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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8年正值改革开放的国策实施整整30年。
这30年间，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及社会生活都发生了令世界瞩目的巨大变化，开创了中国社
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
而此期间，中国电信业的迅猛发展就是这种变化的典型之一。
　　经过从改革开放之初到现在30年的发展，中国电信业已经有了跨越时代的惊人变化。
这种变化可以用两个成语来概括：翻天覆地，脱胎换骨。
　　从最原始的摇把子电话、架空明线铜缆，到国际先进水平的程控交换机、大通路宽带光缆、移动
通信和卫星通信；从单一的电报、电话语音业务服务，到基本可以做到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为任
何个人提供多样化、个性化的电信服务，今天的中国电信业已经拥有了世界第一的网络规模和现代化
的先进通信能力。
光缆走青藏，移动上珠峰。
网络入乡村⋯⋯一机在手，便可以让你身居斗室，联通天下。
　　30年前，我国平均每百人只有不到半部电话；而今天，截至2008年6月，我国固定电话每百人拥有
量为27．4部，手机每百人拥有量为46．1部，电话用户数超过9．57亿，其中，固定电话用户数3·56
亿，手机用户数6．01亿，跃居世界第一，超过美国、日本和印度的总和。
。
到2008年6月，我国互联网用户数也达到2．5亿，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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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跨越——中国电信业三十春秋》一书的编著，有几点值得注意。
首先，它是第一部以中国最近30年巨大的社会变革为宏大背景，以历史的真实为基础，比较全面深入
地再现当代中国电信业的深刻改革和迅猛发展这一艰巨而伟呔的历史进程的作品。
其次，为使本书真正具有“史鉴”的价值，撰著者在收集、查阅史料，采访相关人物方面做了大量工
作，对于30年来相关的媒体报道、会议文件、理论文集、史料书刊以及档案馆的重要记录等丰富资料
，进行了广泛搜集与研究；在长达半年多的时间里采访近千人次，特别是对于一些年事已高的当年事
件的亲历者的采访，具有抢救性的意义。
因而此书不仅真实厚重，而且还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重要史实。
再次，此书不同于以往的史料性、理论性的论著，它是一部以纪实文学手法撰著的作品。
它以整个行业的发展大势为骨架，以重要的典型事件和人物为血肉。
以文学手法为塑型方式，构架、铺陈、描述、议论，让鲜活的事件和生动的人物将读者带入中国电信
发展的宏阔历史长廊。
    总之，这本书是对当代中国通信行业改革和发展历程的全面回顾与总结，是行业企业文化建设的成
果，是行业内人员从不同角度、层面了解研究本行业发展的读本，无论是管理者、领导干部还是基层
职工，无论是当年改革故事的亲历者还是近年刚刚进入中国电信行业的青年人，乃至业内的教育、研
究机构，都可以从中获得收益。
同时，本书也为社会学者从经济、管理、体制等方面研究中国改革开放进程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文本
。
        经过编委会及编撰人员一年多的共同努力，本书终于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前夕付梓。
然而，中国电信业30年的发展奋斗，应当入书的事件、人物、资料，太多太多，而本书篇幅有限，不
可能面面俱到，只能把握主线，依照“事件选重大，人物随事走”的原则来撰述，其间必有弃舍以致
忍痛割爱，敬请读者鉴谅、理解。
同时，由于时间和能力所限，本书的阙漏疏误亦在所难免，也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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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令人窒息的瓶颈　　如果说中国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的改革开放实践，是在探索和建设
深圳等经济特区的带动下全面展开的，那么中国电信业的30年改革和发展也正是在迎接深圳特区建设
的挑战中发轫的。
　　惊涛拍岸　　发源于梧桐山，从香港进入米埔附近后海湾的深圳河平缓、沉静，默默流淌，悄然
泽润着一衣带水的香港和深圳。
三十多年前，与香港隔河相望的深圳还不过是有条丁字街的小镇，作为宝安县的城关镇，因其紧靠边
境，一直冷清而静谧。
　　然而，1978年夏天开始，这里却变得喧闹起来，逃港风潮席卷宝安，数万人涌向深圳河寻机逃港
