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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建设中的丽水市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测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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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投入使用的丽水市质量技术监

督局大楼

●丽水市质量技术监督局一楼大厅

1965年的丽水计量所楼，楼下--J'日7为衡

器检修室，楼上二问为住所

968年建造的丽水计量楼

一1979年建造的丽水计量检定楼，丽水局

2000年7月前在此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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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水市质量技术监督检测院技术人员在

做农药残留检测

■丽水市特种设备检验中心工作人员对申

梯升降设备进行检验

一正在建设中的龙泉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篓

合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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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投入使用的景宁畲族自治县质

量技术监督局综合办公楼

景宁畲族自治县质量技术监督局稽查

人员在市场检查

]

■2002年投八使用的松阳县质量技术监

督局综合办公楼

■松阳县质量技术监督局执法人员开展

市场大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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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当前，我国社会政局稳定、经济繁荣、政通人和、百业俱兴，人民生活质量稳步提

高，高新技术日新月异，百姓安居乐业，呈现出一派繁荣昌盛，兴旺发达的景象。古人

云：“盛世修志”，此时是我们编纂质量技术监督志的大好时期。为此，全省统一编撰“质

监志”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的盛事。

一个多世纪以来，为了争取我们国家有自己的质监法规，有自己的量值统一、准确、

可靠一致的计量检定机构，奋斗了几代人，才有欢欣鼓舞的今天。“鸦片战争"签订了

不平等的“南京条约"之后，我国沦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与外国通商，都要

附有一个通商章程，专款规定以该国的计量制度为准，进行贸易结算。使用的计量器具

是英国人把持我国海关专用的海关尺、关平秤、关平两，以英制折算度量衡单位值，作

为中国海关的法定计量标准。如光绪32年(1906年)我市松阳烟叶按“海关权度"制

出口22147担，一担以英国133-3磅，价值银24．3万海关两结算，完全丧失了自己国家

的计量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逐渐制订了“计量法”、“标准化法”、“质量法"等

一系列的配套法规。1997年起，随着香港、澳门回归祖国，我国全部收回了海关计量权，

从此雪洗了百余年来丧权辱国的历史。

在改革开放初，提出了我国当前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实行“一国两制’’的

社会制度。党的十五大确立了发展商品经济的总路线，制订了一系列的发展商品经济政

策和措施。从急风暴雨的大革命，真正地、全心全意地转向经济建设，从计划经济转向

市场经济。就在这样大转折的历史背景下，给我们质监事业，提供了一个广宽的发展机

遇。1995年后，“三次改名，三次换牌，块改直”。五年的质监事业发展，完成了半个世

纪要想走的历史进程。

《丽水市质量技术监督志》存真求实，详今略古，总揽了全市质量监督概貌，重点



丽水市质量技术监督志

纪的标准、计量、质量监督的史事，侧重放在改革开放，特别是“九

。本志将为今后我市质监工作提供决策的依据，也是学者研究我市

教训，启迪后人的史料。

质量技术监督志》的过程中，得到省、市、县(市)有关部门的领

导和帮助。为此，向付出辛勤劳动，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不辞辛

、补充、修改的编志人员表示诚挚的敬意，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术监督志》出版了。回顾过去，着眼现在，展望未来，人类在进步，

业一定会更上一层楼。

局 长 张献群
丽水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党委书记 吴端建

二OO四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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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专业志，以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着眼发展，详今略古，

求实存真。

二、以现丽水市行政区所辖9个县(市、区)的单位、部门，个人涉及质量技术监

督的史事为记述范围。

三、上限视资料而定，力溯事物的开端。下限一般到公元2000年，个别内容到公

元2003年底。

四、体裁，采用述、记、志、表、图、录、照片组成；首为序言、概述。大事记以

编年体为主；中为专业志、以事类分，纵贯古今，横排垂写；末为附录。

五、建国，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六、纪年，建国前采用历史纪年，以汉字书写，夹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以

公元纪年，阿拉伯字书写。

七、入志资料，来自全市各县(市)有关单位档案、旧志、文献、报刊，口碑一般

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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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丽水市质量技术监督志，是浙江省质量技术监督志的分志。本志主要编写清末光绪

至20世纪末叶，丽水市(地)9个县(市、区)，以标准、计量为基础，质量为中心的

质量技术监督管理。重点放在建国后的半个世纪，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20年，尤其是

1996年至2000年质量技术监督事业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

首设序言、概述，总揽全市质量技术监督概貌，扼要地叙述计量、标准、质监的起

源与演变，着重介绍建国后质监事业的发展，使读者有了一个梗概的了解。然后，以编、

章、节的结构记述质监史事。最后，为了连惯性和系统性，附录了建国后主要质监法规

和历代度量衡制度。全志7编26章119节。编纂质量技术监督志的目的，是为了“资

治，存史，教化”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为社会主义服务，服务于经济，促进社会主义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我国标准、计量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公元前26世纪，就有黄帝设“衡、量、度、

亩、数"五量。在长达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不论社会如何变化，朝代如何更替，度量

衡都随着经济发展而发展。度量衡虽然受社会制度的制约和影响，但不是某种社会制度

和某个朝代而产生。它是随着人类的进步，生产力提高，经济发展的产物。它是人类进

步，生产力提高，经济、科学技术发展的标志，反映某个历史时期，一个国家或一个地

区的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的水平。它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关系到国家安定团结，

关系到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事业。

在远古时期，原始社会，只能“论件估堆”没有计量这个概念。到母系族氏制社会，

经济有所发展，就不再满足“构木为巢”、“野居穴处"的生活，人类开始产生朴素的长

短、轻重、多少的概念萌芽，在平地上用树杆或拉绳，迈步等办法，测量建造窝棚。到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