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末民初，国外手摇织袜机和织

袜技术传入四川，重庆、成都、泸州、三

台、内江、巫山、南充等地出现了一批

使用手摇针织机的工场、作坊和个体

生产户，逐渐形成近代四川针织手工

业。因洋纱大量入川和手工针织投入

少、效益高等特点，针织业得到迅速发

展。本世纪 20 年代末，针织手工业进

入兴旺时期，仅重庆一地就有织袜工

场、作坊 150 余家，工人近万名，手摇

针织机 2200 余台，产品从袜子发展到

手套、线衣、汗衣、线帽。同时，重庆大

同织袜厂引进美国电动袜机织袜，动

力机器 针 织开始 萌芽。民国 22 年

(1933 年)后，外来针织品因免征地方

税大量入川，四川针织业受到沉重打

击。抗战初期，针织业有所恢复，出现

了一批规模较大的针织手工业工场。

民国 32 年，因大后方棉纱紧缺，针织

业出现萎缩。抗战胜利后，美国针织品

大量倾销，四川大批针织户停业倒闭。

1949 年，据重庆、成都等 10 个市县统

计，仅剩针织工场 19 家、个体生产户

514 户，从业人员不足 2000 人，全部

使用手摇机器，技术落后、水平低下。

建国后，针织业依靠“两条腿走

路”的方针，得到发展。50 年代，国家

投资兴建了 2 家动力机器纬编厂、1

家动力机器织袜厂和 3 条动力机器织

袜生产线，形成了动力机器纬编业和

织袜业；同时，通过对原针织手工业的

社会主义改造，组建了一批规模较大

的手工业工厂，后经调整和技术改造，

逐步跨入了动力机器针织业行列。“文

革”后期，因三线地区日用商品短缺，

四川省计划委员会根据国务院副总理

李先念“加快三线地区轻工业发展”的

指示，从公路养路费和省财政集中的



更新改造基金中借出资金，对一批针

织老厂进行了设备、厂房改造，扩大生

产能力；同时，发展化纤针织品生产，

建设了 2 条经编生产线，开始建立经

编业。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贯彻调

整方针，一批下马的小农机厂、铁厂、

小化肥厂、煤矿转向建设成为针织厂；

并从国外引进了一批具有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国际先进水平的设备和技

术，针织业有了很大发展，不仅生产能

力成倍增长，而且进一步改善了原料

结构、产品结构和技术装备结构。

1985 年，四川针织业全部独立核

算企业有 213 家。按所有制分：全民

23 家、集体 188 家、全民集体合营 2

家；按规模分：大型 1 家、中型 3 家、小

型 209 家。有台车 569 台、棉毛机 737

台、纬编大圆机 148 台、经编机 142

台、电动织袜机 2848 台、毛衣横机

1787 台、手套横机 1447 台、人造毛皮

机 4 台、吊机 14 台、罗纹机 918 台，以

及相应的染整缝纫设备，其中引进设

备占全部设备价值的 33．22 % ，为纺

织加工业中技术装备精良的一个行

业。有职工 34652 人，固定资产原值

16957 万元，工业总产值 35067 万元，

创利税 3763 万元，在纺织加工业中次

于棉纺织业和丝绸业，位列第三。年用

纱 21252 吨、用合成纤维 5832 吨，产

针 织 内 衣 6400 万 件、涤 纶 针 织 物

1528 吨、袜子 4512 万双、毛衣线衣裤

146 万件、手套 1542 万付、围巾 11 万

条。

建国后 36 年间，四川针织业全部

独立核算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共 21874

万元，其中列入省基建计划由国家拨

款 1467 万元，仅占投资的 6．7 % ，其

余为地方财力、企业自有资金和银行

贷款。四川针织业的发展，走的是自我

积累、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路子。



第一节 天 然 纤 维

一、棉纱

棉纱是针织业主要原料。民国初

年至 20 年代，是针织用纱(主要是织

袜用纱)增长时期。20 年代末、30 年代

初，最高年用纱量达 1 万余件(每件

400 英磅)。抗战后期，大后方棉纱紧

缺，国民政府财政部花纱布管制局对

花、纱、布实行统筹收购和配销，每月

配给重庆针织业用纱仅 8 件，不到需

量的 6 % ，造成 60 余家针织户转产。

抗战胜利后，因针织生产萎缩，加之纱

厂囤积棉纱、搞商业投机，针织业用纱

量也很少。1949 年，重庆针织用纱 670

件、成都针织用纱 250 件，仅为建国前

两市最高年用量的 12 % 和 8 % 。

建国前，针织用纱品种有土纱和

机纱两种，土纱占很大比重。据成都市

织袜业民国 14～38 年 (1925～1949

年)的统计，土纱用量约占总用量的

40 % ；所用机纱品种则以 20 英支为

主。

建国后的 1954 年，棉纱实行统购

统销政策，针织用纱作为国家指令性

计划，由国营花纱布公司按计划分配。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针织生产迅速

恢复和发展，1954 年针织用纱量已达

15916 件。① 后随着棉纺生产的发展

和省内新建的一批动力机器针织厂竣

工投产，针织用纱量大幅度上升。1958

年达到 32512 件，1959 年和 1960 年

分别达到 66109 件和 63569 件，这一

时期，为建国后针织用纱量增长最快

的时期。

1961 年，因棉花歉收，棉纱大减

产，大针织品用纱停止供应，大部分针

织厂停产。1962 年仅用 6888 件，降到

① 建国后，按计划和统计有关规定，针织用纱还包括了复制业用纱。



建国后最低点。三年调整时期，针织用

纱逐渐增 加，1965 年恢 复到 36577

件，超过 1958 年的水平。

“文革”初期，针织生产受到严重

影响，1969 年，针织用纱量降至 23270

件。1973 年，贯彻李先念副总理“关于

加快三线地区轻工业发展”的指示后，

针织生产开始回升，针织用纱量随之

增 加。1980 年 达 103044 件 (18460

吨)，7 年内增加 53 % ，为针织用纱又

一增长较快时期。但由于四川没有建

立针织用纱专纺厂，在针织用纱需用

量大增后，出现了供应困难。为此，省

纺织工业局批准新建和扩建南充棉纺

织厂、成都帆布厂、达县棉纺织厂 新增

7 万多枚纺锭的单纺能力，针织用纱

供应才趋于缓和。这一时期，针织用纱

供应办法有所改变，从 1962 年起，成

渝两市纺织系统内针织用纱，实行市

内工业内部计划调拨。1974 年起，全

省纺织系统内实行针织用纱工业内

调。1980 年开始，二轻系统的针织用

纱，也实行工业内调。

1981 年后，棉针织内衣产量增长

停滞，针织用纱量出现徘徊的局面。

1982～1985 年，年平均增长仅 2．7 % 。

1984 年下半年起，因纱源充裕，实行

指导性计划，针织用纱由针织厂到棉

纺厂选购。

1985 年，四川针织用纱量 118629

件(21252 吨)，占全省棉纱产量的 14．

88 % ，占 针 织 业 全 部 原 料 用 量 的

78．5 % 。主要用于生产针织内衣。使

用量较大的地市有重庆(占全省针织

用纱量的 35 % )、成都(占 23．8 % )、南

充(占 7 % )、遂宁(占 6．9 % )、达县(占

4．9 % )，其次有绵阳、内江等地。主要

用纱品种是 6～10 英支起绒纱，21、

32、42 英支针织纱和 32／2 英支股线。

二、其他夭然纤维

桑蚕丝：民国 18 年，重庆大中袜

厂使用蚕丝织袜，月产丝袜 1．9～2．

28 万双，折合年用丝量约 3 吨。抗战

初期，重庆有数家针织户用蚕丝编织

汗衣、背心、袜、巾，年用量 5 吨。1961

～1963 年，重庆针织厂用绢丝生产针

织服装，用量约 28 吨。以后，针织业用

丝时用时停。1985 年，全行业用 2 吨。

羊毛纱：民国 15 年，茂县民生工

厂因生产毛袜曾使用土纺羊毛纱。民

国 23 年，成都有 10 余家回民针织户

使用土纺羊毛纱生产袜子、手套，形成

较大使用批量。抗战初期，成都天成针

织厂曾使用英国产机纺羊毛纱 12 吨，

生产高档羊毛衫和围巾，后原料告罄

而长期停用。建国后，很多针织社对外

加工毛衣，使用机纺粗毛线。80 年代，

重庆羊毛衫厂、上游针织厂等开始使

用羊毛纱和兔毛纱。1985 年，全行业

用 3 吨。



第二节 化 学 纤 维

一、人造丝

民国 18～26 年间，重庆大中袜厂

曾使用粘胶人造丝，生产“真丝尖人造

丝袜”。1961～1963 年，重庆针织厂使

用 70 旦和 120 旦人造丝生产针织服

装、头巾、被面，折合用丝量约 50 吨。

因产品湿牢度差、线圈易 脱散，1964

年棉纱供应好转后，用量减少。1980

年，全行业用 8 吨，1985 年停用。

二、锦纶

1960 年，成都前进针织厂用锦纶

弹力丝试织袜子，为四川针织业首次

使用合成纤维。1961 年，重庆第二针

织厂使用锦纶长丝织袜，原料由重庆

新民牙刷厂生产和供应。1964 年，四

川省轻工业厅分配成都针织二厂和重

庆第二针织厂日本产 100 旦／2 锦 纶

弹力丝各 80 公斤，再次试织弹力袜。

1965 年，两厂开始批量使用。1973 年，

纬 编 业 贯 彻《针 织 内 衣 标 准 (1973

年)》，使用锦纶长丝交织内衣领口、裤

口、袖口，时称“三口加固”，扩大到全

省纬编业使用。1974 年，成都针织一

厂和重庆针织厂试织锦纶长丝经编头

巾，锦纶扩大到经编业使用。后，用量

逐 年增 加，最 高 年份 1982 年 达 801

吨。1985 年，全行业用 753 吨，占针织

原料总量的 2．8 % 。因其强度高、耐

磨、弹性好，主要用于织袜，其次用于

“三口加固”，少量用于编织服装面料。

主要使用地市有重庆(占锦纶总用量

的 24 % )、成都 (占 20．1 % )、达县市

(占 13．5 % )、万县市(占 9．7 % )、南充

(占 9．2 % )、遂宁(占 8．2 % )。使用的

品种有 30 旦高弹丝、70 旦／2 弹力丝、

