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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1979年起，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中国的邮票事业也获得了迅猛发展。
邮电部门采取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有力措施，澄清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在邮票发行工作中被搞乱的是
非问题，解除了管理、选题、设计、宣传等方面存在的精神束缚。
整顿邮票发行机构，确定邮票选题系列，提高邮票的设计印制水平，相继发行了一大批具有时代气息
和民族特色的邮票；重视和加强邮票宣传，推动群众性集邮事业发展，使邮票的文化宣传功能得到更
充分的发挥，社会影响力空前提高。
1979年到1991年间，共发行了邮票296套，其中纪念邮票151套，特种邮票134套，普通邮票11套，还增
加了许多新品种，如小本票、附捐邮票、纪念邮资封片、贺年邮资片等。
中国邮票事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中国邮票史》第九卷记述的是1979到1991这13年中中国邮票事业的发展历程，展现新时期邮票
发行的时代特色。
　　进一步明确了新时期的邮票发行方针　坚持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作为邮票发行的总的指导思
想，宣传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宣传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宣传中国的悠久历史、灿烂文化
、民族团结、锦绣河山，宣传全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
　　邮票选题原则日趋明确，邮票题材更加丰富　改革开放后，在邮票选题上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
是、百花齐放的方针，邮票的选题管理工作更加规范化和制度化。
冲破了“文化大革命”中邮票题材的“禁区”，除展现了这一时期中国社会蓬勃发展的时代面貌，国
际上一些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和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艺术家、科学家、文学家
也有计划地出现在中国邮票上。
邮票变成了“小型百科全书”，成为社会历史发展的“博物馆”与“大花园”。
　　社会主义建设成就邮票在题材把握上更注重科学性　向世界展示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在工业、农业
、科学技术、国防等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
随着中国体育运动的蓬勃发展，体育邮票内容不断丰富，全国运动会、亚运会、奥运会等邮票大量出
现，中国体育健儿在世界体坛上取得的优异成绩，在邮票上得到了充分反映。
　　改革开放后，邮电部门加强了对邮票发行工作的领导，逐步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邮票发行制度
。
　　这一时期邮电部门把加强设计队伍建设作为提高邮票设计水平的突破口，下力气抓设计队伍的建
设，使“文化大革命”中遭受破坏的设计队伍迅速恢复和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对设计体制进行改革，
引进竞争机制。
根据不同题材，邀请社会美术界的画家参与设计，实行一个选题多人参与，由邮票图稿评议委员会择
优推荐，以促进邮票设计水平的提高。
　　邮票经过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引进先进制版设备、革新照相制版工艺、引进新印刷机、改造老印
刷机、提高邮票纸和油墨质量等一系列的技术改造，生产面貌焕然一新，邮票印制水平大幅提高。
中国邮票以其崭新的风貌，赢得国内外专家和集邮爱好者的赞誉和好评。
根据本卷涵盖的13年的发展历程与时段特点，可将这一时期的邮票发行分为两个阶段。
1979年至1985年为恢复整顿时期，在改革开放初期拨乱反正的基础上，对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破
坏的邮票发行工作进行全面的恢复和整顿，使邮票发行工作迅速步入正轨，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
1986年至1991年为发展改革时期，对邮票发行管理机构进行了多次改组，对邮票选题做出了长远规划
，对邮票设计体制进行改革，中国的邮票事业保持了持续发展繁荣的良好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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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艺术高峰的时代背景　　　二、中年设计师的创作日臻成熟　　　三、艺术手段和形式的多样
化　第六节　邮票新品种　　　一、磷光邮票的研制　　　二、小本票的发行　　　三、附捐邮票的
发行　第七节　1985年邮票管理体制的改革　　　一、邮票管理机构的变化　　　二、邮票创作室的
建立第三章　邮票事业发展与机构改革　第一节　邮票选题原则的正式确定　　　一、提出邮票选题
的方针和原则　　　二、编制新的选题规划　第二节　邮票设计工作的改革　　　一、第一届邮票图
稿评审委员会的成立　　　二、评审方式、作用及成果　第三节　1986年后的纪念邮票　　　一、纪
念性题材有所节制　　　二、人物邮票系列化　　　三、亚运会系列邮票　　　四、对外文化交流邮
票　　　五、集邮题材邮票　第四节　1986年至1991年特种邮票选题设计特点　　　一、前期系列邮
票的延续　　　二、新开拓的系列邮票　　　三、生肖邮票　　　四、附捐邮票和赈灾邮票　第五节
　邮票设计艺术的提高　　　一、邮票设计群众性的体现　　　二、邮票设计时代性的体现　　　三
、邮票设计科学性的体现　　　四、邮票设计特殊性的体现　第六节　1990年邮票管理体制的再调整
　　　一、新的中国邮票总公司成立　　　二、第二届邮票图稿评议委员会成立　　　三、邮票图稿
评议制度的完善第四章　普通邮票和邮资封片　第一节　普通邮票在新时期的重要变化　　　一、普
通邮票的突破与创新　　　二、风光普通邮票　　　三、“民居”系列普通邮票　第二节　普通邮票
发行工作中的探索　　　一、“北京长话大楼”普通邮票　　　二、取消发行的“喜鹊、鸽子”普通
邮票　　　三、普24“中国石窟艺术”和普24甲小型张　第三节　邮资信封和邮资明信片　　　一、
邮资封片的种类和发行数量　　　二、邮资封片新品种　　　三、首套风光邮资明信片第五章　邮票
发行办法的变化与邮政资费的调整　第一节　邮票发行办法的变化　　　一、改变纪特邮票配发办法
　　　二、对违规现象的纠正　第二节　邮政资费的调整与邮票面值的变化　　　一、国内邮资的调
整　　　二、国际邮资的调整　　　三、邮票市场价格的调整第六章　邮票印制技术的改进　第一节
　邮票需求的增长　　　一、邮票印量的提高　　　二、改进的新举措　第二节　北京邮票厂的技术
改造　　　一、先进设备的引进　　　二、邮票印刷质量的提高　　　三、纪念北京邮票厂建厂30年
　　　四、中国邮票获国际印刷奖第七章　中国邮票博物馆　第一节　中国邮票博物馆的创立　　　
一、邮票发行局资料室　　　二、邮票博物馆的初创与发展　第二节　馆藏的概况与管理　　　一、
藏品的类别　　　二、藏品的来源　　　三、藏品的管理　第三节　举办国内外邮展 开展学术研究活
动　　　一、举办专题展览　　　二、举办国际邮展　　　三、对中国邮票的学术研究　　　四、对
邮品真伪的研究和鉴定附录一　大事年表(1979.1—1991.12)附录二　邮票一览表附录三　全国最佳邮票
评选一览表(1980—1991)附录四　邮政资费表附录五　文献选录主要参考文献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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