛纺厂为

开发腈纶毛毯，引进意大利的抓剪联

合机、电热烫光机和日本滚球机各 1

台，形成纯腈纶立绒、长短顺毛型提花

毛毯后整理生产线，使腈纶毛毯后整

理技术达到了新水平。

蒸呢：中国毛纺厂建厂初期为立

式简易蒸呢机。1952 年，制呢厂并入

后，增加了大、小锡林封闭式蒸呢机。

70 年代，统一为国产 N 711 型封闭式

蒸呢机。1982 年为适应毛涤产品的需

要，使用国产 N 712 型罐蒸机。1985 年

后，川康第二毛纺厂引进意大利的罐

蒸机。

七、工业用毡

1971 年，川康毛纺厂建成的工业

毡生产线，从比利时引进除杂机等前

处理设备，从联邦德国引进毛毡烫压

机、三锤缩毡机、罗拉缩毡机等，具有

国际 70 年代水平。形成年产工业毡

250～300 吨的设备能力，是国内机械

化程度最高的工业毡生产线。

第四节 产 品

一、精纺呢绒

民国 28 年，内迁重庆的军政部制

呢厂开始生产少量军官服用哗叽。民

国 32 年 9 月，中国毛纺厂开始用进口

毛条生产精梳哔叽，同年生产出华达

呢。到建国前，中国毛纺厂生产的精纺

呢绒产品有哗叽、华达呢、马裤呢、素

花呢、条花呢、人字呢、啥咪呢等 8 个

品种。民国 36 年后用国产毛条生产的

品种有哔叽等 11 个。

建国后，1955 年 8 月 3 日，中国

毛纺厂用 64 支干毛条 70 % 和 2．75

旦上青色粘胶(毛型)条 30 % ，混纺生

产出毛粘混纺哗叽，这是四川毛纺织

业首次开发出的化纤混纺精梳毛纺织

品。1957 年 4 月 23 日,中国毛纺厂用

64 支 干 毛 条 60 % 与 毛 型 人 纤 条

40 % ，试制出毛粘单面花呢；1958 年 3

月 9 日试制出 64 支毛条 70 % 、麻条

30 % 混纺的毛麻印花凡立丁；1962 年

3 月 13 日，中国毛纺厂用 66 支干毛

条 20 % 、粘 胶条 60 % 、锦 纶 (毛)条

20 % ，混纺试制出粘、毛、锦华达呢；

1963 年 7 月 2 日，中国毛纺 厂用 66



支 染 色 外 毛 条 45．3 % 、涤 纶 条

54．7 % ，试制出 43413 毛涤的确 良；

1964 年 7 月 14 日，中国毛纺厂用粘

胶条 80 % 、锦纶条 20 % ，试制出纯化

纤粘锦(毛型)哗叽。

1964 年 6 月，中国毛纺厂用国产

改良毛试制精纺毛织品、粗纺毛织品、

毛线和毛毯四大类产品，年末完成试

制任务。

“文革”后，进口羊毛减少，大量使

用国产改良毛(以新疆改良毛为主)与

化纤代替进口羊毛、毛条。1973 年 2

月 18 日，重庆毛纺厂用粘锦混梳条

75 % (其 中 含 锦 纶 15 % )、腈 纶 条

25 % ，试制出纯化纤粘腈锦凡立丁。

70 年代末 80 年代中，毛混纺产

品大量发展，有涤粘凡立丁、涤毛粘花

呢(俗称三合一)、混纺哔叽、混纺华达

呢、混纺凡立丁和混纺派立司、仿毛华

达呢等。

四川省 1979～1985 年精纺呢绒

获奖产品：重庆毛纺厂的 22013 纯毛

华达呢，1979 年 获重庆市纺织工业

局、四川省纺织工业局优质奖，1980

年获四川省经委优质奖，1984 年获纺

织工业部优质奖；三羊牌 21014 纯毛

哔叽，1979～1980 年获重庆市纺织工

