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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工业志》编纂委员会

第一届(1990年6月至1991年9月)”

顾 问： 吴仪

主 任： 阎承宗

委 员：马守平

刘永德

李舜年

陆首群

罗冰生

高佐之

蒋黔贵

张彭

王振王志良王善良刘少昆

刘克信刘海燕刘振山孙震岩

李冀凯陈信祥何民生谷志良

张毅张绍贤杨占春林明

郑焕明赵玉吉郗士格冒泽泉

徐孝曾徐青伟郭汉业崔治安

傅连钧蔺显文潘华垣魏励端

第二届【1991年10月至1994年6月)

顾 问： 陆宇澄李润五

主 任： 高佐之刘克信

副主任： 张志明 张继民刘永聪王杰扬徐树彬

秦明祥

委 员： 于霰夫马守平 王振王善良 田裕民

冯国安刘少昆 刘永德刘学智 刘海燕

刘振山 李舜年李振兴孙震岩 朱鼎恒

谷志良何兵何民生陈信祥陆首群

张毅张仲文林明 罗冰生赵富仁

姜宜茂郗士格冒泽泉徐孝曾徐青伟

郭汉业郭瑞久崔治安黄枝新焦亿安

傅连钧 蔺显文 薛荣康魏励端

第三届(1994年7月至1997年12月)

顾 问： 李润五阳安江

主 任：刘克信李岩岭

副主任： 张志明 张继民刘永聪王杰扬徐和谊

何兵徐树彬秦明祥周景勤

委 员： 于霰夫马士华马守平王振王善良

田裕民冯启泰冯国安刘少昆刘永德



刘学智

朱鼎恒

陈夭宝

棒明

姜宜茂

郭瑞久

黄枝新

刘海燕

邢德海

宋卫民

罗冰盘

郗士格

柴晓钟

焦亿安

刘振山

李国安

张毅

赵恒山

冒泽泉

殷顺海

廖晖明

荆、欠容

李洪炉

张傍文

赵富仁

徐孝曾

常青

鲍泰桐

第四届(1998年1月至1999年12月)

顾 问

主 任

副主任

委 员

孙震岩

李振兴

张德华

倪文驹

鄣汉业

崔治安

薛荣康

则海燕

攀磐岭

徐争谊何兵冯海髑毓秋

岛士华刘振山 冯启泰冯阋安 申淑莲

孙大容朱鼎恒安庆衡邢德海李国安

李振兴吴糟撩陈天宝社溪盛张毅

张德华 罗永燕金益民赵恒山赵富仁

项大北倪文驹姜宜茂郗士格郭泰皋

殷顺海常青曹湘洪黄金凯焦亿安

鳃铁疆鲍玉桐

第五届(2000年1月至2000年12月)

顾 问

主 任

副主任

委 员

刘海燕

金生宫

徐争谊张後绢常青

丁镇宽马士华马嗣荣溅华诚冯 海

冯启泰申淑莲龙云泽刘振山孙大容

安庆衡邵德海李国安李演杰李振兴
陈天宝 臻落绋牡鹭盎张毅张德华

罗冰生周毓秋林抚生赵恒山贺旋

项大北倪文驹郗士格郭泰来殷顺海

阎冠和鲍玉桐彭福旺解铁疆翟若愚



《北京工业志》编辑部

第一届(1990年1月至1990年8月)

