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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北京是我们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首都，以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和

国际化大都市为世人瞩目。北京又是一个新兴的工业城市，首都的工

人阶级为首都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45年只是弹指一挥间，抚

今追昔，令人感慨万千——

北京作为五朝之都，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上占有重要位置。然

而，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北京作为一个拥有200万人口的大城市，全

年工业产值不过1．05亿元，工人不足8万，日常需要的工业品不能

自给，甚至连牙膏、香皂、钉子等日用小商品也不能生产。事实上

1949年才使北京工业化进程刚刚发轫。

45年来，北京的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艰苦奋

斗，经历了恢复生产、建立门类较齐全的大工业基地、发展适合首都

特点工业的过程。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北京工业

在改革开放中进入了空前发展时期。如今北京工业已拥有149个工业

门类，工业企业达6680余家，职工总数达156万人，固定资产原值

1000亿元，年完成利税总额达180．3亿元，在北京市国内生产总值

中，工业创造部分占到38．7％。我们可以自豪地说北京大规模的市

政建设投资，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于首都工业。首都日新月异的飞速

发展，凝聚着首都工业战线全体同志的血与汗。北京45年的工业发

展是一部艰苦拼搏的创业史、可歌可泣的奋斗史、不断进取的改

革史。

今天，在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部署下，编纂《北京工业志》是一

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它不仅可以系统地完整地留存北京工业发展的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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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生动具体地揭示北京工业所走过的全过程，把我们这一代人所经

历的成功后的欢欣，挫折后的拼搏，喜怒哀乐全部留存下来，而且，

作为前车之鉴，对于指导我们的工作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可以毫不

夸张地说，它是我们的资治之宝。我们所编纂的志书还是育人之书，

对于源源不断的后来者们是最完整的认识本企业、本行业的教材。

志书的编纂实可谓造福万代的大事，从事修志的全体同志付出了

艰苦的劳动。他们当中许多老同志把大半生都献给了工业战线，为首

都工业的发展流过血汗。而今，他们以强烈的事业心“不用扬鞭自奋

蹄”，兢兢业业地用心血写志，为我们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

设都做出了贡献。同时，从事修志的中青年同志也在修志事业中得到

了学习和锻炼。

古往今来，盛世修志。这是我们所编修的北京第一部工业志，冀

希望于我们这部志书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

1995年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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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志》经过北京印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各级领导、修志工作

者和有关人员的10年努力，终于与读者见面了，这是值得庆贺的一

件大事。

《印刷志》是《北京工业志》的一部分志。《北京工业志》是一套

系列丛书，是北京地方志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专门记述北京工业的第

一套专业志书，计划由25部分志组成。各分志汇集北京地区一个工

业行业或部门完整、翔实的史料，是该行业全面、系统、权威的资
料书。

《北京工业志》是根据京政发(1988)98号文要求和北京市地方

志工作规划纲要的安排，在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北京市经济委

员会的领导下，从1989年开始组织编纂。编纂工作得到了工业系统

各级领导和广大职工的大力支持和热情帮助。

《北京工业志》的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

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方法，坚持中国共产党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各分志记载内容以