75 和 150 公支长丝。

三、腈纶

1973 年，纺织工业部分配四川省

轻工业局英国产 2 旦、38 毫米棉型腈

纶短纤维 200 吨，由重庆第二棉纺织

厂纺出 34 英支纯腈纶纱。次年，由成

都针织一厂试产针织内衣，是为四川

针织业首次使用腈纶。以后几年，因原

料告罄停用。1980 年，重庆第四棉纺

织厂开始纺制腈纶纱后，成都针织一

厂和重庆针织厂形成较大的使用批

量。1981 年，纺腈纶纱的工厂有重庆

第四棉纺织厂、成都帆布厂(今成都第

二纺织厂)2 家，使用厂家新增内江市

针织厂、山城针织厂、绵阳市针织厂、

遂宁针织二厂、贡井棉针织厂(今自贡

市第一针织厂)5 家，用量增至 1563

吨。1985 年，全行业用 2983 吨，占针

织原料总用量的 11 % 。主要使用地市



有重庆(占腈纶总用量 44．05 % )、成

都(占 20．27 % )、南充(占 12．97 % )、

绵阳(占 6．64 % )、内江(占 5．8 % )。由

省纺织工业局(厅)安排定点纺纱和分

配供应，其中重庆第四棉纺织厂主供

重庆、遂宁针织业；成都第二纺织厂主

供成都、泸州、达县针织业；广元棉纺

织厂主供南充、绵阳、仪陇针织业。腈

纶主要用于编织运动服装，使用纱支

品种有 30～42 英支和 8～12 英支。

此外，70 年代后期，重庆羊毛衫

厂等平型纬编厂编织腈纶衫，开始使

用毛型膨体腈纶纱。1985 年，全行业

用 56 吨。

四、涤纶

1977 年，成都针织一厂和重庆针

织厂使用涤纶低弹丝 5 吨、涤纶长丝

2 吨，试织经编面料，为四川针织业首

次使用涤纶。1980 年，用量 213 吨，并

扩至纬编业、织袜业使用。以后，用量

逐年增加。1985 年，全行业用涤纶丝

2098 吨，占针织原料总用量的 7．7 % 。

主要使用地市有重庆(占涤纶长丝总

用量的 33．7 % )、绵阳(占 24．6 % )、成

都(占 19 % )、南充(占 17．9 % )。涤纶

长丝主要用于编织经纬编织物，少量

用作袜子的绣花线。使用品种有 30～

50 旦长丝和 100～150 旦低弹丝。

针织用化纤，由轻工业部(纺织工

业部)按计划分配。使用的进口化纤，

以美国、英国、日本、巴西产居多；国产

化纤，以营口、太原、辽阳、岳阳产居

多。

四川 省 针织业 1952～ 1985 年原 料耗 用 量表





第一节 生产 发 展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泸州

福音堂英国传教士带入英国造“英山

孟成”手摇织袜机，产袜自用。光绪三

十一～三十三年间，巫山县劝工局织

出“机器袜”，开始商品生产。光绪三十

三年～宣统元年(1909 年)，四川劝业

道总办周善培在设于成都的省城劝工

总局制革厂毛毯科设立针织部分，购

有日本袜机，聘请日本技师传授技术。

同时，河北人高志敏来重庆，在劝工局

任教，兼营织袜。宣统元年，他购进手

摇袜机 18 台，开办染织学校，招收学

员 30 余名，聘请日本技师山本传授技

术。四川织袜业开始起步。

手摇袜机投资小，经济效益高。当

时洋纱、土纱供应充裕，因此织袜业很

快发展。民国初期，已有官办的成都体

用公司、同仁工厂、泸州狱庙工厂、大

竹贫民教养工厂和民办的重庆蜀江袜

厂、裕华染织布厂、厚和袜厂、励志袜

厂、泸州裕明工厂，日商办的海华织造

厂等 10 余家织袜手工业工场和作坊，

成都、内江、南充、三台出现了一批织

袜个体户；形成了近代织袜手工业。到

20 年代末，重庆已有织袜工场、作坊

150 余家 1 万人，手摇袜机 2200 台；

成都有 320 家 1000 人，手摇袜机 700

余台，在长江沿岸的万县、泸州 、涪

陵、宜宾和川西北的遂宁、三台、达县、

绵阳、广汉等地织袜生产也有很大发

展。同时，重庆大同织袜厂引进美国电

动织袜机 18 台，开始用动力机器织

袜。当时，全省年产袜子约 180 万打

(每打 12 双)，为建国前最高水平。民

国 22 年(1933 年)，因天灾迭起，市场

萧条，加之外来袜子免征地方税涌入

四川，重庆织袜业受到沉重打击，停产

120 户，工人失业达 8000 余名。民国

24 年，大同织袜厂倒闭，电动袜机损

毁散失。抗战爆发后，大后方袜子需求



激增，外袜来川受阻，四川袜业得以恢

复发展，出现了一批生产规模较大的

织袜手工业工场。重庆市拥有手摇袜

机 100～150 台的工场有大中袜厂、民

兴实业公司、亚华纺织厂、四维针织

厂、宝兴针织厂 5 家；50～99 台的有

森兴实业公司、同记捷足袜厂、畅新针

织厂、一心针织厂、复兴实业工厂、复

同针织厂 6 家；成都天成针织厂有袜

机 80 台，南充明星袜厂有袜机 50 台，

宜宾逐日织造厂有袜机 40 台，为川

西、川北、川南最大的织袜手工业工

场。此时，电机织袜又开始起步，民国

26 年，上海永润袜厂内迁重庆，带来

电动袜机 6 台。民国 31 年，重庆已有

电动袜机 48 台。这一时期，全省年产

袜子约 120 万打。民国 32 年后，大后

方棉纱供应紧缺，重庆市织袜业根据

国民政府国家动员委员会“纱源困难，

应尽先织制军用白布，民用针织品只

能利用土纱”的命令，转产织布 60 余

户，余下 100 余户开工率不到 20 % 。

民国 34 年，该市产袜 6．3 万打，仅为

民国 31 年产量的 11．7 % 。抗战胜利

后，袜子市场需求减少，美货大量倾

销，省内大批织袜户停业、倒闭。1949

年，据重庆、成都、万县、遂宁、达县、乐

山、绵阳、南充、宜宾、内江 10 个重点

产袜市县统计。10 人以上的工场仅剩

19 家 336 人，个体生产户 514 家 1603

人。重庆产袜 20 万打，仅为设备生产

能力的 25 % ；成都产袜 2．8 万打，仅

为设备生产能力的 9 % 。当时规模最

大的织袜工场成都天成针织厂仅有

50 余人，百台以上袜机停开。其余县

市的织袜业基本瘫痪。

建国后的三年恢复时期，人民政

府通过加工订货和信用贷款，扶持织

袜手工业的发展。1954 年，全省针织

手工业已有 2866 户 6771 人，产手机

袜 1510 万 双，产量 比 1950 年增 加

80 % 。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

47 家私营工场实行了公私合营，1623

户个体户(8137 人)组成了 62 个合作

社和 433 个生产组，基本完成针织私

营工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大

跃进”时期，通过改组、合并，有的成为

国营或合作工厂。1959 年，全省手摇

袜机发展到 4000 余台，年产手机袜

2575 万双，产地遍及 15 个地市 60 余

县，为四川织袜手工业生产又一兴盛

时期。与此同时，国家投资新建动力机

器织袜厂，1959 年，已有成都针织二

厂 1 家专业厂和重庆第二针织厂、重

庆织造厂、万县市针织厂 3 条生产线。

共有电动袜机 207 台，产电机袜 700

万双，已占袜子总产量的 21 % 。

1962～1963 年，织袜业因严重缺

纱，年产量分别降到 175 万双和 53 万

双，跌落到建国后的最低点，大批县办

织袜手工业工厂(社)“撤、停、并、转”，

到 1965 年，织袜业只剩下动力机器专

业袜厂 2 家、生产线 1 条；手工业工厂

(社)15 家。手摇袜机淘汰 77 % 。但布



点相对集中，布局趋向合理。在此期

间，重庆第二针织厂和成都针织二厂

开始使用锦纶原料，试织弹力袜(又称

尼龙袜)和锦丝袜(又称卡普隆袜)，并

形成批量生产，袜业的原料结构和品

种结构有了变化，工艺技术有了进步。

“文革”中的前三年，工厂秩序受

到严重破坏，生产下降，1968 年袜子

产 量 601 万 双，仅 为 生 产 能 力 的

30 % 。1970 年后，生产开始回升，1975

年达到 2235 万双，走出低谷。这一时

期，由于轻工业部分配给四川的电动

袜机数量增加，有 10 余家手工业工厂

(社)，依靠地方财政和企业自有资金，

进行了以设备更新为重点的技术改

造。1975 年，织袜业已有动力机器专

业厂 2 家、生产线 15 条，电动袜机已

达 1238 台，占袜机总数的 75 % 。同

时，袜子品种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成都

针织二厂、重庆第二针织厂、万县市

针织厂、南充市针织厂、达县市针织

厂、泸州市针织厂、遂宁针织一厂和内

江市针织二厂 8 家生产化纤袜，年产

884 万双，占袜子总产量的 40 % 。

1976～1980 年，化纤袜生产进入

产品成熟期，生产迅速发展，除对已建

成的 8 条生产线进行填平补齐，扩大

生产能力外；又在自贡、江津、乐山、广

汉、绵阳、达县织袜(针织)厂新建 6 条

化纤袜生产线。1980 年，全省产化纤

袜 2095 万双，较 1976 年增长 1．4 倍，

占袜子总产量的 51 % 。

1980 年下半年起，全国范围出现

袜子供过于求。1981 年，波及四川，造

成 1982～1984 年织袜生产连续 3 年

下降。为扩大销路，连续 3 次降低了化

纤袜出厂价，使经济效益滑坡。袜业进

入步履艰难的时期。

1985 年，四川织袜业有县及县以

上独立核算全民所有制专业厂 6 家、

兼产厂 1 家，职工 4823 人；集体所有

制专业厂 6 家、兼产厂 17 家，职工

5819 人；还有一些县以下乡镇、街道

企业和个体户。主要分布在重庆、成

都、万县、达县、南充、遂宁等 14 个地

市县。1985 年产袜 4512 万双。有固定

资 产 原 值 4170 万 元，占 针 织 业的

25 % ；总产值 5864 万元，占针织业的

17 % ；创利税总额 1088 万元，占针织

业的 29 % 。

第二节 工 厂 建 设

本世纪 30 年代，重庆大同织袜厂

和重庆永润袜厂曾建立过使用电动袜

机织袜的生产线，不久停产歇业。1958

年，国营成都针织厂一分为三，其中织

袜部分组建成都针织二厂，是为全省

第一家动力机器织袜专业厂。1964



年，重庆第二针织厂经过调整和建设，

也成为动力机器织袜专业厂。“文革”