业局优质奖，1981 年获四川省纺织工

业局优质奖，1981 年获四川省经委优

质奖。

二、粗纺呢绒

民国 28 年，军政部制呢厂开始生

产军官用制服呢。民国 31 年，中国毛

纺厂开始生产粗纺呢绒，民国 31～38

年间，生产的有国毛制服呢 21 个规

格，国毛西装呢 29 个规格，厚大衣呢

16 个规格，薄大衣呢 51 个规格以及

雪花呢等。使用原料除羊毛外，还用紫

山羊绒、骆驼绒、牦牛绒、狗绒等。同

期，川康毛纺厂生产出大衣呢、制服

呢、雪花呢、法兰绒等。

1955 年 5 月 24 日，中国毛纺厂

用 昌 都 乙 级 白 毛 70 % 、上 青 粘 胶

30 % ，试制出毛粘制服呢，这是四川毛

纺织业生产出的第一个毛粘混纺粗纺

产品。1956 年，川康毛纺厂也开发了

羊毛粘胶混纺粗纺产品。

1956 年 1 月 15 日，中国毛纺厂

用川康一级毛 65 % 、牦牛绒 35 % ，试

制出牦牛绒混纺海力斯。6月 9 日，又

生产出毛麻混纺海力斯。

50 年代末期，川康毛纺厂开发高

档的麦尔登呢、海军呢、法兰绒及中低

档粗细花呢、女式呢。但是，细呢因质

量问题和价格太高生产不多。

1961 年 8 月 6 日，重庆毛纺织厂

用锦纶纤维 20 % 和 64 支澳州散毛

80 % ，试制出毛锦法兰绒。之后，混纺

麦尔登呢、混纺制服呢、混纺平厚呢、

混纺学生呢大量生产。

60～ 70 年 代，川 康 毛 纺 厂 的



03354 纯毛制服呢质地优良，成为四

川一个有名优质产品。70 年代末，该

厂用国产改良三级毛生产的制服呢，

质价相称，成为市场的抢手产品。

80 年代，川康毛纺厂用国毛、外

毛的细支毛生产的麦尔登呢、海军呢、

女式呢、平厚大衣呢、仿拷花大衣呢、

顺毛女式呢等，别具风格。用牦牛绒开

发的新产品有牦牛绒法兰绒、牦牛绒

拷花大衣呢、牦牛绒仿拷花大衣呢等。

试制出鲜艳的黄棕、深驼、大红三种颜

色的牦牛绒产品。这一时期，还利用四

川的兔毛，开发了兔毛针织纱，试制出

免毛女式呢等。

四川省 1979～1985 年粗纺呢绒

获奖产品：川康毛纺厂的 03354 制服

呢，1979 年 获 四 川 省 经 委 优 质 奖，

1981 年获纺织工业部优质奖；03004

纯毛制服呢、01006 纯毛麦尔登呢获

1981、1984 年四川省经委优质奖。重

庆毛纺厂三羊牌 17052 毛粘混纺粗毛

呢获 1981、1982、1983 年四川省纺织

工业局(厅)优质奖，1982 年获四川省

经委优质奖；三羊牌 01014 纯 毛麦尔

登呢获 1981、1982、1983 年四川省纺

织工业局(厅)优质奖；三羊牌 02013

纯毛大衣呢获 1983 年四川省纺织工

业厅优质奖；丽鸟牌 17210 牦牛绒混

纺呢获 1983 年国家经委金龙奖。

三、毛毯

民国 28 年，军政部制呢厂开始生

产军毯。抗日战争时期，川康毛纺厂生

产格花毯、素毯等。中国毛纺厂也曾少

量生产毛毯。

建国后，中国毛纺厂于 1954 年开

始生产出口驼色毛毯。1955 年，川康

毛纺厂试制成功出口印花毯。1957

年，川康毛纺厂用提花织机试制成功

6502 纯毛提花毛毯，成为四川的出口

拳头产品。1957 年 2 月 4 日，中国毛

纺厂试制毛粘混纺素毯；同时还试产

