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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北京是我们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首都，以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和国

际化大都市为世人瞩目。北京又是一个新兴的工业城市，首都的工人

阶级为首都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45年只是弹指一挥间，抚今追

昔，令人感慨万千——

北京作为五朝之都，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上占有重要位置。然而，

在新中国建立之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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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需要的工业品不能自给，甚至

连牙膏、香皂、钉子等日用小商品也不能生产。事实上1949年才使北

京工业化进程刚刚发轫o

45年来，北京的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艰苦奋斗，

经历了恢复生产、建立门类较齐全的大工业基地、发展适合首都特点工

业的过程。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北京工业在改革

开放中进入了空前发展时期。如今北京工业已拥有149个工业门类，

工业企业达6686余家，职工总数达156万人，固定资产原值1000亿元，

年完成利税总额达180．3亿元，在北京市国内生产总值中，工业创造部

分占到38．7％。我们可以自豪地说北京大规模的市政建设投资，有相

当一部分是来自于首都工业。首都日新月异的飞速发展，凝聚着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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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的统一部署下，编纂《北京工业志》是一项非

常重要的工作。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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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后的欢欣，挫折后的拼搏，喜怒哀乐全部留存下来，而且，作为前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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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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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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艰苦的劳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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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今，他们以强烈的事业心“不用扬鞭自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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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希

望于我们这部志书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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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毫坠
日Ⅱ 舌

《电子志》经过北京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各级领导、

修志工作者和有关人员10年的努力，终于与读者见面了，这是值得庆

贺的一件大事。

《电子志》是《北京工业志》的一部分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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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专门记述北京工业咱勺第一套专

业志书，计划由25部分志组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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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工业志》是根据京政发(1988)98号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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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89年开始组织编纂。编纂工作得到了工业系统各级领

导和广大职工的大力支持和热情帮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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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分志记载内容以行业

为目标，以部门为起点，尽可能地囊括全行业的基本情况；志书结构采

用横分门类，纵述历史，分篇、章、节、目四个层次；记载时间上限为事业

发端，下限到1990年(个别单位例外)，做到详今略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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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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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编委会会议部署了编纂工作任务，提

出了编纂的具体要求；第二次编委会会议就强化修志机构、充实修志人

员、加快编纂进度提出了要求；第三次编委会会议确定《北京工业志》框

架结构；第四次编委会会议要求各单位在1996年前完成志书初稿：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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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次编委会会议就工业志的编纂进度进一步提出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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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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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卷》编纂任务。

《北京工业志》编辑部成立后，在培训修志骨干，普及修志知识，志书

结构设计等问题上多次召开研讨会，取得了一致意见。这几年先后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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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知》、《关于编纂出

版(北京工业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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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年鉴工作的通知》等文件，指导和推动了修志工作的顺利开展。

在编纂《北京工业志》的过程中，直接或间接参加修志的人员数以

万计，涌现出一大批热爱修志工作的先进工作者，他们不计名利，不计

报酬，在修志战线默默无闻地辛勤耕耘，为工业志的编纂作出了重大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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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彰了工业系统62名修志先进工作者；1997年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召开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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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占表彰总数的10．6％和19％。

《电子志》是《北京工业志》与读者见面的第7部分志。北京电子信

息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修志工作者和有关人员查阅了大量文件、

统计资料和历史档案资料，尤其是几位编辑人员多年如一日，勤勤恳

恳，默默无闻耕耘，为完成志书作出了重要贡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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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谨向电子信息产业(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修志工作者及为本书作出贡献的所有同志表示谢意。

本志书虽几经修改，但由于编纂工作浩繁，加之缺乏经验，不当之

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指正o

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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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第一支柱产业，再创北京电子辉煌

(代 序)

