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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社会，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工业化程

度的不断提高，经济活动的规模越来越大，社会的信息

量以从未有过的速度成变成凡何级数在增大。掌握信息，

分析信息，才能把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有机地联系起

来，科学地组织与管理生产经营活动，尤其是自前我自的

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正处在自传统模式向充满生机和活力

的社会主义新模式过渡的六键时刻，研究电子工业的历史

经栓，研究电子工业的发展战略，已提到了重要地位，成

为刻不容缓的任务。但是，百对浩如烟海的图书、资料、

数据、情报，人们虽有培苦穷经之志，在掌握信息方面，

难免挂一漏万p 在研究历史经验方亩，好恐;其锦模全。远

此，必须求助于有权威性的，经过科学整理的资料丛书，这

就是《中国电子工业地区概览》之所以应运陌生的背景

和原因。

作为电子工业地区'注的概览，这套丛书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部全面反映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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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工业发展历史和现状，按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别

成卷的丛书。每卷内容分为专论、发展简史和现状三大

部份。专论部份包括本省、市、区主要领导人揍写的有

关电子工业发展战略方面的论述，专家学者对本地区电

子工业的优势、特点、规模、水平、发展重点的研究

和建议，本地区政府关于发展电子工业的决定、指示、

规划，本地区贯彻开放、改革、搞活方针的动态和发展

趋势的分析等等。发展简史主要包括各地区电子工业

的发展历程、阶段划分、经验教训以及发展模式和管理

模式的转变，并附大事年表。现状部分包括现有的厂、

所、院、校、公司、集团的介绍，主要产品和名、优、

特、新产品介绍，有关电子工业的专业学会、协会、 研

究会、住芋11 ~杂志、高等院校电子专业设置以及建国 36

年来的各种统计数据等等 o 因此它是研究中国各地区电子

工业发展历史、发展摸式、规律和特点的参考书，是为

对外合作、加强横向联系提供可靠信息的工具书，是查

阅各地区电子工业企事业单位、主要产品和名优特新产

品的资料丛书。

本书的编辑方针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辩证唯

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以用为本， 以史为

镜，实事求是，突出特色，强调权威性、全面性、可读性

和可查性。本丛书提供的各种数据资料都经过电子工业

有关主管部门审定，因此它具有权威性;本丛书对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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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现状的介绍"为求作到全面、真实， 充分反映电子主

业的历史经验和现状特点，因此它具有全面.性，本丛书

在写作方法上力求文字简沽，语言朴实、在内容编排上，

注意了系统和逻辑，因此它具有可读性和可查性。这套

丛书既能对本地区电子工业的发展起一定的指导作用，

也能为其他地区电子工业发展提供参考与借鉴，在改革、

开放中有利于互通信息、互相了解，在加强横向联系、对

外合作、进一步发挥地区电子工业优势和特点方面，将

起重要作用。

本丛书是在电子工业部党组领导下，由丛书编审委

员会具体组织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在《当代中国的电

子工业》一书之后进行的又一次集体创作， 可以说是

《当代》的继续和补充。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电子工业

主管部门为编写《当代中国的电子工业》一书，曾动员

了 3000 多人，积累了 6000多万字的丰富史料，使我们在

编写《概览》时有可能"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

从而加快《概览》成书的进度，提高《概览》的编写水

平。从这个意义上说， <<概览》得助于《当代>> ，包含

着《当代》编写工作同志们的辛勤劳动。为此，我们谨

向为《概览》提供史实、资料、数据、文件的同志们，

为《概览》撰写专论的领导和专家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这套丛书的出版，如果能为国内外关心我国电子工

业发展、成长的人们提供一个历史线索和现状梗概，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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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委告人议费端，给人意L知亲，擎人棋盘发，给人棋方便

的话，那籍是对载祀的最夫鼓舞。

《中国电子工业地琶穰览》编审委员会

一九八七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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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中国电子工业地区概览)) ，由电子工业部主编、电子

工业出版社出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部全面反映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电子工业发展历史和现状的多卷本丛书。

二、本丛书分两种情况编排。第一种，多数省、市独立成

卷，第二种，两个省、区或两个以上省、区合成一卷。各卷在出

版上不编顺序号，先定稿的先出版。

三、本丛书内容，共分三大部分 z 专论、发展简史、现状.

发展简史主要撰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电子工业发展情况，

有的省、区电子工业起步晚，则从电子工业兴起时开始。为不割

断历史，有些省、市简要论述了旧中国已有的电讯器材修造业成

长概况。发展简史部分可分为发展历程，专业史z 地、市电子工

业简史。具体划分，应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决定，不强求一律。

四、这部丛书共约二十卷，每卷一册，每册30--50万字，附

有影色照片多幅。

五、各卷结构大体一致，但不尽相同，不采用编、章、节的

形式，而是由若干部分组成。每卷写有《前言)) ，后有《附

录)) 0 <<附录》根据实际情况辑录，不强求一致。

六、书中提到的人名，采取以事带人的方式出现。书后不作

人名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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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书中所黑数字，均按国务皖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单

位一九八七年联合适知中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

规定》施行。

八、书中注释采爵脚注方式，当页编码，不编通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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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日趋深入，行业之间、地区之间、企业

之间迫切需要沟通信息、相互了解。在这样一个历史环境中，

《中国电子工业地区概览》北京卷与读者见面了。

这部书主要包括三个部分 z 第一部分，在京的部分专家和

领导人就发展北京地区电子工业所撰写的论文 z 第二部分，北京

地区电子工业的发展简史和北京电子工业大事年表、历年工业生

产统计资料，第三部分，北京地区电子工业生产企业、科研机

构、教育系统和其它事业单位的现状。我们希望本书能为关心北

京地区电子工业发展，有意于加强同北京地区电子工业之间的合

作的国内外人士和研究人员，提供一个历史的和现实的资料E 能

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对促进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企业之间

以及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和电子工业之间的相互了解，加强横向联

系与联合，进一步发挥北京地区的优势，推动电子工业的发展起

到一定作用。

本书在编篡过程中得到北京地区电子工业各企、事业单位和

各方面人士的大力支持，特别是得到《当代中国的电子工业》北

京章编写组和《当代北京工业丛书》电子工业各分册编写组的帮

助，为本书提供了大量历史的和现状的资料，使本书能在较短的

时间内完成，谨在此对这些同志表示真挚的谢意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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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编者的理论、政策水平和业务知识、写作能力的摄制，

加上时间短缸，书中会有不少遗漏、错说、不当之处，请读者批

评指正。

《宁国电子工业地区概克》北京卷编辑部



1984年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在全国收录机展销会上观看北

京无线 电厂设计制造的牡丹牌 SL-2 型收录机。

1984年 3 月陈云同志听取北京东光电工厂总工程师俞忠

任汇报工作并观看该厂产品 。



1961年彭真同志视察华北无线电器材联合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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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 10 月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为北京电子管厂开工剪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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