期间，主要通过对织袜手工业的技术

改造，在泸州、达县、南充、遂宁、绵阳、

乐山、内江、广汉、巴中、梁平、江津等

10 余家针织厂内扩建了 10 余条动力

机器织袜生产线。80 年代初，万县市

针织厂、达县市针织一厂、泸州市针织

二厂通过专业化改组，与毛巾、床单、

染布分离，成为织袜专业厂。

四川织袜业的重点厂建设情况如

下：

重庆大同织袜厂 民国 10 年，业主

何俊伯在较场口开办大同织袜厂。开

业时仅有手摇袜机数台。经过几年经

营，手摇袜机增加至 60 台，工厂迁往

海棠溪。民国 18～19 年，大中银行协

理何鼎成参与投资，从上海引进美国

制造的 B 式电动袜机 18 台，与国产

电动罗纹机 4 台、缝头机 4 台、导纱机

50 锭、绞纱丝光机 1 台，组成四川最

早的一条动力机器织袜生产线。时有

工人 200 名，日产袜子 220 打。该厂为

建国前四川织袜业中技术装备最精

良、生产规模最大的工厂。后受军阀混

战、市场萧条和苛捐杂税的影响，于民

国 24 年 12 月倒闭，设备毁损散失。

重庆第二针织厂 前身是民国 28 年

国民政府经济部工矿调整处和军政部

军需署投资建设的重庆染整厂。厂址

重庆大杨公桥。1949 年，被中国人民

解放军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需接

管部接管。1950 年更名为 504 厂，以

染布为主。1951 年，西南军区生产管

理局将电动袜机 32 台调给该厂，制织

军袜。① 1956 年移交给重庆市工业局

管理，更名为重庆第二针织厂。1960

年，该厂拥有电动袜机 68 台组成的织

袜生产线和电动毛巾机 48 台组成的

毛巾生产线。1964 年，实行专业化改

组，毛巾生产设备调出，重庆织造厂的

12 台电动袜机调入，该厂成为织袜专

业厂。1964～1970 年间，依靠地方财

政投资，增加电动袜机和后整理设备。

1975 年末，已有电动袜机 238 台，形

成年产袜子 600 万双生产能力。同年，

省计委借款投资和地方自筹 41．5 万

元，建设年产袜机配件 10 万件的配件

车间。1979 年，该厂被列为四川省扩

权试点单位之一，以企业的自有资金，

采用滚雪球的办法，引进捷克斯洛伐

克和意大利袜机 32 台，并新增更新了

一批国产袜机，使生产规模扩大了

20 % 。1980 年，国家科委、重庆市经委

和纺织局批准投资 186 万元，新建装

配式预制框架结构二楼一底恒温式织

① 这 些袜机中，有 日本造 B 式机 20 台、国产 K 式机 12 台。原属国 民政府 联 合勤务总 司令 部西安 被

服总 厂染整场。1949 年，该场迁成都时带来，存正府街仓库。解放后，由西南军 区生产管理局接收，先调重庆

606 厂，1951 年 调给 504 厂。



袜车间 5661 平方米。1981 年竣工后，

成为四川针织业建筑标准最高、质量

最好的一座厂房。1985 年，该厂有电

动袜机 448 台、纬编大圆机 20 台，职

工 1533 人，固定资产原值 1272 万元，

是全省织袜工厂中唯一的中型企业。

成都针织二厂 1953 年，四川省工

业厅投资 49．18 万元，建设四川省国

营成都针织厂。1954 年竣工，时有电

动袜机 24 台和一些纬编机、毛巾床单

织机，为针织、巾被综合工厂。1958 年

，该厂一分为三，织袜部分留在正府

街，组建成都针织二厂，时有电动袜机

121 台。1964 年，成都前进针织厂并

入。① 1970 年，购进电动袜机 70 台，

使总规模达到 236 台。1975 年，省计

委批准借款投资 40 万元，市自筹 10

万元，建设年产袜机配件 12 万件的配

件车间。1979 年，引进捷克斯洛伐克

双针筒袜机 20 台。1980 年后，又陆续

新增了一批国产袜机。1985 年，该厂

有电动织袜机 409 台、纬编大圆机 12

台，职工 1118 人，固定资产原值 588

万元。

万县市针织厂 1985 年，万县市公

私合营新亚针织厂与集体所有制的针

织一社、二社合并组成万县市针织厂，

有手摇织袜机 406 台，还有毛巾织机。

1959 年，购进电动袜机 9 台，组成 1

条电机织袜生产线。1964 年，增加电

动袜机 18 台，并开始淘汰手摇袜机。

1978 年，电动袜机增至 104 台，同时

建设染布车间。1980 年，该厂一分为

三，织袜部分从工农街迁至西郊原第

六机械工业部 912 仓库，成为动力机

器织袜专业厂。1982～1985 年，连续

增购国产袜机，扩大生产能力。1985

年，该厂有电动袜机 257 台，职工 725

人，固定资产原值 269 万元。

南充市针织厂 前身是创建于民国

26 年的明星袜厂。1956 年，实行公私

合营。1958 年，与毛巾社、针织社合

并，组成地方国营南充市挺进针织厂，

有职工 211 人，手摇织袜机 160 余台，

还有一些毛巾机。1963 年，贯彻调整

方针，该厂被撤消，留下人员组成针织

漂染合作社。1965 年，与南充市针织

社合并，组成南充市针织合作工厂。

1969～1970 年，依靠企业自有资金进

行技术改造，新增电动袜机 66 台，组

成 1 条电机织袜生产线。1976 年，将

毛巾设备调出，成为织袜专业厂。1985

年，该厂有电动袜机 235 台、棉毛机 8

台，职工 637 人，固定资产原值 270 万

元，为四川集体所有制织袜厂中规模

最大、效益最好的工厂。

① 成都前进针织厂的前身是 1956 年由成都市 99 家织袜个体户和线袜生产一社、二社、供销二社、生

产一组、二组合并组成的前进针织社。1958 年底，转为国营，时有职工 1028 人，手摇袜机 344 台。1960 年，

天成针织厂的织袜部分并入，手摇袜机增至 444 台，为四川最大的织袜手工业工厂。



泸州市针织二厂 1956 年，私营利

民袜厂、荣利袜厂、明益袜厂合并，实

行公私合营，厂名泸州市针棉织厂。

1958 年，与针织一社、二社、三社合

并，组成泸州市针织厂。时有职工 176

人、手摇袜机 67 台，还有一些毛巾机、

手摇圆形纬编机。1960 年，转为国营。

1966 年，省轻工业厅拨款，购进电动

袜机 50 台，建成了 1 条动力机器织袜

生 产线。1971 年，增加电动袜机 30

台，并全部淘汰手摇织袜机。1979 年，

成为泸州市针织总厂二分厂。1983 年

9 月，总厂撤消，独立为泸州市针织二

厂，成为动力机器织袜专业厂。1985

年，该厂有电动袜机 193 台，职工 427

人，固定资产原值 89 万元。

遂宁市针织一厂 1958 年，由手工

业针织生产一社、二社、三社合并，组

成地方国营遂宁县针织厂。时有职工

351 人，手摇袜机 224 台，还有一些毛

巾机。1963 年，退回集体所有制，称遂

宁县针织一社。1965 年，将毛巾部分

调出，针织三社的织袜部分并入，成为

织袜专业厂。1967 年，增加电动袜机

50 台，建立了 1 条动力机器织袜生产

线。1977 年，更名为遂宁县针织一厂。

1985 年，该厂有电动袜机 200 台，职

工 651 人，固定资产原值 250 万元。

此外，还有达县市针织一厂、德阳

市联合针织一厂、绵阳市第二针棉织

厂、江津白沙针织厂、合川县针织厂、

梁平县针织厂、内江市针织二厂、宜宾

市针织厂、泸县富集针织厂、营山县织

染厂、乐山市针棉织厂、眉山县针织厂

等生产袜子的工厂，规模较小，大多兼

产棉布或巾被，对合理布局，发展地方

经济起到了积极作用。

第三节 装备与工艺

一、手摇织袜机

清末民初，四川织袜业均使用英

国、日本、德国制造的手摇织袜机。民

国 9 年，开始使用上海产新康机和精

华机，因其价格便宜，得到推广。手摇

袜机的主件有摇手柄、伞形齿轮、针

筒、三角盘数件。用手摇动手柄，通过

齿轮传动，使三角盘回转，织针在针筒

槽内上下滑动而成圈织袜，操作十分

简便。每人操作 1 台，12 小时产袜 2～

3 打。

30 年代初，重庆大中袜厂因开发

高档蚕丝袜，购置高机号(总针数 240

～260 针)和特高机号(总针数 280～

352 针)机，这是四川织袜业使用的最

精细的手摇袜机。同时，重庆有其袜厂

在手摇袜机上加装提花板、活络三角

等辅助装置，用于编织提花袜、绣 花



袜。50 年代，成都前进针织厂对手摇

袜机进行了 7 项革新改造，可以自动

提按针；可以编织夹底袜、网眼袜、添

纱袜等品种。但手摇袜机工效低、劳动

强度大，从 1961 年起，开始被淘汰。

手摇织袜机

二、电动织袜机

民国 18 年，重庆大同织袜厂开始

使用 B 式电动袜机。该机为美国制

造，由传动、成圈、程序控制、执行机构

等组成，除罗口要用手工将其合在袜

机上外，其余编织均按程序在机上自

动完成。抗战期间，重庆袜业开始使用

K 式袜机，因有扎口装置，能全自动编

出中统或长统袜坯。两机都属第一代

电动织袜机。当时，每个工人操作 B

式机 2 台或 K 式机 6 台，每台日产袜

约 10 打，工人实物劳动生产率较手机

工人高出 6～20 倍。但电动袜机价格

昂贵，每台需白银 600 两，约为国产手

摇袜机价的 20 倍，且受供电影响。因

此，建国前没有普及。

1964～1965 年，重庆第二针织厂

