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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湘计算机经过三十年的发展壮大，终于从一个几十人的地方小厂

发展成为现代化高科技大型上市公司，这里凝聚着几代人忘我奋斗的

艰辛，也深深铭刻着改革开放、顽强拼搏的烙印。值此三十年厂庆之

际，我们决定组织力量系统编修了这本厂志，这无论对历史还是对现

实都是一种很有意义的事情。

1通过编修湘计算机三十年厂志，再现了湘计算机人承受坎坷的韧

性、面对困惑的执着和迎接挑战的勇气。这使我们不由忆起创业所迈

出的一步步艰辛，不由感喟曾经牢牢握住稍纵即逝的机遇的睿智，不

由怀念往昔万众一心，克服困难，开拓前进的激情。这是湘计算机从

创业到成长、从发展到壮大的自身奋斗史、发展史，也是湘计算机人

苦苦求索、蓬勃向上的历史。

历史如镜。珍视历史，沉思历史，我们不仅可以清晰知晓以往历

史的真实面貌，更可以鞭僻入里，领悟到新的所在j《湘计算机厂志》

对湘计算机人来说是一本很好的历史教科书，我们从中可以审视过

去，更可以激励未来，从走过的轨迹中寻找值得汲取的精髓，从成长

的历程中剖析曾有的沧桑，我们可以更自信地开拓未来。然而毕竟过

去的历史已成昨El黄花，曾有的辉煌也变为如烟往事，希望还在未

来，愿我们所有湘计算机人借鉴历史的成功经验，用新的理念和智

慧，继续勇往直前，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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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建厂情况

湖南计算机厂创建于1969年7月1日，至今已走过了三十年的

发展历程。本章主要记述地理位置、历史沿革、发展变化及现状等情

况。

第一节地理位置

工厂座落在长沙市雨花路161号。厂址系原二机部长沙地质学校

校园的一部分。东傍雨花路，西与省气象局隔墙为邻，南与省劳卫所

以墙为界，北与金辉大厦隔路相望。地理标高70—88米，总面积

7．812万平方米。厂区东南角原为小山包，为便于规划利用，于1992

年4月至1993年1月花65万元，挖走5．8万立方土，开出1．5万平

方米平地。现工厂离市区主干道芙蓉南路东侧仅200米之遥。位置适

中，交通便利，环境幽美，具有比较理想的计算机工业科研生产的自

然地理条件。

第二节．历史沿革

-一、厂名沿革

湖南计算机厂前身为湖南省教学仪器厂，直属省教育厅，主要生

产教学仪器。1969年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大批学校解散，产品失

去销路，工厂频临倒闭。这时世界电子工业迅速发展，毛泽东主席发

出了努力把我国电子工业搞上去的号召，全国闻风而动。在此情况
—— 1——



下，湖南省革委会政工组教育组和生产指挥组上交组，于1969年6

月14日举行联席会议，通过了《关于教学仪器厂移交省机械工业公

司管理的决定》并于8月22日下达(69)革生工综字第035号文件，

明确规定：+湖南省教学仪器厂于1969年7月1日改各为湖南省无线

电厂，工厂的主要任务是迅速发展地方电子工业，推广普及湖南广播

通讯网。这一决定，使工厂正式跨人了电子工业行列，开始了新的征

程。

建厂之初，虽然明确以生产民用通讯电子产品为主，但由于工厂

很快吸收了一大批从部队院校转业来的从事过计算机教学科研的技术

骨干，他们主动争取计算机类项目并试制了几个计算机产品，显示了

工厂一定的计算机研制生产能力，故四机部在1973年9月同意将

108乙机扩点于本厂，1975年投入批量生产，当年产生了显著效益，

从此计算机成了工厂的主导产品。1976年四机部把工厂定点为中南

地区计算机生产地方骨干企业。八十年代初，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兴

起，计算机的重要性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促使厂领导更加认定了计

算机的发展方向，即于1983年1月21日经省电子局批准，将“湖南

省无线电厂”更名为“湖南计算机厂”，成为名副其实的计算机专业

厂家。

为了走集团化的道路，工厂于1991年争取整体加入了中国长城

计算机集团公司。到1996年9月，工厂积极申请改制上市，在长城

集团和省市各级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终于在1997年6月，以湖

南计算机厂大部分优良资产为主体，成功地组建了“湖南计算机股份

有限公司”，且“湘计算机”4050万A股股票发行成功并于1997年

7月4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而壳体湖南计算机厂仍然存

在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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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隶属关系沿革

