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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总结历史经验，鉴往知来，在电子工业公司和厂党委的领导下，济南无线电一

厂厂志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广泛走访厂里许多工作多年的老同志，认真查阅了厂现有的历

史档案及文字记录，仔细核对厂历年各种帐册和报表，终于编写出了济南无线电一厂厂

志。

厂志的上限时间自--JL六九年建厂筹备处起，下限一九八五年底，分十七章介绍了

厂十六年来生产，经营的管理情况，为突出厂志的特点，我们侧重以生产为重心，以产

品为重点的记述，目的是使一厂十六年的生产经营历史真实的再现于文字之中，以便使

大家能够从中总结经验教训，以利于企业今后的建设与发展。但由于写作水平与经验所

限，恐怕难达到这一目的，厂志中如有与原貌不合之处，敬请各位知情人及行家批评指

正。

在此向各科室，各职能部门，各车间及各位老同志，对这一工作所给予的大力支持

深表谢意．

厂志办公室

一九八六年八月

．3U．1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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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 况

一、概述
’

，

济南无线电一厂(以下简称一厂)位于济南市市中区天桥南端大纬二路四号，电话

号码2261．0，电报挂号0057，银行帐号I市中区办银行104601562。

济南无线电一厂是国营所有制企业(县团级)，一九八五年底，全厂期末人数732人，

其中工人364人，工程技术人员99人，占地面积24338平方米，其中生产占用6337平方

米，非生产用占地6461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26286平方米，其中生产用13958平方米，

职工住宅面积9677平方米。

济南无线电一厂(下称一厂)1970年建厂以来，一直隶属于济南市电子工业局领

导，是以生产数字通信整机为主的专业定点厂，1985年主要生产了311乙炮瞄雷达两部，

·六路数字电话终端机四十五台，32路数字电话终端机六台，7504舞台扩声设备二十三

台，配线柜六台，设备柜十一台。

一 厂现有主要产品年产能力

产品名称 单位 主要年产能力

六路数字终端机 端 50

32路数字终端机 · 端 30

75．04舞台扩声设备 台 60

31t乙炮瞄雷达 部 5 ，

除生产这些数字通信整机外，一厂还可以承担数字微波通信工程的设备安装，调试

等任务。

1985年工业总产值370万元，全年产品销售收入334．1万元，利润总额35．63万元，

销售成本297．3万元，产品销售利润34．98万元口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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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机构设置。·

一九八五年党委组织系统图

党 委
l

政王!王金：纪委!圃蚕．

f——r—]——T——广—1——T——厂广—_厂]
机 通 准表处 雷 政 管 技 生 总 检

芝萎蚕鬻{|||支-r_-1-" 霎喜妻萎萋
““

车 车 车· 车 理 嘉 严 务 验

： 间 间 问 间 专 专． ? 专 专 专
又 文 支 文 文

“ 一 义 “ “ “

行政系统图

厂长办公室

总生技质劳教财保供经总设机通准表雷通劳知

工产耋．萋茎育务工蓁翥务备茎墨茎茎萋薹萎橐fq工产引管人育务工运计务备工I_器■工紧
进．理事 输划 车半牛蔓牛程泰市

办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间间间间间队司部

1985年全厂期末有7个车间，15个科室，274台主要设备，882台仪表设备，有一

个劳动服务公司，一个工程公司，一个门市部，固定资产原值期末数611．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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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沿 革
一、沿革过程

