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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永 乎

上海金银饰品业的回顾与展望

中国的金银饰品业历史悠久， 以黄金、 白银制成的各种饰品历来为中国各族人民所喜
爱。 中国的金银饰品也因其精湛的加工技艺、 优美的款式被誉为东方传统艺术宝库中 一颗瑞
璨的明珠。 历史上 ， 中国的黄金首饰习惯于用足金打制， 如常见的戒指、链、 挂件、 别针、
耳环、 手锡、 脚锡以及皇宫使用的金碗、 金盆等。 在中国人的传统消费心理上， 购置黄金首
饰可以保值 ， 同时也有礼仪、 装饰之用。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 ， 国外首饰业中的K金（俗称
“洋金” )工艺开始传入中国， 这种全新的工艺最初由广州传入， 所以后世中国的金银饰品业

中一直有 “ 广邦 ＇尸一 派 ， 而且为数较多。 “ 广邦” 的工艺特色即属K金， 而 “ 洋金” 、'｀镶
嵌” 的说法也一 直沿用至今。

晚清的中国金银饰品艺人主要吸收了来自印度、 俄罗斯、 日本以及少数西方国家的K金
工艺技术 ， 因为当时很多艺人迫于生计， 纷纷流入洋人在中国开设的金银首饰铺做华工。 一
直到抗战之前， 中国的首饰艺人尤其是上海的艺人 ， 在H本人开设的金银首饰铺中工作的为
数最多。 这样 ， 自中国开埠以后 ， 中外首饰技艺得到了较为充分的交流。 中国在原先单一 的
足金加工工艺基础上， 逐渐引入了各国不同风格的K金工艺。 从此 ， K金这种舶来的工艺成
了中国金银饰品业的一 个重要特色 ， 集各国工艺之精华的中国金银饰品也因此在东方独具一

格 ， 大放异彩。

一、 上海金银饰品业发展概述

1949年前， 上海的金银饰品业非常繁荣 ， 所产金银饰品极受中外人士的青脉 ， 而上海也
一直是中国金银饰品市场的中心。 如早在第一 次世界大战前 ， 上海就有著名的 “杨庆和 ” 、

“裘天宝 ” 、 “方九霞 ” 等店号。 市民常以 “杨庆和 ” 等店号为黄金饰品之正宗。 抗战后 ， 上
海的黄金首饰业一 度处于鼎盛时期。 1946年 ， 上海共有大大小小的金行、 银楼300多家，其中
被称为“大同行 ” 的有 18家， 面又以 “杨庆和 “ 、”方九霞"、 “ 老风祥 ” 、"裘天宝 ” 为 18家
中之最 ， 俗称每家可以 “一 拖三＂ （指每家设有3家分号）。 当时还成立了金银饰品同业公
会 ， 以互相保护行业利益， 共同维护行业信誉。 据有关资料记载： 1946,,...,,1947年间， 上海金
银饰品的发展到了历史最高峰。 “裘天宝 ”一 天的销金足可达 1000 两（含 32 公斤）之多。
当时黄金的比较价值是 “ 10 担（米） 1两黄（金） ” ， 而消费者则遍及下层市民社会的车
夫、 菜农等。 到解放前夕， 上海金银首饰企业计有1于余家 ， 从业人员有数万人之众。 当
然， 这其中以小企业、 小作坊、 首饰店居多 ， 但规模虽小， 专业化程度却不低， 行业分上较
为明确 ， 协作性很强。 当时， 即使最大的银楼也不会统揽业务， 不搞 “一 手落 ＇＇ 。 如｀抛锁
就有专门的抛锁作坊 ， 洋镶（嵌）师专做淮海路一带的首饰店生意。 但这个繁荣的局面很快
被人为中止。 19118年 8 月， 国民党政府实行经济紧急措舵 ， 发行 “金圆券 ” ， 并颁布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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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美元等收归国有，禁止在社会上流通和自由买卖的政令， 上海各银楼随之停业。
解放初期， 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广大人民群众对金银首饰的消费需求。 经中央人民政