随着国家体制的变革，工厂隶属关系经历了三上两下的变化。，

1969年建厂初期，根据(69)革生工综字第035号文件规定，

工厂直属省机械工业公司管理3

1970年10月，．工厂下放到长沙市冶金机械局管理；1977年又归

口到市电子公司管理o

1979年3月-6日，为便于集中规划发展全省电子工业，工厂又

上收到省电子局管理，明确为正县级中型企业并正式成立湖南省无线

电厂党委会。

’1985年国家再次推行企业属地领导，根据省经委湘经企[1985]

1号文件批复，工厂从1985年元月1日起再次下放到长沙市电子公

司管理，厂党委关系则属市工交工委。

由于计算机生产的特点，工厂下放长沙市后，感到难以有大的发

展，根据1986年3月23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推动横向经济

联合若干问题的规定》精神，厂领导于1990年10月，积极申请加人

中国长城计算机集团公司，得到省、市领导和长城集团的同意和支

持，1991年国家体改委以体改生[1991]55号文正式批复同意工厂

整体划归机电部中国长城计算机集团公司管理c：从此工厂进入“国家

队"行列，为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1997年6月组建成湖南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地改制上市，

成为按国家政策法规独立运行的现代化大型股份制企业。

三、领导体制沿革

工厂在文化大革命中诞生，1969年开始的建厂筹备工作，由原

省教学仪器厂革委会领导，主要负责人是原厂革委会副主任郑彬同

士
J心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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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1月1日，解放军和工人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

工厂。，主要负责人是队长王昌文、指导员肖劲文。

1970年5月25日，增补委员，健全厂革委会，工厂再由革委会

领导。郭广智任厂革委会主任。

1971年3月，军代表进厂，参与工厂的领导。

1971年11月，成立临时党总支，到1972年4月正式选举产生

厂第一届党总支委员会，工厂由党总支统一领导。党总支书记先后由，

刘均、郭广智担任。

1978年，企业恢复厂长名称，党总支书记郭广智兼厂长。到

1979年11月1日成立厂党委，仍由郭广智任党委书记兼厂长。

1980年5月，工厂党政领导分设，推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

制。党委书记郭广智、厂长戴桂芬。

1983年6月，按照干部“四化”的原则，厂党、政领导班子进

行了调整。党委书记杨成美，厂长杨德泉，继续推行党委领导下的厂

长负责制。 ．

7

1984年5月14日，国务院发布了《企业扩权暂行规定》 (十

条)，工厂于5月24日召开党政联席会议学习贯彻，开始推行厂长负

责制。后又经过厂长负责制补课，并于1987年3月5日，厂四届三

次职代会上，市工交工委副书记杨培钧同志代表市工委正式宣布实行

厂长负责制。厂长杨德泉，党委书记杨成美。

1996年6月，第四次党代会换届选举，由厂长杨德泉兼任厂党

委书记。

1997年6月，改制上市，，组建湖南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杨德

泉任董事长兼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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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第三节发展变化

湖南计算机厂三十年，在上级党委和主管部门的领导下，遵循党

在各个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奋发进取，艰苦创业的精神，

通过几代人的顽强拼搏，终于将一个频临倒闭的几十人小厂，建设成

为现代化的国家电子信息产业类大型高科技股份制上市公司。

归纳起来大体可分为五个发展阶段：

一、创建阶段(1969·1970)

1969年7月1日，原省教学仪器厂正式改为湖南省无线电厂时，

全厂只有职工58人，固定资产44．7万元，流动资金21．41万元。当

时面临的困难是很大的，因此，工厂一成立即着手抓了三件事：

一是扩充职工队伍。工厂要发展最关键的是要有一大批电子技术

人员。这时厂领导获悉军队有一批技术人员复员到地方待分配，当即

派人到退伍办联系，表示凡是军事院校毕业的电子专业技术人员，全

部接收进厂，一下子要了68人。他们有毕业于哈军工的、有雷达学

院的、有西安电讯工程学院的、有张家口技术工程学院的、有海军学

院、炮兵学院的等等0这批技术骨干都具有系统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

实际工作经验；均属宝贵人才；接着又从省里要了一批在君山农场劳

动锻炼的电子、机械专业大学毕业生。正是这些人奠定了工厂发展的

技术基础。在此同时，省、市退伍办安置来一批转业干部和退伍军

人，还从原长沙地质学校转来二批教职员工。为充实生产一线工人，

在1969年9～10月份，分别从安乡和益阳共招录了59名学徒工进厂

培训等。到1970年底，全厂职工总数已增加到378人。所有这些建

厂初期进厂的干部职工，都已成为工厂科研、生产和管理骨干，不少

人进入各级领导岗位，挑起了工厂的大梁，有的外调到上级部门和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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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单位担任主要领导。