了毛麻混纺毛毯。1959 年，川康毛纺

厂利用黑花羊毛试制成功 121 褐色毛

毯，为四川土种改良四级黑花毛找到

了出路。1965～1969 年，川康毛纺厂

试制成功 852 (3．5 磅)、855 (5 磅)、

850(2．5 磅)三种规格的粘胶纤维出

口提花毯，图案花色新颖，获得外商好

评。

1971 年，康定毛纺厂投产后，开

始生产少数民族特 需的 机织 氆氇，

1972 年生产条花氆氇与查尔瓦。1981

年 12 月，生产藏被。

80 年代初，川康毛纺厂试制腈纶

顺毛提花毯，1985 年试制 65708 腈纶

立绒提花毯和 65484 毛腈纶混纺水纹

提花毯，水纹清浙、配色新颖，为省内

首创。还试制出原液上色氯纶纤维与

粘胶纤维混纺的氯粘提花毯，以及牦

牛绒与羊毛混纺成的雪绒毯。1983 年

后，川康 毛 纺 厂 用 进 口 外 毛 生 产

65310 纯毛水纹提花毛毯。

1984 年，泸定牛羊绒分梳厂与江



阴社办毛纺厂协作，生产出羊毛、牦牛

绒混纺仿拷花大衣呢、雪花呢 3 万米。

四川省 1979～1985 年毛毯获奖

产品：重庆毛纺厂三峡牌 5131 毛腈军

毯获 1983 年四川省纺织工业厅优质

奖；冬梅牌 4701 人纤提花毯获 1982

年四川省纺织工业局优质奖。川康毛

纺 厂 6501、6502 纯毛提花毯，4701、

4702 毛毯，65316 纯毛水纹提花毯等

获四川省纺织工业厅优质奖。

四、绒线

民国 36 年，中国毛纺厂开始生产

绒线。用外毛条生产牧羊牌绒线，用国

毛生产节约牌、福寿牌等绒线。

建国后，中国毛纺厂 1953 年开始

生产合力牌 275 粗绒线(用纯毛 48～

50 支油毛条)和 285 奇羊牌粗绒线

(纯毛 56 支油毛条)。1958 年 8 月 14

日，该厂生产毛粘粗绒线。1971 年 9

月 3 日，重庆毛纺厂用 58 支新疆毛条

71 % 、腈纶条 29 % ，混纺生产毛腈粗

绒线。

四川省 1949～1985 年绒线获奖

产品：重庆毛纺厂飞燕牌 272 纯毛毛

线于 1979、1981、1983 年获四川省纺

织工业局(厅)优质奖，1981 年获四川

省经委优质奖；奇羊牌 285 纯毛粗绒

线 1981 年获四川省纺织工业局优质

奖。

五、造纸用毛呢

民国 32 年，中国毛纺厂曾少量生

产造纸用毛呢。1958～1959 年，川康

毛纺厂试制出不同重量的上毛布 4

种、下毛布 7 种。

六、工业毡

1971 年，川康毛纺厂开始生产各

种系列的平面毡、毡轮、毡件、蓬垫毡、

防化毡。1982 年，该厂生产皮革毡。同

年试制成功 111 弹性针布毡，1985 年

获四川省政府技术进步奖。



第一节 国 内 销 售

重庆开埠前，四川少数民族地区

生产的手工毛纺织品大部分在本地和

西藏、青海等地销售，省内大中城市

中，只有上层社会的官绅使用少量的

毛毡、地毯作室内铺饰用品，市场上毛

制品很少。开埠后，英、俄、意大利等国

的毛呢开始输入四川。清光绪十七年

(1891 年)输入呢绒 1．65 万匹(价值

17．8 万关平两)，次年增至 5．66 万匹

(价值 49．2 万关平两)。从此，在四川

的主要城市才有了机制毛织品的商品

市场。民国 8 年(1919 年)“五·四”运

