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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多得乱

《中国电机工业发展史一一百年回顾与展望》 一书就

要与读者见面了 O 我相信，这本书对于读者了解我国电

机工业经过艰难曲折走向发展繁荣的历程及其成功经验，

是会有帮助的 O

编写纽希望我为本书写序，我想从自己青年时代就

与电机工业结下不解之缘谈起，谈谈我对中国电机工业

发展历程的一些认识和感受。

我 1947 年从上海交大电机工程系毕业。 我念电机

系，主要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首先，是受到家父的影

响 。 我父亲曾多年任职于张春创办的南通通明电气工程

公司，是一位电机工程师 O 张赛是清未民初的著名实业

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他为发展民族工业付

出了艰辛努力，他的爱国情怀和敬业精神为人称道。 我

小的时候，家里电器坏了，从电灯开关到电风扇，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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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自己动手修，而且往往手到病除。其次，是我父亲

的一位故交毕维栋对我的影响。他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

学院，回国休假时常常住在我家，并带回一些电机工程

方面的书籍。我那时年少，那些书是看不懂的，但经过

毕维栋先生的解释，也就了解了一些皮毛。受到这些影

响，我向往着上大学要学电机工程。

我是在扬州上的中学，高中念的是土木工程科，高

二就开始学习微积分了 O 教我们微积分课程的是杨德隅

先生，新中国成立后他在西安交通大学任教。他第一堂

课就讲了庄子的一段话"一尺之栓，日取其半，万世不

竭。"我的脑子里建立起极限的概念，至今不忘。杨德隅

先生的讲授，为我后来学电机工程打下了比较好的数学

基础。我去南京上大学时，南京处于日寇和汪精卫的敌

伪统治之下 O 中国内忧外患、苦难重重。当时我已受到

革命的影响，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总想多学些科学技

术尤其是工程技术知识，增加将来报效祖国的本领。因

此，我在南京和之后转到上海上大学时都选择念电机工

手呈。

我从上海交大毕业不久，新中国就成立了 O 回想起

来，我从南到北工作过的岗位，大都离不开一个"电"

字。从食品企业用电到电机工厂设计，从第一汽车厂动

力分厂到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从原子能发电到机电工

业，基本上都在这一行工作。后来，我虽然担任了多种

领导职务，但一直关注我国电机工业发展。这里，我想

结合我所了解的和亲身经历的几件事情，简要回顾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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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我国电机工业发展历程。

中国电机工业萌芽比西方晚七八十年o 1879 年，上

海一个外商搞了一台发电机，据说在外滩只亮了两个晚

上。 1882 年，英国几个商人花五万两白银在上海装建了

一台发电机，把外滩照亮了起来。 中国人自己发电，开

始于慈禧太后在中南海装的一台 20 马力的发电机，而这

台发电机是从外国买来的 。 直到 1905 年开始有自己制造

的首台实验电机，我国电机工业才开始起步 。 辛亥革命

后，军阀连年混战，国无宁日，民不聊生，经济发展举

步维艰。 尽管如此，当时还是兴起了一些民族工业。 从

电机工业来说，上海有钱铺记、华生、华成等电器工厂 O

我念书时上海交大电机工程系主任钟兆琳教授，就是华

生电器厂的顾问工程师 O 当时生产的电机，最大功率只

有 200 到 300 千瓦。 1946 年至 1947 年，国民党政府派 96

名技术人员去美国西屋公司实习，实习完后回到国内却

没有用武之地。 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些人成了全国电机

工业战线的技术骨干，其中大多数当了技术领导或总工

程师，如悍震、猪应璜、丁舜年、孟庆元、张大奇、

姚诵尧、沈从龙、孙瑞珩、蓝毓钟、冯勤为、汤明奇、

刘隆士等。我同他们都有交往，有的还一起工作过。他们

的工作业绩和音容笑貌，仍历历在目 O

我参加革命以后，十分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第一个

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历史和未来。 列宁的那句名言"共

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不时浮现于脑

际 。 但是，对这句话含义的理解，则是随着新中国成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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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参加国家建设工作，特别是 1955 年到 1956 年去苏联