府批准， 由人民银行系统， 在上海、 南京、 西安、广州、 天津、 北京、 武汉、 成都、 沈阳、
杭州十大城市， 创办了10家金店。 在上海， 由人民银行华东区分行金融管理处负责创办国营
金银饰品店。 当时花了14万个折实单位（每个折实单位约合人民币0.52元）， 买下原 “老凤
祥“ 银楼遗址， 开设 “ 国营上海金银饰品店 ” 。 由于当时全国还处于百业待兴的非常时期，
上海原先的首饰艺人一 时散千民间。 为使新开设的 “ 国营金店 “ 能正常营业，1950年初 “ 国
营上海金银饰品店 ” 招考了近200名首饰行业的技师、管理员和营业员， 但一 时并无多少生
产任务。 在此后的 “三反” 、 “五反” 运动期间， 社会上大量抛出黄金， “ 国营金店 ” 便担
负了收购、 收兑黄金的业务。 到1953年， 受国际局势影响， 国内经济形势一度紧张， 市场物
价飞涨， 市民抢购成风。 遵照政府指示， “国营金店 ” 大量抛出黄金， 为稳定当时上海的社
会经济起到了 一 定作用。 此后几年， 国内形势渐趋正常， 金店的营业也仅以加工一 些金银小
饰件为主。 当时， 除了 “ 国营金店 ” ， 在上海的南市、 城隍一带， 还有一 些未被 “ 国营金
店” 录取的 “ 洋镶 “ 工人组成了生产合作社， 承揽一 些小额加工业务。 这段时期， 上沟金银
饰品业的原料来源主要是国家供应、 社会收购， 也有部分是顾客手中的旧货翻新。

由千首饰业经营状况日见萧条，1963年， “国营上海金银饰品店 ” 更名为上海金属工艺
一厂， 隶属关系归于市手工业局， 生产方向相应转而为工业和科研服务。 “文革” 开始后，
上海的金银饰品加工业务基本停止。 到19.72年金属工艺 一 厂承接部分首饰出口加工任务时，
生产力蜇已极其薄弱， 旧工艺远远不符合出口的需要（此时， 金银首饰品只对外供应， 除了
出口， 也在一 些涉外商店少许供应）。 当时， 上海二家加工首饰的企业每年产昼仅为国家创
汇10万～20万美元， 而产品款式基本上是单一 的。 可见， 解放以来 “ 左＂的思想危害之深重。

二、 上海金银饰品业的恢复

在 “文革” 后期及 “文革” 结束后的前儿年， 由于金银饰品业被人为地逼入了关门大吉
的境地， 导致相传数千年的中国民族首饰工艺精华相继失传， 而长时期闭关锁国又中断了中
外同行间的技术交流， 曾经繁荣一 时的上海金银饰品业一 派萧条气象， 老艺人中怨声载道。
这种局面一 直到1978年中共十一 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才稍有改观。

1979年， 在全国改革形势的鼓舞下， 原上海金属工艺一 厂决定在为工业、 科研服务的同
时， 恢复市民金银首饰来料加工业务。 根据对当时一 些市场信息的分析， 市民中已有金银饰
品的消费欲望和需求。 因此， 本着为民服务的宗旨， 出于抢救和继承民族工艺的责任心， 同
时也为改善企业的不景气状况， 该厂(1982年8月更名为上海远东金银饰品厂）专门召集了
一些行业中的老技师、 老员工， 商讨恢复金银饰品加工业务的可行性， 同时向上级主管部门
提出了复业申请。 他们认为， 恢复金银饰品业有可使传统民族技艺得以抢救与承续、 有利于
国家回笼货币、 可使企业增收、 职工有活干、 可使国家增加税收以及满足市民消费需要等诸
多利国利民之处。1980年， 该厂的复业申请得到上级主管部门的默认。 同年10月， 该厂决定
采用限额加工（凭票供应）的方式， 连续了10天的来料加工业务， 得到市民的普遍欢迎。 第
11天起， 该厂取消限额， 一 直做到当年年底。 这时， ＜＜文汇报＞＞首先向社会报道了该厂恢复
金银饰品加工的消息， 引得市民虷拥而至。

