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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黑龙江地区，在抗日战争胜利前没有电子产品制造业o 1946年，东北民

主联军在合江省东安市(1954年6月合并为黑龙江省密山县)建立了东安电器

厂，生产通信设备。后工厂几经搬迁，1957年改为阿城继电器厂。1958年全

国无线电技术的普遍推广，黑龙江省才真正有了电子工业。

1885年(清光绪十一年)12月，北洋大臣李鸿章，为防御沙俄侵略，加

强边务联系，会同吉林将军希元，奏准将奉天到吉林的电报线路，经宁古塔延

到珲春；1887年，又建起了吉林经齐齐哈尔到大黑河的电报线路。1907年后，

黑龙江地区陆续建立了电报、电话通信设施。

1925年，哈尔滨中俄工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前身)，开设了无线电技

术课程。1926年，东三省联省无线电电台副台长刘瀚，在用马可尼双工野战

电话单机改装成的50瓦无线电发射机基础上，经过改进，装成100瓦发射机，

建立了第一家中国人自己装的发射机，办起了汉语广播电台——哈尔滨广播电

台。

电子工业是新兴工业部门，它的前身称电信工业和无线电工业。黑龙江地

区20世纪30年代以前，只有外国人开设的无线电修理行(社)。40年代开始

由中国人经营的维修业务行(社)在黑龙江面市o

1945年9月，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根据中共中央建立巩固的东北根

据地的指示精神，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为向部队提供通信装备，1946年8月

在合江省东安市建立了通信联络处后方工厂，后改为东北军区军工部直属第二

厂。对外称东安电器厂，生产通信设备。程明升任厂长兼政委，全厂职工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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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有912人，下设6个分厂。1947年3月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给东北局电报指

示：“用全力加强军事工业建设，以支援全国作战为目标。”工厂在极其艰苦的

条件下，组织生产，干部、工人(外籍工人除外)都过供给制生活，实行军队

管理方式，为东北和全国解放战争作出了贡献。

1948年11月，东北全境解放。1949年5月东北人民政府和东北军区决定

东安电器厂迁往沈阳。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10月，中共东北局决定将南满部分军

工厂北迁，坚持生产，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电工一厂(原东安电器厂三分厂)，

部分迁到阿城县，1951年1月恢复生产通信设备，为抗美援朝作出了贡献。

1953年7月朝鲜停战后，改为阿城仪表厂，1957年10月改为阿城继电器厂。

1956年3月，第二机械工业部第十局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作了《关于

必须加快无线电技术工业发展速度问题的报告》o同年，国务院制定的《1956

—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把电子计算机、半导体、超高频、电

子仪器和遥控等电子技术，列为国家重点科学技术项目。9月，国务院总理周

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

划的建议报告》中特别强调，要“积极进行工业中的落后部门，石油工业、化

学工业和无线电工业建设”。在中央精神指引下，黑龙江省电子工业开始起步。

随着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对农

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有系统的社会主义改造，并根据第二机械工业部

十局《关于私营电信工业改造意见的报告》精神，1956年，哈尔滨市新华电

器社、明明电器社、承德电器社、百花无线电社、工艺电社、中通电器社、松

群电社、鸿兴电料行、万龙电器社、新山电社、精工无线电社等47户个体手

工业劳动者，和以协龙电社、精华无线电社为基础组织起来的哈尔滨第一电器

生产修配小组为主体，组成哈尔滨市电器生产合作社。当时有从业人员228

人。下设11个无线电服务部，3个电器制造车间，一个机械制造和日用电器

车间，分布于道里、道外、南岗、太平区。社址设在道里区经纬街22号。

1958年7月经哈尔滨市第一工业局批准，哈尔滨第一电器生产合作社改为哈尔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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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电信器材厂，并转为地方国营，全厂职工520人，由赵清溪任厂长，史鹏

