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案例：“不用从地里长出来的布”

“的确良”是一种服装原料，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引领了当时我国的服装风潮。

正是这种“不用从地里长出来的布”，帮助中国人解决了棉布原料供应紧张的问题。在

此之前，人们穿的大多是棉布衣裤，而有限的土地顾得了吃（种粮食），就顾不了穿

（种棉花），纺织品异常紧缺，布匹需要凭布票购买（图2.9）。

“的确良”是一种化纤产品，20世纪50年代在国际上开始流行，60年代初开始在京津沪

小批量试制。70年代，我国通过引进石化装备，发展化纤工业全产业链，陆续建成上

海石油化工总厂等大厂，使曾是高档商品的“的确良”逐渐普及，服装原料有了替代

品，缓解了我国种棉花与种粮食争地的矛盾。进入80年代，“的确良”等化纤产品的产

量增加，加之棉花连年增产，纺织品生产已经能够满足老百姓的需要。1983年12月1日

起全国临时免收布票，1984年不再新印发布票，通行30年的布票终于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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