动后，川人穿着西装、中山装逐渐流

行，呢绒需求量也逐渐增长。民国 17

年，由重庆、万县港输入的呢绒 37 万

匹，价值高达 66．7 万关平两。当时，四

川市场上供应的本地产品只有几家手

工毛织工场生产的少量军毯、地毯、毛

毡等。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

重庆，四川的毛纺织品需求量急剧增

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节省外汇，

限制毛纺织品进口，制订了《战时特种

物品消费统制办法》，对毛纺织品等奢

侈品增课营业税 1 倍。太平洋战争爆

发后，舶来品几乎完全断绝，大后方的

毛纺织品供应十分短缺。民国 28 年开

工生产的军政部制呢厂，年产呢绒、毛

毯 20 多万米，统由军需署分配，供各

级军官服用；只有少量的民用花呢、毛

毯、造纸呢等投入市场销售。民国 31

年，川康毛纺厂、中国毛纺厂先后投产

后，市场供应呢绒量稍趋缓和，最高年

销售量达 45～50 万米(不含供军队系

统的呢绒)，产品销往川、康、云、贵、

甘、陕等省。

抗战胜利后，毛纺织品销售市场

竞争激烈。川康、民治、福民等小毛纺

厂因产品质次价高，生产陷入半停工

或歇业状态。中国毛纺厂在竞争中求



生存、廉价促销，渡过了困境。民国 36

年后因通货膨胀的刺激，毛纺织品市

场销量大幅度回升。民国 37 年，该厂

销售呢绒 49．57 万米。但川康等小厂，

则一蹶不振。

建国初期，毛纺织品出现滞销。

1950 年，呢绒销售量下降到 12 万米；

1952 年 7月，在北京召开的毛纺织品

订货会议上，只有卖方，没有买方，当

年全省也仅销售了 14．9 万米。1953

年底国民经济状况好转，职工工资调

整，社会购买力增加，毛纺织品销售形

势随之发生变化，积压的产品销售一

空；同年 9月，西南百货公司对于中国

毛纺厂实行统购包销。1954～1967 年

是产销两旺时期，呢绒的国内销售量

从 1954 年的 22．9 万米，增长到 1967

年的 379 万米。1968～1976 年是毛纺

织品产销徘徊时期，年平均销量 282

万米左右，自给率 40 % 。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市场繁

荣，购销两旺。呢绒已不再是奢侈服装

品而进入千家万户，1982 年销售量达

到 1357 万米，1985 年猛增到 2425 万

米。其中纯毛华达呢、纯毛提花毛毯等

高档产品更是供不应求。1985 年从省

外调入呢绒产品达 1133 万米。

第二节 对 外 贸 易

一、毛毯的对外贸易

1954 年，中国毛纺厂对苏联出口

7501 驼色毛毯 3 万条，这是四川毛纺

织品首次出口。1956 年，川康毛纺厂

开始出口 6701 印花毛毯，1957 年增

加出口 6502 纯毛提花毛毯，1958 年

又增加 7503 毛毯出口。1961 年两厂

出口毛毯共达 14．8 万条。1961 年后，

中苏关系变化，出口毛毯只保留了川

康毛纺厂一家。1964 年全省毛毯外贸

交货量只有 2 万条。从 1967 年开始，

川康毛毯开始转向对资本主义国家出