主 任。It贺襞龄

编 辑：李振龙刘援朝程鹏

第二届《1990年9月至1993年11月》

主 任：张嘉兴

编 辑：李振兴厉太汛李卯

第三滔《1993年艺胃至2000年心月；

主

编

任：李振兴

辑： 王为民王树林孙明 刘秉悌刘登林

邢松沪李风岐李苍彦 李金相沈向东

宋科嚣美振域 陈风争钵劲泉孟繁增

郑风凯赵鹚清张仲无张沛新张鸿旺

段广建郭庆远郭家成徐贺成凌康成

潘惠楼



顾

主

委

《北京工业志综合志》编纂委员会

问：金生官

任： 常青

荧： 王纯民量文璇王立拳王志学王浇飞

李志零文洁 李世奇李长林李光鸿

李振兴李胶波刘 岩 叶正茂昊振山

吴景元张小力 纪立顺 宋法兴周 欣

属 栋金益民陈铁成顿蕴嘲秘藏东

梁魅缪屠平樊健

主 编：

编 窜：

组稿人员：

《北京工业志综合志》编辑部

李振兴

孙嗳

潘惠楼

王官箴

季苍彦

程金泰

季家保

贺晨阳

零苍彦李忠义赵富仁蹿无

量振林

夺燕岭

牡佩意

都风飘

郭家成

孙明

吕树河

张仲觅

蒜贵

樊发群

刘秉悌

陈凤午

榜玉环

罗静

李风岐

陈患方

杨希民

赵满清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顾

主

委

《北京工业志综合志》编纂委员会

问：金生官

任： 常青

荧： 王纯民量文璇王立拳王志学王浇飞

李志零文洁 李世奇李长林李光鸿

李振兴李胶波刘 岩 叶正茂昊振山

吴景元张小力 纪立顺 宋法兴周 欣

属 栋金益民陈铁成顿蕴嘲秘藏东

梁魅缪屠平樊健

主 编：

编 窜：

组稿人员：

《北京工业志综合志》编辑部

李振兴

孙嗳

潘惠楼

王官箴

季苍彦

程金泰

季家保

贺晨阳

零苍彦李忠义赵富仁蹿无

量振林

夺燕岭

牡佩意

都风飘

郭家成

孙明

吕树河

张仲觅

蒜贵

樊发群

刘秉悌

陈凤午

榜玉环

罗静

李风岐

陈患方

杨希民

赵满清



序

北京是我{}j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首都，黻政治中心、文亿中心和匡

际诧大都市为世人瞩目。．北京又是一个新兴的工业城市，首都的工人

阶级为首都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45年只是弹指一挥间，抚今追

昔，令人感慨万予⋯⋯

：{毪京作为五朝之都，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吏上占有藿要位置。然而，

在新中国建立之前的1948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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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嚣常需要的工业髭不

能鸯给，甚至连牙膏、香皂、钉子等嚣黑小商品也不能生产。事实上

1949年才使北京工业化进程刚刚发轫o

45年来，北京翡王人酚级在中国共产党酶领导下，经过艰苦奋斗，

经历了恢复生产、建立门类较齐全馥大工监基地、发展适合首都特点工

业的过程。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兰中全会以后，北京工业在改革

开放中进入了空前发展时期a如今北京工业已拥有149个工业门类，

王监企业达酯鼢余家，职工总数达156万人，罄定资产原值1000亿元，

年完成利税总额达180．3亿元，在北京市圆内生产总值中，工业创造部

分占到38。7％o我们可以自豪地说北京大规模的市政建设投资，有相

当一部分是来鸯予首饕工遭。首莓瑟新冀异的飞速发展，凝聚饕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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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麝的统一部署下，缡纂《北京王韭志》是一顼葛}

常重要的工作。电不仅可以系统地完整地留存北京工业发展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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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后酶欢砍，挫辑后嚣拼搏，喜怒哀乐全部鍪存下来，焉且，作为前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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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艰辛的劳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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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今，他们以强烈昀事业心“不愿扬鞭宣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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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希

望于我们这部志书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o

1995年2月15日



《北京工业志》前言

北京工业系统修志有两项任务。一是完成《北京工监志》的编纂，

二是在完成《北京工业志》的基础上修纂《北京志》中的20部工业分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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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述北京工业的第一套专业志书，甘划由25部分志组成。到2002年

已出版1l部《北京工业志》分志(由于控股公司及企业的不断变化，预

计出版15部分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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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

