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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这是广州有色金属研究院的第二部院志，记载了1991年以来改革与发展的

进程。1992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和党的十四大召开至今的几年，

全国的经济社会生活出现了空前巨大的活力，是建国以来最为辉煌的时期，也是

我院变化较大、发展较快的时期，值得铭记；正当世纪之交，正是我院实现两代人

的合作与交替的关键时候，所以现在编写这部院志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如果说第一部院志是广州有色金属研究院的艰苦创业史，那么这一部院志则

是开拓发展史。我们正是在邓小平理论旗帜指引下，思想观念、发展思路、运行机

制、经营管理等方面都有较大的变化。1992年提出的“以市场为导向，以经济效益

为中心，以科研为后盾，以试制经营为支柱，实现科工贸一体化”的总体改革发展

思路，是一次重大的观念转变，进一步明确了“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致力于科技

成果产业化”的指导思想，从而迎来了“科研成果年年获奖，经济创收年年增长，职

工生活有明显改善，两个文明建设同步发展”的可喜局面。这在我院的发展史上是

很重要的篇章。

毛泽东同志曾教导我们：“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

所创造，有所前进。”建院以来我们积累了不少成功经验，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经

济是中心”不动摇，不断增强自身的经济实力，逐步形成良性循环，这是最重要的；

特别是艰苦创业精神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得到坚持和发扬，使这支不怕吃苦、敢

打硬仗的科技队伍更有凝聚力和战斗力，这是最可贵的。即将到来的二十一世纪，

对我们既有机遇，也有挑战，并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严峻考

验。当前我院科技体制改革正处在以调整结构、制度创新、分流人才、转变机制为

重点的攻坚阶段，任务艰巨，难度很大。1996年经过多次研讨，制定的包括结构调

整、科技工作和科技产业等方面的“九五”总体规划，是一个从我院实际出发，立足

于当前奋斗目标，着眼于发展前景的好规划，实施和实现这个规划，将为下世纪的

科研上水平、产业上规模、经济上台阶奠定坚实的基础，表明广州有色院进入了新

的发展阶段o

“立足广东，面向全国”是我们的创业者早先确定的方针，历史已充分证明了

它的正确性；创业者还坚持科技与生产紧密有效的结合，实践着“作用与地位”的

辩证统一。发扬这些优良传统，同在新时期找准自己的位置是完全一致的，这就

是：坚持“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方针，

从国家长远发展需要出发，统观全局，突出重点，以有色金属工业和广东经济发展



需要为导向，结合我院的专业优势和研究特色，在高新技术研究和产业化上有所

作为，有所创造。我们只有不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扩大成果产业化规模，才能确

立和巩固自己应有的地位。

科研创新，人才取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培养

人才、人才竞争将是21世纪的重大课题。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指出，我们的事情

能不能办好，“关键在人”。抓紧培育跨世纪人才，提高职工队伍的知识层次和整体

素质，这是我院事业能否继往开来的关键所在。我们已制定了一套具有战略性的

人才培养计划，在这方面要舍得投入，落到实处，让大批中青年优秀人才在实践中

脱颖而出。回顾广州有色院从创业到发展的历程，我们不会忘记，各届领导班子带

领大家披荆斩棘，开拓进取，表现了对党的事业和这支队伍高度负责的精神。由此

说明，建设一个好的领导班子和一支好的干部队伍尤为重要。从本志可以看出，这

几年我们已培养和提拔了一批年轻干部，这是我们事业的希望所在。廉洁奉公，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每个干部必须具备的一种思想政治素质，也是我们选干部

