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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四課 紡織製衣 
 

  1899 年，怡和洋行在銅鑼灣道創立一龐大的「渣甸紡織廠」，在

地段上連有九座廠房。 

 

  可是，該廠約於 1905 年遷往上海，原址轉手予法國聖保祿機構，

以興建教堂、醫院和學校。 

 

  早於 1870 年代，已有用衣車縫衣服的工場和店舖，製成品是輸

往美國和紐西蘭。踏入二十世紀，有多間紡織製衣廠，開設於油麻地、

旺角、深水埗、紅磡，以及港島的銅鑼灣及筲箕灣等。較著名的有利

民興國、全新、棉藝、行工民及周藝興等。 

 

  1938 年廣州淪陷後，大量紡織製衣廠由內地遷港，此現象一直持

續至 1940 年代後期。 

 

  1950 年代，紡織製衣業更趨繁盛，大量新廠房在長沙灣、土瓜灣

及荃灣等區落成，規模宏大的有偉綸、香港、南洋、南海、怡生、南

豐，以及製衣的鱷魚恤、槍牌及伊人等。 

 

  除紡織製衣外，相關的行業還有織布、針織及溧染等。 

 

  部分內地廠商，挾巨資來港與連大型廠房。南洋紗廠位於土瓜灣

馬頭角道的工廠，於 1950 年代後期拆卸，可以開闢由龍圖街至鶴齡

街的十一條新街道，兩旁興建多座住宅樓宇。 

 

  約 1960 年，觀塘及新蒲崗的新工業區闢成，而更新紡織製衣廠

創設，當時著名的還有南聯、梅真尼、聯業紡織、會德豐和新馬等。 

 

  根據 1964 年的統計，紡織製衣業的工人，共約有十五萬，佔所

有製造業工人幾乎一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