一厂是在原“山东工人造反总指挥部五七工厂"厂址建立起来的。

“文革”时期，原“山东工人造反总指挥部’’，组织山东省工会和济南市工会部分

造反派与济南无线电元件三厂(集体企业)的工人成立了“五七”工厂。1969年，中共

中央在解决山东问题时，解散了这个厂。该厂全部人员各回原单位。工厂的一切财产及

厂地交济南市革命委员会，作为新建国营企业投资。

1969年8月，济南国防工业办公室派崔德喜等几位同志来接受这个厂。该厂有前后

两个大院，即现在省工会大院和一厂现址，共占地面积35，999平方米j建筑面积14，709

平方米，62台机械设备，175台仪器仪表，有固定资产104．5万元。

本着平战结合，城市建设不宜过大的精神，建厂规模拟定为千人以内，县团级地方

国营企业。1970年1月8日正式建厂。命名为济南市第一无线电厂。同时成立厂革命委

员会。宋鲁昆任主任。

一建厂就确定一厂为无线电整机生产厂家。其主导思想是为人民解放军提供现代化

通信设备。大批量生产65--1型携带式磁石电话机。i972年成为全国第二家质量好，产

量高的军用电话机生产厂，同时期生产的砷化镓，高纯镓畅销国内外。209型数字终端

机等数字通信设备也开始研制生产。

1975年——1979年是一厂由有线电产品转无线电产品时期。1976年以后，向数字终端

机系列方面进行发展。试制生产的脉冲相位调佑11221型终端机，△m32路数字电话终端

机，7505舞台扩声设备，6SD—l六路通用数字电话终端机。以上产品分别获得过国务

院，国防工办，文化部，省市等颁发的各类奖状。1979年是一厂工业产值最高，利润最

多的一年。

1979年工业总产值1158．8万元，利润总额174．3万元，职：[=人数已有652人o

1980年开始，一厂进入调整时期。

本着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关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在企业内部进行调

整秘整顿，对产品结构进行了调整。由原来以生产军品为主，改为军民品相结合，以生

产民品为主，由原丧指令性计划，调整为计划指导下的市场调节，以质量求生存，以品

种求发展；由原来生产型逐步向生产经营型转变。1980年济南市机械局所属济南仪表厂

雷达工程队并入一厂后改为生产雷达、收音机，电视机，流量仪等产品。但由于市场信

息不灵，市场供求漠不准，以及对调整后的形势适应差，造成1982年82．5万元的重大亏

损。济南市电子局公司进行了拨补。予此同时，停止了收音机，电视机，流量仪的生

严，1983年实现了保零。

1984年，作为试点厂，在省市电子公司帮助下，一厂进行了工业普查，抓了经济体

制改革。为提高经济效益，抓了新产品开发，开辟了多种生产经营门路，成立了厂属电子系

统工程安装队，厂劳动服务公司。对厂领导体制进行了改革，推行了厂长责任制，促进了

t



生产，年底实现利润29．96万元o

1985年，—厂主要生产磁i[字通信设备，承担凡项较六舶数字微波通信设备安装诵
试任务。搞数字通信，一厂前午多年历史，是国内较早生产厂家，在技术上处于领先地
位，为逐步实现多品种，系列化而计划开发Am32路，PCm32路数字终瑞机，以期达现