斯大林汽车厂实习而逐渐加深的 O 我亲眼看到了莫斯科

地下铁路、电气火车和年产几十万辆的汽车厂等，深深

感到我国工业水平同苏联相比差距很大。

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医治战争创伤、国民经济初步

得到恢复以后，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就适时地提出了过

渡时期的总路线，一边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一边开始大

规模工业建设，而且实行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3 第

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搞的 "156 项工程"都是为实现国家

工业化奠定基础的，其中就有一批电机工业项目 O 历史

事实说明，这些方针和部署都是正确的 O 一个国家尤其

是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国土辽阔的大国，如果没有

以重工业为骨干并与轻工业相互协调的强大工业体系，

就不可能建立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就不可能用先

进工业技术设备武装农业、服务业和国防事业，也就谈

不上国家的真正独立自主、安全和强盛。 党中央确立实

现国家工业化的宏伟目标后，工业战线广大工人、知识

分子和领导干部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工作热忱和创造力量。

那种情景我们这些亲身经历过的人是难以忘怀的 O 新中

国现代电机工业也就是从那时起步的 O

1956 年，新中国制造的第一台汽轮发电机投入运行，

虽然只有 6000 千瓦，但相比过去已是庞然大物。 这台发

电机是捷克斯洛伐克斯柯达公司的专家来上海帮助建造

的 。 捷克专家中文名字叫许嘉德，他技术理论功底深厚，

实践经验丰富 O 记得当时需要做超速试验，要达到额定



转速的 120% ，即每分钟 3600 转。 大家很担心，就怕转

子飞了怎么办。 后来，在闵行上海电机厂内建了一个超

速试验室 O 试验那天我们都去了，效果很好。那时，我

在一机部上海第二设计分局担任电器专业科科长，协助

上海电机厂副厂长孟庆元完成了这项任务。 当年参与过

这项工作至今仍健在的还有汪耕院士。 6000 千瓦功率不

算大，但毕竟是新中国建造的第一台汽轮发电机，万事

开头难啊!后来在苏联专家帮助下，我们先后搞出了

2.5 万千瓦到 10 万千瓦的汽轮发电机组，功率不断提高 O

"大跃进"时期，孟庆元等搞出了采用新型冷却方式的

1. 2 万千瓦双水内冷发电机，这台汽轮发电机制造成功震

动了全国，国外反响也不小，但由于受"左"的错误干

扰和影响，我国电机工业总的说进步不快。 后经多年完

善，技术工艺渐趋成熟，先后研制出了 12.5 万千瓦和

30 万千瓦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在当时非常困难的条件

下，我国电机制造业上了一个大台阶，这与电机行业有

周建南、曹维廉等一批杰出的领导同志是分不开的 O 改

革开放以后，电机工业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春天。 上世纪

80 年代，我们引进西屋公司技术，生产出了 30 万千瓦和

60 万千瓦的汽轮发电机组。到本世纪初，我国三大动

力企业已经能够生产百万千瓦级超超 1)各界汽轮发电机

乡且 。

中小型电动机是为各种机械设备提供动力的重要装

备，应用量大面广 。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中小型电动

机产品主要是仿制国外的 O 记得当时仿制电动机的厂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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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品种杂乱，规格很不统一。"大跃进"时期曾经搞