行业为目标，以部门为起点，尽可能地囊括全行业的基本情况；志书

结构采用横分门类，纵述历史，分篇、章、节、目四个层次；记载时

Iq上I艮X事业发端，下限到1990年(个别单位例外)，做到详今略

古，重点记述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情况并突出各行业的特点。

1990年6月，北京市经济委员会正式成立以市经委主任和各工

业总公司(局、办、集团)等主要领导组成的《北京工业志》编纂委
m



员会，并组建编辑部，负责日常工作。

《北京工业志》编纂委员会成立后，先后召开五次编委会会议，

决定编纂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第一次编委会会议部署了编纂工作任

务，提出了编纂的具体要求；第二次编委会会议就强化修志机构、充

实修志人员、加快编纂进度提出了要求；第三次编委会会议确定《北

京工业志》框架结构；第四次编委会会议要求各单位在1996年前完

成志书初稿；第五次编委会会议就工业志的编纂进度进一步提出要

求，要求各单位高度重视修志工作，努力克服当前存在的困难，善始

善终地完成工业志的编纂任务。1998年12月市经委召开工业系统修

志工作会议，决定在继续完成《北京工业志》的同时，全面起动《北

京志·工业卷》编纂任务，到2001年元月4日工业系统担任的24部

《北京志·工业卷》已全部通过有《北京志·工业卷》责任主审、责任

编辑和修志专家参加的初审。

《北京工业志》编辑部成立后，在培训修志骨干，普及修志知识，

志书结构设计等问题上多次召开研讨会，并取得了一致意见。这几年

先后印发了《关于充实加强编辑机构的通知》、《关于印发向(北京工

业志)编委会的汇报材料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做好修志工作的通

知》、《关于编纂出版(北京工业志)的通知》、《关于调整(北京工业

志)编纂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通知》、《关于落实市政府修志工作会议精

神的意见》、《关于加强修志和年鉴工作的通知》等文件，指导和推动

了修志工作的顺利开展。

在编纂《北京工业志》的过程中，直接或间接参加修志的人员数

以万计，涌现出一大批热爱修志工作的先进工作者，他们不计名利，

不计报酬，在修志战线默默无闻地辛勤耕耘，为工业志的编纂作出了

重大贡献。1994年北京市经济委员会和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

公室表彰了工业系统62名修志先进工作者；1997年北京市地方志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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纂委员会召开全市修志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会，其中工业系统有

5个先进集体和19个先进个人受到表彰，分别占表彰总数的10．6％

和19％；2000年12月20日，在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和市人

事局召开的“北京市地方志工作会议暨《北京年鉴》工作先进集体先

进个人表彰大会”上，“北京工业志”编辑部被评为修志先进集体，

工业系统有20名修志工作者被评为修志先进个人，对工业系统的修

志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印刷志》是《北京工业志》与读者见面的第9部分志。北京印

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修志工作者和有关人员查阅了大量文件、统计资

料和历史档案资料，尤其是几位编辑人员多年如一日，勤勤恳恳，默

默无闻耕耘，为完成志书作出了重要贡献。在编纂过程中，许多单位

和个人为该志的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在此谨向北京印刷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修志工作者及为本书作出贡献的所有同志表示谢意。

本志书虽几经修改，但由于编纂工作浩繁，加之缺乏经验，不当

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指正。
。

《北京工业志》编辑部

2001年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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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史传世惠及后人

(序一)

“盛世修志”。《印刷志》在北京市地方志编篡委员会统一规划和

指导下，经北京印刷界近千人的共同努力，历十载辛勤，汇史料宏编，功

在当代，惠及后人，可喜可贺。

北京是我工作生活了大半生的地方，印刷又是我最早从事的职业。

《印刷志》记述着我最熟悉之地、于我有不解之缘的印刷行业的发展情

况，有些史料我是“耳熟能详”，有些更是过去曾亲身经历的事情，而今

回味起来仍是激动如初。

其一：印刷作为一个行业第一次载入了“正史”。印刷术是我国古

代四大发明之一，其发明和应用对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起了不可估量

的作用，被誉为“文明之母”。但在我国古代，印刷术却没有载入“正

史”。不仅官修的“志书"中很难找到它的踪影，而且由它产生的浩如烟

海的书籍中，也没有一本关于它的专门著述，有关印刷术发展的情况，

只能从古代文献资料中找到片言只字。只是到了近代由美国汉学家卡

特博士撰写了《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之后，我国才开始较普

遍地对它开展研究，陆续出版了一系列印刷史学著作，内容愈来愈丰

富。但至今仍未有以方志体例，完整、系统地记述一个地区印刷全行业

发展情况的著作。因此，《印刷志》是印刷术发明以来我国第一部载入

“正史"的印刷行业志。

其二：北京印刷业是我国印刷业发展的代表。我国印刷术的发明

是一个渐进的演变过程。就雕版印刷术而言，在隋时已开始使用，到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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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技术已日臻完善了。隋唐时的“幽燕”即北京地区，原本文明富庶之

区，雕版印刷术的推广应用与中原同步，只是由于战乱频繁，当时的文

献资料已散佚无考，故《印刷志》只能从有实物和文献资料可据的辽代

开始汇集。从辽至今，北京一直处于“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为之服务

的工具——印刷术，也就伴随着有了1 000余年延续不断的发展史，这

在我国大城市中是绝无仅有的。《印刷志》充分反映了这一历史进程，

所记述的北京印刷业的光辉历程和辉煌业绩，代表了我国古代印刷业

的发展状况，完全可以把它看成是我国古代印刷业的缩影。新中国成

立后，北京印刷业更有了巨大的发展，是我国重要的印刷基地之一。据

统计，从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末期，北京印制的书刊、报纸始终占

全国总量的30％左右。进入90年代后，比例有所下降，书刊约占

15％，报纸约占12％左右。1998年，北京地区印刷企业己发展到1 800

余家，是北京地区一个重要的工业体系。北京印刷业几十年来为首都

乃至全国两个文明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其发展历程也是新中国印刷

业的代表。因此，无论过去和现在，北京印刷业对我国古今文化发展的

巨大贡献，都有许多可记可述之事，应该载入史册，流传千古!

