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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江泽民同志倡导、曾培炎同志作为顾问、包叙定同志任编写组组长及多位电工行业著名的专家、学者组成的编写组，在数百位电工行业的同

志们提供大量素材的基础上，梳理归纳，论事叙史，历经二年多时间，几易其稿，特别是江泽民同志亲自作序并题写书名，史诗般的近400页的

《中国电机工业发展史——百年回顾与展望》摆在我的面前，浮想联翩。 

      成书之前的样书，我用了近十天时间，进行了仔细拜读，启迪很深。这次正式出版的著作，加上了泽民同志撰写的序，他以亲身经历，讲述了

自己对电机工业的启蒙知识、钻心学习及勤奋工作的点点滴滴，文字中充满了深情厚意，这本身就是一本中国电机工业发展史的缩影，读后感到十

分亲切。 

      泽民同志不论在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岗位上，还是在退出领导岗位之后，一贯关注着我国电机工业的发展。在写书过程中，他不顾八十多岁的

高龄，到全国重点电机工业的科研及生产基地考察，组织座谈，听取一线工作同志们的意见，从中提炼出不少有价值的思路和观点。 

      泽民同志退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岗位后，用一生积累的对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技术等方面的丰富知识和睿智，特别关注了中国的能源与

工业化发展中的重大战略问题。我拜读了发表在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的“对中国能源问题的思考”、2008年第10期的“新时期我国信

息技术产业的发展”论文。这次他倡导撰写的《中国电机工业发展史——百年回顾与展望》，我揣测他想论述的是在国民经济及社会发展中的第三

个重大战略问题。 

      能源是工业的粮食，也是对人民不断提高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需要的保障。由于目前世界能源的供给大都是以不可再生的化石能源为主，储

量及可采量肯定越来越少。谁控制了能源的资源、开采与运输，谁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泽民同志“对中国能源问题的思考”一文，对作为能源消

费大国的中国来说，不管世界如何风云变幻，都具有持久的战略指导意义。“新时期我国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一文是对我国处在工业化中后期及

后工业化时期，即将迎来的信息化时代或知识经济时代，具有重要的战略指导思想。它影响着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与形态，并不断改变与提高人民

生活的质量与方式。 

      电机工业是一个具有战略性的基础性行业，是实现工业发展的先导行业，代表着工业化的水平，同时也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基础，更是人民生

活水平不断提高的标志。电机技术与电子信息技术都姓“电”，一个是强电，一个是弱电，都与能源工业密不可分。强电本身就是二次能源的形

态。我理解泽民同志对这三个领域特别关注，就是发挥中国的特点，要后来者居上，必须以“能源”做核心，一手抓“强电”，一手抓“弱电”，

将来的发展越来越证明必须要走“强电”与“弱电”结合，“硬件”与“软件”结合的技术发展道路。这种品字形的发展战略将影响我国社会经济

发展的速度与格局，影响四个现代化与实现小康社会的进程，是我国在全球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 

      回顾本书，史料真实而丰富，重点突出而有代表性，立意高且深，脉络架构清晰而全面，文笔流畅而隽秀，反映了中国百年电机工业发展如何

受到政治、经济及技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变化的巨大影响，在曲折中顽强前进的过程。经验仍可贵，教训价更高。善于汲取经验教训的人、单

位与企业是最聪明者、最能干者、最具有创造力者。本书可以说是中国机械工业发展历史的缩影，也是一代又一代电工人的奋斗史，起到了慰藉前

人、启迪来者的作用。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本书是一本催人奋进、体裁新颖的传记性作品，可读性很强，引人入胜。 

      作为机械工业的重要支柱行业之一的电机工业，经过百年发展，特别是建国六十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跨越式发展后的今天，

在水平、实力、体系、产品等方面是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最小的一个行业，尤其在大容量火电、水电以及超高压、特高压输电技术等领域已经达到

世界先进水平，值得其他行业借鉴与思考，因此它的作用与影响就不仅仅局限在电工界。 

      在回顾历史的同时，本书对电机工业界的同仁们，也展望了今后努力方向，希望在看到取得巨大成就之时，更要冷静地思考不足之处。“硬实

力”差距小，但“软实力”差距大。“软实力”是用钱也买不到的，很多核心技术还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尤其是在核电装备、燃气轮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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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CC、CFB锅炉、蓄能机组、电力电子芯片等方面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更大，还没有前瞻性、原创性的思考与能力。电机工业先进的“三基”配

套能力还不强，有的还依靠进口解决，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特别是缺乏一批世界级水平的领军企业家、科研人员与团队、掌握生产技术诀窍的技

术工人与技师。总之，人才还是一个最薄弱环节，模仿能力有余，而原始创新能力还不太足等等，因此前途任重道远。 

      我的发言仅作为学习后的感想，有不足之处，请指正。 

                                                                                                                                                

                                                                                                                                        2011年11月8日 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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