过统一设计，但由于缺乏科学严谨的态度，性能指标达

不到要求。 1962 年，我刚调到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担任

主管技术的副所长，就负责领导这项工作。那时，我奔

忙于国内各电机厂，用了 3 年时间组织攻关，顺利完成

了 J2 、 J02 系列电动机的统一设计并通过国家鉴定。这

是我国首个自行设计研制的电动机系列，相比当初仿制

国外的产品，各项性能指标都有了很大提高，对促进电

机工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O 现在，我国中小型电动机

保有量已经达到 16 亿千瓦，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中小型电

动机生产、使用和出口大国 O

从上世纪 60 年代开始，我国开始研究和平利用核

能。当时，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核禁运。 1966 年，一机

部调我到新成立的武汉热工机械研究所担任所长。该所

负责核工程设备设计研究任务。为了尽快熟悉业务，我

白天工作，晚上学习，在短时间内读完了《核反应堆工

程》一书，获益不少，加深了对核电这一战略产业的认

识。当时这本书只有英文原版，给我增加了一些难度。

此书直到 1986 年才译成中文。时隔 19 年， 1985 年我重

返上海工作时，正值上海准备承担我国第一座核电站秦

山一期 30 万千瓦核电设备设计制造任务。我在市里一次

会上明确提出，核电国产化是开发新兴能源的大事，上

海一定要干，要为国家多作贡献。后来，上海又承担了

秦山二期 60 万千瓦核电设备设计制造任务。秦山核电站

一、二期项目是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管理的压水堆核



电站，至今仍在安全运行。 之后，我国又从国外引进了

二代、三代核电技术，通过消化、吸收、再创新，现在

已经掌握了百万千瓦级核电设备设计、制造、运营、管

理技术，成为和平利用核能的大国 O 我认为，无论建造

什么样的核电站，都必须高度重视安全问题，确保万元

一失，始终把安全保障摆在第一位。

新中国成立 60 多年来，我国电机工业从小到大、从

弱变强、从落后走向先进，不少产品进入到"百万量

级"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在相当一段时期内，百万千

瓦级超超临界火电机纽、百万千瓦级水轮发电机纽、百

万伏电压等级特高压输变电设备、百万千瓦级核电设备，

就是世界先进水平了 O 可以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

电机工业取得的成绩举世瞩目，已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发展速度在世界电机工业发展史上也是最快的 O 当年许

多去西屋公司实习的人都未曾想到，中国电机工业能够

达到今天这样的水平，西方发达国家一些电机工业巨头

对我们也是刮目相看了 O

回顾和总结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建设现在和开辟未

来。 中国电机工业之所以在旧中国举步维艰、在新中国

蓬勃发展，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有了党的领导，找到

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

民进行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局面，

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命运和面

貌。 中国不仅发展起来了，而且正在加快走向现代化;

中国人民不仅获得了解放，而且正在实现共同富裕;中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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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民族不仅获得了民族独立，而且正在实现伟大的民族

复兴。近代以来所有志士仁人和全国各族人民追求的救

国、兴国、强国的理想已经或正在成为现实 O 这充分说

明，我们的党和人民是富于智慧、富于创造精神的伟大

的党和伟大的人民，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具有巨大优

越性和强大生命力的制度。有了这样的党、人民、制度，

什么样的艰难险阻都可以战胜，什么样的人间奇迹都可

以创造出来。 我们应该满怀信心地走向未来。

实践充分证明，我们要发展和拥有电机工业及其他

各种工业的新技术新设备，赶超国际先进水平，必须坚

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尽可能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国际

技术合作，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和有益管理

经验，不断增强我们的自主创新能力 O 毫无疑义，在积

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同时，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

更生的方针。那些最前沿最先进的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

从国外是买不来的，必须立足国内，集中我们自己的技

术力量进行攻关，进行自主创新。总之，拒绝引进国外

先进技术，或者一味依赖引进，都是不正确的，都应该

注意防止。 这是我们在发展和创新先进技术过程中必须

牢记的一条基本经验。

技术要进步、产业要发展，关键在人才 O 我们不会

忘记那些为我国电机工业发展奋斗了一生、作出了各种

贡献的人O 他们中有技术专家、工人，还有领导干部，

无论是知名的还是不知名的，他们在国家建设史上留下

了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感人事迹。 我们要永远记住他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们的功劳，学习他们的开拓精神、奉献精神。 我国电机

工业乃至其他产业要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争创世界一流

水平，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就必须继续尊重

知识、尊重人才，不断激发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不断

激发各条战线上广大工人、技术专家、领导干部的紧迫

感、责任感和献身祖国建设事业的使命感 。

回首我国电机工业发展历史，我们充满骄傲和自豪。

同时，我们还要清醒地看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任务尚未完成 工业领域整体水平特别是基础研究方