《电子志》正式出版发行了。这是北京电子信息产业的一件大喜

事。这部志书，是北京电子信息产业广大职工用辛勤的劳动和智慧谱

写成的，也是全体编纂人员，在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下，花费大量的心

血，广征博采，辛勤笔耕，数易其稿才完成的。这部志书，以翔实的史料

和可靠的数据，如实地记述了北京电子信息产业50多年来所走过的艰

难历程和所创造的辉煌业绩。这是一部很有价值的资料书，从中可以

汲取许多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它对我们的现在和将来，都有着很好的

借鉴作用。

电子信息产业，是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高新科技产业。

北京电子信息产业，已发展成为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的重要基地之一。

新中国建立以前，北京只有一些规模很小的私营无线电行和个别官办

的小工厂，从事无线电零部件生产和收音机及其他电器的装配与修理。

北京的电子信息产业，主要是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和老

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亲切关怀下，在电子工业主管部门和中共北京

市委、市政府的具体领导和支持下，逐步发展起来的o 50年代开始起

步，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156个重点建设项

目中，电子信息产业有9项，北京就占了3项。60年代初，是国际上电

子工业换代时期。1963年，市委、市人委明确提出了发展“高(高级)、

精(精密)、尖(尖端)"工业的方针；同时指出以精(精密仪器)、光(光学

仪器)、电(电子产品)为重点。这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正确战略决策。并

于1964年、1965年先后组织了半导体收音机和“三机一表”大会战，不

失时机地采用电子新技术、半导体新技术，使电子工业闯出了一条新

路，为北京工业现代化打下了基础，使之成为带动整个工业发展的动

力。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通过改革开放，得到迅速发展、提高o
V



在实施“八五”计划以来，年增长速度都在25％以上。几十年来，北京

电子信息业为全国各行各业服务，在人、财、物等方面给予了有效的支

援，为国民经济建设，电子工业的基础建设，国防建设，“三线"建设，发

射原子弹、氢弹、人造地球卫星，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先后开发研制

出我国第一台计算机、第一部电视发射机、第一只电子管、第一台自动柜员

机⋯⋯等，填补了数百项国家空白。

随着企业结构、产品结构的调整，随着与国际大公司的合资合作，

随着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中民营电子企业的建立与发展，北京

电子信息产业的各项经济技术指标有了明显的提高，在多项主要产品

产量方面，继续处于全国领先地位o 1995年，北京电子信息产业完成

工业总产值135．8亿元，比1990年增长206．2％o销售收入完成122亿

元，比1990年增长222．9％o主要产品产量有12项居全国排名前十

位，其中：32位以上微型计算机完成14．6万台，计算机软件完成4万多

套，分别居全国排名第一；程控交换机完成236万线，居全国排名第二；

彩色显像管完成318万只，录放像机完成25．4万台，分别居全国第三。

北大方正集团的电子出版系统，联想集团的汉卡，四通MS系列文字处

理机等均系市场占有率很高的名牌产品。1995年，北京电子信息产

业，有12家企业在全国电子百强企业中榜上有名。其中：北京松下彩

色显像管有限公司排名第三，北京国际交换系统有限公司排名第十。

综合效益指数，北京电子信息产业在全国排名第六。

上述成绩的取得，是几代人艰苦奋斗，辛勤劳动的结果，同时也锻

炼培养出一支忠于党的事业，能打硬仗的领导干部和职工队伍。我们

永远不会忘记那些为北京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做出贡献的各级领导、

科技人员和工人以及曾经支持北京电子信息产业的各兄弟单位，在此

向他们致以衷心的谢意。

在深化改革，实现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

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过程中，北京电子信息产业同样遇

到了许多新问题和各种困难，要实现两个根本性的转变，还需要进一步

解放思想，付出更大的努力，抓住重点，加大改革调整发展的力度。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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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电子城区域内的企业，通过技术改造、企业和产品结构调整，已经发

生了可喜的变化，销售收入从1994年的33亿元增长到1997年的120

亿元。创外汇2．7亿美元。对全行业的发展发挥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北京电子城的改造和建设，是北京电子信息产业的重点工程，得到