，

1989年，北京工业系统根据京政发(1988)98号文的要求和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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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组织编纂《北京王业志》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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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分志记载内客以行业

为目标，以部门为起点，尽可能囊括全行业的基本情况；志书结构采用

横分门类，纵述历史的形式，分篇、章、节、目四个层次进行记述；记载时

间上限为事业发端，下限到1990年(个别单位饲外)，做到详今明古，重

点记述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情况并突出各行业的特点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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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墨)等主要领导组成的《北京工业志》编纂委员会，并

组建编辑部，负责日常工作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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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编委会部署了工作任务，提出了编纂

志书的具体要求；第二次编委会就强化修志机构、充实修志人员、加快



编纂进度提出了要求；第三次编委会确定《北京工业志》框架结构；第四

次编委会要求各单位在1996年前完成态书初稿；第五次缡委会讨论研

究了工业志的编纂进度问题，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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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客观情况

的变化，对编辑中戆各分志下隈不再统。一截止到1990年，各单位可适

当下延。

《北京工业志》编辑部成立后，在培训修志骨干、普及修志知识、工

业志的结籀设计等方面多次举办学习班和研讨会，为编纂《北京工业

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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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修志工作昀通知》、《关于编纂耋舨(北京王监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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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知》等文件，指导

和推费了修志工俸煞顺利开展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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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启动《北京志》工业分志编纂任务。到2001

年元月，工韭系统承担静《北京志)20部工监分志邑全部通过蠹《北京

志》责任主审、责任编辑和修志专家参加的初审o ．

在编纂《北京工业志》的过程中，直接、间接参加修志的人员数以万

计，在他们当中涌现蜜一大批热爱修志工作酶先进工作者。他稍不计

名荆，不计报酬，默默无闻地辛勤耕耘，为工业志的编纂做出了重大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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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彰了王韭系统敛名修志先进王停者；1997年二{幻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召开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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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占受表彰总数的10．6％和19％；

2000年董2胃20器，在市地方志藕纂委员会办公室和市人事局召开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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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业系统有20名修

志王作者被评为修志先进个人o

《北京工业志》已出版《燕山石化志》、《电力志》、《北内志》、《建材

志》、《煤炭志》、《汽车志》、《电子志》、《化工志》、《印刷志》、《二七车辆

志》和《机械志》，《综合志》是与读者见面的《北京王业志》第薹2部志书。

《综合志》编辑都的工作人员和有关人员查阅了大量文件、统计资料和

历史档案资料，尤其是几位编审人员多年如一日，勤勤恳恳，默默无闻

地耕耘，为完成志书做出了重要贡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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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志》编辑部的所有编辑、

编审、组稿人员及为本书做出贡献的所有同志表示诚挚的谢意o

《北京工业态》由于编纂工作十分浩繁，加之缺乏经验，不当之处在

所难免，恳请读者指正。

缃匕京工业志》编辑部

2002年8月28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北京工业志综合志》序言

金生官

斗转星移，流年似水。从19世纪∞年代北京第一个近代工业企

业诞生到20世纪末，北京工业已经走过一个多世纪的历程。一个世纪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瞬间，北京工业却以不屈不挠的拼搏

精神，奋勇直前的斗志，无私无畏的奉献和辉煌的韭绩载入北京发展史

册，长驻世人心中。

从近代工业出现到1949年北平解放，在漫长的六七十年当中，北

京主要是一个消费城市，工业发展极其缓慢。企业的规模小，设备简

陋，技术落后，产品成本高，质量低，绝大多数王监原料、设备和西用消

费品依靠外地供应和国外进12 o

’