面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还比较大O 我们必须戒骄戒躁、

谦虚谨慎，继续奋起直追，努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上开创我国电机工业和整个工业发展新局面。

2011 年 9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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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纽

顾问曾培炎

组长包叙定

副组长张国宝陆燕苏

成员周鹤良朱森第严陆光徐嘉浩陈宗器

程钧培梁维燕郝卫平



编者的话

本书所述的电机工业，是指涵盖发电设备、输变电设备、配

电设备和用电设备的电力装备制造业，是国民经济战略性基础产

业，是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体现。

1905 年天津教学品制造所制作了首台实验电机，标志中国电

机工业的萌芽诞生，迄今已逾百年。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电机

工业的发展，与整个经济社会的风云变幻息息相关，饱经艰辛和

曲折，承载光荣和梦想。撰写一部发人深思、催人奋进的电机工

业发展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本书是江泽民同志倡导撰写的。在中国电机工业诞生百年之

际，在我们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并正奋力向当代世界电机制造业的

顶峰冲刺之时，江泽民同志倡导撰写《中国电机工业发展史一一

百年回顾与展望》一书，寄托了他对所学电机专业和早年工作过

的电机工业的深厚情意，体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我国电机工业

发展和崛起的高度重视与殷切期望。

全书共设 9 章，以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分设各章，以电力装备

的光能作用为寓意而命题。其中，第一、二章是建国以前的回顾，

第三至七章是建国以来的发展历程，第八章是未来展望，第九章

是对后人的启示。

本书通过全面展现新中国成立前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电机

工业的发展脉络，进而折射出中国工业发展乃至整个中国从积贫

积弱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强盛过程，并从中清晰地感受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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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工业技术的进展及在中国的应用和贡献;以史为鉴，以世界

先进水平为标杆，结合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展望中国电机工业未

来的发展方向，以激励人们为建设电机工业强国而奋进;总结历

史经验，提炼精神财富，慰藉先辈，启迪后人。

本书编写组，于 2009 年 9 月正式成立。国务院原副总理曾培

炎担任顾问，原机械工业部部长包叙定担任编写组组长，国家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张国宝和原机械工