其三：“众手成志，共襄盛举”。为编纂《印刷志》进行了大量资料收

集工作，在这方面融进了近千名印刷工作者的心血。志书的当代部分

资料，就是100多个有代表性的企事业单位撰写的厂史和单位介绍材

料，并由这些单位的行政负责人组成的编委会编纂而成的，确保了史料

的准确性。有关专业部分的章节，则组织有关当事人、专家亲笔撰稿，

还召开了各种座谈会，先后有100多名离退休老同志提供了丰富的史

实资料，从中挖掘并抢救了不少珍贵史料，弥补了各单位资料之不足。

在此基础上，由中央和北京市主管印刷事业的各方面负责人组成的编

审委员会，负责总体编审。因此，《印刷志》的编纂出版不仅是广大印刷

工作者共同奋斗的结晶，也是首都印刷界共襄盛举、团结协作的产物。

可以说，《印刷志》也是北京印刷界同仁团结协作的一曲颂歌。
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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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印刷志》的编纂是功在当代，惠及后人的一项重大

工程。在研究印刷文化、传承印刷界的光荣传统方面，其史料价值是不

可估量的；在印刷业今后更好地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方面，其功效更是

巨大和深远的。

懒狲⋯矧主席喜匆簪
2000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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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存千古 经世致用

(序二)

印刷术是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对于促进我国和世界文明的

发展产生过巨大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印刷术的应用由教育文化范围

扩大至工商领域，印刷业便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工业部门。新中国成

立后，首都北京的印刷业更发展成为一个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

从50年代开始到90年代初，我一直在北京市出版行政机关和北

京市印刷技术协会工作，和许多老印刷工作者一样，与印刷结下了不解

之缘，个人大半生的苦乐都和印刷业的兴衰联在了一起，亲身经历了新

中国成立后北京印刷业近半个世纪发展变化的全过程，为它取得的每

一项成就欢欣鼓舞。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修《印刷志》的决定，

反映了首都印刷业广大职工的共同心声，也满足了包括我在内的一大

批老印刷工作者的夙愿。读了历十载辛勤编纂完成的《印刷志》，为它

丰富浩繁的史料叹服，更为它准确翔实地记述了北京印刷业的光辉历

程而激动，联想当年，倍感亲切。

综观《印刷志》，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这是一部地区性的行业志，较好地反映了北京印刷业发展的

特点。北京印刷业有哪些特点呢?主要可概括为：历史悠久、门类齐

全、归属不一、中央企业占主导地位。特别是最后一点，历来都是如此。

北京，过去是“天子脚下”的“京畿”之地，在以雕版印刷为主的千余年传

统印刷术时期，刻印书活动耗资巨大，因此多由中央政府直接主持，地

方政府和私人也有刻印书活动，但数量很少，无论财力、物力和技术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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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与中央抗衡。新中国成立后，北京作为首都，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

心，为适应科研、教育、文化出版事业发展的需要，中央有关部门投资在

京建立了一系列专业印刷厂，使北京印刷业有了飞速的发展，到50年

代末，北京已建设成为全国重要的印刷基地。80年代以前，北京印刷

业的主力一直是中央在京企业，市属和区县企业除少数几家外，规模都

不大，设备也较简陋。改革开放后，与50年代相比情况有了较大变化，

主要是区、县、乡、镇及私营和“三资”企业有了巨大发展，但骨干印刷厂

仍然是中央在京直属企业。《印刷志》按行业志来编修，避开了复杂的

归属问题，把包括中央企业在内的北京地区主要印刷企业的情况全部

录入，完整地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后近50年北京印刷业的发展变化，这

是符合实际的。如按部门志的体例来编写，只写市属企业，则涵盖面

小，就不能称之为北京《印刷志》了。

其次，资料完整系统，较好地完成了志书中有关古代和近代部分的

编撰。根据“上限不等高”，“下限一刀切”的原则，志书不断代地记述了

北京印刷业千余年的发展历史。各门类上限的起始年代是：书刊印刷

业，定在辽代；纸币及有价证券印刷业，定在金代；报纸印刷业，定在明

末清初。下限定在1995年，个别条目的资料延至1998年。这完全是

根据现在收集到的资料来确定的。《印刷志》有的史料澄清了多年来一

些报刊文章对某些问题的讹传，有的则补充了一些印刷史专著的不足，

编者还刻意搜集并记述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等各个革命历史时期北京进步书籍、报刊的出版、印刷情况，