的重要标准。选干部实际上是选择我们的前途和命运，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选

拔德才兼备的人才进班子，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

岁月沧桑，世事万变。岁月改变了我院的面貌，也改变了人的面貌，昔日从北

京和全国各地来的“支广战士”现在大多已到了鬓发飞霜的花甲之年，他们已经或

将要带着岁月流逝的痕迹，满怀眷恋之情，离开为之奋斗几十年的工作岗位。任何

一段历史都是新老交替、新老合作的过程，广州有色院的创业和发展，当然也是老

中青共同努力的结果，但由于建院初期创业者们的年龄相近这一特殊情况，所以，

这两部院志对这一代人的一生也有了比较完整的记录。

承前启后，继往开来，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党的十五大为我国跨世纪发

展作出了全面部署，也为我们的工作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我们要高举邓小平理

论的伟大旗帜，把握发展时机，再图开拓进取，同心同德，艰苦奋斗，把我院的事业

全面推向21世纪。

在庆祝建院25周年的时候，张益民同志题写了“前程似锦，再创辉煌”的贺

词，表达了这位最早开拓广州有色院事业的老领导的希望和祝愿。我们对此充满

着信心o

1998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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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概 述

(一)

广州有色金属研究院直属原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并一直得到广东省委、省政府及有

关部门的领导和支持。自19r71年成立以来，经过长期的艰苦创业，经过lO多年的科技体制改

革，科研与经济都有较大的发展，已成为目前我国南方最大的从事有色金属、稀有金属开发研

究的科研院所。设有新材料、冶金、选矿、工程设计等13个研究室(所、中心)，并建立了“国家

进出口商品检验局有色金属认可实验室”、“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华南质量检测中心”等行

业及地区监督服务机构。1993年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1994年国家科委、1995年广东省

相继在本院建立了“有色金属行业材料表面工程重点实验室”、“国家钛及稀有金属粉末冶金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广东省表面工程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l99_5年被省政府授予“广东省优秀科研开发机构”的光荣称号。 ．

(二)

广州有色金属研究院经过多年的建设和发展，已拥有一批水平较高、学科配套的跨世纪学

术、技术带头人，建立起一支年龄结构、专业结构较合理的科技队伍，具有多学科综合攻关能力

和技术工程化优势。1998年有职I 787余人，其中工程师192人，高级工程师147人，成绩优

异高级工程师(以下通称教授级高工)32人。有博士生、硕士生70人。各项基础设施日趋完

备，全院资产总额12774万元，净资产总额8764万元，固定资产5681万元(不含土地折价)。建

筑总面积96823平方米。拥有大中型现代化科研装备与分析检测仪器271台套。图书资料8

万余册。1995年国家赋予自营进出口权。

(三)

本院建院以来，坚持“立足广东，面向全国”的工作方针，始终不渝地把开发利用国家重大

资源的研究、军工和高科技研究以及参与企业的技术改造作为主攻方向。自“八五”开始，我院

全面进入国家经济建设主战场，积极承担国家重大资源的开发研究、国家和部省重点科技攻关

项目，获得“l项鉴定成果，其中获奖成果123项(次)，社会经济效益显著，仅“八五”期间直接

为企业创造经济效益达3亿多元。我国南方几省的有色、稀有金属资源品种多，贮藏十分丰

富，大型矿山、冶炼厂有几十家，我们开展的研究课题和技术服务对象，本省约占1／3，重大攻

关研究项目一半以上在南方地区。国家计委、国家科委、国防科工委和财政部对我院在“八五”

科技攻关和军工配套高技术项目研究中作出贡献的集体和个人多次给予褒奖。

本院在长期的科研实践中，形成和确立了材料表面技术、粉末冶金、选矿工程、耐磨材料以

及稀有稀散金属的提取冶金等重点研究领域。在这些重点领域的研究代表了国家有色金属学

科的水平，许多科技成果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和世界先进水平。

在新材料领域，我院以自行设计制造的国内唯一的大型低压等离子喷涂设备为主体的等

离子喷涂实验室和离子氮化、离子镀、多种物理或化学气相沉积薄膜制备及激光表面处理等实



验室，建成国内手段最齐全并具先进水平的材料表面科学与工程技术研究基地。在军工配套

及高技术项目研究中，如航空涡轮机叶片涂层研究、金刚石薄膜和类金刚石薄膜研究、战略洲

际导弹用新型陀螺仪配件的研制等，取得一系列具有国内首创、国际先进水平的成果。最近两

年着力在电力、冶金、机械、交通、纺织等行业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程化应用开发工作，在全国