党中央和市政府的全力支持o 1997年1月，江泽民总书记亲自视察了

北京电子城，并作了关于加快国有企业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步伐，加快

对东郊酒仙桥老工业基地改造的指示。1997年6月18日，北京市政府

正式批复了《北京电子城发展实施方案》，为电子城的发展、振兴注入了

新的生机和活力，进一步加速了北京电子城的改造、开发和建设。北京

电子城建成后，将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电子信息产业基地和科研开发

中心、电子商情网络中心和全国电子产品集散中心。对北京电子信息

产业的全面发展，真正成为北京第一支柱产业，将发挥巨大的推动和保

证作用。

今后，北京电子信息产业，将密切跟踪世界高新技术，以市场为导

向，科技为龙头，促进企业集团化，生产规模化，经营管理机制规范化，

努力改善对外的投资环境，扩大同国内外的合资合作，努力吸收外资，

发展更多的新经济增长点，在现有产品门类的基础上，重点发展通讯类

产品，计算机及多媒体类产品，家用数字视听类产品，软件业、信息服务

业以及配套的新型电子元器件产品等等，为全社会提供更多的优质产

品和优良的服务。

回顾过去，北京电子信息产业能够由小到大，从落后到先进，体现

了全行业广大职工为振兴伟大祖国、建设美好首都而献身的崇高精神，

北京电子信息产业的历史，是拼搏进取，艰苦创业的辉煌历史。展望未

来，全体电子职工，将会再展雄风，在建设北京第一支柱产业的奋斗中，

一定会开创北京电子信息产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

作出更大的贡献，为人民创造出更加辉煌的业绩。

何民生

2000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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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

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则，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

性的统一。

二、本志基本上属于行业志，致力于记述北京地区电子工业的历史和现状。由于全行业的

资料难以收集齐全，故以记述市属及归口管理的电子工业的资料为主，各篇的记述范围在各篇

概述中说明；电子和机械、仪表工业由同一主管部门管理时的资料，能分开的，机械、仪表工业

的资料，本志不予记述，不能分开的则一并记述。

三、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体例，志为主体，横排门类，竖写历史，力求横不缺

要项，纵不断主线，按篇、章、节、目排列。全志设体制与机构、基建与技改、产品、企业、科研与

教育、管理、党群、人物共8篇。志体前设总述、大事记，志体后设附录和后记。

四、时间断限：上限追溯到1941年北京地区第一家电子工业企业的建立，部分篇章只追溯

到该项事业或该种机构的建立；下限原则上断至1995年末，有连续性的重要数据和重大事件，

越线延至搁笔为止。遵循详近咯远的原则，重点记述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的资

料。

五、资料来源：主要来自市档案馆、市电子工业办公室档案室、市电子工业办公室所属企事

业单位及行业归口管理单位、中央在京部分企事业单位、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市电

子工业办公室机关各处室、市委、市人大、市政协、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市总工会、团市委、市

妇联等单位档案室，有关统计数字主要取自机械电子工业部信息统计司及市统计局、市电子办

综合计划处及有关单位的统计资料。此外，还参阅了相关的正式出版物等文献。采用的资料

均经过筛选与核实。

六、人物记述：对发展北京地区电子工业有较大贡献和影响的人物，本着“生不立传”的原

则，1995年前已故的按“人物传咯”、健在的按。人物介绍”分别设章记述。副局级以上(含副局

级)领导干部名表，市级以上(含市级)劳动模范和其他先进人物名表，市级以上有突出贡献的

专家名表，市级以上党代会、人代会代表、政协委员及全国工代会、妇代会、团代会代表、委员名

表列表记述。

七、机构和单位名称，以记事年代的称谓为准。首次出现时写全称，以后则使用简称或代

号。单位的调整、撤并，视需要加括号注明。

八、人名，一般不加。同志”、“先生”称谓；对党和国家领导人书明记事年代的职务；其他人

名首次出现时书明当时职务，以后则直书其名。

九、附录，主要收录对发展北京电子工业有关的重要文献、文件、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有关指

示、讲话。

十、计量单位和简化字，按国家公布的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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