口；1971 年，重庆毛纺厂也向资本主

义国家出口毛毯。1971 年全省毛毯的

外贸交货量回升到 14．8 万条，1978

年达到 28．96 万条，创出口毛毯历史

最高水平。出口毛毯花色品种有纯粘

胶毛毯、毛粘混纺毛毯、纯毛素毯、纯

毛提花毯、腈纶提花毯等。产品远销亚

洲的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巴基斯坦、泰国等 15 国；美洲的加拿

大、阿根廷、美国；非洲的南非、埃及、

尼日利亚等 5 国；欧洲的苏联、罗马尼

亚、南斯拉夫等。1979 年后，毛毯外贸

市场疲软、出口量下降，到 1985 年只

有 8．78 万条。



二、呢绒的对外贸易

1956 年，中国毛纺厂开始向苏联

出口精纺呢绒 13．72 万米，1958 年又

增加粗纺呢绒出口，到 1961 年出口呢

绒 96．34 万米，其中精纺呢绒 49．08

万米、粗纺呢绒 47．26 万米，创历史最

高水平，远销苏联、越南、朝鲜等社会

主义国家。1964 年后，中国毛纺厂对

苏出口呢绒完全停止。以后，一直到

1979 年，该厂产品因花色品种、质量

问题未打开资本主义国家市场，一直

没有出口，1980 年开始出口香港和东

西方国家。1985 年，出口交货精纺呢

绒仅 9．52 万米。此外，1985 年，川康

毛纺厂还同意大利伯兰有限公司签订

了补偿贸易合同，从意大利引进 5 台

粗梳 毛纺设备(高效梳毛机 2 台、立

锭 2 台、自动络筒 1 台)，共计 173 万

美元，1986～1987 年，川康毛纺厂用

生产的粗梳兔毛针织纱出口补偿。

四川省毛纺织业呢绒、毛线 1952～1985 年销售量和人均消费量统计表





中国毛纺织厂、川康毛纺织厂建国前历年销售量统计表

说明：1．资料来源于中国毛纺织厂历年厂务报告。川康毛纺织厂根据成都交通银行业务股 1950 年 8

月写的《川康毛织公可调查报告》。

2．军政部制呢厂的产品每年呢绒毛毯约 20 万米，主要供军队系统使用，供民用很少。民治厂以

产毛线为主，粗纺呢很少。福民毛纺厂产量也很少。民治、福民两厂在抗战时期每年生产与销售

呢绒约 5～8 万米。抗战胜利后，这两厂处于半停产状态，产销量很少。在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毛

纺织厂除四川省的毛纺厂外，还有兰州的西北毛纺厂(粗纺 840 枚、织机 13 台)、兰州毛纺厂(粗

纺 1140 枚、织机 20 台)、兰州军呢厂。这三个厂规模都不如四川的毛纺织厂大。四川毛纺织厂的

产品不仅供应四川，而且还供应大后方。

四川省毛纺织业 1954～1985 年出口交货量统计表







第一节 销 售 效 益

一、精纺呢绒的销售效益

精纺呢绒是高档的衣着用料，其

价格、利润率、税率国家定得都比较

高。1958 年，中国毛纺厂生产的纯毛

华达呢用的是进口毛条，四川物价部

门定的每米出厂价为 22．47 元，每米

利润 4．75 元，销售利润率 21．13 % ，

销 售 利 税 率 56．47 % ( 税 率 为

35．35 % )。1966 年 10 月，实行全国统

一价格，2201 纯毛华达呢每米出厂价

调为 21．17 元。1967～1976 年“文革”