业部副部长陆燕蒜担任副组长，原机械工业部电工局局长周鹤良、

原机械工业部总工程师朱森第、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原所长

(中国科学院院士)严陆光、中电设计院教授级高工徐嘉浩、原机

械工业部第七设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陈宗器、原上海发电设备成

套设计研究所所长程钧培、哈尔滨电气集团公司专家委员会副主

任(中国工程院院士)梁维燕、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郝卫平

等担任编写组成员。其他参与编写的人员(按姓氏笔画排序)还

有冯晓东、朱宁、任育之、张力超、杨青、罗俊杰、贾岩、高鹏、

徐小东、徐成彬、陶黎敏。

本书的基本写作方法，是"论事叙史"。按时序先后，梳理并

围绕重大事件、重大决策和重大工程，特别是里程碑事件和标志

性工程，展开历史的回顾叙述，突出重点，兼顾全面;以全球化

视野，展望中国电机工业的发展前景，感悟中国电机工业发展的

历史经验和教训，激励后人继续为中国电机工业的强盛而奋斗。

根据本书内容安排，材料的收集和初稿的撰写工作，由包叙定负

责第一、二章和第九章，陆燕蒜负责第三至七章，张国宝负责第

八章;尔后，包叙定负责全书的统稿修改工作。编写组还采用工

作会议形式，对初稿和历次修改稿进行集中审议，直至最后定稿。

第一章"长夜难明"记述了旧中国电机工业在黑暗腐朽的社

会政治环境下从萌芽诞生到草创基业的历史。 1831 年，世界电机



工业诞生。 但是，由于腐朽政府的漠视、 列强势力的挤压和殖民

统治的摧残，中国电机工业直到 1905 年才破茧而出 O 国产的实验

电机比西洋晚了 74 年，实用电机则晚了 82 年，电机工业比本国

的电力工业也晚了 38 年。 旧中国电机工业起步晚、发展慢、水平

低、能力弱，经历了一个充满抗争与憧憬的漫漫长夜。

第二章"星光依稀"叙述了旧中国电机工业先辈们谱写的不

平凡创业史，以此折射漫漫长夜下中国电机工业的创业精魂和斑

驳亮色。 在烽火硝烟中，国家电工企业颠沛流离;在内外夹缝中，

私营电工企业奋斗求生;在浴血奋战中，解放区红色电工企业造

就了永不消逝的电波。 先辈们抗争拼搏、励精图治，兴办骨干企

业，研发首台产品，推动西屋培训，创办学会公会，开创了多条

历史先河，留给新中国一个虽稚小薄弱却难能可贵的产业基础。

第三章"旭日东升"描述了新中国诞生后经济社会翻天覆地

变革、电机工业重整新生的奠基时期。 随着三年经济恢复和 "156

项工程"陆续开工，新中国电机工业打响了产业基础建设、技术

基础建设和管理基础建设的伟大战役，提前一年零四个月完成了

第一个五年计划。 新中国电机工业犹如喷薄而出的红日，高歌猛

进，欣欣向荣，迎来了风雨兼程的 60 年。

第四章"云光相间"回顾了自 1958 年起，受"左"倾思想

影响，电机工业跌岩起伏的 20 年。 由于"大跃进"的高指标、 瞎

指挥和急于求成，电工产品质量和生产秩序受到了严重干扰。 随

后，又遇到了三年困难时期，电机工业被迫做出调整，认真贯彻

八字方针、 "工业七十条"和"科研十四条"同时开展三线建

设，逐渐拨云见日，电机工业又有所发展，产业空间布局亦得到

部分优化。 不久，因极"左"思潮泛滥，十年"文化大革命"使

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电机工业也遭受严重破坏，科研机构被

分割解散，规章制度被否定推倒，中外电机工业差距被迅速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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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春光明媚"反映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电机

工业进入了改革、开放、发展的春天。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

思想、路线指引下，电机工业开始树立市场意识和竞争意识，建立

"产品是商品、质量是生命"的观念。以引进 30 万千瓦、 60 万千

瓦火电机组设计制造技术为契机，坚持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道

路，逐步掌握了大型火电设备设计制造技术，自主兴建了举世瞩

目的葛洲坝水电站和秦山核电站一期工程，同时引进了输变电设

备、低压电器、电动机等制造技术。中国电机工业犹如雨后春笋，

蓬勃发展，实现了历史性转变。

第六章"蒸蒸日上"讲述了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

大"以后，电机工业迈入了改革开放全面发展的新阶段。 国有企

业改制，民营企业崛起，合资企业诞生，电工企业转型，电力体

制改革，不同所有制的电机工业实体百炯争流，技术水平和制造

能力不断提升，火电、水电和核电机组以及输变电设备、电动机

产品纷纷走出国门，逐鹿世界。 由政府主导的三峡工程、西电东

送、城乡电网改造等特大型工程建设，促进了我国电机工业实现

前所未有的大发展，谱写了一曲气壮山河的新乐章。

第七章"璀琛夺目"展示了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电机工业厚

积薄发，走向当代世界电力装备制造最高殿堂的科学发展之路。

2∞1 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电机工业在现代化、市场化、

国际化的征途中，践行科学发展理念，为实现大而强奋勇前行。

100 万千瓦级超超临界火电机组、 70 万千瓦级水电机组、 1∞0 千

伏特高压交流输电线路和:t 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 100 万

千瓦级核电机组，以及循环流化床锅炉 、 空冷发电机组等， 一个

个重大自主创新成果，正奋力向当代世界电机制造业的顶峰冲刺;

同时，中小型电动机、电动工具和低压电器等用电、配电设备总

量跃居全球首位，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新能源装备不断抢占清洁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