数字通信配套成龙的目的，为逐步扩大生产，提高经济效益，立足全省，，面向全国，联

合开发。1985年底，一厂经市政府批准成立了中国电子系统工程公司济南分公司。

二、沿革图

济南第一无线电厂筹备处

——————下——一
(原“山工总五七工厂"原址)1969年J

l

四川7r5l工厂部分人员1969年1

个

l

l济南民航部分人员 1969年

山

，I
山

中国电子系统工程公司济南分公司1985年

5



第三章 产
日
nH

一厂产品大体经历了建厂初期产品，发展期产品，调整期产品三个阶段的沿变◆附

产品沿变图：

量⋯要 产 品l生产本末|累计产量l单位| 备 注

HCX一3型电话机 19 7rO～1080{ 93288 部 停 产

高纯镓 ． 1970一1980 534，285 公斤 并入济南红卫无线电厂

209终端机 197l—1973 29‘ 端 停 产

7601终端机 19 7r6—1979 480 端 停 产

7504舞台扩声设备 19 7．6一 60
厶
口

32路终端机 1977一 67 端

6路终端机 1978— 209 端

12D‘l一型电观机 1982--1983 102l 台 停 产

710iS音机． 1980～1982 54381
厶 停 产口

31l乙炮瞄雷达 }1980一 14 部

除上述主要产品外，还生产代码发生器，针麻仪、数控流量仪，发光二极管和至今

仍然生产的远供架，再生中继器，安拿火花电铃等产品。建厂十六年来，由于对工艺不

断改进，加强了技术情报工作，不断进行新产品的研制生产，到1985年，一厂先后共生产

了2 7r个产品，为国家提供J’无线电数#通信整机设备，满足了广大用户的要求。本章就一

厂的几个主要产品的性能用途，简t皇生产过程作以叙述。

一、建厂初期产品(1969—1 972)

HCX一3型携带式磁石电话单机(原65—1型电话机)．

1969年12月下旬，建厂筹备处接受了“六九、一O”会议下达的HCX一3携带式

磁石电话单机的生产任务。该机是为部队“作战”时提供的野战有线通信设备。任务

接后，厂!与上派人到技术资料提供单位——江西八三四厂对口学习，并索取了图纸资

料，原件、样机，建厂初，工人发扬艰苦创业!‘内精砷，在技术力量差，设备不全的情况

下当年拿出样机。1972年，年产6170部，声电指标都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成为当时全

国第二家军用电话机生产厂。如果矬续发展，一厂实际年产能力可达80000一一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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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1980年，工业调整时停产。十年共生产93288部。

在建厂初期的产品中，高纯镓，砷化镓的生产量比较大，生产期也较长，也是当时

全国仅有的几个生产厂家之一。

砷化镓试制组是1970年4月从济南机械实验所连同部分设备仪器和人员一块并入一

厂继续研制，到1973年，砷化镓，高纯镓产晶的质量都达到很高水平。畅销同内外，美

国、西德，加拿大等国给予很高评价，国内供应石家庄13研究所，第一半导体厂，长春

物理研究所等。

1980年经济南市电子局统一规划，砷化镓车间连同全部人员和生产设备转入济南红

卫无线电厂继续生产。 ，

1970年一厂开始PCm制209数字终端机的试制，该机是终端，中继通用的多路通信

设备，和散射接力等无线电通道机配套使用．也可在电缆上使用。它与电话机，电传打

字机联用，可做语言和印字电报通信，与计算机联用，可做数据通信。本产品三年生产

了29端后停产。

二、发展时期产品(1973—1979)

1973年一一1979年，这段时间是一厂发展时期。一厂现生产的几个主要产品都是在

这个期间研制成功的。ZJL年是一厂生产形势和上缴利润最好时期。下边分别就几个主

蛩产品进行简单叙述。

1．Am32路数字电话终端机(下边简称32路)

32路是我困第一代长距离中容量数字微波接力通信设备，是采用总和增量调制的终

端设备。分终端，中继两种程式。该机总数据率为1024KB／s，必要时也可提高蛩J2048

KB／s的速率下工作，与具有如上两种数率接口的信道机配套，实现微波接力通信，也可

与再生中继器实现有线传输通信·

该产品是清华大学锦阴分校研制，由一厂扩点生产，在机械结构和电源控制方面，

出一厂自行设计。

任务接受后，立刻成立了以张则敏为组长的试制组，厂里派出参加试制的有关技术

人员到清华大学锦阴分校进行调查研究，在校领导和研制老师的热情帮助下，1977年2

月，一厂开始了样机的试制。

在试制过程中，试制人员对一些零部件的电路进行反复试验，取得了第一手资料和

必要数据，纠正了原理图中存在的错误，改进了装配工艺，用了半年的时间，1977年试

制出第一部样机。

同年lO月，试制出第二部样机，这两台样机分别于1977年9月和10月运送到石家庄

系统工程联试。经过半年多的数字微波通信工程的系统联合试验，各项指标的测试，两

台样机均达到设计要求，并且部分指标有余量。

1978@：3月，经四机部召开的“七八·三"石家庄技术审定会议审定，认为试制速

度快，工艺水平高，主要技术指标达到了原设计要求。

1979年8月25日，谯四机部主持下召开了该设备的设计定型会议，有研究设计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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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生产单位·使j羁单位，该设备有关协作配套厂，．共七十个单l溉一致认为，该产品