干扰，生产混乱，经济效益大幅度下

降；加之改用新疆毛条生产，1974 年

国家提高一级改良全细毛供应价后，

有的年份仅能保本微利。

粉碎“四人帮”后，生产恢复正常，

效益回升。1980 年，重庆毛纺厂用国

毛与外毛混纺生产的华达呢每米销售

收入 22．03 元，平均每米销售利润可

达 3．75 元，销售利税率回升到 35 % 。

1985 年，每米销售利润 保持在 3．38

元，销售利润率为 12．68 % ，销售利税

率 31 % (1972 年后，精纺毛织品税率

由 35 % 调为1 8 % )。

二、粗纺呢绒的销售效益

粗纺呢绒分高、中、低三档，大多

数为中档产品。制服呢为中档的代表

产品。50 年代，中国毛纺厂与川康毛

纺厂的各种制服呢，省定出厂价每米

在 11～13 元，每米销售利润在 2．2～

3 元，销售利税率在 30 % ～35 % 。1966

年，粗纺呢绒价格有较大下降，利润减

少。川康毛纺厂的 03354 纯毛制服呢

每米出厂价从原来的 17 元降为 14．9

元，每 米 销 售 利 润 从 2．74 元 降 为

0．95 元，销 售 利 润 率 从 原 来 的

16．11 % 下降为 6．37 % ，销售利税率

从 31．20 % 下降为 21．54 % 。以后，一

直到 80 年代，制服呢每米利润保持在



1 元左右，销售利润率为 5 % ～7 % ，销

售 利 税 率 25 % (1972 年 税 率 调 为

18 % )。海军呢、麦尔登呢、大衣呢为粗

纺的高档产品，销售利税率较高，低档

的劳动呢等属微利产品，甚至亏本。

1984～1985 年，原料和产品的价格开

始自由浮动，经济效益也逐渐上升。

三、毛毯的销售效益

川康毛纺厂的 6502 纯毛提花毛

毯，是用优质土种羊毛生产的出口和

内销的一个拳头产品，在毛毯产品中

利 润较高。1957 年，每条省定价为

40．5 元，销售利润 9．90 元，销售利润

率 为 22．6 % ，销售利 税率 34．75 % 。

1960～1985 年，内销 6502 毛毯原料

成本以及工费都有很大增加，出厂价

虽 多 次 调 整，到 80 年 代 也 只 调 到

43．5 元，致使企业不再生产，这个产

品逐渐消失，而被利润率较高的外毛

提花水纹毛毯所代替。出口的 6502 毛

毯从 1965 年以后，提价幅度较大，从

42．22 元提高到 1985 年的 65．9 元，

销售利润率达 17．46 % ，销售利税率

36．32 % (毛 毯 税 率 从 1972 年 起 由

15 % 调 为 18 % )，所 以 到 1985 年，

6502 出口毛毯还在生产。

四、毛线的销售效益

1956 年，中国毛纺厂生产的 275

纯毛线出厂价为 24．92 元／公斤，销售

利润率 7．7 % ，销售利税率 45．22 % 。

( 因 原 料 为 进 口 毛 条，税 率 为

35．35 % )。到 1978 年，272 纯毛粗绒

线销售利税率仍为 44 % 左右，保持较

高的水平(1972 年调整毛线税率，从

35 % 降为 18 % )。1984 年进口毛条提

价，销售利税率下降。

第二节 资金效益与积累

一、资金效益

毛纺织业的销售利税率和资金利

税率是纺织业中较高的一个行业。从

1956～1960 年，毛纺织品销售利税率

平 均 为 44．74 % ，1958 年 曾 达 到

49．03 % ；资 金 利 税 率 平 均 为

122．1 % ，1960 年达到 161．38 % 。一年

的利税为固定资产净值和定额流动资

金平均余额之和的 1．6 倍。

“大跃进”时期，由于高速、高产、

拼设备，管理松驰，消耗增加，效益下

降。1961 年后，毛纺织品出口任务减

少，商业库存增大。1966 年，降价促

销。1968～1969 年“文革”初期，又由

于无政府主义干扰，生产下降，销售利

税率一度降到 6．3 % ，资金利税率降

到 3．38 % 。从 70 年代以后，一直到

1985 年，销售利税率一直徘徊在 30％



左右，资金利税率也在 30 % 左右。

二、积累

民国 34 年，中国毛纺厂、川康毛

纺厂共盈利 6．4 亿元。抗战胜利后，中

国毛纺厂仍保持了较好的盈利水平，

民国 36 年盈利 40．8 亿元，川康、民治

等小毛纺厂缺乏竞争能力，效益下降，

甚至发生亏损。

建国初期，中国毛纺厂、川康毛纺

厂，1950 ～ 1952 年 连 续 3 年 亏 损。

1953、1954 年 先 后 扭 亏 为 盈，全 省

1953 年盈利 31．7 万元，利税合计 250

万元。之后，生产逐年增长，内外销两

旺，利税一年比一年增加，到 1957 年

利税突破 1000 万元。1960 年利税合

计达到 2128 万元，其中利润 853 万

元。“文革”中，效益连年下降，特别是

1974 年发生全行业亏损 39 万元。粉

碎“四人帮”后，又逐渐回升，1980 年

利 税 达 到 1830 万 元，1985 年 达 到

4146 万元。按四家全民所有制毛纺织

厂统计，1949～1985 年固定资产投资

8003．1 万元，同期利税累计 42060．2

万元，投资回收率为 525．5 % ，高于全

国毛纺织业的平均水平(全国平均为

506．78 % )。

中国毛纺织厂、川康毛纺织厂建国前盈利表



四川省全民所有制毛纺织企业 1956～1985 年利润、税金统计表



说明：1．1956～1977 年各栏数据为重庆毛纺织厂、川康毛纺织厂资料；1978～1984 年增加了康定毛纺

厂资料；

2．1985 年数据包括重庆毛纺织厂、川康毛纺织厂、康定毛纺厂、重庆第二毛纺厂、泸定牛羊毛纺

厂等五家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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