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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曾在1930年推出了一款性能非常优良、坚固耐用、精度高、外观也非常漂亮的FN1930步枪。中国从1935年到1939年，从比利时购买了15.5万支FNl930步枪。

全面抗战爆发后，由于浙赣铁路在南昌会战中被切断，浙江省无法通过重庆大后方进行大规模的物资补充，只得自己想办法。曾被誉为“桂系三巨头”之一的黄绍

竑，被蒋介石任命为浙江省主席。

黄绍竑上任初期就认为，浙江省必须解决武器自产的问题。他随即命令成立浙江省铁工厂，任命黄祝民为厂长，命令他生产出步枪、轻机枪和手榴弹。为此，黄绍竑

还交给“浙铁”从杭州撤退出来的30台破烂不堪的枪械生产设备，并拨给一笔经费。

黄祝民组织技术工人将步枪拆散，一个零件一个零件地仿制。经过2个月的研究，步枪的仿制大体成功，但射击时准星却有些问题，前后调整了一个多月仍然没有办法

解决。此时，黄绍竑已经耐不住性子，赶到工厂监督，甚至在工厂旁边选了一个住处，每周都来看几次。黄祝民和工人们经过反复修改，又花费了一个多月加以改良，终

于解决了步枪的准星问题，并且开始量产。黄绍竑便将这款仿制步枪命名为七七式步枪，也就是纪念“七七事变”的意思。

后来，七七式步枪从1939年开始大规模生产，年产量高达1万支。在黄绍竑的领导下，浙铁工厂有着极大的发展，曾一度拥有4000多名员工，机器总数超过1000台，包

括步枪厂、子弹厂、轻机枪厂和手榴弹厂4个工厂。其中，小顺工厂专造步枪，每个月可以生产1000支左右。

当时的浙江省，除了经常遭到日寇飞机的轰炸，日伪军还不断清乡扫荡，钢铁、黄铜等材料来源非常困难。对此，黄绍竑下令，将已经被日军控制的上海到杭州间的

铁路破坏，将部分铁轨搬走，作为制造枪械的材料来源。

整个抗战期间，七七式步枪总产量为5万支左右，大部分装备浙江本地自卫团(1941年浙江有21个自卫团，兵力2万多人)。在武汉会战、南昌会战、南昌反击战和长沙

会战中，浙军都有一定程度的参与，其中几个师就是由原来的自卫团改编而来，使用的就是七七式步枪。

值得一提的是，1939年，周恩来曾到铁工厂视察，并在全厂职工大会上发表了演讲，赞扬“工人阶级顶天立地”。1940年，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率海外侨胞慰问团来

到小顺工厂看望工人们，希望铁工厂的工人多生产武器，支援前方。

蒋介石在南岳召开军事会议期间，黄绍竑把七七式步枪等武器带去展示，许多将领看后当场提出订货，被一些人认为黄是在“推销生意”。1941年国民党高层以“兵

工统一”“制式统一”为由，将七七式步枪制造厂“收归中央”。1942年，由于日寇入侵，七七式步枪制造厂被迫外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