由千上泭饰品业的据理力争， 金银首饰加工业务的恢复终于加彴了包括中国人民银行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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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在内的政府主管部门的支持。 1982年 9 月， 国务院批准恢复内销黄金饰品后， 社会上很快
掀起了 一股购买黄金饰品热。 当时上海恢复金银饰品加工生产的企业仅有上海远东金银饰品
厂和上润宇宙金银饰品厂， 从业人员总数不超过300人（其中最早复业的“远东”厂 200人，

“宇宙 ＂ 厂仅 100人）。 从全国范围看， 1981 年尚有争议的金银饰品业， 到 1982 年国家开始供应
黄金时， 全国共有36家生产厂（目前已增至360家）， 从业人员不足 1500人。 这些厂家绝大多
数仅在一 个车间或小组内恢复出口首饰的加工业务， 生产条件普遍较差， 技术落后 ， 产品粗
糙。 1982年， 政府仅供应企业 2 吨黄金， 其中 1 吨用于工业、科研， 1 吨用于首饰加工业。
为避免有些企业盲目进入饰品业， 率先在全国复业的上海远东金银饰品厂向中国人民银行总
行提议， 全国先集中把黄金投放千上海、北京、江苏（苏州）、广东（广州）、 四川（成
都） 5个省市的7家厂用于首饰生产。 此外 ， 政府也规定，恢复后的金银饰品业只生产K金
产品， 销售点统一设在各省市的工艺美术服务部。 金银饰品业的经济效益在复业初期已相当
可观 ， 国家投放的2吨黄金每年可回笼人民币2亿元。

三、 上海金银饰品业复业后的困难与问题

和其他行业一样， 复业后的上海金银饰品业也是百废待举。 由于 “左” 倾思想的影响，
人为地抑制了消费者对金银饰品的需求 ， 使饰品业丧失了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市场基础。 率先
复业的上海金银饰品业存在着与全国其他地区同样的问题。 技师流失 ， 技艺失传， 复业后企
业生产条件差 ， 工人技术跟不上 ， 而宏观政策又限制太多， 凡此种种。 与此同时， 国外饰品
业的技艺水平、产品款式却已有了很大的提高与变化。 归纳起来， 目前上海乃至全国的金银
饰品业存在若以下 一 些突出的问题：

从国家宏观政策看 ， 由于黄金配售价与零售价之间差价过大， 导致一 些条件不成熟的企
业盲目进入饰品业， 使一 些质量粗糙的产品允斥市场， 影响了行业的健康发展。 国家政策在
某种程度上保护了落后企业 ， 目前上海的7家金银饰品企业中有几家根本无生产条件， 但照
常开业， 一 些厂家因为金银饰品业盈利可观、 市场竞争对手少而滋生满足悄绪。 这种缺乏市
场平等竞争的状况， 导致上海金银饰品花色品种单调， 厂家儿无调整产品结构、 升发新产品
的积极性。 从目前饰品行业的盈利悄况看， 由千国家在黄金定价上的倾斜政策， 企业从生产
到零售的毛利过高 ，

一 般均高达 20%。 而另 一 方面， 国家配给企业生产首饰用的黄金供应盐
却不能满足市场需求 ， 而且供应环节复杂， 致使企业在供应门市以后儿乎没有黄金用千批
发。 与此同时，

一 些外省市厂家的产品则以低于上海厂家的批发价大量涌入上海市场。
从饰品行业的技术水平现状看 ， 目前上海的几家企业大都技术落后， 优秀民族工艺后继

无人。 在国外饰品市场上， 饰品款式已趋个性化， 消费者讲究饰品的审美情趣。 相比之下，
中困现有的工艺水平远远跟不上。 据专家估计， 与国外先进水平相比， 中国金银饰品业的技
术水平至少落后40年。 所以 ， 中国饰品业再不在技术和设备上有所改善， 国家政策再不好好
鼓励和扶植 ， 中国的饰品业将面临被淘汰的可能。