和成都针织二厂开始使用第二代电动

织袜机——国产 Z 系列机，其中 Z506

袜机，编织单色绣花袜；Z501B 袜机，

编织双色提花袜。1973 年，成都针织

二厂购进 Z507 A 和 Z503 袜机，用于

编织双色绣花袜和三色提花袜。这两

种袜机，现在仍是四川织袜业的主体

装备，约占电动袜机总量的 65 % 。

1977 年，重庆第二针织厂自制 10

台三色提花光电控制一步法袜机，实

现罗口、袜身、缝头单程化，是一种机

电一体化全自动织袜机。但因机构太

复杂、维修困难、工效较低，未能在行

业内推广。

1978 年，成都针织二厂和重庆第

二针织厂引进捷克斯洛伐克产 D3V C

双针筒织袜机共 30 台，用于编织提花

罗纹袜。1984 年，重庆第二针织厂引

进捷克斯洛伐克 E V A—4R 和意大利

Zodic 4 G 高机号袜机，用于编织高弹

无跟袜和连裤袜。这些设备属于 70 年

代末和 80 年代初国际水平。

三、染整工艺与设备

染整工艺：民国初年，开始建立棉

袜染整工艺；60 年代中期，建立化纤

袜染整工艺。花袜“先染后织”、素袜

“先织后染”。早期用天然染料，如青



靛、卷叶、栎竿之属。民国 8年洋靛大

量入川后，逐渐改用人造快靛。50 年

代，主要使用直接、纳夫妥、硫化、士林

染料。1960 年，成都针织二厂试用活

性染料。60 年代中期，生产锦纶袜后，

使用酸性、弱酸性、中性染料。

染整设备：清末至 50 年代初，主

要使用木棒、瓦缸、熨斗等手工工具，

仅有重庆大同织袜厂曾使用过绞纱丝

光机等电动机器。50 年代中期，成都

针织二厂和重庆第二针织厂建成了间

歇式棉袜染整线，有绞纱丝光机、脱水

机、染纱机等电动机械和煮锅、瓦缸、

水汀袜架、烘房等机具设施。60 年代

中期，两厂建立省内最早的两条化纤

袜染整线，增加不锈钢染丝机、染袜

机、袜子热定型机等电动机器，使染整

设备机械化程度有所提高。以后，被各

化纤袜生产厂普遍采用。

第四节 产 品

一、棉纱线袜

清末民初，四川的织袜工场和生

产户，因技术低下，只能在机上摇出没

有跟尖的袜统，需下机缝合成袜，故时

称“杀猪刀”式袜子。民国 6 年重庆厚

和袜厂、民国 7 年万县驷马桥潘狗儿

2 家织袜手工业户，分别掌握了“挑揿

针”技术，在机上编出了有头跟的袜

子，产品质量有了提高。

民国 18 年，重庆大同织袜厂使用

电动袜机试产 32／2 、42／2 英支棉丝

光线袜，其线圈均匀、提按紧密，有丝

样光泽，为四川开发最早的高档电机

袜。30 年代初，重庆生产的袜子已形

成系列，规格有童袜、少年袜、男袜、女

袜；品种有套袜、中统袜、长统袜；花色

有提花袜、拉毛袜、印花袜、绣花袜等。

50 年代，电机袜生产比重增大，

主要品种有 32／2 英支棉套袜、21 英

支多股纱中统袜，21 英支和 10～6 英

支交织拉毛袜等。60 年代中期，重庆

第二针织厂开发“加固袜”，即在棉袜

的头、跟、底等着力点部位，加入锦纶

丝交织，增加其耐磨牢度。1973 年，织

袜 业 贯 彻 轻 工 业 部《袜 子 标 准

(FJ362—73)》后，“加固袜”成为棉袜

的主要品种。

二、蚕丝袜

民国 18～26 年，重庆大中袜厂首

先开发蚕丝袜。抗战期间，成都、绵阳、

广汉、南充、遂宁等地袜业竞相仿制，

形成较大生产批量，成为一个具有地

方特色的品种。但蚕丝袜牢度差、售价

高，60 年代中期，合纤袜兴起后停产。



三、合纤袜

1960 年，成都前进针织厂利用手

摇袜机试织弹力锦纶袜，为四川最早

开发的合纤袜。1961 年，重庆第二针

织厂试织成功锦纶丝袜。1964 年，成

都针织二厂和重庆第二针织厂使用电

动袜机试织弹力锦纶袜。由于锦纶袜

耐磨坚牢、色泽鲜艳、弹性好，上市后

十分畅销，促进了它的发展，1985 年

占袜子总产量的 94 % 。同时，因合纤

原料品种增多和引进袜机的投产，织

袜业开发了一批具有较高水平的合纤

袜新品种，如成都针织二厂的弹力锦

纶双针筒提花袜、锦纶异形丝袜、高弹

连裤袜；重庆第二针织厂的高弹无跟

袜、锦纶少孔丝袜；达县市针织厂的锦

纶毛圈袜、丙纶提花毛圈袜等，而且都

形成了批量生产。



第一节 生 产 发 展

清宣统三年(1911 年)，重庆蜀江

袜厂购进 30 台手摇横机，编织线衣，

为四川平型纬编生产之始；民国 18 年

(1929 年)，重庆永丰袜厂购进数台手

摇帽机，编织线帽，为四川圆型纬编生

产之始。抗战期间，成都天成针织厂、

宜宾逐日织造厂、重庆森兴实业工厂、

畅新针织厂、亚华纺织厂、新 昌棉织

厂、四维针织厂都有线衣或 汗衣、手

套、线帽等手机纬编产品生产。以后发

展缓慢，到 1949 年，重庆有手摇圆机

95 台、手摇横 机 25 台，产 线帽 2 万

打、汗衣和线衣 3 万打；成都有手摇横

机 57 台，产线衣 0．75 万打。规模小，

大多附在织袜工场中生产。

1952 年，重庆市第二区人民政府

批准，在重庆棉织厂 (后为重庆针织

厂)新建 1 条动 力机器纬编 生产线。

1953 年，四川省工业厅批准建设成都

针织厂。1954 年，两厂共有电动圆形

纬编机 23 台，年产汗衫背心 93 万件、

棉毛衫裤 3 万件、绒衣裤 65 万件。以

后几年，产量有很大增长。1958 年“大

跃进”中，纺织工业部批准两厂扩建。

1960 年竣工时，各拥有年产针织内衣

960 万件的生产能力，成为四川最早

的两家纬编专业化生产厂，形成了四

川动力机器纬编业。由于加班加点拼

体力，提高车速拼设备，1960 年针织

内衣产量达到 2039 万件，超过了设计

能力，但是，工人劳动强度增大、机器

磨损严重、产品质量下降。是年，纬编

业固定资产原值 460 万元，约占针织

业的 55 % ；产值 3638 万元，约占针织

业的 63 % ，纬编业成为针织业主体行

业。

1961～1963 年，因棉花歉收，棉

纱大减产，大针织品用纱停止供应，两

厂自力更生，使用人造丝、绢丝等原料

维持部分生产。三年调整时期，随着针



织用纱供应逐渐好转，纬编生产逐步

恢复。1965 年，全省产针织内衣 841

万件。

1966～ 1969 年，因受“文革”影

响，工厂生产秩序遭到破坏，产量严重

下降，其中 1968 年产针织内衣 281 万

件，跌入低谷。1970 年，生产秩序有所

好转，同时通过老厂改造，泸州市针织

厂、重庆山城针织厂、内江市针织厂、

遂宁县针织二厂新增的纬编部分陆续

投产，加上针织用纱供应逐渐增加，针

织内衣产量开始回升，1972 年达到

1380 万件。1973 年，省计委为使 四川

针织品几年内实现基本自给，从公路

养路费和省财政集中的更新改造资金

中借出款项，扶持纬编业发展。先后有

3 家纬编老厂进行了技术改造，5 家纺

织小商品厂改建成纬编厂，使生产能

力有了很大增加。1976 年粉碎“四人

帮”后，生产秩序恢复正常，针织用纱

供应量增加，促进了纬编生产的发展。

1980 年，针织内衣产量达到 4486 万

件，较 1976 年增长 1．66 倍，5 年年平

均递增 21．6 % ，这是四川纬编业又一

生产兴旺时期。同时，品种结构开始由

纯棉向化纤发展，成都针织一厂和重

庆针织厂使 用棉型腈纶纱和涤纶丝，

分别试产腈纶衫裤和涤纶纬编针织

物，技术装备与工艺技术随之有了进

步。

1981～1985 年，随着人民生活水

平的提高，省内针织内衣社会消费量

高速增长。为适应这一变化，纬编业进

行了大规模的工厂建设。1985 年，针

织内衣生产能力达到 11000 万件，比

1980 年增加 1．2 倍。但由于许多建设

项目在低水平上延伸，产品的品种、花

色、档次上变化不大，因此，市场竞争

力弱。当 1983 年商业批发体制改革，

大量外货入川后，川产针织内衣出现

了销售困难，许多厂限产压产。1985

年，产针织内衣 6400 万件，只发挥了

生产能力的 58 % 。

这一时期，为发展涤纶纬编织物

生产，新增了纬编大圆机145 台。但由

于布点分散、染整配套差、原料供应紧

缺，1985 年，全省生产涤纶纬编织物

696 吨，仅发挥生产能力的 50 % 。

1985 年，四川纬编业有县及县以

上独立核算全民所有制专业厂 11 家、

兼产厂 2 家，职工 8020 人；集体所有

制专业厂 19 家、兼产厂 30 家，职工

10017 人；还有一批乡镇、街道企业和

个体户。分布在重庆、成都、南充、绵

阳、遂宁等 16 个地市 29 个县。有固定

资 产 原 值 7850 万 元，占 针 织全 业

46 % ；工业总产值 26290 万元，占针织

全业的 74 % ；创利税总额 2165 万元，

占针织全业的 57．5 % ，在针织业中占

主体地位。



第二节 工 厂 建 设

建国前，四川没有一家动力机器

纬编厂。50 年代，国家投资建设了重

庆针织厂和成都针织一厂 2 家动力机

器纬编专业厂。1966～1972 年，依靠

地方财力和企业自有资金，建设了内

江市针织厂 1 家纬编专业厂，并在重

庆山城针织厂、遂宁县针织二厂、泸州

市针织厂各建成 1 条动力机器纬编生

产线。1973 年，为提高针织内衣自给

率，有重庆南山针织厂、达县针织二

厂、绵阳针织厂、奉节县针织厂等 5 家

纺织小商品厂转向建设纬编厂。1981

