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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宵色金属工业掷会常务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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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省有色金属行业坼会会长、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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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广东有色金属行业文化建设的一项系统工程，建国后首部《广东有色金

属工业志》历经近两年的编修，终于问世了。这是一部由广东省有色金属行业协

会、广东省有色金属学会组织领导，经征集、整理广东有色金属工业上限至古

代、下限至2005年的各个历史时期珍贵史料编修而成的全省性有色金属行业方

志。这项社会科学、文化建设重要工程的完成，是件大事，值得庆贺。

广东有色金属工业历史悠久，素以“有色金属之乡”著称。早在两千多年

前，现在的广州、阳春等行政辖区内的多处地方，就曾有过相当成熟的铜采选和

冶铸加工技术；至建国前，广东民间分散开采的钨、锡、铜、锑、铅等矿产业，

已在省内很多地区广泛分布。建国后，国家在广东首先重点恢复、发展了广东特

有的钨、锡及稀有矿产业。在建国后的头30年间，广东的钨、锡及稀有矿产业

曾是本省四大经济支柱产业之一及主要出口创汇来源，在全国亦具举足轻重地

位，为新中国的国防和国民经济建设作出过重要贡献。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

会召开后，广东有色金属工业在改革开放先行一步方针指引下，依靠不断解放思

想、不断深化改革、不断优化产品和产业结构，进一步把整个行业带进了一个持

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新时期。到2005年，广东有色金属工业中的铅锌采选冶

业、离子型稀土采选冶及应用业、钽铌冶炼及加工业、铝合金型材压延加工业等

新兴产业，均已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并成长为广东有色金属工业新的支柱产业；国

营老企业的调整、改革、改造工作基本完成；民营企业得到快速成长；全省有色

金属工业的产业结构，正快速由过去比较单一的资源矿产型向多元化的材料深度

加工和产品应用领域延伸。从2000年开始到2005年，广东全省每年实现的有色

金属工业总产值，一直稳居全国各省区的前四名；与本省的行业历史水平比较，

2005年当年实现的工业总产值，是改革开放前1978年的62倍、是建国初1950

年的7000倍。这次《广东有色金属工业志》的编修，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依

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力求比较系统、翔实、全面地把建国后广东有色金属工业

的这段发展历程、特别是改革开放27年来取得的丰硕成果载录和展现出来。志

书的问世，对我们客观地总结历史经验，树立科学发展观，进一步解放思想，实

现广东有色金属工业的可持续发展，相信会有很好的帮助和借鉴作用。

本次《广东有色金属工业志》的编修，是在广东省第二届《广东省志》

(1979～2000年)编纂工作全面铺开的基础上进行的。志书的基本内容、结构方法

和文字要求，主要参照或沿用第二届《广东省志·工业》卷的编修规范或分类办



法。在志书的编修过程中，编辑部的同志们不负使命，克服了因体制、产业等结

构变化造成的行业历史资料难以集中的巨大困难，在人手少、经费紧、时间急的

有限条件下，翻阅了几百万字的历史文献、档案和统计资料，走访调研了几十户

重点企事业单位和许多历史事件的知情人、见证人，以忠实、客观的记述完成了

交付的编修任务。这项浩繁工程的完成，让我们有幸在迈向行业发展新时代之

时，又多做出一项对历史负责、让前人欣慰的好事。在这本志书即将问世之际，

我们谨向在志书编修过程中倾注了心血、付出了辛劳的志书编纂委员会全体成

员，向参加志书编辑的全体人员，向给予志书编修工作热情支持和帮助的各企事

业单位和各界人士，致以衷心的感谢!

今年，适逢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在此，我们也谨以即将问世的首部《广

东有色金属工业志》，献给所有为广东有色金属工业作出过贡献和正在作出贡献

的人们!

斜硷恢
二00八年八月一日



编写说明

一、本志坚持以实事求是思想和唯物主义历史观为编修工作的基本指针，力

求全面系统地记述广东有色金属工业的历史与现状。

二、本志记事，上起事物的发端，下限断至2005年。本着“详今略古”的

原则，本志重点记述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史实。

三、本志叙事区域范围，以事件发生当时的广东省行政区划为准。为便于建

国后各个时期行政区划状况的对照，本志《附录》专设《附录7：1949—2005年

广东省行政区划沿革表》。

四、本志设《概述》、《大事记》、《有色金属工业生产》、《行业管理》、

《生产经营管理和技术进步》、 《重点企事业单位专篇》六篇及《附录》，均一级

平行排列。本志的基本内容、结构方法和文字要求，主要参照或沿用第二届《广

东省志·工业》卷的编修规范或分类办法。各篇横排门类，纵述史实。生产行业

以采、选、冶、压延加工顺序排列；生产产品产业以重金属、轻金属、稀有稀土

金属顺序排列；同一门类的史实记述取先后顺序的纵述形式。全书除引用原文

外，均以第三人称记述。文体采用现代汉语(语体文)、记叙体。

五、本志所设第六篇《重点企事业单位专篇》，专门选择载录全省部分知名

重点企事业单位个体资料与图片，用以展示不同类别企事业个体的微观特色。载

录单位大致以综合类、加工类、矿山类排序。

六、本志开篇之前部设历史及专业图片专栏。图片按领导人活动、重点单位

概貌、古代生产遗迹、地质勘探、采矿、选矿、冶炼、压延加工等分类排序。

“领导人活动”图片以国家(中共中央)、广东省、国家各部委、全国及广东省有

色金属行业领导人分类排序；不同类别领导人同于一图中，以该图介绍的主角人

物设定该图分类。图片按分类顺序连续登载，不设段落标题。图片内容限于有档

案保存或有可能收集、且在历史或工艺技术上具代表意义的范围。图片内容只反

映部分历史或专业片段。

七、本志记述历史朝代、机构、官职、地名、人名，均依当时称谓。历史地

名除经国务院和地方政府正式命名或更名外，一律沿用历史或习惯称谓，必要时

加注今名。科技术语、名词、名称，一律采用中文名称；机构名一般以印鉴为

准。文中所用“建国前”、“建国后”，系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

八、本志各项数据一般采用主管部门或主办单位正式提供的数字；历史统计



数据部分参阅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广州公司、广东省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编制的

《广东有色金属工业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6)))。计量单位按国务院1984年2

月27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执行。记述历史事件中的计量

时，仍按当时使用的旧计量单位记载。

九、书中字体，除必要时使用繁体字外，一律用国务院1956年公布的《汉

字简化方案》中的简化字和1964年批准的《简化字总表》。

十、本志中的简称均在第一次使用全称时予以注明。志中凡简称“中共”或

“党的”均指中国共产党，凡称省委、地委、县委、区委或党委、党组的，均指

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或企事业单位基层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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