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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对事秉笔直书，述而不论，寓褒贬于史实记述之中。 ． ⋯．、，，‘ 。。

二、本志记述时间上限为1902年，下限为1992年。． ’

三、本志记述范围主要是重庆辖区内的民用机械工业，但不含少数部门的专用机械

和仪器仪表工业，军工和区县所属机械工业的细情，将由兵工和区县志加以记述。

四、本志按篇、章、节层次序列排列，全志分4篇19章80节，按时间顺序如实记

述历史事实。 ， ．，．

，

，、 五、对历史事实的记述，是遵照“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方针，尽量反映重庆市

机械工业的特色，重点部份详写，一般略写，与其它专志交叉部份分别从简或从略。

六、对产品的记述，详述名、优、特产品，略述一般产品。顺序是先作产品简述，然

后按产品分类，每类产品原则上是按机械部产品目录顺序排列进行记述。凡历史上生产

过的主要机械产品或有一定历史价值的产品均予以收录。由于有的企业名称变更频繁，记

述时一般采用现名。。 ． ．

七、大事记要总的是按编年体编写的，为了看出一件事的连续性，其中少数事例则

采用了记事本末体记述。

八、本志采用述、志、记、图、表等体例，以志为主，图表分别插入有关章节。

九、本志所有数字，除习惯用汉字表示外，一般用阿拉伯字表示。工业总产值均按

1980年不变价。

十、本志对人物一律直称姓名，或在姓名前写其主要职务或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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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机械工业管理局局长

序

重庆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名城。重庆的机械工业是一个有近百年历史

的老工业，她经过抗日战争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四十多年的艰苦创业，特别是在

党的改革开放方针的指引下，有了长足的发展，从简单的机械产品修造、仿制，发展为

自行设计。研制及生产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机械产品；从作坊式加工和满足地区有无，发

展为以重点骨干企业为主体，门类品种齐全，立足全国，面向世界，有较大规模和装备

先进的产业；从较低综合服务能力和经济效益，发展为在国际和国民经济建设及人民生

活中具有一定地位及地方特色，综合经济效益增长在全国计划单列市同行业中名列前茅，

位居重庆市国民经济构成中第一支柱产业。重庆机械工业在我国西部地区的迅速崛起，将

对重庆市的腾飞和全国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机械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无论是传统产业还是新兴产业，

都离不开机械装备。机械工业属于产品门类繁多，服务领域广阔，协作配套复杂，产品

更新快的行业之一，对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技术进步，有很大的直接影响。机械工业的水

平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工业发展水平的综合反映。重庆机械工业由无到有、由弱到强、由

小到大的历史发展过程，也是重庆作为西南地区工业重镇形成的一个缩影，将她载入史

册，编修成志，对过去经验进行总结，对现状加以研究，为促进重庆机械I业的发展，是

一件十分有益的事情。

《重庆市机械工业志》的出版，全面系统地记载了重庆市机械工业的历史和现状，为

宣传、认识和研究重庆市机械工业发展规律提供了大量资料；为重庆市以汽车、摩托车

为龙头，带动机械行业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为各级领导决策，合理调整工业布局，规

划重庆的蓝图提供7翔实材料。

在党的十四大精神指引下，重庆机械工业正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深化改

革．转换机制，扩大开放，调整结构，加快建设，快速发展，为重庆市经济发展作出更

大贡献。

《重庆市机械工业志#出版是全行业广大干部职工多年愿望，是值得庆贺的。

一九九三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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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机械工业

各行业工业总产值比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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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机械工业

各行业实现利润比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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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4月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右三)视察重庆机床厂

988年初国家主席杨尚昆(左一)在北京参观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403工厂生产的

装车



总厂)

1991年11月12日国务院总理李鹏(左三)视察厌铃汽车有限公司(重庆汽车制造

国务院副总理朱锩基(右二)视察庆铃汽车有限公司(重庆汽车制蓬总厂)



J

1991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左四)视察厌铃汽车有限公司(重庆汽车制造惫厂)

1992年2月机电部部长何光远观察重庆水轮机厂和重庆机床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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