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机械工 业部全 国机 电一 休化工作座谈会于 1 94 9年 7月 2 1一 拓 日在天津市 召开
。

会

议期 间
,

交流 了各地机 电一体化工作经验 ; 讨论 了 《机械工 业部机 电一体化工 作的基本思路与工

作要点 》 ; 研 究成立 了机电一体化 产品 (技术 ) 推广服务网
、

人才培训 网
,

确定 了机电一 体化试 点

企业
。

机械工 业部总工程师李宁仁 同志和全 国人大常委委 员
、

部市机电一体化领导小组副组长
、

原

天 津市委常委杨竟衡同志先后 在会上作 了重要讲话
,

现根据纪录整理
,

一 并 《机械工业部机电一

体化工作的 基本 思路与工作要点 》
,

以 及天 津市机电一 体化办公室
“

机电一体化工作是机电工 业发

展的必由之路
”
刊登于后

,

以推进我 国机电一 休化事业 的进程
。

在全 国机 电一体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机械工 业部总工程师 李守仁

在天津召开机电一体化工作座谈会
,

具有

特殊的意义
。

天津市是
“

一市两部
”

(机械部和

电子部 ) 联合进行机电一体化试点的城市
,

也

是我国最早有组织地开展机 电一体化工作的城

市之一
,

从 1 9 8 6 年以来
,

在天津 市领导的直接

关怀和支持下
,

在天津市机 电一体化办公室的

认真组织和各行业主管部门的积极配合下
,

天

津市机电一体化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
,

走出 了

一条路子
。

大家知道
, “

机电一体化
”

这个概念是 日本

在 70 年代初期提出来的
。

其 目的是强调机械技

术和电子技术的有机结合
,

进而发展为机械电

子和信息技术的结合
,

借以振兴机械工业
,

进

而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

日本靠着它
,

不仅使

战后的经济得到迅速恢复
,

而且跃居世界第二

经济大国的地位
。

从 80 年代开始
,

机电一体化

引起我国各方面的重视
,

并着手抓电子技术的

推广应用
。

为此
,

成立了以朱熔基同志为首
,

由

原国家经委
、

国家科委
、

机械部
、

电子部和原

国务院振兴办组成的全国推广微 电子技术领 导

小组
,

先后在南京
、

成都
、

沈阳召开了三次全

国性的大会
。

李鹏总理 曾经说过
: “

我国要以用

电子技术武装传统产业为重点
,

逐步实现技术

进步
。 ” “

现在首先要把 电子技术应用到机械行

业中去
.

特别要大力发展新一代机电一体化产

品
,

推动机械产品的更新换代
。 ”

机械工业根据国民经济发展对机械工业的

要求和提高 自身改造及提 高水 平的需要 出发
,

《机械与电 子 , 1 9 9 4 `犷

一直关注 着机电一体 化技术的 发展和推广应

用
,

在机电一体化方面做了许多切切实实的工

作
。

1 9 8 4 年组织了大型软科学课题
“

机 电一体

化发展预测和综合分析
”

的研究
.

1 9 8 5 年机械

工 业部成 立了 机械 应 用电子技 术领 导 小组
,

19 8 6 年机械部和电 子部与天津市开展 了机 电

一体化工作试点 1 9 8 8 年机电部刚刚成立
,

就

成立 了部机 电一体化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
,

在

部长办公会议纪要上明确指出
: “

机电一体 化是

机械电子工业发展的重大技术方向
,

部要将这

项工作作为 一项重要任务来抓
,

并将是否促进

机电一体化作为考核部政绩的一项重要内容
” 。

在部机电一体化领导小组的领导下
,

在机电一

体 化办公室的具体组织下
,

开展 了大童的
_

E作
,

研究确 立了机电部
“

两个层次
” 、 ” 三个重点

” 、

“
四 个一批

”

的工作思路 (两个层次
:

即重点抓

好电子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和开发新一代机电一

体化产品
; 三个重点

:

把新型数控装置
、

新型

工业控制系统
、

电力电子技术的开发及应用作

为发展机电
一
体化产品重点

; 四 个 一批
:

推广

一批
,

投产 一批
.