～1985 年，贯彻调整方针，有一批小

农机厂、小铁厂、煤矿、纺织小商品厂

转向建设纬编厂，规模较大的有重庆

第三针织厂、重庆运动衫厂、仪陇针织

厂、广元市针织厂、渡口市针织厂、成

都针织三厂、成都第五针织厂、自贡市

针织一厂等 8 家。为了发展涤纶纬编

织物生产。重庆针织厂、重庆第二针织

厂、成都针织四厂、南充县纬编厂、德

阳市联合针织一厂等 5 家老厂进行了

技术改造和技术引进，增加纬编大圆

机。同时，还建立了 2 条色织涤纶针织

物染整加工线、1 条天鹅绒织物后整

理线和 1 条人造毛皮生产线。
四川纬编业的重点厂建设情况如

下：

重庆针织厂 1950 年 9 月，重庆江

北刘家台区的自力针织厂、海民袜厂、

协昌袜厂、威利织造厂等 14 家私营织

袜毛巾工场合并，组成重庆第一合营

棉织厂。1952 年 8 月转为公营，国家

投资 15 万元，建设 1 条纬编生产线。

1953 年竣工时，有台车 7 台，形成年

产针 织 内衣 100 万件的生 产 能 力。

1954 年，国家 投资 135 万元进行 扩

建。1955 年竣工时，有台车 18 台、棉

毛机 10 台，厂名改为重庆针织厂，为

全 省第 一家动力 机器纬 编 专 业 厂。

1958 年，国家投资 250 万元，再次扩

建。1960 年竣工时，有职工 1171 人，

台车 58 台、棉毛机 66 台，形成年产针

织 内衣 960 万件的生产能力。1980

年，进行技术改造，投资 197 万元，建

成了一条年加工 1500 吨汗布的松式

氯氧连漂线。1984 年，投资 400 万元，

建设年产 200 吨能力的色织纬编织物

生产线。1985 年，该厂有 职工 2290

人，台车 82 台、棉毛机 81 台、大圆机

21 台、经编机 40 台，固定资 产原值

2142 万元，为四川针织业唯一的大型

企业。

成都针织一厂 原为 1953 年新建

的四川省国营成都针织厂纬编车间。

1954 年，有台车 6 台、棉毛机 5 台，拥



有年产针织内衣 100 万件的生产能

力。1958 年，该车间迁东郊麻石桥，组

建成都针织一厂。同时，国家投资 310

万元进行扩建。1960 年竣工时，有职

工 1337 人，台车 57 台、棉毛机 50台，

形成年产针织内衣 960 万件的生产能

力。1973 年，借款 254 万元，进行技术

改造。改建漂染危房、新建 1 座小水

厂、1 条汗布氯氧连漂加工线，增强了

染整手段。1985 年，该厂有职工 1635

人、台车 47 台、棉毛机 54 台、经编机

34 台，固定资 产原值 1643 万元，为四

川针织业三家中型企业之一。

泸州市针织一厂 1966 年，泸州市

针织厂在泸州小市上花园修建纬编车

间。1970 年竣工时，有棉毛机 7台，形

成了年产棉毛衫裤 30 万件的生产能

力。1976 年，省轻工业局定点该厂生

产运动衫裤，使用省计委批准的借款

和市财政拨款，增加圆纬机和厂房。

1980 年，该厂已有棉毛机 42 台，形成

年产运动衫裤 150 万件的生产能力，

并改名为泸州市针织总厂一分厂。

1981～1985 年，进行技术改造，增加

年产汗衫背心 150 万件的生产能力。

其间，总厂撤消，独立成泸州市针织一

厂。1985 年，该厂有职工 480 人、棉毛

机 47 台、台车 10 台，固定资产原值

229 万元。

重庆山城针织厂 1970 年，重庆市

市中区的几家生产棉布和纺织小商品

的集体所有制小厂合并为山城针织

厂，并转向建设纬编厂。1972 年竣工，

有棉毛机 41 台，形成了年产棉毛衫裤

150 万件的生产能力。1978 年，在肖家

湾建设的 11204 平方米新厂房投入使

用。1979 年，工农针织厂(生产汗衫背

心的纬编厂)并入。1985 年，该厂有职

工 1119 人、棉毛机 68 台、台车 30 台、

大圆机 4 台，固定资产原值 487 万元，

是四川集体所有制纬编厂中规模最大

的工厂。

南充县纬编厂 原为县农机修造

厂。1981 年 3月，经省计委批准，投资

866 万元，改建纬编厂。1984 年 12月

竣工时，有大圆机 50 台，形成年产涤

纶织物 500 吨的生产能力。1985 年，

该厂有职工 448 人、大圆机 52 台、台

车 4 台、棉毛机 7 台，固定资产原值

724 万元，为省内拥有大圆机数量最

多、生产涤纶纬编织物能力最大的纬

编厂。

绵阳市针织厂 原是生产劳保手套

的小厂。1974 年，经省轻工业局批准，

转向改建纬编厂。1977 年，已有棉毛

机 10 台，形成年产棉毛衫裤 40 万件

的生产能力。1978～1985 年间，多次

扩建和改造。1985 年，该厂有职工 858

人、棉毛机 44 台、台车 8 台，固定资产

原值 707 万元，产品出口率 34．5 % ，

是针织业中产品出口比重最大的工

厂。

重庆羊毛衫厂 1956 年，由 17 家

针织个体户组成重庆市中区毛衣生产



合作组，有职工 27 人、手摇横机 20

台。1958 年，转为合作社。1979 年，组

成重庆羊毛衫厂，厂址迁至肖家湾。

1984～1985 年，引进瑞士、日本横机

44 台及美国制后整理设备 3 台。1985

年，有职工 118 人、横机 92 台，固定资

产原值 49 万元，是四川生产羊毛衫产

量最大、装备最先进的专业厂。

第三节 装备与工艺

一、纬编针织机

横机：清宣统三年，重庆蜀江袜厂

首先购进使用。为进口手摇机器，通过

机头往复运动，使织针在针床槽内滑

动，成圈编织。每台横机年产线衣 200

打或手套 3000 打。抗战期间，成都、重

庆针织业新增一批国产横机，结构与

进口机相同。60 年代，成都天成针织

厂用电力带动横机，称“电带横机”，在

收放针、变换花型方面，仍要手工操

作，生产率低。1980 年，重庆第二针织

厂增加电子提花横机；1984～1985

年，重 庆 羊 毛 衫 厂 从 瑞 士 购 进

P ASS A R P O N M A T V 横机和日本兄

弟牌提花横机，装备水平始有提高，但

手工操作仍占很大比重。

手摇圆机：民国 18 年，重庆永丰

袜厂首先使用织线帽的手摇圆机。结

构与手摇袜机类似。民国 25 年，重庆

森兴实业工厂、新昌棉织厂新增织汗

衣的手摇圆机，针筒直径比帽机大，有

12 英寸数种，但生产率低，

年产汗衣坯布折合成衣约 500 打，且

织地粗糙稀松。因此，该机数量很少。

50年代中期，汗衣圆机淘汰。

手 摇 圆 机

台车：1953 年，重庆棉织厂(后为

重庆针织厂)最先使用。型号为 Z201，

是上海针织机制造业制造的一种电动

钩针圆纬机。该机靠钩针与滚姆、压板

等机件的运动，编织针织坯布。每台年

产汗布折合成衣 16 万件；产绒布折合

成衣 12 万件。30 年来，改进甚少，现

今仍为生产中低档针织内衣坯布的主

体设备。

棉毛机：1954 年，成都针织厂首

先使用。型号 Z211，是一种国产电动

舌针双罗纹编圆纬机。在三角的作用



下，舌针在针筒槽内滑动，编织棉毛坯

布。每台年产坯布折合成衣 3．5 万件。

1975 年，省轻工业局组织成都针织一

厂、重庆针织厂、泸州针织厂等 6 家纬

编厂对 210 台 Z211 机进行了技术改

造，以铬 12 钼三角代替碳钢三角，并

使进线路数从 1 英寸 1 路增为 1 英寸

1．5 路，提高产量 50 % 。70 年代后期，

重庆针织厂、成都针织一厂、绵阳针织

厂等开始使用 Z214 棉毛机。它是

Z211 的改进型，进线路数增至每英寸

1．8 路，还附加了罗拉式积极输线、喷

雾加油等装置。1985 年，据 13 家纬编

厂统计，已拥有该机 196 台，占这些厂

棉毛机总拥有量的 40 % 。

纬编大圆机：1979 年，成都针织

一厂和重庆针织厂首先使用。机型为

Z113，使用舌针，针简直径 30 英寸，

由滚筒选针提花。每台年产涤纶织物

10 吨。但制造精度差。1982 年，重庆

第二针织厂从联邦德国引进 O VJA—

36 型大圆机 1 台，为最早使用的国外

大圆机，制造精度高，所产坯布质量

好。1984～1985 年，南充县纬编厂等 8

家纬编厂从联邦德国、日本、英国引进

大圆 机 73 台，占全省大圆机拥有量

的 49 % 。这批机器的特点是进线路数

多(72～108 路)，并附有积极储纱式

送纱、断纱自停、坏针自停装置。有的

加装了选针提花、恒张力牵拉、电脑调

线等机构，性能先进。每台年产涤纶织

物 30～50 吨。

吊机：1984 年，由南部县工艺美

术经编厂和西充县真丝针织厂从瑞士

引进，型号 W A G A G LS，是一种使用

钩针的圆机。可以直接使用生丝上机

编织，生产高档真丝针织绸。

二、染整工艺与设备

棉纬编坯布染整工艺与设备：50

年代中期，重庆针织厂和成都针织一

厂最早建立棉纬编坯布漂染工艺。其

中汗布，以精漂居多，工艺流程是缩

碱、煮练、两次漂白、加白；棉毛布，以

中色居多，工艺流程是煮练、初漂、染

色；绒布，以深色居多，工艺流程是染

色、固色、拉毛。漂白常用漂粉，染料常

用纳夫妥、士林、硫化、直接。当时的染

整设备很简陋，仅有煮布锅、瓦缸和烘

房等机具和设施。1958年，成都针织

一厂和重庆针织厂建成了以煮布锅、

