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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印刷观”的形成及其意义 

作者：沈忠康 

在我国印刷技术第二次革命过程中，我们不仅取得了丰硕的科技成果，也从认识理念

和组织协调方面积累了许多经验，其中有一条重要经验是用“大印刷观”指导我国印刷工

业的发展。这一理念不仅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而且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一、“大印刷观”是我国印刷工业领域思想认识的重大创新成果 

“大印刷观”是在我国印刷技术第二次革命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是实践的一次理

论升华，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1982年，中央要求国家经委来组织全国印刷技术改造时，主要是针对“出书慢，周期

长，买书难”的问题引发出来的。解决这个问题，依照过去的方法通常是排字印刷能力不

足，国家就拨出专款，扩建厂房，购买设备，国内有的买国内的设备，国内没有的就进

口。这种办法，通常经过二三年时间就会使书刊印刷能力有较快增长，矛盾暂时缓解。但

这种办法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过几年矛盾又会显现出来。当时范慕韩同志领导

经委协调小组时，提出了用系统工程方法进行统筹规划的指导思想。我认为这个指导思想

包含以下三层含义： 

一是从印刷工艺过程来看。对印前（排版、制版）、印刷、印后(装订)整个印刷工艺

环节要系统研究，统筹解决，为此提出了“自动照排、电子分色、胶印印刷、装订联动”

十六字技术改造目标。 

二是从印刷工艺的技术进步过程来看。要统筹安排科研开发、印刷生产、技术引进、

技术改造、消化吸收等多个环节，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把全国印刷工艺的发展建

立在技术进步的基础之上。为此，突出抓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开发和全国12个重点技术改

造项目的实施。 

三是从印刷工业的整体发展上来看。印刷工业必须和印刷设备、器材工业同步协调发

展。印刷设备和器材是印刷工业的物质基础，如果我国印刷机械、纸张、油墨、感光材料

都很落后，印刷工业的基础肯定不会稳固，即使可以一时引进一些先进设备器材，但是作

为一个大国，我们不可能永远依靠引进，用外汇买印刷工业的现代化是不可取的。所以安

排印刷工业的技术改造必须相应安排印刷设备、器材工业重点企业的技术改造。只有这

样，才能从整体上推动我国印刷工业的技术水平有较大提高。 

当时范慕韩同志为此作了这样的一个比喻：“大印刷工业好似一架飞机，印刷工业是

机体，印刷设备工业是右翼，印刷器材工业是左翼，必须整体组装起来，才能形成一架完

整的通往各个服务航线的飞机。” 

慕韩同志还从印刷发展的历史进行分析，他说：“历史上我国活字印刷发明最早，比

德国人要早四百年，但是铅字印刷在中国普及却比资本主义先进国家晚了一个多世纪，直

到1930年左右才彻底代替了石印和雕版印刷。其原因就是因为我国的冶金工业、机械工

业和轻工造纸工业落后，未能与印刷术同步前进，机械设备或者器材、纸张长期依靠国外

进口，因此大大妨碍了印刷工业的发展。这种印刷工业没有强大的国内工业基础的教训，

是十分值得总结和吸取的。” 

实际上这个思路同出版印刷界领导同志的想法也是完全一致的。王益同志和王仿子同

志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肯定印刷物资分配部门和印刷专业刊物，要面向全行业，为印刷

行业和有关行业服务。1982年8月7日，王益同志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更是明确希望机

械、电子、轻工、化工等部门大力协同，来解决当时我国印刷工业的落后状况；在实际工

作中，积极倡导并推动照相排字、电子分色、胶印印书、装订联动；尤其是早在1975



年，当时的国家出版局就组织召开了全国装订技术交流会，明确提出研究、制造、使用三

结合，逐步实现精装、平装、骑订三条联动线的技改目标。 

根据系统工程的原则，经委协调小组在编制“六五”后三年和“七五”全国印刷及装

备发展规划时，就确定规划的基本指导思想和主要目标是：按系统工程的原则统筹解决印

刷工艺（排字、印刷、装订等等）所需的设备和相应配套的多种器材（纸张、油墨、感光

材料、版材等）；用组织“一条龙”的方法统筹安排科研、试制、技术引进和企业的技术

改造；在技术进步的基础上，使我国的印刷和印刷装备生产能有较大增长，技术水平有明

显提高。 

随着规划的贯彻实施和工作实践，大家认识又进一步深化了。一是汉字激光照排系统

在新华社进行中间试验虽然取得了成功，证明我国自主开发的这套系统能够实现书刊排版

的激光照排（当时新华社排的是一报一刊，即每日新闻稿和《前进报》，新闻稿每日一

期，相当于64页书刊，《前进报》则是十日一期的旬报），但是对系统更严格的考验还是

排日报。如果不能排日报，汉字激光照排技术不能认为是成功的，而当时我国报纸印刷技

术落后的状况，实际上与书刊印刷处在同一水平上，都是铅排铅印，而日报时效性更强，

因此矛盾更突出，要求实现激光照排的愿望更强烈。针对这个问题，当时协调小组与中央

宣传部新闻局共同向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提出，在“七五”计划中补充增加新闻报纸印刷

