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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1990 年衡器行业大型、专用衡器总产值完成 3.65 亿元（按 1990 年不变价计算），

比上年下降 10.25%，产量完成 24.71万台（含架盘天平等小型专用衡器），比上年下降 11.16%；

日用衡器总产值完成 1.34亿元，比上年增长 3.7%，产量完成 102.66万台，比上年下降 22.8%。

47 个大型、专用衡器生产企业实现利税总额 3569.5 万元，比上年下降 37.6%；人均实现利

税 1591 元/年，比上年下降 37.9%；实现利润总额 1483 万元，比上年下降 58.1%，亏损企业

面为 24%；全员劳动生产率为 16259 万/人·年，比上年下降 12.5%；资金利税率平均为 13.8%，

比上年下降 6%；百元产值占用流动资金比上年上升 41.6%；定额流动资金周转天数比上年

增加 62 天；产品销售收入比上年下降 6.6%。但是，一年来在面临较多困难的情况下，大多

数企业，及时调整产品结构，开拓新产品市场，加强销售环节和售后服务工作，在遏制滑坡

方面取得一定的成效，如济南衡器厂在 1989 年引进传感器生产技术之后，组织消化吸收和

开发工作，并根据市场需求调整了产品结构，开拓新产品市场，加强销售环节和售后服务工

作，在遏制滑坡方面取得一定的成效，如济南衡器厂在 1989 年引进传感器生产技术之后，

组织消化吸收和开发工作，并根据市场需求调整了产品结构，1990 年电子衡器产品的产值

上升到占全厂工业总产值的 70%以上，使企业产品销售收入达到 1900 万元，实利润突破了

400 万元，资金利税率达到 39.2%，均居于全行业之首，也为企业的第二期技术改造创造了

较为宽松的环境。 1990 年在政府有关部门的直接指导下，中国衡器协会组织部分主要生产

企业对弹簧度盘秤进行了统一产品规格、统一主要零部件、统一设计图纸的工作，积极推动

专业化生产。据统计，目前弹簧盘秤生产企业已超过 50 个，年产量达到了 20 万台以上。 
 
【"七五"情况】 "七五"计划拟定的生产发展速度、主要产品产量和主要的技术指标均已达

到，但是，由于电子式衡器占有比例偏低，工业总产值、自动（含电子）衡器所占比例等部

分指标同计划的指标均有较大的距离。"七五"期间，机械电子和航空航天等系统生产衡器产

品的企业（单位）逐年增加，目前生产电子衡器已有一定规模的超过 30 家，据初步统计，

1990 年共生产大型、专用衡器 3000 余台，日用衡器 1.8 万台，总产值达到了 1.76 亿元，为

衡器行业的发展和进步做出了贡献。 
 
    从"六五"末期开始，衡器行业先后从发达国家引进了电子衡器的主关件--称重传感器和

称重显示器以及动态电子轨道衡、电子皮带秤、电子配料秤、电子吊秤和定量包装秤等生产

技术，通过消化、吸收，国产化程度不断提高，使我国的电子衡器生产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

形成生产电子衡器能力的已有 70 余个企业（单位）。其中电子计价秤、电子吊秤、电子汽车

衡、动态电子轨道衡、电子皮带秤、电子配料秤、电子分析天平（DE110、160、200 型）的

产品性能已基本达到国外同类产品的水平，且初步形成批量生产，经专家技术委员会的充分

论证，均可作为推荐替代进口产品，已正式建议政府有关部门审定颁布。目前大型衡器产品

中，电子式和机电结合式的约占产品总数的 7.3%；日用衡器产品中的电子衡器约占产品总

数的 0.2%。这个比例同发达国家电子衡器普及率相比，还是有相当大的差距的。 
 
【生产许可证与产品评比】1990 年是衡器产品颁发第一期生产许可证的最后一年，全国共

有 158 个企业（单位）取得生产许可证，发证总数的 798 个。其中台、案秤许可证 293 个，

大型杠杆式衡器许可证 184 个，电子式衡器许可证 321 个。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凡已实行许

可证的产品，将继续许可证制度，从 1991 年起进行第二期检查发证工作。 
 



    衡器产品列入 1990 年国优产品评比计划的有 2 项，列入部优产品评比计划的有 9 项。

受检产品中除 TGT-50 型台秤合格率为 88.9%以外，其余受检产品合格率均达到 100%，特

别是大型衡器申请参评的 19 个企业、5 个品种中，除 1 个企业的 1 个产品评为 B 级外，其

余均达到 A 级，这是历年来最高的一次。其中获国优的产品 2 项，4 个企业。天水红山试

验机厂和承德自动化计量仪器厂（均为机械电子工业系统）生产的 GCU-100 型动态电子轨

道衡获得金质奖，上海衡器厂和太行仪表厂电子衡器分厂（航空航天工业系统）生产的

ACS-15 型电子计价秤获得银质奖；获轻工业部优质产品称号的有 17 个单位的 29 项产品。 
 
    为了提高衡器行业的技术水平，1990 年还开始了清理整顿标准工作。目前，衡器行业

已制定国家标准 16 项，部颁标准 2 项，行业标准 8 项；报审的 6 项，正在拟定的 6 项，总

计 38 项。标准覆盖面已达 90%，其中采用国际标准的占 81%。 
 
    1990 年全国日用衡器产品质量检测中心通过了国家级检查验收，正式成为国家级检测

中心。 
 
【行业协会工作】按照行业协会为政府、为企业服务的"双向服务"方针，1990 年中国衡器

协会在轻工业部技术装备司等有关部门和国家技术监督局的指导下，接受委托，积极配合政

府做好行业管理的有关工作，包括：协助制定衡器行业的产品目录；参与行业"八五"计划和

十年规划的修订讨论，提出了行业"八五"期间技改项目方案建议；组织制定了《衡器行业企

业管理基础工作实施细则》（试行），并已经轻工业部审定正式颁发试行；组织了企业升级工

作的骨干培训和咨询；组织编制《衡器工业科技档案分类大纲》；编制衡器产品 1990 年不变

价；就调整部分大型、专用衡器产品的价格和对电子台秤、电子计价秤制定中准价提出具体

方案；组织全国首届轻工业博览会衡器产品部分的参展工作（共 31 个单位参展，展区面积

180 平方米）。此外，协会还组织了大型的行业技术交流 2 次，创办了《衡器工业通讯》，全

年先后出刊 6 期，为会员单位提供行业的信息。 
 
（中国衡器协会 赵丕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