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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A_A1_E9_99_A2_E6_c36_328112.htm （一九八二年三月十

二日） 国务院原则同意邮电部《关于加快邮电通信建设缓和

通信紧张状况的报告》，现转发给你们，请研究执行。 邮电

通信是党和国家传达指示命令、组织经济活动、开展宣传教

育的重要工具，也是国际交流和人民群众交往联系的重要手

段，应当成为国民经济的先行。 但是，由于十年内乱和经济

工作中“左”的错误影响，我国的邮电通信十分落后，与其

在四化建设中的地位极不相称。中央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

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以后，这种状况有所好转，但还

没有大的改变，邮电通信仍然是国民经济中的薄弱环节，也

是交通运输系统中最落后的一环。这种状况如不改变，必将

影响四化建设的进程，影响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贯彻和实行

，必须引起各地区、各部门领导同志的足够重视。 邮电部在

报告中提出的“六五”期间缓和通信紧张状况的设想和主要

措施是好的。各有关部门和地区应对邮电通信的发展多给一

些支持和帮助。规划部门和城建部门要把邮电建设纳入城市

建设规划。邮电部门在组织实施中要突出重点，狠抓落实，

并且要抓好邮电企业的整顿和技术改造工作，加强经营管理

，改善服务质量，提高经济效益，以加快我国邮电通信事业

的发展。 关于加快邮电通信建设 缓和通信紧张状况的报告 中

央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以来，邮电事业有了

一定的发展，但邮电通信严重落后、十分紧张的状况还远远

没有扭转。为了加快邮电事业发展，努力缓和通信紧张状况



，现将有关情况和意见报告如下。一、 邮电通信的基本状况 

经过三年的调整和广大干部职工的努力，邮电企业从“文化

大革命”以来的连年亏损转为略有盈余。三年来通信能力也

有所增长，地市以上城市自动电话交换机增加二十七万多门

，长途电话电路增加五千多条，邮政生产用房增加十三万多

平米。县以上邮电企业基本完成了恢复性的整顿。 当前邮电

部门的主要矛盾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 通信能力

严重不足，设备、电路数量很少 三十一年来，长途电话业务

增长了二十二点七倍，而长话电路仅增长六点六倍；电报增

长了十二倍，而电报电路仅增长了两倍。业务的增长大大超

过通信能力的增长。边远和边防地区的通信更为落后，有些

地方没有通信设施。 市内电话的落后和紧张状况十分突出。

三十一年来，省会（包括自治区首府，下同）以上城市的电

话只增长一点一倍，远远低于全国工业总产值增长速度。全

国的市内电话交换机总容量为二百万门，其中自动电话仅一

百三十多万一门。全国每百人拥有的电话仅为零点四三部，

比非洲（每百人拥有一部）还低。（二） 通信装备陈旧，技

术落后 现有的主要通信装备，很多是日本侵华和国民党统治

时期遗留的。在长途通信方面，明线电路占长话电路的９０

％以上。在市内电话设备方面，还有近３０％的人工交换机

。现有的自动电话交换机也大部分是陈旧设备，普遍超负荷

运转，质量没有保障。长话、电报的接续方式，主要还靠人

工接转，用人多，速度慢，质量低。（三） 邮电服务网点很

少，邮政生产用房十分紧张 三十一年来， 种类邮件、 报刊十

几倍、几十倍地增长，但邮电局（所）增加不到一倍，邮政

、发行的生产用房十分紧张。（四） 国际通信严重落后，不



能适应对外开放政策的需要 一九七八年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

策以来。国际电话业务量增长三倍，国际用户电报增长五倍

。由于技术设备落后，通信能力不足，北京，上海两个国际

通信出口局的用户电报交换机都已满负荷，业务忙时的接通

率只有４０％，还有三百多外国用户急待装机。挂发国际电

话也很困难。严重影响国际合作和旅游事业的发展。（五） 

邮电业务种类少，不能适应各部门的需要 国民经济各部门进

行生产调度、科学管理、科学试验，要迅速传递和交换信息

，有些要使用电子计算机并联接成网，要求我们提供快速高

效、大容量的通信手段，开办数据、图象等新的通信业务，

这些都没有条件广泛开办。 造成邮电通信落后的原因， 除了

多年来“左”的错误影响以外，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长期以来对邮电事业的投资太少。 建国初期， 邮电投资曾