和传输技术改造项目，在计划中追加了《经济日报》实用性试验和新闻传输检索等一批项

目。这样，汉字激光照排技术在报业首先得到突破，并且很快在全国报业推广应用，同时

也带动了书刊激光照排的应用。 

全国印刷技术改造从书刊印刷开始提出，而报纸印刷率先突破，这个事实说明印刷不

仅只是“印书”。同样印报技术的突破也并不证明印刷仅仅只是“印书”、“印报”。印

刷的领域是非常宽广的。在印刷这个领域里，印刷工艺技术都是相通的，印刷每项技术的

突破都会带动印刷多个领域技术的提高和发展。 

二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商品包装的

要求就提出来了。在过去计划经济时代，我国很不重视包装，当时有两句话：一句是“原

始的包装，野蛮的装卸”；另一句是“—流产品，二流包装，三流价格”。张劲夫同志曾

经给我们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他在当财政部长的时候，因包装粗劣或装卸不当一项每年就

损失上百亿。他很痛心，请新闻纪录制片厂把原始包装、野蛮装卸的情景拍成纪录片，题

目叫“触目惊心”，在中央机关内部放映，大家看后都非常受震动。还有一次劲夫同志到

美国访问，双方互赠礼品，他带去的是中国瓷器，瓷器的英文名就叫CHINA，自然最能体

现中国的传统技艺。但是当打开盒子时，里面包装的却是稻草，盒子也很粗糙，他当时很

难为情。这种情景在80年代以前我们大家也都经历过。 

在编制“六五”、“七五”规划之后，协调小组曾组织过几次考察。有两次由鲁兵、

武文祥同志带队到欧洲、美国、日本进行比较全面的考察。考察中很突出的一个印象是，

从世界范围看，在印刷各个门类中包装印刷所占比重最大，发展速度也最快，看来这是一

个国家经济发展带有规律性的一种反映。 

这个情况引起了范慕韩同志领导的协调小组的重视，大家在实践中拓展了对印刷的认

识，认为印刷工业的技术进步必须包括包装装潢印刷在内，因此在修订“七五”规划时，

不仅补充了新闻报纸的改造项目，也增加了包装装潢印刷重点企业的技术改造，其中包括

像上海凹凸彩印厂等一些企业，但是在具体政策上有所区别。由于包装印刷企业经济效益

相对较好，因此改造项目更多使用贷款方式。即使这样，也很大地调动了包装印刷企业技

术改造的积极性。 

1988年底，我随着范慕韩同志到上海了解“七五”重点技术改造项目情况，看到经过

改造的上海凹凸彩印厂不仅承印了全国许多著名商品的包装印刷，如茅台酒包装印刷，还



承接了法国著名的时装杂志的印刷，给人耳目一新。当时范慕韩同志和我给江泽民、朱镕

基同志写信介绍了该厂情况，并希望他们前去视察。不久之后，江泽民、朱镕基同志先后

到凹凸厂、人民印刷八厂等检查工作。江泽民同志还为两厂分别题词：“精益求精”；

“赶超国际包装印刷先进水平”。 

此外，在修订“七五”规划时，还考虑到香港中华商务印刷公司。这是我国自己的企

业，在香港地区，应该成为我国印刷业的窗口和桥梁。充分发挥中商公司这种特殊作用，

对于内地印刷业的发展无疑会有很大推动。因此从地区上开拓了思路，香港中商公司也补

充纳入了“七五”计划。与此同时，在实施印刷工业技术进步的工作实践中，不可避免会

涉及到印刷工业化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方面的问题。特别是1985年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

审议“七五”规划时，张劲夫同志强调：发展我国印刷及装备工业，除了国家在资金上支

持外，更重要的是制订政策，从政策上给予指导和支持。在调查研究制订政策时，范慕韩

同志领导的协调小组突出强调，印刷的过程是工业生产过程，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工业部