各项指标都满足堪术条件JzF—loo的规定一经测试，。证明已具备设计定型条件i并一
致同意设计定碰。

该产品具有增量调制，采用单路编码制，分路合路灵活，特别适用于容量不大，要

求频繁上下的场合等特点。

1979年，该产品曾获电子工业跚、石油工业设备指挥部、国务院、圜防工办，省市

科技成果奖奖状。

32路自1977年研制生产以来，共生产67台，最高年产量达19台。1985年生产6台，该

产品多次应用于全国性几个大的数字微波通信j!：程，为我同通信现代化做出了一定贡献

(附32路照片)。

2．舞台扩声设备(下边简称舞台)

1975年，山东省委指示，一些文艺团体上山+I-乡演出，由于舞台扩声设备笨重，使

用不便，影响演出质赜，为适应流动演出，由文化局，电子部第三研究所和一厂组成舞

台扩声设备试制机构。经过几个月的努力，1976年7月1日，I型样机试制成功。同月

举办了由省文化局、电子部、电声研究所、山东省工办、省市文化局、省市电子局、省

市科委、中央乐团、省市各文艺团体有关同志参加的大规模试听会。得到了与会代表的

好评，一致认为该设备综合性强，功能齐全，操作方便，造型美观大方，重量轻，体积

小，系统指标高，稳定可靠，是文艺团体较理想的舞台扩声设备。

舞台扩声设备，由主机，三路话筒、并联器电源、多频率补器，无线话筒五部分组

成。

1975年12月，研制出I型样机，又经过进一步改进，1984年研制出I型样

机。

该产品1976年生产两台，1980年生产30台，至1985年共生产60台

3．6SD一Ⅱ型通用六路数字电话终端机(以下简称六路) *

1977年，为了向部队提供较为先进的新型通信设备，逐步实现我军通信现代化，为

充分发挥_厂生产通信终端机的优势，一厂承担了中央四机部下达的6路研制生产任

务。

接受任务后，一厂立即成立了以张世华负责的试制组，试制人员分两批到上海无线

电二十四厂学习，在上海光线电二十四厂的热情帮助下，仅月j了五个多月，完成了I型

样机从改进机箱设计到加工装配调试。

总结了I型样机的经验，提出改进意见，将I型样机的非门电路改进为D能发器电

路，分盘电路并将分盘电路中的立体分布改为平面分布，用XC768一l铝型材散热器代

替翻砂成型的散热器等方面的改进。

在机箱结构形式上，采用了部队现行装备的十二路载波机的锚型材结构方式，提高

了I型样机的通_}}j．化，标准化系统。

1979年12月在上海召开定型会，对上海无线电二十四厂和一厂生产的这种产品设计

进行定型。参加会议的有总参通信部，四机部有关使用单位，生产厂家五十个单位，九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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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参加，经讨论测试和审查，一致同意设计定型。

六路机具有通用性能好，可靠性强，维修方便，使用灵活等特点，机器、电气，机

械性能良好，话音清晰，防潮防腐比较好，操作简单，使用方便，与发射通信机或无线

接力机数字保密机配套使用，可实现远距离保密通信，符合战术要求和部队使用要求芦

1981年获济南市科技成果二等奖。

六路机自研制开始，就属指令性生产计划，最高年产量45台，至1985年共生产209
～

台。

在1973年一一1979年，一厂从生产有线通信设备转向生产无线通信设备方面发展。

在决定研制六路，32路，舞台设备等无线电产品时，由于这些产品研制周期长，为解决

这一问题，便生产了部分过渡性产品针麻仪和地震仪。

针麻仪是为【]腔医疗制作的专用设备，是应济南医疗器械公司的要求而设计的。

1976年只生产一年，共生产了28台。

地震仪是应地震监测部门的要求而设计制作的，这一产品适应了当时形势，但因质

量不过关未能．长期生产，也只生产了一年，在1976年共生产了1070台o

1977年，第三代半导体材料——砷化镓的应用产品在国内还不多见，为发展一厂生产

砷化镓的优势，利用砷化镓研制出一部分发光二极管，磷砷镓发光九位数码管等产品。但

由于该产品应用不广泛，没能大批量长期生产，共生产了三年(1977年9 1978年9 1979

年)，三年生产19860只o

1979年，应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机要局的要求生产了634肖孔机，两年生产98台，