占国家建设投资的３．５％，后来又降低并长期徘徊在０．

８％左右，严重影响了邮电事业的发展。从大中城市看，电

话的增长速度，远远低于工业和各项公用事业的增长速度，

邮电通信与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十分严重。 第二，邮电通信

和报刊发行一直采取低资费政策，提取的折旧基金也比较低

，邮电内部不能积累资金进行建设。 第三，市内电话和邮政

生产用房的建设很多没有纳入城市建设规划，在征地、拆迁

、土建设计施工以及电话管线建设等方面困难很多，建设项

目往往不能按计划进行。 第四，企业经营管理落后，邮电建

设缺乏综合平衡，不讲投资效果，有些建设项目长期不能发

挥效益。二、“六五”期间的设想和主要措施 随着国民经济

的发展和国际交往的增多， 邮电通信日益紧张。 因此，邮电

部门“六五”期间的主要任务，就是根据赵紫阳总理在五届



人大四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的精神，继续贯彻调整、

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做好调整工作，搞好企业整顿，

保持一定的发展速度，争取实现邮电通信紧张状况的基本缓

和，经济效益明显提高，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为此，在通

信建设上，到一九八五年要力争实现以下各项主要指标和要

求：（一） 市内电话增加七十万门，总容量达到二百七十万

门。其中北京、天津、上海、广州基本上增加一倍；沈阳、

南京、杭州、福州、武汉、成都、西安等大城市增加十万门

左右。（二） 长途电路增加六千条左右，长途自动交换机增

加五千路左右，长话与市话的中继线增加一万二千条。在绝

大部分省会局安装长途自动交换机，增装自动转报设备。（

三） 国际通信，建设北京国际电信局，北京、上海、广州实

现国际电话自动和半自动接续，增强天津、大连、青岛、厦

门的国际通信能力。建成上海和天津的国际邮件交换站，在

省会和外宾、港澳同胞来往较多的城市增建国际邮电服务点

。（四） 改建、扩建、新建邮电局（所）二千七百处。建设

上海火车站的邮件转站和北京、 郑州、 杭州、南昌、太原、

青岛等邮政枢纽，完成武汉、烟台、长沙、石家庄、广州、

西宁等邮政枢纽的续建工程。适当增加火车邮厢和汽车，充

分利用长江水路增加邮运能力，邮政干线实现集装箱运输，

省会局和重点转口局装卸搬运和内部处理基本实现机械化。

（五） 将京广路以东的明线主要干线改造为电缆，并建成长

沙一广州、福建一杭州、西安一郑州、上海一南京、沈阳一

大连、济南一青岛等电缆。全部搞好京沪杭中同轴电缆的补

缺配套。建设南京一武汉一重庆的沿江电缆。（六） 微波电

路除继续传送电视、 广播外， 要全部用于通信。增建北京、



广州、拉萨、呼和浩特、乌鲁木齐、青岛、大连、湛江、汕

头、桂林等十个卫星地面站。在实现“六五”期间的通信建

设任务中，要从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承认不平衡，不搞

“一刀切”。根据各地政治、经济情况和对通信的需要，拟

将全国大体上划分为四类地区：第一、大城市；第二、经济

发达地区；第三、经济发展较慢地区；第四、边远和边防地

区。在以上四类地区中，以第一、二类地区为重点，分别订

出不同的发展目标，采取不同的措施， 达到不同的水平。 就

一个省来说，也要明确重点，分别先后缓急，区别对待。 为

了实现上述主要目标，邮电部门要围绕提高通信效能和经济

效益，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整顿好现有企业，加强经营

管理，改善服务，努力增收节支；有计划地进行技术改造，

充分发挥现有设备的通信能力；统筹安排、集中使用各项资

金，提高投资效果；积极利用微波、卫星等现代化的通信手

段；培训职工队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三、 需要解决的

几个问题（一） 关于资金的筹集问题 邮电部门现在是个微利

部门，“六五”期间实现上述规划，完全靠自己积累资金是

很难的。为解决这个问题，提出以下要求： １、提高国家对

邮电投资的比例 根据我国通信严重落后的现状和四化建设的

需要，要求国家适当提高邮电建设投资占全国总投资的比例

。 ２、将邮电企业盈利用于扩大再生产 市内电话实行单独核