。
在香港那边被抓获的偷渡者，满身污浊，衣不蔽体，一车车地被遣送过来。
有关部门怕人群在酷热中发生中暑等意外，腾出剧院让他们进去休息，发饼干，做工作，买来车票动
员他们回家，但送走了一批又来一批。
　　据当年宝安县不完全统计，1978年1月到11月20日，全县共外逃1.38万人，逃出7037人。
另据有关方面不完全统计，这一年仅宝安一地就堵截收容了外逃人员4.6万多人。
　　2007年下半年，香港凤凰卫视以逃港风潮为题材作了一个专题节目。
节目中，一位当今香港的知名编剧、当年的逃港广州知青，给出了这样一个数字对比：他在广州市郊
农村做知青时，一天的收入是8分钱，而逃港后在一个铁厂打零工，一天的收入是二十多港元。
这个鲜明的对比揭示了逃港潮的动因。
　　解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
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基础和国民经济体系，使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为中国
以后一切的进步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1955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到了世界的4.7％。
但是，后来僵化的经济体制尤其是十年“文革”使中国陷入内耗和封闭，中国和世界的差距拉大了。
到198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比重已降为2.5％。
1960年，中国社会生产总值和日本大体相当，而到1980年，却只有13本的25％。
1959年，中国的出口总值占世界出口总值的1.95％，居第12位，而到1980年下降为0.75％，退至第32位
。
　　1978年，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南下考察。
在深圳，对于地方政府作为政治事件汇报的愈演愈烈的逃港风潮，他沉痛地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
问题，不是部队可以解决的。
”　　1979年4月，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听取了广东方面的汇报后，产生了一个果断的想法。
他对广东的同志说：“办一个特区，对，就叫特区。
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　　当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为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
施的两个报告下达了批转文件，这就是著名的50号文件。
文件决定，先在深圳、珠海，然后可在汕头、厦门创办“出15特区”。
“特区”，这个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有着极为重要意义的名词，如南国早春的第一声惊雷，横空出世
。
　　孕育着十多亿人富裕、发达和希望的改革开放大潮，开始涌动了！
　　1980年5月，深圳市政府从全国各地请来108位规划设计大师、专家、学者、工程师，绘制经济特
区建设的蓝图。
　　1981年1月20日，深圳市第一栋高层建筑——电子大厦破土动工，总建筑面积14455平方米，总投
资664万元，楼高69.9米，20层。
　　同年4月22日，经国务院批准，深圳特区招商局蛇口工业区码头对外籍船舶开放。
　　1982年9月14日，深圳经济特区重大建设工程之一的八卦岭工业区破土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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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年11月15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调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2万人，改编为市属施工企
业，到深圳执行基建任务。
　　1983年9月25日，经国务院和广东省政府批准，深圳蛇15工业区码头正式成为国家对外开放口岸。
　　从深圳招商局的炸山填海开始，到国贸大厦创造出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一座座钢筋水泥浇铸
的大小楼体在深圳宛若雨后春笋拔地而起，一个边关小镇快速崛起为一个现代大都市。
　　蛇口工业区领导人袁庚在香港代表招商局与香港一集团签署合约，受到港人周末抢时存款的启发
