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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经厂志修纂人员三月余的勤勉撰辑，第一部《上海向明轴承厂志))告成。值此庆贺之际，

我作为上海向明轴承厂厂长、厂志编纂委员会主任，谨向关心指导的上级领导，向鼎力相助

的各方同仁，向辛勤耕耘的全体编修人员、工作人员表示诚挚的谢意。

志书，记往事而有所稽，昭后人而有所鉴。国家以史书传史，地方以志书记事。“厂

志”谓方志一体例，立志书之林，渊源中国近代工业的崛起，载企业生产经营发生，发展、

兴衰、更迭之脉穴为一体，纂于书传世。它录下前辈开拓的足痕，汇集企业发展的实况，供

后继者研究，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上海向明轴承厂志》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依志书修纂惯例，

详今略古，系统地科学地全面反映企业历史的全貌。它的问世，无疑为企业的厂情教育提供

一份好教材，为行业志的编纂提供一份有价值的资料，为企业的档案管理提供一份珍贵的蓝

本。因此，它是企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

上海向明轴承厂作为企业机制运转只有二年多的时间，但它生产轴承的历史迄今已有二

十多年。 《上海向明轴承厂志》概述了二十年前为改变我国轴承生产落后局面而发展生产轴

承的历史源头，汇集了企业干部、职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靠自力更生、艰苦跋涉的精

神，实录了企业轴承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产品从单品种扩展到150多种型号三大类二

个系列的发展过程。通观全志，可以看到上海向明轴承厂的成立是孕育它的胚胎一一上海向

明机械厂轴承车间生产规模不断扩展，不断壮大，是“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改革需求的历史

必然l上海向明轴承厂成立后，企业面貌日新月异，各项管理逐步走上正规，现代管理理

论，管理方法随着现代化设备的引进，人才的培养，开始运用于生产经营管理实践。

通览全志，我对上海向明轴承厂艰苦创业、默默耕耘的昨天深表敬意，对企业拥有几百

万资金，几百台机床，以及多种先进测试仪器设备和开发新品的能力的今天而感到自豪，对企

业行将大规模投资发展的明天而喜悦。

编纂厂志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尤其需要在三个月的时间内，从挖掘资料，整理汇集，刭

初稿，乃至于最后完成全志的定稿，难度很大，但修纂人员怀着高度的责任感，熬着酷暑，

完成《上海向明轴承厂志》的纂写。在此，我再次感谢全体修纂人员和工作人员，同时希望

在适宜时机把《上海向明轴承厂志》续修下去，以付梓青史。

上海向明轴承厂明天必将灿烂l

上海向明轴承厂厂长

厂志编纂委员会主任

陆效庠

1991年lO月



序二

《上海向明轴承厂志》在全体编纂人员的努力下，在总厂及各部门的支持下，终于在建

厂二周年之际付印了，这是分厂的一件大事，值得庆贺。

上海向明轴承厂的分厂体制建立虽然只有二年的时间，但轴承生产的历史却走过了二十

个春秋，它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事实，证明了企业的命运，总是同共和国的命运紧密

连系在一起。企业的兴旺发达，总是同社会主义的兴旺发达连系在一起。Ⅸ上海向明轴承厂

志》正是从一个侧面真实地反映了这段历史的必然联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所确定的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给企业带来了勃勃生机，向

明厂有了迅速发展。为了扩大轴承生产规模，积极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1988年，从向明总

厂所属的一个车间延伸了轴承分厂。从此，轴承生产获得了新的动力，产值利润连年高速度

递增。尽管前进的道路上充满曲折和崎妪，但是，前景是美好的。

《上海向明轴承厂志》是一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和厂情教育的好教材，通过它可以进一

步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激励大干社会主义的斗志，因此，它必将对分厂的二个文明建设起着

积极的作用。

现在道路已经打通，目标已经明确，在上级轴承公司关怀下，在总厂的全力支持下，在

分厂全体干部，职工的共同努力下，一个前途光明，设备先进，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新型企业

具有现代化水平的轴承分厂蓝图，已经呈现在我们面前，并且必将通过我们的双手变成事

实。

前进吧l上海向明轴承厂，胜利在向您召唤。

中共上海向明轴承厂党支部书记

倪锦周

1991年10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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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本志记叙上海向明轴承厂建厂(包括历史前身的孕育发展)前后二十年的历史，全

