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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A_A1_E9_99_A2_E5_c36_327792.htm （一九八三年七月十

二日） 在本世纪内振兴我国的经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

目标，必须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发挥现代科学技术对经济建

设的巨大促进作用。一方面要对现有企业有计划地积极地进

行技术改造；另一方面要加快重点建设，用适合我国情况的

先进技术装备武装新建和扩建的企业。当前，在重点建设方

面，应当积极做好建设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尤其是要抓紧

工艺方案的确定和技术装备的研制。这是前期工作中的前期

工作，更应立即抓紧进行。对这一工作稍有忽视，必将贻误

大事。从现在起，我们就要采取有力措施，在依靠我们自己

技术力量的同时，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合作设计、合作

制造若干套重点建设项目的技术装备，力争在前十年内把这

些最核心的关键技术真正掌握在自己手里，这样才能为后十

年的经济振兴打下牢固的基础，才能使四个现代化立于不败

之地。为此，特做如下决定：（一）国家在长期计划中拟定

了一批重点建设项目。为了保证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确定

对以下十套重大建设项目的成套技术装备，组织各有关方面

的力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进行研究、设计和制造：（１） 

年产千万吨级的大型露天矿成套设备；（２） 大型火力发电

成套设备；（３） 三峡水电枢纽工程成套设备；（４） 单机

容量百万千瓦级的大型核电站成套设备；（５） 超高压交流

和直流输变电成套设备；（６） 宝山钢铁总厂第二期工程成

套设备；（７） 年产三十万吨乙烯成套设备；（８） 大型复



合肥料成套设备；（９） 大型煤化工成套设备；（１０） 制

造大规模集成电路的成套设备。 这十大技术装备的研制， 应

同长远规划衔接起来， 根据需要和可能，分期分批地进行。

这些成套设备都要根据使用部门的要求，确保质量，确保成

套，确保进度，在技术性能上一定要达到七十年代或八十年

代初期经济发达国家已经普及了的适用于我国的先进技术水

平，要在出厂前切实做好单机或整机的组装调试工作，力争

做到在使用现场顺利安装试车成功，并能长期稳定运行。 国

务院责成有关部门立即就上述十大技术装备，根据国家长远

规划对这些建设项目的要求，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组织专

家进行充分论证，提出技术方案，报国务院审查批准后，不

得随意变动。国家在资金、外汇、能源、物资和人才分配等

方面要优先保证，确保研制工作的顺利进行。（二）按照责

、权、利相结合的负责到底的精神，分别成立建设项目领导

小组和设备研制领导小组。建设项目领导小组对整个项目的

建设负全部责任，由建设项目负责人、工程技术负责人和设

备制造负责人组成， 并由建设项目负责人负责， 从前期工作

直到正式投产，一贯负责到底。设备研制领导小组对成套设

备的研制负全部责任，由设备制造负责人负责，工艺设计和

有关使用单位的负责人参加，把研究、设计、制造、安装、

试车等各方面的力量组织起来，实行“全套、全权、全过程

”一贯负责制。建设项目领导小组和设备研制领导小组的成

员，都必须是有事业心、有组织能力、懂得技术、年富力强

的实干家，须经有关部门和地区推荐，报经国务院同意后，

专职负责，一般不得中途更换。 为保证指挥有效，领导小组

负责人有权选配自己所辖的管理干部和科技人员，全国各有



关方面都要大力支持，尽快落实。设备研制领导小组要实行

研究、试验、设计、制造、检验、安装、使用、维修、直至

正常运转的一贯负责制。 对能够按质、按预算费用、按期完

成任务的负责人和其他有功人员，国家将进行特别的嘉奖； 

对玩忽职守， 不负责任，完不成任务，使国家遭受重大损失

的人员，要追究责任，以至给以处分。 要确定成套设备的设

计制造总承包单位和设计院，并相应确定负责成套供应设备

的成套公司，协助总承包单位组织分包工作。总承包单位应

对整套设备的质量、配套、价格和进度，负完全责任。设备

成套供应单位要和设备使用建设单位签订经济合同。在国家

计划指导下，可以组织几家工厂和设计院进行投标竞赛，看

谁的质量好、价格低、交货及时、服务周到，择优选定。在

经过调查研究、专家论证和投标竞赛后，实行资金包干、外

汇包干的办法。在外汇包干范围内，建设单位和承包单位有

权直接对外（经贸部参加），如引进技术、 合作设计、合作

制造、 进口关键设备和仪器、出国考察学习、聘请外国专家

等建设单位和承包单位要对国家负责，建立严格的经济核算

制度，精打细算，把钱真正用在刀刃上。对此，财政部门和

银行要进行检查和监督，坚决防止“重点项目重点浪费”的

现象发生。（三）要充分发挥全国机械工业现有的制造能力

，团结合作，大力协同。十大技术装备的研制，要适当运用

六十年代制造“九大设备”的经验，以及七十年代采取“聚

宝”办法装备第二汽车厂的经验。要打破部门和地区的界限

，把全国各机械制造部门、电子工业部门、国防工业部门、

各专业部和地区的机械制造力量，以及全国各科研部门和高

等院校的技术力量，很好地组织起来，实行全国性的大协作



，统筹安排，发挥优势，集中力量进行技术攻关。攻关各方

要同心同德，团结合作，尤其是制造部门和使用部门更要互

相信任，互相支持，全力以赴，通力合作，这是成败的关键

。各部门的主要领导同志要做出榜样，带动全局。 在制造十

大技术装备的过程中，要充分利用现有的加工制造能力，确

属必要时，可对有关的工厂进行适当的技术改造，增添某些

关键设备和测试检验手段，但一般不搞新的基本建设。必要

的技术改造费用，国家也应优先保证。（四）总结自已的科

研工作，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洋为中用，立足国内，增

强自力更生能力， 加快技术进步的步伐。 凡国内可以制造，

并且在质量和技术性能上有保证的设备，一般就不要进口。

对于国内一时不能制造而必须进口的设备，在进口设备的同

时，要引进工艺和设计制造技术，努力加以消化、发展和提

高，并逐套提高国产化比例，直到我们自己掌握技术为止。

但也不要不顾经济效益，片面追求百分之百国产化，某些设

备和仪器仍可有选择地进口。凡自己研制成功，质量良好，

可以代替进口的重大设备，应当受到国家的特别奖励。引进

技术，特别是关键性技术应从宽掌握；进口设备，尤其是一

般设备应当从严控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有效地加强我国自

己的研究开发和制造能力。（五）成立国务院重大技术装备

领导小组，由李鹏、吕东、黄毅诚、周建男、高扬文、李东

冶、 秦仲达、江泽民、 赵东宛、马捷、魏玉明、赵庆夫、陈

锦华、林宗棠等同志组成。吕东任组长，李鹏任顾问，黄毅

诚、周建男任副组长，并请沈鸿、徐弛为技术顾问。领导小

组还可聘请若干专家担任技术顾问 。 国务院责成领导小组全

权处理重大技术装备研制中出现的问题， 并具体负责组织、



协调、督促和检查工作， 重大问题报请国务院决定。办事机

构编制十五人，设在国家经委内，办公室主任由林宗棠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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