建立三条万吨级热浸镀铝生产线。热喷涂技术在电厂、水泥厂的成功应用，取得社会经济效益

达数亿元。特别是近年进行的退火炉辊积瘤生成机理研究，采用喷涂金属陶瓷涂层的新方法，

解决了上海宝钢退火炉“卡博辊”上产生的积瘤问题，具明显的技术经济优越性。

我院是国内最早从事钛粉末冶金研究的单位，刨立了“氢化脱氢法回收残钛并制取高纯钛

粉”、“用等静压成型法制取空心异型件”等新技术。最近几年，通过持续的工程化开发，建立起

了从有色金属粉末到各种粉末冶金新材料与制品的研究开发及中试生产体系，在氢化脱氢制

取钛锫粉末、气体雾化制粉、化工冶金工艺制粉、钛及钨钼粉末冶金材料与制品制造及应用、金

属旋压加工、高性能粉末冶金结构零件制造等工程技术方面，已形成特色并具备了较强的面向

市场、面向企业承接新产品和工程化技术研究开发任务的能力，已成为国内具影响力的钛及稀

有金属粉末冶金科技成果工程化研究中心。

我院这支长期从事选矿工艺、选矿设备、选矿药剂、工艺矿物学的研究队伍，针对有色和稀

有金属的多金属共生矿、难选氧化矿、低品位铜矿、嵌布特性复杂难选矿、微细泥选矿以及非金

属矿的硬骨头课题，研究出一批刨新技术，解决了许多国内和世界性的技术难题。“八五”以

来，继续在全国主要有色及稀有金属资源开发利用的科技攻关中发挥主力军的作用，而且所获

成果的创新程度和工程化程度都比较高。如对广西大厂锡资源的系列研究，仅“八五”期间锡

分离技术攻关的成果应用，三年累计为国家多创经济效益1．3亿元；在湖南柿竹园多金属矿

“九五”科技攻关中，我院研制的新工艺、新药剂，一举使钨的回收率提高15％以上，获得具有

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

耐磨材料的研究，我院处于国内领先地位，所研制的“含铌过共晶高铬铸铁”等属国际首

创。对影响材料耐磨性、韧性、耐热耐蚀性的合金设计原则和微观组织因素，从理论到实践提

出一系列创新的见解，推动耐磨材料的研究与应用进入一个新阶段。研究开发的耐磨、耐热、

耐蚀材料已有九大系列，50多个产品，广泛用于矿山、电力、建材、建筑、机械、化工等行业，并

出口日、美、英、澳等国。在“八五”期间获国家专利和国家级新产品奖各2项、省部级奖8项。

渣浆泵的使用寿命达到国际名牌澳大利亚沃曼泵的水平。使用我院研制的条形衬板和耐碱泵

替代进口产品可降低成本I／4。高强度高耐磨工程机械用的铲齿、齿座等已占领广东60％一

70％的市场，并进入三峡工地。

国家级钛及稀有金属粉末冶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全国和全省有色金属材料行业表面工

程技术研究开发机构的建立，经过专业调整、优化重组的选矿工程研究所、耐磨材料机械研究

所的成立，是我院改革与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它表明我院在这些领域的研究已形成特色和

优势，具备了较强的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能力，对我院逐步建立起从科研到市场的多层次相互

衔接、多学科相互渗透的研究开发格局、并在较高的技术层次上保持发展后劲具有重大意义。

(四)

按照“稳住一头，放开一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指导方针，1991年以来，全院加快了科技