门，应按照工业管理体制进行管理。印刷工业必须突破过去的部门分割、各自为政的局

面，实行统一规划、统一监督和管理。 

为了促进印刷全行业管理和加强印刷及相关设备器材工业的横向联系，经委协调小组

倡议并组建了“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范慕韩同志在担任十二年会长中身体力

行，尽力为推动中国印刷工业的统一管理而不懈努力。 

正是在这些工作实践中，1991年范慕韩同志在总结十年来的经验时，提出了“大印

刷”的观点。他说：“所谓‘大印刷’，是针对把印刷理解为印书和印报的似已成为习惯

的狭窄概念，把印刷工艺和印刷工业从这一小圈子里解放出来，使其真正扩大印刷工艺技

术应用的领域，建设起印刷工业的坚实基础，从而增强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的效

果。树立大印刷意识，就是要从思想上和认识上树立这种意识，以求彻底完成和实现突破

小圈子，为加速实现印刷工业的现代化而努力。”他还说：提出“大印刷观”是“针对现

实的工业分工情况，不因为国家部门分工把印刷市场人为分割开来，而要根据市场发展的

需要，拓展印刷工艺，把书刊、报纸、工业品印刷、包装印刷、安全印刷、商业零件印刷

等整个市场联系起来，突破对企业生产的分工局限，这种‘面向市场，发挥所能的概念也

叫做大印刷”。 

由此可见，“大印刷观”是在我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在总结了建国以来我国印刷工

业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我国印刷技术第二次革命的实践中

取得的成功经验，以推进我国印刷技术进步、深化印刷业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和转换印刷企

业经营机制各个方面发展，而逐步形成的指导我国印刷工业建设比较系统、完整的理念。

因此我认为，这是我国印刷工业在指导思想上一项很重要的创新成果。 

二、“大印刷观”是推动我国印刷工业发展的宝贵精神财富 

二十多年来，我国印刷技术第二次革命走了大印刷的路子，支持和促进了汉字激光照

排技术的突破、应用和推广，全面改造了书刊、报纸、机械、轻工、化工等相关印刷设

备、器材重点企业200余个，国家投资20多亿元，使我国印刷工业的综合技术水平和生产

能力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成效。 

“大印刷观”推动了我国印刷各个行业和相关设备、器材工业之间的横向联系，互相

沟通，相互协作，协调发展。在新世纪到来的时候，在整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过程

中，2001年8月20日国务院颁布了修订后的《印刷业管理条例》，确定对全国印刷业实行

统一监督管理。条例规定适用的范围包括出版物、包装装潢印刷品和其它印刷品的印刷经

营活动，这样结束了我国印刷业长期部门分割、各自为政的局面，开始了全行业统一监

管、统筹规划的新时期。 

二十多年来，我国印刷业大踏步对外开放，对外合作交流不断扩大。北京国际印刷技



术展览会已举办五届，影响越来越大；引进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加强与国际交流特别是

第七届世界印刷大会在中国召开，进一步推动我国印刷界走上世界舞台，促进了我国印刷

业的发展；台湾、香港、澳门和祖国大陆的交流合作大大加强；中国印刷博物馆的创建，

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象征；印刷科研、印刷教育、印刷职工培训多项事业都得到长足的

进步。这一切，实际上也都体现出“大印刷观”的理念。 

20世纪90年代在“大印刷观”的讨论中，也开阔了海峡两岸印刷史学界的眼界，形成

了“大印刷史观”，促进了我国印刷史研究的深入。所以我认为，“大印刷观”是我国印

刷技术第二次革命过程中在观念上、理论上的一个创新成果，应该很好地进行总结，使她

成为我国印刷业发展中宝贵的精神财产。 

现在,我们已进入了新世纪。我国印刷技术第二次革命使我们 

跟上了世界印刷发展的步伐。但是世界印刷技术又在日新月异地发展,特别是以信息

技术为代表的新的科技革命的推动，数字化、网 

络化将成为印刷技术发展的必然趋势和主流。面对这些新发展，我们应该承认,我国

印刷技术和印刷工业与世界先进水平还有不少的差距。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我国印刷界

仍然任重道远。因此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在我国印刷技术第二次革命中积累的重要经验，

坚持创新,继续发扬江泽民同志在“七四八”工程二十周年时的题词“拼搏奉献、为中华

争光”的精神,为全面振兴我国印刷业作出不懈努力，为早日使我国印刷工业重新步入世

界先进之林而不断攀登。 

（原载《中国印刷》2003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