志、赵焕章任副厂长。

1957年底，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从服务部抽调20名职工，和南京技工学

校10名学员，组建了哈尔滨广播器材厂。

1958年，第二机械工业部十局局长刘寅带工作组来黑龙江省指导制定无

线电工业发展规划。初步确定，国家计划，拟在哈尔滨市阎家岗附近投资建设

一批无线电企业，以形成一个电子城。第一个建设项目黑龙江无线电仪器厂

(前卫无线电仪器厂前身)12月破土兴建。黑龙江省拟投资3 000万元，在庆

安县兴建以电子管厂为中心的电子工业基地。与此同时哈尔滨广播器材厂开始

生产交直流电子管子母收音机、扩音机；哈尔滨新生开关厂，试制成功中国第

一部全部用国产(自制)晶体管和小型元件的袖珍式半导体收音机；公安部十

二局所属八二九厂(哈尔滨电子敏感技术研究所前身)生产铝电解电容器；齐

齐哈尔市公安局办的六0九厂(齐齐哈尔北方无线电一厂前身)生产晶体管；

牡丹江市电器厂开始生产电话增音机；佳木斯合江公安研究所试制晶体管收音

机。1959年4月哈尔滨电信器材厂更名为哈尔滨电子仪器厂，开始试制生产5

兆赫以内的示波器。

进入60年代初期，国民经济出现暂时困难。根据国家“调整、巩固、充

实、提高”八字方针，紧缩基本建设战线。省规划建设中的庆安电子工业基地

全部停建下马，部属前卫无线电仪器厂缩小规模。多数刚起步的地方小厂相继

关、停、并、转。1962年底，全省只有5户电子工业企业，职工1 669人，工

业总产值309．1万元(1957年不变价)。

1963年2月，第四机械工业部(以下简称四机部)成立，刘寅副部长率工

作组到东北三省考察，协助规划和发展无线电工业。11月23 El，工作组就东

北地区无线电工业近期规划和安排，向东北局提出初步建议。针对当时有的企

业有“神”无“庙”，有的企业有“庙”无“神”的实际情况(“神”指产品，

“庙”指厂房)。分别提出了解决厂房和产品方向，以及在主产品没上来前，生

产过渡性产品，解决职工“吃饭”问题的意见。．提出“以粗养细，以副养主，

以修理养制造”的办法发展无线电工业。明确了“无线电工业必须军民结合，

以军为主，军民兼顾，以军带民，以民养军，努力为四个现代化和国民经济服

务”的方针。当时由于国际环境的变化，黑龙江省由大后方变为反对霸权主义

前哨，没有按排新建项目a地方工业只对哈尔滨广播器材厂、哈尔滨电子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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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哈尔滨无线电工具厂、哈尔滨灯泡厂等4个企业的近期产品、临时过渡性

产品和长远发展方向以及小型土建投资提出具体规划意见。

自1964年开始，各地根据社会需要，逐步办起r一批电子企业。在电子

工业不断发展的形势下，1964年4月省机械：【：业厅在娘电]一处的基础上，成立

了黑龙江省无线电工业公司，由副厅长邱耳兼任经理，赵纯义为副经理。．t966

年2月赵纯义代表黑龙江省第一次』JJ席四机部工作会议一

黑龙江省代表首次出席四机部工作会议，右为赵纯义代表

在无线电工业公司成立后，全省电子工业有了新的进步，技术水平有明显

提高，哈尔滨广播器材厂1964年开始生产15千瓦短波报话发射机，大部分出

口援外。哈尔滨电子仪器厂已能生产60兆赫宽带示波器，在全国地方示波器

行业中名列前茅。收音机年产量由干部增长到几万部。牡丹江电器厂开始试制

J一18型磁带机。1966年5月，成立了黑龙江省无线电研究所。到1966年“文

化大革命”开始时，电子工业企业哈尔滨有14户，齐齐哈尔有3户，牡丹江

有2户，佳木斯有2户，鹤岗有3户，鸡西有1户。全省共有25户企业，职工

3 690人，完成工业总产值2 486．6万元(1957年不变价)。

根据解放军装备规划需要和四机部安排，1966年起，国家投资陆续新建3

户小三线军工电子企业。1967年在延寿县山区建了伟华机械厂(代号八二二

O厂)和卫力机械厂(代号八二二一厂)(在四机部未授代号前，为对外“保

密”，因是1967年建厂的，故称671厂，672厂)。分别生产军用磁石电话机单

机、交换机。1969年在五常县背荫河建立半导体器件厂，为解放军师以下通

信装备配套。1971年，四机部授予代号为8233厂，对外厂名为曙光无线电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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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1967年12月，国防科委和四机部召开全国无线电工业会议。此后，黑龙

江省先后承接了311甲炮瞄雷达、441C指挥仪、8千瓦单边带电台、771机载

导航雷达等军工动员任务(民品企业按排生产军工产品谓“军工动员”)o

到1969年底，全省共有42户电子专业厂，职工7 738人，已能生产电子

测量仪器、计算机外部设备、通信广播设备等。5年共生产各种整机41个品

种12万部，半导体器件5个品种、147个型号、30万只，电子元件13个品种、

25个规格型号、105万只。1969年完成工业总产值3 078万元，比1958年增长

2．73倍，年均递增率11．7％。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省无线电工业公司工作受到严重冲击，

1967年，工作人员全部进工交学习班，生产无人管理。1967年省革命委员会

成立，1968年电子工业归重工业公司管理，1969年1月省成立国防工业办公

室，内设电子处管理电子工业。 {

1969年10月，中央电信工业领导小组召开了全国电信工业工作会议(代

号6910会议)，会议提出“全民大办”、“破除电子工业神秘论”、“电子中心

论”等口号o 1970年2月省革命委员会召开有各地、市、县革命委员会领导人

参加的全省电子工业会议，提出要高速发展黑龙江电子工业。3月份省革委会

主要负责人提出要搞单晶硅大会战，达到年产30吨。由此全省一哄而起，大

厂一厂一角办小厂，街道办厂，学校办厂，因陋就简，土法上马，兼行跨业，

。遍地开花”。但绝大部分技术、设备、材料不配套，不能生产。

根据电子工业发展的客观形势，1970年5月8日省革命委员会决定成立黑

龙江省电子工业局。到年底调查统计，全省有344个厂点，职工人数2．2万

人，遍布45个市、县。其中晶体管厂118个，电子元件厂132个。。大办”违

背了电子工业具有技术密集、知识密集、投资密集的特点。省电子工业局成立

后，一边抓发展，一边抓整顿。1971年白景文任电子工业局局长后，局领导

班子针对战线过长，厂点分散、设备简陋、产品重复、质量低劣的局面，在调

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艰巨的调整工作。采取“并、撤、转”的方针，将当

地产品重复的厂点合并，兼行跨业不出产品、长期形不成生产能力的厂点撤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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