后便停产o ，

三、调整期产品(1980--1985)
、

1980年国家对电子工业进行了调整，一厂产品结构随之也进行了调整。在这期间，

一厂生产了下列产品。

1．雷达(略)
。

2．珍珠泉牌台式收音机：

该产品是根据市电子工业公司指示，1979年下半年开始试制，1980年开始，投产。

1980年、1981年，1982年这三年共生产54，381台，由于产品质量上丕去，加上当时收音

机的市场需要基本饱和，所以销路不佳。1982年折价近百分之五十处理。

3．珍珠泉牌12D一1A系晶体管12寸黑白电视机o ，

1979年以前，市电子工业公司系统没有电视机专业生产厂，想把一厂逐步转为电视

机生产厂，1979年下半年，一厂开始收关采用上海几种电视机的优点，设计出新的电路。

1980年拿出样机，1981年开始小批量生产。1981，1982两年中生产1021台。这时省电视

机厂下放到市电子公司，在当时显象管比较紧缺的情况下，为保省电视机厂的生产，决

定一厂电视机停产。

1980年后，除了上述几种生产量较大的产品外，生产过一段时间数控流量仪，64 8

绕纸机等产品，生产量都不大，生产期比较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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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985年主要生产为：31l乙雷达两部，六路45台，32路6台，舞台23台，配线柜6

台，设备柜Il台。

四、产品销售

作为无线电整机专、卫生产定点厂，⋯厂生产历史比较长，产品品种较多，在国内有

一定影响，产品销售是产品经营一个重爱环节，下边就一厂历史的销售情况作一概述：

1．销售机构

1980年以前，一厂销巨工作～直归供销科簧理。1980年以后，企业转规变型，带来

产品不断更新，产品品种不断增多，和市场供求关系的改变，销售工作的重要性越来越

明显。于1980年，供销科分为供应科和销售科，为近澎毯浆越激烈的市场苑争等一系歹Ij

随之而来的新情况，1985年销售科改为经营科——专门产品计划，经营、销售机构，按照业

务婴求，经营科配备人员七——八入，设有{苦总贝，产品推销员，统计员等专职人员，对

内主要任务是根据困民经济的发展需要、企业的发展方向，总体规划及企业经营方针，

编制企业长远规划。作为厂长耳目，进行}l：会调查，市场预测，提供产品信息，编制产

品销售计划。组织各部门提出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归口管理，进行综合考核，综会平

衡。综合全厂统计工作，审核各部门上报资料，向全厂和各科室提供综合统计报表，定

期进行经济活动分析o ·

经营科对外负责签订销售合同协议，办理有关退货，催收货款事项，建立健全市场

信息反馈制疰及负责反馈资料的处理和汇总。了解用户对产品的要求，听取用户对产品

的意见，维护企业信誉，建立产品销售台帐，负责退货和返修产品的修理工作o

2．销售情况

建厂初，1970年一厂产品销售收入18．2万元，随企业不断发疑，产品品种不断增多'

