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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市机电设备奎司志》，从告i署j隹备

到执笔撰写，经过一年多的时阍今天终于脱稿

付印了。这是我公司成立二十一年来的赞一部

志书。

编写历史，可为治国安邦搓供历史借鉴，

编写企业志．则可为企业的经营管理提供历史

借鉴。机电公司二十余年来在曲折发展的道路

上，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总结经

验教训，探讨机电产品经营规律．为企业曲建

设和发展起到承前启后，继往开耒，服务当

代，加惠后人的作用，这就是矗们编写《机电

公司志》的出发点。

写志．对于我们这些不善文墨的同志来说

本来就是一

调动频繁，

几分几合，人员

更增加了它的难



度。但是，我们从事编志的同志还是坚决地接

受了任务，在各方面的支持下，克服了重重困

难，按时完成了初稿。

这部志书，尽管还存在不少缺陷，但它还

是实事求是地记述了我公司二十余年来的历史

事实，反映了我们公司各个历史时期的本来面

目，为社会主义物资企业的经营管理提供了一

份有历史价值和实用价值的可供借鉴的历史资

料。

蓊阳市机爨设备公墓谢国华副 经 理翊斟平
1 9 8 5年l 1月2 0



前言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

鉴”。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建国

三十五年来，政通人：和，百废俱兴，尤其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举国上下，拨乱反正，

兴利除弊，亿万人民，团结奋斗，振兴中华，

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可谓盛世之治矣。为继

承我国修志的优良传统，启示建国以来的伟大

成就，总结物资供应工作的经验，探讨物资流

通规律，为生产建设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依

据，以利今世而加惠后人。为达此目的，遵照

上级指示，在公司党总支领导下，我们着手编

纂《洛阳市机电设备公司志》。

《公司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

指导，以《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为指南，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依照详近略远，



详独略同和古为今用的方针，力求政治上无差

错，资料上无虚假，正本清源，总结经验，客

观地反映公司的历史面貌，为企业的改革和发

展服务，为现代化建设服务，达到思想性、科

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发挥教育、存史和信息

仓库之作用。

《公司志》的编写，于1 9 8 4年8月开

始组织力量，收集资料， l 9 8 5年3月开始

撰写，历时七个月完成初稿。本书以年代为

经，以事件为纬，横排竖写，纵横结合，以横

为主，尽量体现机电行业的特点，展示公司发

展的全过程。全书共七章三十节，约五万字。

体裁包括述、记、志，传、图、表、录等形

式，以求详略得当，文图并茂。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曾为公司的建

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的老领导，老同志的

大力支持，有关科室和人员积极提供资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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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衷心致谢。

编志是一项新的工作。机电产品品种多，

范围广，经营方式多样，管理办法多变，历史

资料散失不全，加以时间仓促，我们经验不

足，水平有限，谬误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欢迎

各位领导和同志们批评指正。

《机电公司志》编纂办公室

1 9 8 5年1 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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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述

洛阳是一个历史名城，素有“九朝古都”之称，具有相

当的精神文明和丰富的文化遗产，洛阳又是一个新兴的工业

城市，具有以机械工业为主，轻重工业配套的工业体系。洛

阳市辖六区三县，总人口256万人，1984年工业总产值272，340

万元，农业总产值80，285万元。

洛阳地处河南西部，北靠亡B岭、黄河，南临洛水’、伊

阙，西望华山，东对嵩岳，陇海、焦枝两线纵横其间，城乡
公路四通八达，内外贸易发达，科研文教昌盛，基本建设规

模逐年扩大，市容市貌日新月异。洛阳是我国的重点建设城

市，是豫西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迅速发展的工农业生产，必然要求

提供大量的物资保障。机电产品是生产建设和科学研究所必

需的重要物资。人们常把电动机比作是工业的心脏，电线是

工业的动脉，工具是工业的牙齿，轴承是工业的关节，仪表

是工业的眼睛等等。机电产品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

其特点是范围广泛，规格复杂，技术要求高。因此，经营机

电产品要求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科学的管理方法。

物资部门经营的机电产品，按管理分工分为三类，即统配

机电产品，二类机电产品和三类机电产品，品种规格上万种。

物资流通在人类历史上已经存在几千年，但在我国，作

为对生产资料管理和经营的物资系统的出现，只不过二十几

年的历史。1958年以前，机电产品是由商业部门经营的；国

家分配的机电产品的管理(计划、“订货、分配、调拨)贝Il_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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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委和工业主管部门的供销机构负责。在我市，1958年根据