二是选址定点迁厂。原教学仪器厂位于南大路长塘里，占地仅一

片3000平方米的洼地，严重限制了工厂的发展。在各级领导的关怀

下，很快选定了原二机部长沙地质学校校园一部为新的厂址(当时该

校已撤销)。经省革委会机关事务管理组批准并于1970年2月、12日

行文，同意将工厂选定区域借给工厂使用。新厂址占地面积8．5万平

方米(厂区西南角一山包，后为省气象局划去建了办公楼；厂区东南

部5195．25平方米面积被维用——长城合资公司征用，故现有面积

7．812万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2．78万平方米，其中生产用房1．58

万平方米，生活用房1．2万平方米。搬迁工作于1970年3月8日开

始，在驻军47军高炮部队汽车连的帮助下，全厂职工总动员，人拉

肩扛，昼夜奋战，仅用三天时间，一举搬迁就绪，又在较短时间内，

完成了设备安装调试，很快恢复了生产，成为工厂艰苦创业史上的一

段佳话。

工厂新迁厂址的产权问题，直至1980年4月11日，省人民政府

湘政行字(1980)第054号文《关于调拨房屋的通知》才作了明确的

规定，正式调拨给本厂并计价入帐o
’

厂址的选定和搬迁，为工厂提供了宽松的环境和进一步发展的良

好地理条件。

三是确定产品方向。1969年，省电子工业发展的重点是普及农

村广播通讯网，厂领导即把研制生产广播通讯设备作为建厂初期的产

品方向。当年试制成功多路通讯载波机和40w电子管扩音机，1970

年投入生产，产品适销对路，创造产值121．83万元，实现利润29．6

万元，从而打开了局面，为工厂的发展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基础。

在工厂的创建工作中，原教学仪器厂党支部书记、革委会副主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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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彬同志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得到全厂职工的肯定和赞颂。

二、初期发展阶段(1971～1980)

工厂创建就绪后，从1971年至1980年，经过十年的努力，把工

厂从一个小型企业建设成为初具规模的中型骨干企业。

在这期间，文化大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稳定和

发展。从1971年3月至1973年6月，军代表进驻工厂参与党政领

导，属于维持时期i 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促使无政府主义思

潮泛滥，影响了职工队伍的团结；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

进行全面整顿，、带来生产经营的稳定与发展；1976年“批邓反击右

倾翻风”，工厂再度陷入混乱，直至粉碎“四人帮”，局势才有了好

转。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文化大革命运动，确立了

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从而进入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

期，直至1980年，工厂走过了艰难曲折的初期发展阶段。在此阶段

也主要抓了三件事：

一是实现了产品转换，确立了计算机生产的主导方向。建厂初期

工厂主要生产民用通讯电子仪器设备，到1974年止，共创造产值

599．15万元，实现利润122．16万元。给工厂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效

益，也培养锻炼了职工队伍。

但自1972年以后，广播通讯设备和仪器仪表产品市场萎缩，加

之管理不善，工厂效益每况愈下，发展到连年靠贷款维持局面的情

况。而这时世界电子工业的发展已经逐渐形成以计算机为带头的工

业，这彳微妙变化，已为工厂所觉察，敬早在1970年开始，工厂就

曾相继试制了一台计算机控制的441一C高炮指挥仪、一台130小型

多功能计算机。这些试制产品，虽未产生多大经济效益，但这是在计

算机领域的尝试，对工厂技术队伍、技术基础影响很大。故到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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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经工厂反复申请，四机部终于在9月份下文，将108乙机扩点于本

厂，到1975年6月，本厂生产的第一台通用数字计算机(108乙机)

诞生了，这是工厂历史上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转折，开创了工厂产品

以计算机为主的新时期。1976年，四机部将本厂定点为中南地区计

算机生产地方骨干企业。

从1975年至1980年，工厂共生产108乙机17台，销售总额

1100万元，并在1979年与四机部一九一五所合作，将分立元件的

108乙机改造为中小规模集成电路MOS存贮的换代产品801机。

1977年工厂还参加了湖南省电子局组织的微机会战，研制成功DJS

一060微型机，是国内最早开展研制的微机应用产品之一o

在此同时，从1975年开始，工厂积极与国防科大挂钩，建立科

研生产协作体，先后合作研制生产了75—1型光笔图形显示器和X2

型彩色光笔图形显示器，成功地开辟了又一条新的产品途径。

实践使工厂坚定了计算机生产的信念，确立了以计算机为主导产

品的方向，并逐步形成了计算机生产和图形显示设备生产两大技术优

势。
’

