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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國火柴廠  

火柴從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傳入中國，

同治十六年（1877 年）中國第一家手工製造火

柴的民族工廠--上海製造自來火局在南京路一

洞天茶樓旁建立，使用「馬牌」商標。中國民

族火柴業剛萌芽，就受到國外火柴業的侵軋，

日本人隨即在附近開設一家專營「櫻花牌」火

柴的祥和豐辦莊。上海製造自來火局由於資本

弱小，原料依靠進口，連火柴盒也以回收丟棄

的空盒作為代用品。而且手工作坊的產量低，

品質也無法與進口火柴匹敵，所以開業不久便告歇業。 

坪洲大中國火柴廠是中國上海的火柴大王劉鴻生所建。劉鴻生（1888－1956），民國實業

巨頭，有「煤炭大王」、「火柴大王」等之譽。由於其涉足眾多實業領域，又有「企業大王」

之稱。浙江寧波定海縣（今舟山）人，生於上海。 

劉鴻生曾獨資或合資經營上海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現上海水泥廠前身）、鴻生火柴公司、

章華毛麻紡織公司、中華碼頭公司等眾多企業，任總經理、董事長。劉鴻生致力於火柴業，

於蘇州、上海和全國各地興辦鴻生、大中華等火柴公司，任全國火柴同業聯合會主席。1930

年，聯合熒昌、中華兩公司組成大中華火柴股份有限公司。先後吞併九江「裕生」、漢口「燮

昌」、揚州「耀揚」、蕪湖「大昌」、杭州「光華」等火柴廠，並在與外資廠商激烈競爭中

獲勝，到 1935 年，年產火柴 15 萬箱，占全國火柴年產量的約五分之一，被稱為「火柴大王」。

1938 年為了避戰，來到香港，在坪洲設立大中國火柴廠。他到 1945 年 10 月才回到大陸。 

三十年代的中國內憂外患，劉氏意識到將所有資金投在中國非常危險，於是開始將部份資

金投資海外，當時香港是英國統治下的殖民地，他心想比較安全。在一次很傳奇性的機緣巧

合，他與坪洲結了一個緣，因為長洲的拒絕，大中國火柴廠便建於坪洲。 

當時坪洲由於灰窯業的息微，部份居民失業，正好北灣的灰窯廠倒閉，便將地皮賣給劉鴻

生，他買了坪洲東北面大部份土地，火柴廠亦立了很多界碑以劃清界線。坪洲居民委員會並

無反對此危險工業在坪洲設廠，原因居民需要工作，廠長答應造好安全設施及讓坪洲居民優

先就業，然後再僱其他島的居民。大中國火柴廠於是在 1939 年正式運作。當時是全東南亞

最大的火柴工廠。廠內的管理人員都是浙江人仕。 

大中國火柴廠是香港最大的火柴廠，火柴廠出產的火柴銷售到東南亞各地，四十年代初最

高就業人數一千多人，另外外判部份工序。可惜火柴工業由於打火機的出現而被淘汰，加上

東南亞自製火柴，火柴廠終於在七十年代末關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