上级指示成立洛阳市金属材料设备公司，负责我市的：金属材

料和机电产品的供应工作。1964年，全省按经济区划调整物

资机构，中国机电设备公司河南省洛阳分公司成立，负责洛

阳市及洛阳地区各县市的机电产品计划、订货、分配、调拨

和供应工作。1968年底，随着地、市公司的分设和洛阳分公

司的撤销，洛阳市机电设备公司正式成立。

洛阳市机电设备公司座落在中州中路193号，现有职工

135人，占地面积11216m 2，有营业室755m 2，仓库5393m。，

办公室1218m 2，职工宿舍3860m 2，车辆三部，固定资产总

值98万元，国拨流动资金21 7万元，库存物资520万元。公司

党的机构是总支部委员会，下设四个支部。行政机构设一室

三科九站。另设有工会、共青团支部。

早在六十年代，国家主席刘少奇同志已经充分注意到物

资工作的重要，给予了必要的关心和支持。从l 962年3月8

日至1965年9月10日，刘主席先后对物资工作作了八次重要

指示，规定了“从生产出发，为生产服务”的物资工作总方

针，制定了“统一计划，综合平衡，条块结合，分级管理刀

和“集中统一，全面管理’’的管理方法，以及人、财、物垂

直领导的管理体制，规定了“以收抵支，收支平衡”的收费

原则。由于这些方针、政策和办法的贯彻实旋，物资部门对

于服务生产建设，服务人民生活均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

“文化大革命矽中对于过去一些行之有效的物资管理方针、

政策和办法，统统当作修正主义路线的产物予以否定和批

判，甚至物资机构本身也被砸烂。1968年9月，洛阳物资管

理局被撤销，机电公司归属市革委综合组领导；1971年6

月，归属市计委领导l 1971年8月，归属市重工局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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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8月，市物资局成立，又归属市物资局领导。这样频

繁地改变隶属关系，严重地影响了物资工作的连续性和正常

的工作秩序。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历史的转折。全

会作出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重大决策。从十一届三中全会

到十二大，党完成了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拨乱反正，

确定了新时期的总任务和本世纪末经济建设的宏伟目标，为

开创四化建设的新局面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党的“对外开

放，对内搞活经济”和“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

方针，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冲破了“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的理

论的束缚，为生产资料进入市场，开辟多渠道经营和市场竞

争提供了保证。1980年物资企业实行利润留成制度，1981年

又提出“合理计费，合理盈利"的原则，’从而提高了用经济

手段管理经济，按经济规律组织物资流通的自觉性，体现了

我国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性质。1980年以来，我们推行了经

济责任制，扩大了经营网点，增强了竞争能力，重视了经济

效益。在国民经济经过几年的调整之后，重新步入了健康的

迅速发展的轨道，对机电产品的需求大幅度增长。1984年进行

了全面的企业整顿，进一步完善了经济责任制，建立健全了

各项规章制度，提高了经营管理水平，机电产品供应工作呈

现了崭新的局面。1984年，进货总额2，143万元，销售总额

2，249万元，实现利润46万元，费用水平3．47％，资金周转

4．37次，各项经济指标均刨历史最好水平。

二十一年来，机电公司经历了一个曲折的、波浪式的发

展过程。从各项经济指标的升降情况看，每次起落都是与我

国的政治经济形势紧密相关的。1966年是一个高峰，显示了

我国国民经济在经过三年调整之后，进入了健康发展的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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