绳洗机或平洗机、绳状染色机、脱水

机、拉毛机、轧光机等组成的“多机台、

间歇式”分段连续染整线。70 年代中

期，为解决汗衫“泛黄”问题(入库贮藏

数月，布面出现黄斑)，成都针织一厂

率先将“碱煮氯漂”老工艺改成“碱煮、

氯氧连漂”新工艺，由 20 台分段加压

绳洗机、5座伞形堆布箱、1台轧水机、

1 套加白套蓝机，组成了 1 条汗布连

漂生产线。70 年代后期，为降低棉毛

衫裤的缩水率，省轻工业局组织成都

针织一厂、重庆针织厂等 6家纬编厂

会战，自制湿扩幅机8台，改造圆网烘



干机 7台、轧光机 9 台，建成了 6 条棉

毛坯布的“三超喂(超喂湿扩幅、超喂

烘干、超喂轧光)”机械予缩整理线。投

产后，大部分棉毛衫裤的直向缩水率

从 7 % ～9 % 降到 6 % ～7 % 。

腈纶坯布染整工艺与设备：1974

年，成都针织一厂首先建立腈纶坯布

染整工艺。主要流程是前处理、染色、

后整理。染色用阳离子染料。染机用

Q113 不锈钢染机。烘干、轧光沿用加

工棉纬编坯布的设备。

涤纶纬编织物染整工艺与设备：

1979～1980 年，重庆针织厂、成都针

织一厂、泸州市针织厂、内江市针织厂

同时建立涤纶纬编素色织物染整工

艺。主要流程是前处理、染色、后处理、

热定型。1982 年，重庆第二针织厂建

立涤纶纬编色织物染整工艺。主要流

程是染丝、编织、后处理、热定型。染色

用分散性染料。主要设备有高温高压

筒子染色机、筒子烘燥机、溢流染色

机、U 型喷射染机、平幅或圆筒热定

型机。1985 年，重庆第二针织厂引进1

条天鹅绒织物整 理线，有 联邦 德国

SE M — K T 剖幅机 1 台、IV 353 转筒

烘干机 1 台、R M S1／2、2 剪绒机 1 台、

B T M 5300 A rtor 拉幅定型机 1 台；重

庆第三针织厂引进 1 条涤盖棉运动服

装染整线，有日本溢流喷射染机 2 台、

意大利 M O N TI 呢毯定型机 1 台；重

庆山城针织厂引进 1 条涤棉针织物染

整线，有日本 C V T—F L—2 溢流染色

机 1 台、L L G —100／100 筒子染色机 1

台、意大利 M O D 205／呢毯定型机 1

台。纬编业后整理设备有了很大进步。

三、缝纫设备

民国 25 年 5 月，上海景纶衫袜厂

在重庆开设景纶渝厂，有缝纫机 24

台，包括平缝机和包缝机。50 年代中

期，重庆针织厂和成都针织厂成衣车

间除使用平缝机、包缝机外，新增绷缝

机、锁眼机、钉扣机、滚领机等机种。以

后，随着服装款式的增多，有些纬编厂

从联邦德国、民主德国、日本引进三针

机、上橡筋机等特种缝纫机。

第四节 产 品

一、横机类产品

清宣统三年，重庆蜀江袜厂用横

机开发出线衣裤，这是四川最早的纬

编产品。30 年代，重庆针织业批量生

产围巾、手套和毛衣裤。以后很长时

间，品种变化不大。70 年代中期，因使

用化纤，成都线衣厂(今成都针织四

厂)开发出弹力锦纶手套和围巾；重庆

机织毛衣社(今重庆羊毛衫厂)开发出

膨体腈纶衫。1980 年，重庆第二针织



厂、万县市针织厂试产弹力锦纶衫，不

久因滞销停产。1985 年，横机类主产

品是手套、膨体腈纶衫裤和线衣裤 3

类。羊毛衫仅产 1．4 万件，比重很小。

二、针织内衣

纯棉针织内衣：民国 22 年，重庆

有数家织袜工场兼产 20 英支汗衣，因

使用手摇圆机编织，故又称手机汗衣，

质地粗糙，变形大。民国 25 年，景纶渝

厂生产绒衣裤和汗衫背心，坯布由上

海景纶厂用电动圆纬机编织后运渝，

后因战时运输困难而停办。1953 年，

重庆棉 织厂(今重庆针织 厂) 用台

车织出绒类坯布，经染整缝纫全过程

生产出绒衣裤；1954 年，成都针织厂

(后为成都针织一厂)全过程生产出汗

衫背心和棉毛衫裤。花色款式上汗类

以精漂特白圆领衫、背心为主；棉毛类

以罗领衫、运动服、裤类居多；绒类以

球衫裤、开襟衫居多。70 年代中期开

始，款式向“外穿”发展，逐渐形成了运

动服装和童装两个系列。由于棉针织

内衣柔软吸湿、富于弹性、穿着舒适，

为纬编业的主体品种。

真丝针织内衣：抗战期间，重庆有

针织工场生产真丝针织汗衣、背心。

1961～1963 年，重庆针织厂使用绢丝

开发出针织内衣系列品种。70 年代

末，南充针织三厂开发绢丝针织外穿

服装。80 年代初，丝绸业筹建的 10 个

真丝针织生产点陆续投产，试制的品

种有单面和双面针织绸和男女背心、

长短衣裤、花色领带、睡裙、滑雪衫、

游泳衣、T 恤衫、文化衫、胸罩等，质量

达到了新水平。

腈纶衫裤：1974 年，成都针织一

厂开发腈纶棉毛运动衫裤；1980 年，

开发腈纶绒衣裤；1981 年，开发腈纶

罗纹紧身衫。因该类产品色泽艳丽、弹

性好、保暖，受到消费者欢迎。1985

年，全省产量达 1380 万件，占针织内

衣总产量的 22 %，成为纬编业的一个

拳头品种。

三、涤纶纬编织物

1979 年，重庆针织厂和成都针织

一厂用国产大圆机开发涤纶纬编双面

织物。1980～1981 年，内江市针织厂、

泸州市针织总厂使用棉毛机开发涤纶

纬编双罗纹编织物，但疋料门幅窄、织

疵多，1982 年停试。同年，成都针织四

厂开发涤纶纬编单面织物；重庆第二

针织厂开发色织涤纶纬编织物。1985

年，绵阳市针织厂开发涤纶毛圈织物；

重庆第二针织厂开发天鹅绒织物。

涤纶纬编织物有坚牢、弹性好、易

洗、快干、免烫等优点，大多用作外衣

面料，但易勾丝起球，后来逐渐向铺饰

用领域发展，如作窗帘、电视机套、沙

发布等。



第一节 生 产 发 展

经编业是针织业中历史最短的一

个新兴行业。1960～1963 年，重庆针

织厂购进国产 Z301 经编机 2 台，编织

纯棉和人造丝经编织物，为四川经编

生产之始。后因该机制造质量差，运转

不正常，一直未再购进。1973 年，轻工

业部要求多吃化纤、吃好化纤，发展经

编业。1974 年，重庆和成都两市财政

投资，分别在重庆针织厂和成都针织

一厂建设经编织物生产线。1976 年竣

工，共有国产 Z303 经编机 23 台，形成

了年产经编织物 350 吨的织造能力。

但由于染整后处理不配套，坯布要运

到外省加工，因而织造能力不能充分

发挥，1979 年，只生产 经编 织物 79

吨。1980 年，两厂购置国产染整设备，

各建成 1 条简易染整线，使织染生产

能力基本配套，年产量增至 218 吨。

1981～1985 年，四川经编业有了大的

发展，新建绵阳市经编厂 1 家专业厂，

并在南充针织二厂、遂宁色织布厂内

新建 2 条经编织物生产线。

1985 年，四川经编业有专业厂 1

家、兼产厂 4 家，职工约 3000 人，分布

在重庆、成都、绵阳、南充、遂宁 5 市。

产经编织物 832 吨。有固定资产原值

4937 万元，约占针织业的 29 % ；总产

值 2913 万元，占针织业的 8 % ；创利

税 总 额 510 万 元，占 针 织 业 的

13．6 % 。经编机中，从联邦德国、民主

德国引进的有 60 台，占设备总数的

40 % ，还引进了 一批染整和后处理设

备，因此，四川经编业又是针织行业中

发展最快、装备最精良的一个行业。



第二节 工 厂 建 设

1974 年，重庆针织厂和成都针织

一厂开始建设经编织造生产线。1980

年，两厂又建设经编简易染整线。为四

川最早的 2 条经编织物生产线。1984

年，绵阳市经编厂竣工，成为四川唯一

的经编专业厂。同时，在南充针织二

厂、遂宁色织布厂新建 2 条经编织物

生产线，1985 年，全业已有年产经编

织物 2100 吨的生产能力。

四川经编业的工厂和生产线建设

情况如下：

绵阳市经编厂 原是绵阳地区汽车

修配厂。1981 年，经省计委批准，投资

855 万元，转向改建经编厂。1984 年 6

月竣工，有经编机 40 台，形成年产经

编织物 600 吨的生产能力。1985 年，

投资 310 万元，引进联邦德国利巴和

迈耶公司经编机 5 台及梯斯公司筒子

染色机 1 套。当年，该厂有职工 724

人、经编机 44 台，固定资产原值 1156

万元，为四川针织业三家中型厂之一。

重庆针织厂经编生产线 1974 年，

重庆针织厂投资 53．20 万元建设经编

织造生产线，有经编机 14 台，形成年

产经编织物 210 吨的能力。1980 年，

又投资 54 万元，建成了 1 条简易染整

线。1981 年，投资 667 万元，引进民主

德国特克斯蒂玛公司的经编机 14 台，

新建厂房 9773 平方米，新增年产经编

织物 400 吨的能力。1984 年，投资

1335 万元，购置筒子染色、松式精练、

轧水烘燥、印花等染整设备，并新建厂

房 11000 平方米。1985 年，投资 450

万元，引进联邦德国利巴公司的双针

床经编机 3 台、贾卡大提花经编机 3

台，以及配套的剖 幅、剪绒设备，于

1986 年竣工。

成都针织一厂经编生产线 1974 年，

成都市财政投资 20 万元，在成都针织

一厂建设经编织物织造生产线，有国

产经编机 6 台，形成年产经编织物 90

吨的能力。1980 年，购进染机和热定

型机，建成 1 条简易染整线。1981 年，

投资 280 万元，增加国产经编机 10

台，引进民主德国特克斯蒂玛公司的

