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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福建省无线电发展纪实》作为中国最早开放的地区之一，无线电事业蓬勃发展。
经过多年努力，福建省已经建成了一个覆盖面广、技术先进的信息网络体系，固定和移动宽带网络覆
盖全省，信息通信技术应用、物联网示范区和应用项目建设等成效显著。
厦门市成为全国首批三网融合试点城市和TD-LTE（4G）技术规模化试验试点城市。
更为可喜的是，福建地区还涌现了一批从事无线电设备研究和生产的公司，其中的一些公司在国内国
际市场处于领先地位。
　　福建省信息化局（福建无线电管理办公室）作为福建省无线电主管部门，担负着频率资源管理、
无线电台（站）管理、维护空中电波秩序等重要职责。
福建省无线电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与福建省信息化局（福建省无线电管理办公室）的科学决策、严
格管理、热情服务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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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六五”期间所吸收消化的先进技术，已被国家有关科技部门应用于其他领域的技术开发。
　　而福建无线通信的发展也在改革的浪潮中得以全新呈现。
　　1969年，在小三线建设中，福建无线电通信设备产品由福建无线电厂生产，当年试制成功小八一
型电台和139型收讯机，电子管取代了半导体器件。
上世纪70年代，福建无线电通信工业主要是为军事部门服务的。
　　1978年，小八一型电台获全国科学大会合作完成科技成果奖。
　　三明无线电一厂从1973年起研制无线电对讲机，1977年研制成功，1978年投入批量生产，这种产
品当时已广泛运用于公安、林业、渔业、水利、地质、建筑、交通、测绘、大型工矿等国民经济部门
。
　　20世纪80年代初，福建无线通信工业适时地转变了生产经营方向，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采用
进口散件组装的方式，生产无线电通信产品，缩短了与国外先进技术的差距。
　　三明无线电一厂在过去进料组装的基础上，引进日本TAMAZEE-152型无线电话机技术，开发出“
灯塔”牌无线电话机，通信距离海上60公里、平原25公里、山区15公里。
　　此外，福建无线电厂、福建通信广播研究所、福州榕燕公司等开发了超短波无线电话机、调频无
线电话机、便携式和车载式无绒电话机等。
　　而厦门航运电子仪器公司开发的甚高频船用无线电话被用于我国对南极的考察，使用效果良好。
　　技术攻关亦在这个时期颇多展现。
1980年，福建无线电厂、福建有线电厂和湖北七一一厂共同承担了国家“六五”重点攻关项目--铁道
电台研制任务，先后研制出铁道电台的中继器、选呼器等4种主要产品，铁道电台差转机、总机等有
线电通信设备。
　　1984年年底，终于建成了我国第一条铁路山区通信调度系统线路，这是在我国首次运用“LCX”
通信系统实现了山区多隧道地区的铁路列车无线通信。
　　此外导航系统亦小试牛刀。
福建无线电厂自1977年开始试制定向导航设备，一年后，试制出了晶体管理体200瓦中波导航机性能样
机。
1980年正式样机经试用后，进一步做了改进并于1983年投入生产。
该导航机是供机场近距导航使用，具有遥控和自动切换功能，质量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六五”期间，福建全省电子工业累计完成工业总产值138.89亿元，比“五五”期间增长了9.3倍
；吸引外资到资额5464万美元，增长了四倍。
　　1986年是福建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启始之年，福建的电子工业开始加快实施“外向发展战略”，莆
田德信电子、厦门华联电子、厦门法拉电子、厦门宏发电声等内资企业亦在这股大潮中增强了市场意
识。
为了开拓市场，他们走得勤，走得远，走得活跃。
产品要新，市场要向外，成为此阶段内资企业的全新意识。
　　“七五”期间，福建的电子元件制造业跨入了全国先进行列，积极采用国际标准组织生产，产品
的质量显著提高，电子元件产品获得优质产品奖的数量是全省电子产品总数的50%，不仅增强了福建
电子整机产品的国产化能力，而且大量出口国际市场。
　　1988年后，大陆与台湾的关系开始解冻，台资纷纷进入，给福建电子工业外向型发展提供了新的
动力。
　　1990年，一个新的公司冠捷电子在福清融侨开发区成立，这是一家台资的大型高科技企业。
目前，冠捷电子成为福建最大的光电企业，也是全球最大的电脑显示器制造商。
在冠捷电子周边形成了为数众多的配套厂，福建省也因此成为全球最大的电脑显示器生产基地。
　　在此阶段，福建电子工业全行业利用外资和外贸额都进入全国前列，出口额仅次于广东，居第二
位。
　　到了1990年，福建省电子工业已能生产无线电通讯设备、广播电视接收设备、计算面与外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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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技术推广应用产品、无线电专用设备、无线电测量仪器、电真空器件、半导体器件、无线电元
件、光学镜头、雷达等13个门类500多个品种。
　　1990年，福建省的电子工业完成工业总产值40亿元，居全国第六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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