成果商品化、产业化进程，新技术、新产品的开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据1991年以来统计，共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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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新产品开发课题108项，有20％多的科技人员投入开发研究和新产品试制，累计已有4l项

成果直接在院内转化为产品、商品，开发出有一定市场占有率的新产品达70多种。高铬含铌

耐磨系列产品、新型抗氧化焊锡系列产品、多功能氩弧焊机系列、稀土系列产品、粉末冶金制品

以及精细化工产品等，已形成一定的生产规模并成为院里的支柱产业，在国内市场上有较强的

竞争优势。部分新技术新产品已出口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近三年出1：I创汇580多万美元(其中

自营出口435．5万元美元)。产业规模化的发展和多种新产品问世形成“众星捧月”的新格局，

使全院的经济实力日益壮大。1991年全院综合收入2960万元，之后几年逐年增长，到1998年

达到14033万元(加上联营收入已达1．8亿元)，前后增长5倍，在全国数百家重点科研院所中

排在第2l位。而同期的资产负债率仅为27％，表明我院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

表1．1 1991～1998年全院综合收入和毛利统计(万元)

年份 综合收入 毛利 备 注

1991 2960 1D46

1．综合收入中不含联营
1992 3869 1200 的产值。

2．毛利：即各二级单位
l钙13 5226 1537

销售收入减去销售成本后的

19914 铡 1766 余额，但这里还没有扣减院

管费用。
1995 8119 1880

19916 12098 2115

199r7 13900 2547

1998 14033 2920

合计 6fi9HD8 15011

(五)

我院处于改革开放的前沿广州，又毗邻港澳，有其地域优势，有利于广泛开展国际技术合

作、学术交流和技术贸易。我院先后与美国、日本、德国、意大利、澳大利亚、奥地利、韩国、乌克

兰、俄罗斯等国家的研究机构建立了双边科技合作关系；并派出人员进行技术考察、技术交流、

技术合作和经贸活动。据10年统计，接待了来自世界各地20多个国家与地区的170多个来

访团组，共600多人次。1993年12月我院成功地举办了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召开的“部分发

展中国家硫化铅锌选矿研讨会”。先后与国外合作开展的“凡口铅锌矿选矿回路模型、模拟和

自动化的研究”、“中国稀有金属分离与精炼的研究”、“钛铁矿的选矿与处理的研究”、“D(姗
法在铝基合金上镀TiN超硬膜研究”、“热障涂层研究”、“金刚石、类金刚石涂层刀具的工艺研

究与应用开发”等10多项科技合作项目，均达到预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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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在科技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过程中，我院始终注意处理好科研与生产的关系，坚持科研工

作为基础，经济效益为中心；坚持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致力于科技成果产业化，以产业养科

研，以科研促产业，现已基本形成科研与经济的良性循环。

这期间的主要工作经验体会有：

1．找准自己的位置，积极主动进入主战场。我院历来把积极承担国家重大科技项目作为

全院科研上水平、保后劲、作贡献的一头来稳住，从人力、物力、政策上给予保证，想方设法确保

重大项目的科技投入。院长、书记、副院长都亲自抓重大的攻关项目，精心组织科技攻关队伍，

发挥专业优势和工程化优势，发扬“攻关不怕难，敢于打硬仗”的精神，在强手如林的竞争中取

胜。所有“八五”攻关项目全部按合同要求圆满完成，从而进一步确定了我院在广东省和全国

有色科研界的重要地位。

2．更新思想观念，发展科技产业。科技成果只有转化为产品、商品，才能产生经济效益，才

会有科研投入和科研后劲。我院统一这个认识较早，开发产品的起步也较早。在经历10年多

的从求生存到求发展的过程中，特别是1992年学习小平同志南巡谈话精神后，明确认识到我

们的根本出路在于实现科技产业化。确立“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科研工作为后盾”的指导思