。1949年新中国成立，确定北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的工

业建设才真正起步，突飞猛进地发展。

经过近30年的发晨，到1977年北京工业总产值已达到169．22亿

元(1970年不变价)，比1949年的1．70亿元增长近百倍，并逐步建设成

为以钢铁、石油化工、机械、仪表为重点的，包括轻纺在内的，门类比较

齐全的新兴工业基地o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北京工业以改革为动力，以工业

结构调整为重点，以搞活企业为核心，在首都经济的轨道上快速发展o

2000年全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完成工业总产值已达2722．78亿元

(1嘲年不变价)，与中华人民共和圜成立时柱比平均递增速度为
16％o北京拥有481个大中型企业，涌现出以优势企业、拳头产品为龙

头的首钢、燕化等在全国占有重要位置的大型企业集团；以联想、北大

方正、清华紫光等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企业；以著名品牌在全国澜行业领
先的同仁堂、燕京啤酒、星海钢琴等企业，形成了一支北京工业闻市场

的精锐部队。北京还拥有全国知名的中关村科技园区、北京经济技术

开发区和具有行业特色的酒仙桥电子城、西三旗建材城等产业基地。

北京工韭的“三资”企韭发展迅速，工业出1：I的规模和数量逐年提高，累

计批准成立工业外商投资企业已达l万多家，工业出口额由1950年的



242万美元提高到2000年的43．48亿美元。
北京工业成为首都经济的重要支柱o 2000年全部独立核算工业

企业9实现利税256．11亿元，工监增加值占到金市国内生产总值的

30．1％，并为社会提供了146万个就业岗位。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

区工业主要经济指标排序中，北京工业总产值列第9名，工业增加值列

第重2名。

北京工业取得的伟大业绩，是工业战线百万职工、工程技术人员、

管理干部艰苦创业、奋力拼搏的结果。在奋斗过程中既有胜利的喜悦，

也有痛苦的罄忆；既有成功的经验，又有发人深省的教训。现在《北京

工业志综合志》以翔实的史料和数据，记述了北京工业的发展历史，记

载了北京工业战线百万职工拼搏奋进的足迹，是一部“资治、存史、教

化’’的资料书，也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好教材；是功在当代，惠及后人的一

项重大工程，其史料价值对研究北京王业发展不可估量，对今后北京王

业发展的影响更是巨大和深远o

《北京工业志综合志》是第一部全面记述北京工业的专志，是一项

重大成果。在较短的时间内，以较少的投入，将百年历史融于一册，做

捌分类科学、编写有序、事实准确，实属不易。可喜的是，在编纂过程

中，各级领导悉心指导，鼎力支持，修志人员与有关单位众多同志共同

努力，历时4年，辛勤笔耕，几经修改，终于完成。在编纂过程中北京工

业的老领导、老同志，经济界、学术器昀老专家及修志燕行给予了大力

支持与帮助。在此书稿付粹之际，谨向所有支持、帮助、参与此书编纂

工作以及为此书做出贡献的人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抚今追昔，感慨万千。回顾过去，对几代产业工人艰苦创业奋力拼