从饰品行业的服务、 管理水平看， 上海的 一 些厂家虽然引进了 一 些设备， 但生产出米的
产品往往外观好看， 细看粗糙、 不牢， 容易断裂脱焊。 有些厂家根本不具备生产条件和技术
设备 ， 加工过程毫元规范程序， 连产品的成份都无法把握。 在销售服务上， 问题也不少。 旧
上海一家象样的银楼至少下拖三家分店（即俗称 “一 拖三” )， 但目前上海的专业金银饰
品店太少 ， 11货店及其他兼营店则太滥，（上改饰品售后服务跟不上， 影响了生产厂及销售）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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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誉。 此外 ， 上海门前对金银饰品来料加工业务收费限制太多， 企业儿乎尤利可图， 致使

有些企业不重视也不愿意承接市民来料加工， 从而形成金银饰品的 “ 加工难” 、 “修理难”

等不利于消费者的行业问题。

四、 进一步发展上海金银饰品业的展望与建议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 ， 居民收入的增加 ， 居民的消费水平也将有新的提高。 展望未来金
银饰品市场 ， 尽管目前的黄金配售与零售之间差价过大， 饰品业利润过高 ， 但我国消费者对
黄金饰品的需求还是呈增长的趋势。 除了传统的保值心理， 我国消费者对金银饰品的需求也
将转而偏重审美悄趣。 据统计， 1992年1月上润市场黄金饰品的销蜇达到800,_, 1000公斤左

右 ， 销售收入达1亿元。 经推算 ， 目前上海市场黄金饰品年需求量在10吨左右 ， 从市场规模
看， 上海的饰品市场在国内仍属最大。 相比之下， 由于原材料供应不足导致的生产能力不
足 ， 目前上海的金银饰品生产和销售服务明显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 据估计， 上海市场供应
的金银饰品中产自上海的仪占30%, 1992年上海市场 一度根本看不到上海货。 目前国内金银
饰品产量最大的是广东， 每年供应市场的黄金饰品约有几十吨之多。

为进一步发展上海的金银饰品业， 也为进 一步抢救和振兴我国优秀的民族饰品技艺 ， 笔
者有以下二点建议：

（ 一）建议我国尽早开放黄金市场， 这是势在必行之举。 开放黄金市场一方面有利于我
国黄金生产企业直接参与国际市场交易 ， 使黄金成为可增值的商品 ， 从而促进我国国民经济
的建设和发展，另 一方面也有利于我国的金银饰品企业真正进入竞争市场， 及时了解国际行
情， 不断提高产品的生产和服务质抵 ， 更大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开放黄金市场后， 势必缩
小黄金的配售与零售差价 ， 使传统金银饰品的金子价转变为符合现代时尚的工艺审美价值，

改变已往产品款式单词、 金价高的局面 ， 从而有效地提高我国金银饰品行业的整体水平， 使
中国的金银饰品早一天参与国际市场竞争。

（二）建议有条件的饰品企业积极组织年轻员工出国学习行业先进技艺， 尽早改变我国
金银饰品技艺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的局面。 长期的封闭中断了饰品业的中外交流 ， 由于行业
政策的限制， 目前饰品业向国外学习先进技艺的机会仍然很少。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 ， 上海的
金银饰品企业在复业初期就 一直重视职工的技术培训与交流。 最早复业的 “远东 ” 厂和建于
1984年的上海珍宝金银饰品厂 ， 先后组织培训了4期共160名年轻员工 ， 这些员工现在均已
成为上海饰品业的骨干技师。 此外， 由珍宝金银饰品厂牵头 ， 还成立了有外省市人员参加的
民间科技社团 一一上海金银饰品技艺交流协会， 经常组织会员交流、， 切磋技艺。 这些工作为
上海乃至全国金银饰品业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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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本刊是经济学方面重要的核心期刊之一

根据中南财经大学图书馆社科·经济信息服务 不仅量大，而且涉及面广、学术性强，在国内经济
部提供的检索咨询服务报告 1 «财经研究〉）1991年 类期刊中影响较大，是经济学方面重要的核心期刊
共被全国各类文摘报刊转摘61篇次，其被转摘文革 之一。 （一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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