面记录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技术等各项资料。

二、上海向明轴零厂是上海向明机械厂下设的分厂企业，为行文方便，在称呼上“上海

向明轴承厂"称“企业”， “上海向明机械厂"称“总厂，，， “上海向明机械厂”历史上厂

名凡次易名，为行文统一，通称“上海向明机械厂"。

三、本志为企业志，重点反映企业生产经营实况，但也涉及企业政治、教育、生活等诸

方面的内容。

四、本志断限1970年一一1990年。上溯“总厂’’生产轴承之事件初，下限军-1990年底，

部分内容时限适当延伸截止初稿纂成之时。各分卷按此原则行文。

五、本志采用分志并列体，除序言，卷首，编后语外共设立十卷，每卷以条目体例载文

叙事，条下设目。卷目内容以时间顺序叙事，叙述事件发展全过程。

六，本志依史家通例，不为生人立传，载入本志的人物，凡生人均写成简介或以事带

人。各类人物按事类名录附后。

七、志书是历史的忠实记录，概录各类历史事件。本志所用资料，主要依据总厂档案，财

务、劳资，设备等科室及企业保存的各类档案。部分史料遗缺，采用访问、回忆所得口碑材

料弥补。为行文简洁，不注明史料出处，仅在编后记中概括说明。

八、本志重点记载企业工业发展，对历次政治运动，遵循“宜粗不宜细’’原则，不设

专卷详写，对历次政治运动中发生的重大事件或重要人物纳入“大事记”略写。

九、本着“详今略古，，为原则，详写企业建立之后的生产经营各方面的企业状况，对企

业建立前的沿革，依据史料概要编纂。

十、本志修纂所限时间三月，时间短，编纂仓促，有很多史料没能集齐，加上修纂人员

水平有限，本志书不尽令人满意之处很多，或遗漏，或差错，或文体不当，请读者鉴谅，望

续志者补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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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向明轴承厂坐落在中国第三大岛一一崇明岛上，位处崇明县席所在地，城桥镇东门

路42号上海向明机械厂厂区内，东靠城桥镇东门大队菜园，南为崇明县土地局，西是城区，

北与城桥镇软管厂相邻，厂门正对人民路东首。距上海市中心七十余公里’厂区地势平坦，面

积(总厂)达7．6万余平方米，水泥干道连接各生产车间；企业具有拓展，扩建、扩大再生

产的优厚潜力。

上海向明轴承厂成立于1989年8月。它的成立是处在“改革、开放”国家政治、经济体

制变革的年代，是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企业理顺管理机制的产物。它的成立顺应了国

家流通领域从市场计划向市场有计划的商品经营转轨的改革，是轴承市场需求增长和企业谋

求轴承生产不断扩大的结果。

上海向明轴承厂是生产经营型的独立的分厂企业，隶属于上海向明机械厂，行政上由上

海市农场管理局管辖，业务上归上海市轴承公司领导。它是在总厂原锻工、热处理、轴承机

修组，水泵轴承车间， “2、4”类轴承车间基础上成立的轴承生产组织、管理、协调，产品

市场销售的生产经营型企业。

上海向明轴承厂轴承生产的历史可追溯到六十年代末期。1970年，正处“文化大革命"

年代，国内工业生产受阻，轴承行业尤甚。中央为发展轴承生产，选择一些机械加工企业试

点生产轴承。总厂(时名上海崇明农业机械厂)被列入试制轴承单位之一。同年春夏季，总

厂派出四人小组到上海滚动轴承厂考察，学习轴承制造技术和工艺过程，选择试制品种。匿

后，总厂根据企业的机械加工能力，选择国内紧缺、依赖进口，企业制造的C620--lB车床

急需的一一D3182120轴承进行试制。年底样品试制成功。是年，经上级有关部门批准，

成立专业制造轴承的生产车间。车间成立伊始，只有二十几个职工，几台车磨通用机加工机

床，设备简陋、2n-r手段落后，工艺陌生。广大职工干部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边

学边干、风雨同舟，经历年辛勤的耕耘，企业轴承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生产能力逐年提高，