搏取得的业绩感到无限欣慰；展望未来，对工业美好辉煌的前景信心倍

增。新的世纪是北京工业新的起点，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北京工

业将加快工业结构调整，深化企业改革，大力发展高新科技产业，并用

高新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大力发展都市工业，抓住第29届奥林匹

克运动会在北京召开的难得机遇，以更快的速度、更高的质量提升北京

工业的整体实力，为首都经济做出更大贡献。

我深信，明天的北京工业将更加辉煌。



凡 例

一、本志书为《北京工业志》系列丛书的组成部分，是关于北京工业整体情况的一部资料

书，蠢北京市经济委鼹会缰织编纂。

二、本志书记述范围为北京地区的工业，主要记述管理、企业、产品等情况。 。

三、本志书上限为手工业发端，下限到2000年。重点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京工

业发展变化请况。 ·

圈、本志书资料睡托京工监各部门(各单位)、托京市经济委赞会提供；重点查阅了北京市

档案馆的资料；主要参考了妇匕京工业志》各分志、《当代北京工业丛书》、《北京五十年》、《北京

工业43年大事记》、1991—2001年纠匕京工业年鉴》、纠匕京工业史料》、纠匕平市工业调盔》等书籍。

五、本志书设篇、章、节、冒4个层次；分“总述”、“大事记”、“管理”、“企业”、“产品9It t(t4‘人

物”、“附录”及图片8篇(部分)。

六、本志书采用语体文，记述体，蕴录其事，述耐不论，文字力求严谨朴实，简明流畅。

七、本志书纪年，1911年前采用帝王年号纪年与公元纪年对照方式书写，1912年起用公元

纪年。

八、本志书采用的计量单筮一般按1984年2月27日《孛华入民共和匡法定计量蕈位》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3100—93》执行。为尊熏历史，部分历史资料的计量雎位保持原

样不变。
1‘

丸、全市缝统计数字以市统计部门公布的数据为准，部门的数字，以各单皱提供的数据

为准。

十、本志书对有关地名、企业名、各级机构的称谓均按当时的称谓记述，在篇中第一次出现

时用全称，再次出现时用简称。 、

十一、本悫书中撼及的北京工戴金．盟，按隶藩关系分为中央王妲企业、地方王业企监。中

央工业企业，鄹国家各部委在京酶工嫂企业；地方工业企监又分为工监系统企盈、非工监系统

的工业企业、区县工业企业和其他工业企业。

十二、本志涉及的外资企业、外资经济、外商投资企业、“三资”企业、“三资”经济，系指外国

企业秘经济组织或外黧入以合资、合作、独资或股份裔§燹公司的形式在={艺京稻中螯内地投资建

立的企业(港澳台胞投资的企业视网外商投资企业)。

十三、本志涉及的基本建设项目，一般指大中型的新建、扩建项圈；技术改造项网指原有项

目为技术升级或产品更新换代而建设的项目。

十四、大事记采鬻编年体，重点记录生产力的变化，蓑矮二{艺京工泣其毽方面的大事；领导入



的视察以收录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江泽民等三代中央领导人为主，兼顾其他

人物，每人在姓名前冠行政职务，没有行政职务的冠党内职务或其他职务；管理机构只记其建

立稀有实质性交化的机梅，名称变更一般不予收录。

十五、管理篇设管理机构、管理体制、工业结构、工业投资和外经外贸5章。对1949年后

北京工业的重大事件用纪事本末体记述，统一收录在管理体制中。．

十六、企业篇按能源企业、材料企、监、装备制造企业、加工企业分章，每一节由企、业沿革、企

翌选分、企盟表录三部分组成。餐l耋收录={艺京工业系统大幸型企娩，兼顾中央在寨企受程区、

县工业企业；其中“加工企业”，系特指轻工企业、纺织企业、医药企业、工艺美术企业和印刷企

业；企业表录收录的企业名录是除企业选介之外的企业。

十七、产品篇按科学分类兼顾{亍业管理现状分耄，每节由产品沿革、产品选介襁产品表录

三部分组成，德重记述产品鲍研裁、生产及获奖情况。获奖产品一般只记获国家质鬃金、镊奖

或全国评比获第一名的产品，其他奖项一般不予收录。部分产品因受统计资料及资料来源的

限制，缺少下限的资料。

十八、人物篇分人物简历和人物名录2章。人物简历，收录市委、市政府分管工业的领导

入帮轰级管理机构的主要领导入；入物名录愎录市级工监管理机构、备工监嚣、总公司、控黢公

司党政正副职领导人，全国劳动模范、先进工作(生产)者。领导入的任职、离任时间以市委组

织部批文为准，全国势动模范名单以器工业行业主管部门核实的名滩为准，并参考市总工会提

供的历年全国劳动模范名录，如有遗误以档案记载为准。

十丸、附录收录叠|：衰工韭历年主要经济指标，北京市名藤产鑫、著名商标，重要文献三

部分。

二十、彩色插员分中央领导视察、市级领导调研、企业和产品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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