经编机 14 台，新增年产经编织物 700

吨的生产能力。1982 年，投资 580 万

元，增加染整设备和新建染整厂房

6400 平方米。1985 年，投资 270 万元，

引进联邦德国利巴公司双针床经编机

3 台、贾卡大提花经编机 1 台，引进瑞

士布塞公司平网印花机 1 台，增加了

生产高档产品的手段。

南充市针织二厂经编生产线 南充

市针织二厂原是南充电机厂，1982 年

改建成纬编厂。1984 年，投资 489 万



元新建经编生产线，引进联邦德国迈

耶公司 K S 系列高速经编机 12 台，购

进国产经编机 4 台，形成年产经编织

物 450 吨的生产能力。

遂宁色织布厂经编生产线 遂宁色

织布厂原为生产色织布的专业厂。

1984 年，购进国产经编机 6 台，形成

年产经编织物 90 吨的织造能力，但没

有建设经编织物染整线。

第三节 装备与工艺

一、经编机

1960 年，重 庆 针 织 厂 购 进 的

Z301 经编机，是上海针织机制造业制

造的国产第一代经编机。依靠钩针、导

纱针、沉降片、压板等相互运动，成圈

编织，速度每分钟 200 转。因制造质量

差，运转不正常，70 年代初被淘汰。

1974 年，重庆针织厂和成都针织

一厂开始拥有 Z303 经编机，它是上

海针织机制造业制造的国产第二代经

编机。使用钩针、双梳栉，速度每分钟

600 转，台时编织幅宽 1．5 米的涤纶

织物 13 米。

1982 年，成都针织一厂和重庆针

织厂引进民主德国特克斯蒂玛公司的

U 3 和 U 4 经编机，使用槽针，速度每分

钟 800 转，135 英寸规格的机器台时

产幅宽 1．5 米的涤纶织物 37 米。1984

年，南充市针织二厂引进联邦德国迈

耶公司 K S 系列经编机，速度每分钟

800～1000 转，高速高产。1985 年，成

都针织一厂和重庆针织厂引进联邦德

国利巴公司的双针床经编机，用于生

产绒类织物；贾卡大提花经编机，用于

生产大提花装饰织物。同年，绵阳市经

编厂引进联邦德国利巴公司拉赛尔经

编机，用于生产外衣面料。这些引进经

编机属于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国际

先进水平。

二、染整工艺与设备

60 年代，重庆针织厂试织的纯棉

和粘胶经编织物，曾使用棉纬编织物

的染整工艺和设备，进行过试染试整。

1980 年，重庆针织厂和成都针织

一厂建成的涤纶经编织物染整线投

产，其工艺流程为前处理、染色、后处

理、热定型。主要设备有高温高压溢流

或喷射染色机、平幅热定型机。因织物

没有湿松弛和干态定型，成品风格差，

质量低。1983～1984 年，重庆针织厂

和成都针织一厂通过填平补齐，建成

了“四大件(精练机、染机、烘燥机、热

定型机)”组成的涤纶织物正规染整

线，工艺流程改成平幅松式精练、染

色、后处理、轧水烘燥、热定型。



此外，为提高加工深度，1985 年，

成都针织一厂和重庆针织厂开始从联

邦德国引进经编绒类织物染整线，有

剖幅机、烫剪毛机、刷毛机等设备。

第四节 产 品

一、纯棉和粘胶人造丝经编织物

1960 年，重庆针织厂首先开发，

组织为经平加编链，结构简单，为省内

最早开发的经编品种。用作针织服装。

二、经编头巾

1974 年，成都针织一厂和重庆针

织厂同时开发，原料为 20 旦锦纶长

丝，组织为绒组织和编链，或变化经

平。织地薄如蝉翼、色泽艳丽，一时十

分畅销。但用后出现色萎、卷边，二三

年后失去市场而停产。

三、经编面料

1977 年，成都针织一厂和重庆针

织厂同时开发经编外衣面料，原料为

100～150 旦涤纶低弹丝和 40～50 旦

涤纶长丝，组织为变化绒组织和编链。

1979 年，重庆针织厂开发经编衬衣面

料，原料为 40～50 旦涤纶长丝，组织

为绒组织和编链。两类面料都有挺括、

易洗、快干、免烫等优点，成为现今经

编业的主体品种。

四、经编蚊帐

1978 年，成都针织一厂和重庆针

织厂同时开发，原料为 30～45 旦涤纶

长丝，组织为变化经平。因其轻薄、透

风、易洗、快干，为经编业的一个畅销

品种。

五、经编短绒织物、贾卡大提花装

饰织物

1985 年，成都针织一厂开发。用

作窗帘、沙发布、汽车蓬垫等，使经编

产品开始进入铺饰和产业用领域。

四川 省 针织业 1952～1985 年 主要产品 产 量表











四川 省 针 织 业 1953～ 1 98 5 年 主 要 技 术 装 备 表



四川省针织业 1985 年末拥有的引进设备表



四川省针织业历年获奖产品一览表



第一节 销 售

清光绪十七年(1891 年)重庆开

埠后，国外针织品开始输入四川。光绪

三十一年，川产手机袜子上市，因其比

布袜穿着舒适，十分畅销。本世纪 20

年代至 30 年代初，年销量达 180 万

打，不仅供应四川，还远销云南、贵州、

甘肃、青海等省，是川产针织品销售畅

旺时期。民国 22～25 年(1933～1936

年)，国外和省外针织品因免征地方税

而大量入川 ①，川产针织品绝大部分

用手机编织，质次价高，难于与之抗

衡，销势疲滞。抗战期间，大后方对针

织品需求剧增，外货来川受阻，而本地

针织业因缺纱产量下降，市场供应短

缺。尤其是机制针织内衣，因省内不生

产，只能从上海、香港等地辗转输入，

数量极少、价格昂贵，主要供社会上层

人士穿用。抗战胜利后，迁川的许多机

关、学校、工厂回撤，社会需求量锐减；

与之同时，美国化纤袜子、沿海针织内

衣大量输入，市场货源充足，川产针织

品销势再次疲滞。

建国初期，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

军区后勤部在重庆、成都订购大批军

袜(重庆市的订购量占产量的 60 % )，

袜子销量增加。1951 年，国营百货公

司开始加工订货和收购袜子；1952

年，开始经营针织内衣。以后几年，百

货公司加工和收购针织品数量逐渐增

大，生产厂(社、组、户)自销部分逐渐

① 据 民国 36 年 8 月 29 日《国民公报》“四川农业特产之命运”记载：纱线编织品、针织品(包括袜子)

等入川数量，民国 23 年 23088507 元；民国 24 年 31989101 元；民国 25 年 21992756 元，分别占入川货物总

金额的 60 % 、57 % 和 36 % 。



减少。1959 年，国合商业加工和收购

省内生产的袜子 2671 万双，占总产量

的 91 % ；针织内衣 1466 万件，占总产

量的 99．7 % 。这一时期，由于社会购

买力的迅速提高，针织品不收布票，敞

开供应，因此，社会消费量急剧上升。

1960 年，全省销售针织内衣 2845 万

件、袜子 5888 万双，分别比 1952 年增

加 11 倍 和 3 倍，年 人 均 消 费 量 从

0．03 件和 0．23 双分别提高到 0．43

件和 0．87 双，为建国后四川针织品销

售量增长最快的时期。同期，省内建设

的 2 家动力机器纬编厂和 1 家动力机

器织袜厂、3 条电机织袜生产线陆续

投产，生产量增加，针织内衣和袜子的

自给率分别从 1954 年的 75 % 和 26％

提高到 1959 年的 92．3 % 和 64．5 % 。

1958 年，重庆第二针织厂交外贸公司

出口袜子 2．58 万双；1959 年，重庆针

织厂交外贸公司出口棉毛衫裤 6．6 万

件，这是建国后四川产袜子和针织内

衣首次出口。

1960 和 1961 年，由于棉纱严重

短缺，中共中央决定，分别对棉针织内

衣和棉袜开始实行统购统销，由国营

商业(针织纺织品站、百货公司)统一

收购，零售凭布票供应。1961～1963

年，大针织品基本停产，全行业年平均

交售商业针织 内衣 187 万 件、袜子

359 万双，跌入低谷；省外调入量大幅

度下降，加之当时发放的布票定量减

少(一般居民每年 3 尺；职工有的年份

3 尺，有的年份 6 尺)，严重制约了对

针织品的需求，① 年平均社会消费量

针织内衣 882 万件、袜子 1714 万双，

人均消费 0．135 件和 0．26 双，也跌入

低谷。

三年调整时期，针织生产和销售

量都有所增加，但是没有恢复到 1959

年的水平。1966～1975 年，受“文革”

的影响，生产不正常，商业年平均收购

针织内衣 1109 万件、袜子 1529 万双，

仍远低于 1959 年的水平。但是，社会

消费量随着发放布票定量的增加(70

年代一般居民每年 15 市尺)，年平均

增至 3089 万件和 3272 万双，产销之

间缺口扩大，商业每年要从省外大量

调入针织内衣和袜子供应市场，省内

自给率分别降为 36 % 和 47 % 。有的年

份，省外调入困难，针织品市场供应特

别紧张，断挡、缺码、脱销时有发生。

粉碎“四人帮”后，随着针织生产

的恢复发展，商业收购量上升。1982

年，商业收购针织内衣 5948 万件、袜

① 针 织品 收布票 标准 为 绒 衣裤 (80～ 90 厘米 )每 件 收 10 尺；棉毛 衫裤 (80～ 90 厘 米)每 件 收 5．5 尺；

汗 衫 (80～ 90 厘米)每件 收 2．5 尺；背 心(80～ 90 厘 米)每 件 收 2 尺；棉 袜 (每 打 重 11．6～ 14．5 两)每双 收 1