算， 利润用于扩大再生产以来， 对推动市话的发展起了积极

作用， 这个办法应该坚持下去。去年十二月间， 国务院常务

会议讨论企业技术改造问题时，提到对邮电事业要给以扶持

，邮电利润可不上交。考虑到国家当前财政状况，除市话利

润全部留用外，建议在一九八五年以前，将其他邮电企业的



盈利，由目前的倒二八分成改为倒一九分成（即财政部一成

， 邮电部九成）； 对邮电部门所创外汇也实行倒一九分成。 

３、适当调整邮电资费 现行邮电资费，大部分是解放初期制

订的，明显过低，特别是一九五八年还将电报资费调低了。

目前，仅报刊发行、机要通信、国内普通电报这三项业务每

年就亏损一亿五千万元，战备通信和边海防通信每年还亏损

九千万元，国家财政又不予补贴，因此必须合理调整邮电资

费。我们建议，除了对与广大人民关系较大的信函资费不宜

轻易变动外，对报刊发行费率、机要通信资费等进行适当调

整。请国家物价总局和有关单位予以支持。 同时，还建议今

后对邮电资费实行三级管理，即：（１）邮电资费政策和基

本资费标准，由邮电部制订，报国务院批准后执行。（２）

全国性的非邮电基本资费和附带费。实行优质优价，由邮电

部作出统一规定与有关部门商定后执行，并报国务院备案。

（３）地方性的资费标准由各省、市、自治区邮电管理局制

订，报当地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并报邮电部备案。 ４、适

当提高基本折旧率 目前全国邮电通信企业基本折旧率偏低。

拟进一步与财政部研究解决。（二） 关于利用外资，引进新

技术问题 ? 为缓和国际通信和重点城市通信的紧张状况，“

六五”期间，要通过低息贷款引进一批新技术，共需外汇一

亿零七百万美元，除北京国际电信局工程所需外汇已列入一

九八二年计划外，其余外汇贷款一亿美元，请国家进出口管

理委员会帮助解决。（三） 关于加强全国通信网的统一规划

、建设和管理问题 由于邮电事业严重落后，不能满足各部门

的迫切需要，致使一些部门自行建设通信设施，而我们又没

有一套管理办法，结果通信设施（如微波干线、大中型电台



等）建设出现重复、浪费和混乱现象。由于各部门分散建设

，自成系统，技术标准不统一，频率频段重叠使用，经营管

理各搞一套，造成地下管线重叠交叉，地面杆路林立杂乱，

空中电波相互干扰， 通信质量无法保证。 一旦发生意外事件

，无法实行统一指挥调度，将造成严重后果。 发展邮电事业

，既要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又要有统一的规划、统一的技

术标准和管理办法。为此建议，请国家计委牵头召集有关部

门研究制定通信建设统一规划和统一管理的办法，在管理办

法未制定之前暂实行以下办法： １．邮电部门已有通信设施

的地方，除军队、铁路系统和个别有特殊需要的部门以外（

以下同），其他部门都不要再重复建设，由邮电部门努力做

好通信服务工作。 ２．邮电部门没有通信设施的地方、其他

部门经国家计委批准，可以按照邮电部门规定的统一技术标

准进行建设，并使用统一分配的呼号和频率；如果同邮电部

门联合建设，可给以优惠条件。 ３．邮电部门没有通信设施

的地方，而其他部门的通信设施有富余能力的，别的部门就

不要再重复建设，应有偿利用已有设施。 ４．其他部门建设

的通信设施，只能用于系统内部的生产指挥调度，不能对外

营业，不能向外出租，不能同外部通信网络联通。（四） 关

于积极发展和利用微波通信问题 我国现有的微波干线已能开

出四千条电路，如搞好配套，开通使用，就可以大大缓和长

途通信的紧张状况。但由于保密制度不健全，用于开放长途

电话的仅六百条左右，利用率很低。我们意见要把保密同使

用微波通信统一起来。既要充分利用微波通信，又要加强保

密管理，使用单位要安装保密设备，请国务院有关部门在这

方面给予支持。（五） 关于请地方加强领导的问题 邮电建设



，尤其是市话建设，需要地方加强领导，给以大力支持和配

合。希望大城市的规划部门和城建部门把邮电建设列为城市

规划和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考虑邮电布局，并大力协助解

决征地、拆迁、土建、设计施工和建筑材料等问题；对建筑

物内的邮电设施要做出规定；对地下管道、地下电缆要加强

统一规划和管理，以加快邮电通信建设。 以上报告如无不当

，请批转各地区，各部门研究执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