中国共产党各时期在京创建地下印刷厂的情况，印刷工人参与革命斗

争的情况。不仅为我们及后人提供了一套较为系统、完整的北京印刷

发展史料，也为我们进行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和传统教育提供了珍

贵的教材。

第三，“详今略古，立足当代”，志书重点记述了新中国成立50年来

北京印刷业发展壮大的光辉历程。它以丰富、翔实的资料，力求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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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全面地反映新中国成立后各个历史时期北京印刷业的基本状况

和特点，既肯定了成绩，也列举了问题。本着“生不立传，以事系人”的

方式，对有突出贡献的人物，志书简要记述了他们的主要活动；对企业

主要领导人、市级以上劳动模范，则以名录记述。

通过修志，我们把过去分散、零乱的资料，存真求实汇总成较系统

的史料，补记了北京印刷业千余年的光辉历程；把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印

刷业50年的发展变化，广大印刷职工的共同奋斗成果载入了史册，实

现了我和几代老印刷工作者多年的梦想，真是天大的幸事，我衷心感谢

参与编纂《印刷志》的同志们!

志存千古，经世致用。我们要以史为鉴，不仅要继承和发扬北京印

刷业的光荣传统，更要努力开拓未来，为振兴和进一步发展首都印刷事

业而继续奋斗。

原搿浆兰纂；蓑孵孚旁澎钙北京市印协一、二、三届理事长y巾T y_J j茎∥。，

2000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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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的观点，以生产和行业的发展为主线，以新中国成立后近50年的发展历程为重

点，记述有实物和文献资料可考的1 000余年来北京地区印刷业发展的历史，以达

“资治、教化、存史”的目的。

二、本志上限始于契丹族建南京(今北京)为辽陪都的公元938年，下限截止

1995年。为保持内容的完整洼，有的条目延至1998年。

三、本志根据收集到的资料按行业志谋编布局，记述自辽代至今各历史时期

整个北京地区印刷业的兴衰沿革。各单位具体的生产、基本建设、企业管理、党群

工作等情况，因管理体制不统一等复杂原因，资料难以收集齐全，加之篇幅所限，

不予涉及。

四、本志体例，横排竖写。横分专业与门类，竖写历史。具体布局是：总述、大

事记、专志和后记。专志按篇横排，共6篇，即：书：f：lJFH,吊0；报纸印刷；有价证券印

刷；商标包装及特种印刷；行业管理；企业及劳模。各篇分章、节、目三个层次记

述，章、节的数目和内容依资料而定。每篇记述一个专业或相近的门类，均从事物

发端开始竖写其发展变革史实。做到以横为主，横不漏项，竖不断代。

五、各历史时期有关整个印刷行业发展状况的综合性资料，放在第一篇书刊

印刷各章中表述；交叉事物的处理，采取按专业和类归口；同一事物则按各专业的

不同特点和角度分述。

六、本志表述体裁，由述、记、志、传、图、表、录等部分组成，以志为主体。图

(照片)、表、录除卷首外，也穿插于各专志之中。为加强整体性，设总述，各篇设概

述；大事记按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相结合的体例，以编年体为主；各专志用史志结

合体记述；总述、大事记，不列入篇的序列，也不设章、节。

七、本志不设人物专志。市级以上劳模、全国毕舁奖获得者及相应的先进人

物记述名录；tY“以事系人”的原则，近代和当代印刷企事业单位负责人、有突出贡

献的人物，随单位和史实的记述录入名录；编委单位党、政主要负责人，随“单位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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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资料”列人名录。

八、印刷生产能力的表述，清代及其以前的雕版印刷时期，按刻印书籍的种类

和印刷数量记述；民国及其以后的近代和当代，则以印刷厂发展的数量和类别

记述。

九、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以文字记述为主，辅以图表和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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