尺。



子 3042 万双，分别 比 1975 年增 加

2．6 倍和 0．37 倍。与此同时，社会消

费量迅速上升。1982 年针织内衣达到

8178 万件、袜子 6337 万双，比 1975

年分别增长 85 % 和 30 % ，这是建国后

针织业的第二个产销两旺时期。由于

产量的增幅大于销量的增幅，省内针

织内衣和袜子的自给率分别提高到

77 % 和 67 % 。

1983～1985 年，针织内衣社会消

费量因零售取消布票敞开供应而继续

增长。1985 年创最高纪录，达到 10425

万件。此时，因全国针织生产发展迅

速，货源充裕；加之商业批发体制改

革，针织品实行自由购销、自由流通，

因而，上海、广州、天津货大量入川。该

年，流入量达到创纪录的 4034 万件，

市场竞争激烈。川货因质量、档次、款

式较差，难与之抗衡，销售困难。1985

年，四川针织业交售国合商业 5922 万

件，比 1982 年还有所减少，自给率降

为 61 % 。一批重点针织厂为扩大产品

销路，直接向省外推销和扩大出口。

1985 年，销往省外针织内衣 54 万件，

交外贸公司出口针织内衣 330 万件，

但数量很少，对缓解产销矛盾作用很

微。

这一时期，袜子的销售总量增加

很少，但是消费的品种结构发生重大

变化。化纤袜因美观、耐磨、易洗、快

干，加之连续3次降价，社会消费量大

增。1985 年，全省销售化纤袜 5422 万

双(1982 年为 2974 万双)，占袜子总

销售量的 90 % (1982 年为 47 % )。

1985 年，四川人均消费针织内衣

1．03 万件、袜子 0．60 双，低于全国平

均水平(全国人均消费针织内衣 1．38

件、袜子 0．96 双)。

四川省 1954～1985 年主要针织品社会消费量统计表



第二节 经 济 效 益

一、销售效益

棉袜的销售效益：1951 年，一批

织袜工厂为国营百货公司加工棉袜，

利润率为加工工缴的 3．5 % ，仅有微

利。1957 年，万县市针织厂改加工为

购销方式，销售利润率 3．15 % 。1965

年，重庆第二针织厂和成都针织二厂

因使用电动袜机织袜，劳动生产率高、



袜子质量好，每 10 双棉袜销售收入分

别 为 6．26 元 和 6．50 元，销 售 利 润

1．20 元和 1．26 元，销售税金 0．32 元

和 0．33 元，① 销售利税率为 24．28％

和 24．46 % ；万县市针织厂主要使用

手摇袜机织袜，劳动生产率低、产品质

量差，每 10 双棉袜销售收入 5．02 元，

销售利润 0．21 元，销售税金 0．25 元，

销售利税率仅 9．16 % 。

1974 年，省轻工业局、商业局统

一规定棉袜的出厂价，其中 5 家全民

所有制袜厂出厂价平均下降 1．15 % ，

销售效益随之下降。1981 年，因许多

费用上升，棉袜成本增高，销售利税率

出现滑坡，全民所有制袜厂每 10 双棉

袜平均销售利润 0．42 元 ，销售利税

率降至 14．10 % 。棉袜中的球袜和平

口袜成为亏损品种。1983 年 1 月 20

日，棉纱提价，其中 32 支棉纱增 幅

22．2 % ；21 支棉纱增幅 23．8 % ，棉袜

的成本再次上升，虽然规定其出厂价

可以上浮(如成都为 8．4 % )，但因市

场消费转向化纤袜，棉袜滞销，上浮价

不能到位，造成销售利润率再次下降。

1985 年，据南充、达县、德阳 3 家袜厂

统计，每 10 双棉袜利润 0．23 元，销售

利润率 5．01 % ，棉袜成为微利品种。

许多厂停止生产棉袜。

化纤袜的销售效益：1966 年，四

川开始批量生产化纤袜，因处在产品

的成长期，数量少，属于高档消费品，

每 10 双弹力 袜标准品出 厂价定为

20．91 元，比棉袜高 2．5 倍。成都针织

二厂和重庆第二针织厂每 10 双弹力

袜的销售利润为男袜 8～10 元、女袜

5～8 元、童袜 4～6 元，销售利税率

43 % ～56 % 。重庆第二针织厂的锦纶

丝袜销售 收 入 11．69 元，销售利润

3．30 元，销售税金 1．17 元，销售利税

率 38．24 % 。两类化纤袜为针织业当

时销售效益最好的品种。80 年代初，

因化纤袜大量发展，出现产大于销、供

过于求的局面。为扩大其销量，1980

年 12 月、1981 年 12 月、1983 年 1 月

3 次降价，降幅为弹力袜 44 % ～45 % 、

锦纶丝袜 15 % ～25 % 。1985 年，全民

所有制袜厂每1 0双弹力袜平均销售利润

1．65 元，销售利税率 25．95 % ，其中销

售利润率 16．47 % ；每 10 双锦纶丝袜

平均销售利润 1．53 元，销售利税率

26．09 % ，其中销售利润率 16．63 % 。

销售利税率虽大幅度下降，但仍为针

织业利税率最高的一个品种。

棉针织内衣的销售效益：1954～

① 1958 年税制改革，对棉针织品征收工商统一税 5 % 。1973 年元月起，改征工商税，税率为 8 % 。1984

年 10 月起，改征产品税，税率 8 % ，产品自销部分征收营业税：零售的税率 3 % 、批发的税率 10 % 。1985 年，

增加征收城市维护建设税，税率为产品税、营业税的 1 % 、5 % 或 7 % (其中工厂在市区的 7 % ，在县和镇的

5 % ，不在市、县、镇的 1 % )。



1956 年，四川生产机制棉针织内衣属

起步阶段，出厂价由生产厂和当地国

营商业商定。重庆针织厂的绒衣裤每

10 件销售收入 53．27 元，销售利润

6．20 元，销售税金 1．87 元，销售利税

率 15．15 % ，其 中 销 售 税 率 3．5 % 。

1957 年，产量增大后，出厂价由生产

厂和当地国营商业协商，再报当地物

价委员会批准执行。1966 年，全省针

织业每 10 件汗衫背心平均销售收入

10．34 元，销售利润 1．72 元，销售利

税率 21．66 % ；每 10 件棉毛衫裤平均

销售收 入 24．22 元，销售利润 5．85

元，销售利税率 29．20 % ；绒衣裤作为

“支农产品”，出厂价定得低，每 10 件

厚绒衣裤平均销售收入 43．74 元，销

售 利 润 3．31 元，销 售 利 税 率

12．62 % 。1974 年，省轻工业局和商业

局统一全省针织内衣出厂价，平均汗

衫背心降低 1．54 % ；棉毛衫裤降低

0．86 % ；绒衣裤降低 2．9 % 。调价后，

市场零售价基本统一，但销售效益有

所下降。

1983 年 1 月，贯彻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降低化纤织品价格和提高棉

纺织品价格的决定，相应提高以棉纱

为原料的针棉织品出厂价，汗衫背心

的增幅是成都 20．5 % 、重庆 15．9 % ；

棉毛衫裤的增幅是成都 14 % 、重庆

15．9 % ；绒衣裤的增幅是成都 28 % 、

重庆 29．2 % 。由于市场货源充裕，工

厂竞相压价销售，很多品种提价幅度

不能到位，而燃料、动力、工资、银行贷

款利息等费用上涨，成本增高，造成销

售效益下降。1985 年，全省 13 家主要

针织纬编厂每 10 件汗衫背心平均销

售 利 润 0．61 元，销 售 利 税 率

15．09 % ，其中销售利润率 5．26 % ；每

10 件 棉毛衫裤 平均销售 利润 1．13

元，销售利税率 15 % ，其中销售利润

率 4．46 % ；每 10 件绒衣裤平均销售

利润 1．48 元，销售利税率 12．38 % ，

其中销售利润率 3．18 % ，棉针织内衣

成为微利品种。

腈纶衫裤的销售效益：1981 年，

四川 5 家全民所有制纬编厂每 10 件

腈纶衫裤平均销售收入 40．53 元，销

售利润 6．76 元，销售税金 3．17 元，销

售利税率 24．5 % ，是销售效益较高的

一个品种。1984 年，1 月 25 日，省纺织

厅、工业厅通知棉纺厂调低纯腈纶纱

出厂价格，针织厂也相应降低腈纶衫

裤的出厂价。1985 年，13 家针织纬编

厂每 10 件腈纶衫裤平均销售 收入

32．66 元，销售利润 2．06 元，销售利

税率 15．16 % ，其中利润率 6．31 % ，成

为薄利品种。

涤 纶针 织物 的销 售 效 益：1981

年，成都针织一厂和重庆针织厂开始

批量生产涤纶针织物，每米销售收入

10．49 元，销售利润 2．07 元 ，销售税

金 0．83 元，销 售 利 税 率 27．64 % 。

1982 年，贯彻国务院降低弹力呢销售

价格的决定，将成都产涤纶针织物出



厂价调低 13 % ，其他地区参照降低。

1983 年，贯彻国务院“降低化纤织品

价格和提高纯棉织品价格的决定”，成

都产涤纶 针 织物出 厂价 再次 降低

28．4 % ，其他地区参照降低，因涤纶原

料价格也调低，成本相应下降。1985

年，12 家针织厂涤纶针织物平均每米

销 售 利 润 0．64 元，销 售 利 税 率

19．08 % ，其中销售利润率 10．09 % 。

虽然较 1981 年已经大幅度下降，但仍

为针织业销售效益较好的一个品种。

二、资金效益与积累

资金利税率：50 年代四川新建的

动力机器针织厂，投入少、产出多，资

金效益高。其中重庆针织厂 1960 年有

固定资产净值 185 万元，占用定额流

动资 金平均余 额 178 万元，创利税

651 万元，资金利税率高达 179．33 % ；

其余如成都针织一厂、成都针织二厂

和重庆第二针织厂也有很高的资金利

税率。1962～1963 年，因缺纱，动力机

器针织厂基本停产，资金利税率跌入

低谷。经过三年调整，1965 年时，10 家

全民所有制针织厂的资金利税率恢复

到 39．2 % 。“文革”期间，生产停滞，资

金利税率下降，1975 年，14 家全民针

织厂的资金利税率为 32．96 % 。1977

～1981 年，针织生产大幅度上升，利

润和税金增长，资金利税率提高。其中

1978 年为 59．09 % ，为 1960 年以来资

金效益最好的年份。1982～1985 年，

针织业因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和设备

引进，投入大量资金，使固定资产净值

猛增；另外，因商业批发体制改革，针

织品改商业二级站储存为生产工厂储

存，造成工厂占用的定额流动资金猛

增；同时，因产品供过于求的问题日益

突出，许多产品出厂价下浮，利税总额

下降，资金利税率出现大滑坡。1985

年，18 家全民针织企业，有固定资产

净值 8625 万元，占用定额流动资金平

均余额 7376 万元，创利税 2464 万元，

资金利税率降为 15．40 % ，再次跌入

低谷。

积累：1952 年，四川全民所有制

针织工厂仅 504 厂(后改名重庆第二

针织厂)1 家，年创利税数万元。经过

“一五”和“大跃进”时期的建设，1960

年时，已有 8 家全民所有制针织工厂，

年创利税 1144 万元。1962 年，在大针

织品用纱停止供应的情况下，针织业

通过开展生产自救活动，创利税 126

万元(其中利润 67 万元)。经过三年调

整，1965 年，全民所有制针织企业有

10 家，创利税 463 万元。“文革”后期，

生产有所好转，年创利税开始上升。

1975 年达到 1157 万元。1978～1981

年，由于针织生产大幅度上升，积累增

加，针织业进入创利税总额最高的时

期，1981 年创利税 3452 万元，其中重

庆针织厂积累 913 万元、成都针织一

厂 717 万元、重庆第二针织厂 566 万

元、成都针织二厂 424 万元，为针织业



创利税最多的 4 家工厂。以后，因生产

停滞和调整价格，年创利税下降。1984

年，全民所有制针织企业积累 1966 万

元。1985 年，四川针织生产有所增长，

积累回升到 2464 万元。

1949～1985 年，四川全民所有制

针织企业共创利税 31273．6 万元，为

同 期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15896 万 元 的

196．74 % 。其中 1949～1980 年，全民

所有制针织企业共创利税 18367．6 万

元，为同期固定资产投资 5706．9 万元

的 321．85 % ，体现了针织业投入少、

产出高的特点。1981～1985 年，全民

所 有 制 针 织 企 业 投 入 建 设 资 金

10189．1 万 元，占 建 国 后 总 投 资 的

64 % ，因投资时间过分集中，形成新增

生产能力过迟，这一时期的投资效益

严重下降，造成针织业 1949～1985 年

的投资效益差，低于全国同行业水平

(463．99 % )和省内棉纺织业、毛纺织

业、丝绸业的水平。

四川省针织业主要产品单位成本、利润、税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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