1975年一1979年生产处于高潮，产品品种最多，产品销售收入不断增加，是一厂各项经

济技术指标较好水平时期，1975年产品销售239．7万元，1977年销售收入增到425．4万元，

1977年是一厂建厂以来销售收入最高一年614．3万元，年销售利润达178．6万元o

1980年无线电行业进行调整，占产值比重较大的电话机停产，砷化镓迁出，311乙雷

达转入，加之市场调节带来影响，产品生产与销售处于不利地位，尤其1980年，上民用

产品——电视机、收音机后，由于市场供求预测不准，产品管理不善带来的1982年82．57

万元的严重亏损，价值41．oo元一台的收音机折价近50％处理，1982年产品销售收入

275．1万元，产品销售利润一81．76万元·

由于逐步适应了市场变化和企业调整带来的经营方针及经营方式，1983年实现了保

零，1984年略有盈余，1985年产品销售收人334．1万元，产品销售利润：4．98万元。

自建厂至今，一厂产品销售工作可分为两大阶段。

一是1970年一1979年这期l、日】，生产都是执行指令性计翅!，只重产值，以产定销，上

级主管单位包产包销，企业如有亏损，上一级单位实行拨补。二是1980年以后，企业转

生产型变生产经营型，以销定产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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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产品单位成本利润表 单位万元

_■＼一一产H
3 2路 六 路 311乙雷达

毒≯r1 成本 售价 利润 成本 售价 利润 成本 售价 利润

1979 5．05 7．7 2．65 1．9 3．5 1．6

1980 79 78 —1

198l 2．05 2．85 0．0 65． 65 0

1982 6．03 ， 0．97 1．97 2．85 0．88 66．1 65 —1．6

1983 5．8 6．5 0．7 2．05 2．85 0．8 63 65 2

1984 4．7 5．86 1．16 2．1 2．85： 0．75 63．4 65 1．6

1985 4．8 5．2 0．4 2．1l 2．85 0．74 63．7 65 1．3

3．销售经营管理

在前一段销售工作的基础上，厂总结了这方面经验教训，对产品销售经话部门重新

做了调整，设立产品销售综合机构经营科，设置了销售员。

经营科根掘企业销售情况，努力做到情报灵，信息快，预测准，及时汇总市场动态

和用户信息，运用订货会，展销会，用户座谈会，走访用户，电函等多种形式搞好产品

销售工作。在严格执行国家有关经济政策和法令的情况下，要求产品销售员，学会；旨

“行家’’，不?与“座商”，学会文明经商，学会看行情做生意，并在厂有关科室帮助下，

积极做好广告宣传工作，使企业产品经营做得更活。

为适应市场竞争这一重要坏节，一厂不但在经营方式上取长补短，更重要是通过产

品更新，提高产品内在质量与装璜水平，尽量满足塌户要求，增强自己应变能力。

1980@!来，一厂在产品销售上，摸索了部分经验。如：开设-无线电l、1市部，成立厂属

电子工程安装队，广开了生产经营门路。工程安装队施工r{j，主要配套设备是一厂生产

的△m32路电话数字终端机。

一厂产品销售方面取得了一定经验，与市场变化咿)不能完全适应，尚有待弓=进一步

总结经验，进一步加强应变能力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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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生 产

一、生产机构的演变

1969年建厂筹备处设一管理组，负责组织生产。

1970年1月，建厂后成立生产组，负责技术、财务、劳保，供销等几个方面的管理
工作o 1970年，技术与供销从生产组分出，设备管理归属生产组。

1973年，上级主管邱门批准我厂没置巾层机的，成立生产科。生产科兼管劳工，设

备。

1984年，一厂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产晶种类不断增加，生产指挥机构也不断进行变

动，原生产科改称生产调文科。

附生产指挥系统图。

厂 ≮f
———————1———————。一五丽|

二、人员配备与职能

生产阑文科，在厂长直接领导下工作，科内设统计、计划、工时定额、调度，外协

等专职工怍人员和半戎，j仓库保管员，共计14人。

在科长领导下，科里各专职工作人员各司其职认真工作。生产计划员根据厂年度生

产计划大拥，编制季、月生产计划，了解掌握工厂生产能力，现行生产定额水平，技术

状况·做好综合平衙。根据摩存情况，下达月作业计划和下月生产准备计划中的外协毛

坯件计划，设备维垡计划。并督促检查月作业计划和生产准备计划的进度与落实情

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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