想，是这一认识的集中体现，也是一个重要的观念转变，促使一些长期搞计划项目的研究室调

整专业方向，拓宽业务，走向市场，从而走出困境，一改在经济上的被动局面。新观念、新思路

成为我院发展科技产业的新起点。

3．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前提。多年来我们比较注意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每

个改革方案的出台都比较慎重，坚持从我院的实际出发，立足于把科研水平和经济效益都搞上

去，改革和调整一般不搞“一步到位”，而是分步实施；制定规划既立足于当前奋斗目标，又着眼

于发展前景，避免大起大落大震动。党政班子共同解决以稳定为前提的改革与发展中的各种

问题，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在“有限目标，突出重点”的原则下，把各方面的积极

性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近年国家经济采取适度从紧的调控方针，而我院的经济连续多年

保持了平稳增长的态势，除上述原因外，从根本上讲，我们有一支较好的职工队伍、党员队伍和

干部队伍。

(七)

1995年，我们就广州有色金属研究院“九五”和今后的改革与发展作了深入研讨和具体规

划，按照“稳住一头，放开一片”的指导方针，我们将围绕“一院二制、五个体系”的发展模式，逐

步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科技自身发展规律的新型科技体制和运行机制。通过结构

调整和人才分流，进一步建立一支专业结构和知识结构及年龄层次合理的科研队伍，使之成为

我院的科研主体。这支科技队伍以提高科研水平、出人才、出成果为主要目标，创出一批具有

国内外先进水平的科研成果，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势技术。

大力发展我院的优势学科领域。要加强材料学科的基础理论和应用基础研究，在制备表

面高强度材料、表面耐磨材料、表面耐蚀材料、表面抗高温氧化材料以及在金刚石薄膜、金刚石

厚膜、类金刚石薄膜等制备应用方面，保持国内先进或领先地位，部分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粉

末冶金开发研究目标是要为本行业和相关应用企业提供新工艺、新技术、新产品，推动我国钛

及稀有金属粉末冶金产业的技术进步。选矿工程研究要根据我国矿产资源综合利用开发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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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矿物组成贫细杂的特点，深入研究新工艺、新药剂、新设备，多出转化快、效益好的工程化技

术成果，使我国在贫细杂多金属共生矿的有效综合利用上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市场竞争条件

下，保持这支专业队伍的不可替代地位。

要坚持以院里的技术优势为依托，把开发与生产密切地结合起来，在加快科技产业规模化

发展中，不断提高耐磨材料等龙头产品的技术含量，积极开拓国内外两个市场。计划到2000

年，全院综合产值达到2．5亿元以上，毛利税3500万元以上，使科技与经济的良性循环进入一

个新的层次。

这就是广州有色金属研究院在新时期国家经济建设中确定的位置和今后几年的奋斗目

标。

(注：1998年4月，中央撤消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组建国家有色金属工业局，9月正式运

行。考虑到称谓上的连续性、统一性，方便读者，本志仍按原名称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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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组织机构，j习了一／R习：乏11：彩、’17I．。Ij叫

第一章行政机构

院行政机构设置随着科技体制改革的深化而变化，1995～1998年根据院总体改革与发展

规划，有较大的调整。在管理上，1989年划分科研试制、辅助部门和机关处室三条线，1993年

按经济责任又作进一步明确。现在一线有16个单位，二线有5个单位，三线有11个单位(监

察室与纪检办为一套人马)。

表2．1 1998年院行政机构设置图

广州有色金属研究院

6

南方有色金属科技开发公司

广东省有色金属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材料表面工程重点实验室

广东省进口商品检验实验室

广东省材料表面工程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广州有色金属研究院建筑工程设计分院

天河科技开发公司

劳动服务公司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华南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广州金粤节能服务站

工程设计室

焊接技术研究开发中心焊接材料研究开发中心电器设备研究开发中心

分析检测研究中心

精细化工研究开发中心

稀土治金研究室化工冶金研究室

国家钛及稀有金属粉末冶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材料表面工程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耐磨材料机械研究所

选矿工程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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