开发 一批
,

掌握一批 )
,

制订

了
“

八 五机电一 体化专项规划
”

和
“

八五电子

技术改造传统产业规划
” ;组织筹建 了中国机电

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
;

协助举办了两届国际机

电一体化博览会
; 举办企业领导 干部微 电子技

术培训班
; 优选和推广机电丁 体化产品

; 开展

企业机电 一体化试点 ; 机电工程师进修大学机

械学院还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机电一 体化工程
·

3
·



专业本科段 自学考试
,

第一批已有 16 0 0 多人通

过考试
; 组织编写 《机电一体化技术手册 》 等

。

在机电部机 电一体化工作的推动下
,

全国许多

省市都先后开展了机电一体化工作
,

不少地区

的领导同志亲 自挂帅
,

主持制订本地区的机电

一体化规划
,

从而加速了机械工业产品结构的

调整
,

在开展机电一体化工作方面取得了很多

好经验
。

新的机械工业部成立后
,

仍把机电一

体化作为机械工业发展的主航道
,

保留了部机

电一体化办公室
。

机电一体化技术
,

是一 个方

向性的新技术
,

依靠科学技术振兴机械工业和

汽车
_

E业
,

发展现代制造技术
,

实现管理现代

化
,

都离不开机 电一体化技术
,

要坚持不懈地
、

持之 以恒地 抓好 机电一体化技术的应用和推

广
。

但是
,

我们也应该看到
,

形势已经发生了

很大的变化
。

从经济机制来看
,

党的十四届三

中全会提 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

特别是

行政机关机构精简转变职能的新形势下
,

过去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许多做法
,

都不再适用了
。

从政府职能上讲
,

有一个从微观管理向宏观管

理过渡的问题
,

这就需要我们对原来的工作思

路和工作重点
,

进行适当的调整和完善
。

由于

机关编制压缩人员减少
,

因而工作的难度也大

大增加
,

要做好机电一体化工作就必须调动各

方面的积极性
,

更好地发挥各方面作用
。

此外
,

机 电一体化技术在不断的发展
,

出现一些推广

应用机电一体化技术的新的特点和热点
,

如汽

车电子技术
、

工业机器人等
,

因此我们的
_

E作

重点也需要进行调整补充
。

这次座谈会的主要

内容有
:

交流各地机 电一体化工作的经验
,

相

互启发
,

开阔眼界
,

取长补短
,

共同进步 ; 讨

论机械部机电一体 化工作的基本思路和 工作要

点
.

研究对策
,

明确 目标
。

下面提几点要求
:

1
.

进一步宣传机电一体化工作的重大意

义
,

认识机电一体化是机械工业发展的必由之

路

只要看 一 下这样
一

个简单的 事实就可以 明

白
, ` 一

七五
”

以来
.

国外的高技术机电产品大量

流入 我国的市场
,

而我国的机电产品在国际市

场 卜却 电争乏力
,

致使我国机电产品的进出口

逆差
。

形成这种局面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

其中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

就是我国机电一体化产品

的品种太少
,

机 电一体化技术的水平不高
。

现

在我们又面临
“

复关
”

的考验
,

如果我们不采

取有效措施
,

我国的民族工业将 会受到极大的

冲击
。

2
,

希望大家集中精力
,

积极认真地对部里

提出的机电一体化工作思路和工作要点进行修

改和完善

当然
,

现在提出的思路与原机电部制定的

机 电一体化工作思路具有继承性和连续性
,

但

也要根据现在工作实际情况进行 一些必要的修

改和完善
。

当前
,

我认为要特别抓好三件事
:

第

一要狠抓机 电一体 化产品技术的推广和应 用
,

以应用促发展
,

要推动企业和科研院所不断开

发新一代的机电
1

体化产品
,

要开发引导和培

育机电一体化产品市场
;
第二要抓好机电一体

化人才的培养
,

没有人才
,

不但新的机电 一体

化产品开发不出来
,

就是有 了机 电一体化产品

也发挥不了作用
,

因此要采用不同的形式
,

培

养各种层次的机电
一

体化人才
;
第三要抓好机

电一体化的工程试点和企业试点
,

以便总结经

验
.

推而广之
。

3
.

希望大家会后把会议的精神带回去
,

认

真向领导汇报

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成立机电一体化办事机

构
,

没有条件的地方要指定专人负责
,

与部机

电一 体化办公室保持密切联系
,

并安排好本地

的机电一体化工作
。

全数字式变频器

J P 6C 一 T 系列通用型全数字式变频器
,

由

成都佳灵电气制造公司研制成功
,

已通过省级

鉴 定
。

该变 频 器 采 用最 新 的 大 功率 晶体管

( G T R ) 逆变技 术和 1 6 位单 片机控 制的 S P W M

正弦波脉宽调制系统
,

输 出为正弦波
。

其变频

范围
、

动态响应
、

调速精度
、

功率因数
、

输出

特性
、

保护功能
、

转矩提升以及可靠性水平均

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

(王良喜 )

《村t械 与电 子 月 q g 尘(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