二是建立健全了工厂组织机构和生产经营秩序。

-建厂初期，工厂内部组织机构不健全，生产经营秩序也比较乱。

从1971年8月到1972年2月，工厂开展了整党建党工作，整党结束

后，于1972年4月召开了第一次党员大会，正式选举产生了第一届

党的总支委员会，健全了党的组织j工厂走上党组织统一领导的轨

道。1973年6月，军代表撤离工厂，厂内车间、科室恢复名称，健

全了机构；1974年12月，厂党总支和厂革委会颁发了“抓革命，促

生产”的八项规定，工厂的生产秩序逐步恢复；1978年4～9月工厂

又一次开展了整党整风，全面进行恢复性整顿；1979年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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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取消革命委员会，恢复厂长名称：再一次调整车间、科室，设立

了14个科室，6个车间。党组织也于1979年11月1日建立了党委

会。至此，党政机构初步健全了，生产经营秩序也走向正常。1979

年工厂还给部分职工调升了一级工资。

三是工厂规模有了较大发展。这一时期尽管工厂的生产经营秩序

受到运动的不断干扰，但总体上看工厂还是克服了重重困难，顽强地

发展前进了。1974年以前，工厂以民用产品为主，产量产值不是很

大，而且几起几落，最高的1971年，总产值181．34万元，而从

1975年开始，工厂以计算机为主导产品，生产蓬勃发展，加之邓小

平同志出山主持中央工作，开展全面整顿，政治上的安定团结，促使

工厂生产出现高峰，总产值一跃猛增到635．97万元，一年超过建厂

前五年的总和。直至1980年，一直生产比较稳定，产值较高，利润

逐步增加，到1980年止，工厂共创造产值4411．93万元，实现利润

616．84万元。

工厂的面貌也发生了较大变化。职工人数达608人，其中工程技

术人员102人；固定资产达403万元，增加9倍；而且从产品开发、

工艺设计j机械加工、化工处理、元器件老化测试、总装调试等_系

列工艺流程基本健全，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生产技术基础；生产上可达

年产8位和16位微机500台套的能力；更可贵的是培养了一支计算

机专业技术队伍，积累了生产计算机和图形显示设备的丰富经验；印

制板生产基本可满足本厂生产配套和省内一些用户的需要。

．在技改基建方面，1979年10月建成一栋1000平方米的金工车

间；职工住房1980年10月建成一栋2319．7平方米的四层共40户宿

舍。厂里绿化设施加强，环境幽雅。工广已成为湖南省电子工业中型

骨干企业，也是中南地区计算机生产知名厂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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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调整阶段(1981～1983)

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造成的严重恶果，使国民经济被迫进行调

整，对工厂生产发展也带来很大影响，加之个人微机冲击国内市场，

工厂的主产品108乙机和75—1型图形显示器相继失去销路，故到

1981年生产迅速萎缩，产值、利润比1980年分别下降了52．75％和

85％。1982年继续徘徊不前，形势异常严峻。为了寻求出路，全厂

职工在厂党委的领导下，出谋献策，采取了以下几条措施：

一是对产品方向和产品结构进行调整。确定以开发微机应用项目

为主导产品，以为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技术改造服务为主攻方向；

二是加强对新品开发的领导。充实总师室力量，由一名副总工程

师集中精力组织微机应用开发工作，并成立科研所，调集精兵强将，

广泛开展微机应用的调研活动，确定开发项目。由此，于1982年研

制生产了线切割机床微机控制机，同时开始了皮带秤微电脑控制器及

微机控制的高温扩散炉、电度表校准仪、雷达综合显示器等项目的研

制工作； 、

三是利用工厂的设备和劳力j积极开展对外贸易加工。先后为境

外组装收音机、收录机共22873台。本厂技术人员还开发了有线对讲

机、小收音机、电子玩具琴、台式收录机等消费类民用电子产品；

四是在工厂管理上积极推行包、保、协经济责任制，用以调动干

部职工的积极性。

以上措施，产生了一些积极的效果。如外贸加工对缓和工厂经济

状况救了燃眉之急；微机应用项目雷达综合显示器、皮带秤微电脑控

制器等相继投入生产，形成一定效益。其他产品及几个民用电子产

品，由于本厂生产模式不相适应，未能成功。

到1983年工厂继续采取了几项重要决策，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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