产品、产量高速增长。到1988年，企业已成为国内水泵轴承生产的主要定点厂之一。

1990年末，企业拥有固定资产原值250万元左右，建筑面积5千多平方米，主要生产设备

114台，职工总数244人(含全民N-r人、合同制工人和临时工)。企业设有四个生产车间，

一个辅助车间，建有四科二室职能部门。

上海向明轴承厂专业生产“0”类水泵轴连轴承、“2"类短园柱滚子轴承、 a4-类滚

针轴承。有产品型号150多种，主要为中小型轴承，精度等级G、E，D级。产品主要用于汽

车、船舶，电机、机床、石油矿山机械等。水泵轴连轴承系列产品在满足国内用户基础上，

大部出口美国，泰国、新加坡、j乍律宾等国家。

在新产品开发中，最具有代表性的WIBl630098Y水泵轴连轴承，1987年开始试制。1990

年通过验收，成为田内“桑塔纳"轿车国产化配套轴承项目中第一个通过大众汽车公司验收

的品种，性能指标达到或接近西德同类产品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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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71年2月建置轴承车间始，轴承新产品开发和轴承制造设备的改装，改进、工装夹

具，测量仪器等技术革新项目达450次以上，许多新设备，新工艺，新技术在轴承制造中得

到应用和推广，生产技术水准极大地提高，生产效率、产品质量逐年提高和改善。1990年总

产值(80不变价)381．4万元，产量25．7万套，销售利润9l万元，分别是建立车间时的35倍、

180倍和45倍。1990年轴承产值、利润占总厂产值利润的三分之一和二分之一，而职工人数是

总厂的四分之一，是总厂产值利润大户。

上海向明机械厂是生产经营型的分厂企业，从事生产管理，产品市场经营。企业法人资

格由总厂厂长兼任，企业除设置与生产经营直接关联的设备，技术质量检验，生产经营，厂

办、全质办四科二室外，其它的管理职能如劳资，财务，供应等科室由总厂直接管理。因

而，企业是非完整的生产经营型经济实体。

上海向明轴承厂成立前，各轴承车间实行车间主任负责制和主任承包制。1989年8月，

企业成立后，实行厂长负责制。副厂长级以上行政干部由总厂厂长聘任，企业行政主要领导

实行主要经济指标考核制和干部聘用定期考核制。中层干部由企业厂长聘任，各科室车间干

部定期实行主要责锋和主要经济指标考核。

企业成立后即制订企业发展的工厂方针：。改善经营争市场、优化管理增效益、开发新

品添后劲、水泵轴承上水平黟二十八字方针。厂部和各科室根据二十八字方针，实施部门工

作目标管理，以及制定各项工作管理制度。企业推行全面质量管理，计划管理和现场定置管

理。

企业设立中共党支部。党支部受总厂党委的领导，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实行保证监督。

历年来，党支部在总厂党委的领导下，根据各个时期婚不同历史任务和内容，发挥基层支部

的作用，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理论学习，宣传党的基本路线。立足党的“二个基本点，，定期

对党员的考评工作，加强自身的组织建设．注意培养发展党员，引导共青团组织健康地发

展。

企业的团支部在总厂团委和企业党支部的领导下健康地发展，历届团支部的工作积极活

跃，多次被评为局级、总厂级先进团支部。共青团是青年的先锋队，团支部积极吸收先进青

年入团，调动和发挥广大青年的能动性，使青年在工作中培养才干，不断向上。历年中，有

许多青年被评为市、局、总厂级新长征突击手和各种操作能手，广大青年已成为企业生产的

主力军。

企业工会建于1973年。工会委员任期四年，由企业全体工会会员选举产生。历届工会在

党支部领导下，关心职工疾苦，保护职工合法权益，引导职工，同心协力，艰苦创业，工会

注意调动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开展合理化建议活动，以及与团支部一起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

劳动竞赛，技术比武，义务劳动和各种文化娱乐活动。历年中，许多工会积极分子被授予

市、局、总厂级各种荣誉称号。

企业的民主管理制度形式是职工代表大会。职工代表小组，创建于1984年，主要行使二

大权力，一是参与总厂职工代表大会，对总厂企业民主管理、各重大决策作审议，其二，讨

论审议通过企业经济责任制方案，奖金分配方案，厂纪厂规等企业的重要规章制度，监督企

业的管理机制，民主评议企业中层以上领导干部，发挥企业职工的主人翁意识和参与民主管

理监督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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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注重职工的文化教育。从1980年初起，企业为提高职工的技术业务素质，创造条

件，提供便利，输送骨干人材读职大、电大，各种技术专业的培训，以及各等级工的应知应

会学习。企业职工素质不断提高和改善，增强了企业发展的潜力。到1990年，企业拥有高级

工程师二人，助理工程师9人，技术员3人，高级2125人，助理经济师2人，统计员3人，会计

员1人，占企业职工人数的11％强，高中以上学历的职工占55％以上。

上海向明轴承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依靠企业广大职工，瞻前顾后，上海向明轴承

厂前景是广阔的，绚丽多彩的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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