，回到蛇口便提出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一口号，很快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一时间，从蛇口到整个特区，震动和变革了人们的思想观念、效率观念，创造出举世瞩目的“特区速
度”。
　　没有历史的包袱，没有传统的局囿，让这个年轻的城市敏于思而勤于行。
刚刚从宝安县的一座小镇升格为首批特区城市的深圳，因为毗邻香港的地理位置与历史渊源的关系，
很快就成为全国经济开放的焦点。
一方面，各省驻深圳的办事处，原有的、新建的，都成了当地发展外向经济的重要甚至是唯一的窗口
；另一方面，港澳台和国外的商家也都敏锐地发现了实行改革开放国策的中国大地上涌现出的巨大商
机，想投资的，要办厂的，纷至沓来⋯⋯　　在祖国南海边，38.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深圳特区的发
展势如惊涛骇浪，拍天击岸⋯⋯　　通信困局　　然而，当一幢幢大楼拔地而起、引来一批批外商的
时候，深圳市经济特区委员会突然发现，要建一个与世界现代经济对接的深圳，远比建设一批大楼复
杂得多，现代经济必须建立在现代基础设施的平台上，而现代通信就是首当其冲的课题。
　　当时的深圳，流行着这样一段描述外商考察投资环境的顺口溜：一问电话二问路，三问项目四问
住——可见通信服务对于经济发展已经成为首要问题。
　　外商热心考察，政府热诚接待，项目趁热打铁，一拍即合，但等到外商想与上司或公司联络的时
候，却发现电话怎么也打不通，只能到香港去打长途。
一些几百万、几千万的投资项目常常无果而终。
　　于是，特区市长办公室，一位60多岁的老人急了。
他叫梁湘，时任中共深圳市经济特区委员会书记、市长。
这段时间，一个接一个的驻深企业反映“电话不通”让他急红了眼。
　　当初一到深圳赴任，梁湘就马上找到负责基本建设的副市长罗昌仁，要他不要局限于两平方公里
，要按照设计蓝图，在特区全面干起来。
用他的话说，要做，就干脆把。
“饼”做大。
三天一层楼的建设速度不断激发着特区管理者的热情，但他们忽视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包
括通信在内的基础设施的配套建设。
梁湘怎么也没有想到，挑战来得这么快，这么猛！
　　军人出身的梁湘性情刚烈。
当时，在特区建设中哪个环节只要一出问题，梁湘马上就会叫来相关负责部门的第一负责人，拍桌子
瞪眼睛狠骂一通，即使是凌晨一两点钟，梁湘的会议也是照开不误，而且屡屡奏效。
　　在一次例行市委办公会议上，梁湘向大家布置和讨论市区建设事宜，说着说着，他颇为急躁地问
，邮电局长来了没有？
深圳市第一任邮电局局长王勇站了起来。
梁湘一脸怒气，劈头就骂：“每次跟不上的就是你们邮电局，楼建了，外商来了，电话十天半个月都
打不通，你这个邮电局长怎么当的？
饭桶！
要是打仗，我一枪毙了你！
”　　王勇不敢抬头看梁湘起伏不停的胸口和愤怒的面庞，就这样在政府各部门头头脑脑的注视下，
憋红着脸站在那里。
　　其实，王勇也是一位资格较老的南下干部，来特区工作前是佛山地区邮电局的领导。
那时，佛山地区局规模很大，负责现在的禅城、顺德、南海、三水、高明、中山等市（县）的邮电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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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和业务经营工作，几乎囊括整个珠三角，可谓举足轻重。
1979年年底，佛山邮电局局长王勇接到广东省邮电管理局一纸调令，让他赴深圳任邮电局局长，足见
广东省邮电管理局对特区邮电发展的重视。
　　可是，这位老革命在深圳遇到了一辈子没见过的新问题。
　　虽然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王勇仍然被深圳巨大而迫切的通信需求和深圳邮电局面临的压力
震惊。
　　邮电局门前每天都排着三条长队——寄包裹、拍电报、打电话的。
一排就是上百米，一等就是几个钟头，局里不得不抽调人手出来帮助维持秩序，最严重时从建设路营
业厅一直排到东门路口约千米长龙。
为了尽一切可能提供通话服务，邮电局每天晚上从机房拉出10对线接上电话机放在营业厅门口开设临
时“大排档”服务，连办公室的电话也接出来充做公用电话，每晚都要忙碌到子夜时分才能收摊。
　　以宝安县邮电局起家的深圳邮电局，一直到1981年上半年，市内电话还只有500门，用的都是“摇
把子”话机，打电话要先摇转电话上的手柄，叫通总机，告知对方的电话号码，由总机接续、叫通对
方后才能通话。
全市只有一条13公里长的管道电缆，从当年宝安县邮电局址拉到迎宾馆，别的区域要装电话都没有线
路。
甚至连政府部门都装不上电话，政府官员家中也没有电话。
通知开会都是秘书们骑着自行车，一户一户临时通知。
　　在特区中的“特区”——蛇口，通信落后问题更为突出。
　　1979年7月8日，南海之滨的虎崖山下，炸响了“开山第一炮”，腾起了浓浓的硝烟，蛇口工业区
的基础工程建设正式破土动工。
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炮”，它陆续吸引了几百上千家外资企业入驻，红眼睛、蓝眼睛的老外们
活跃在蛇口街头巷尾，第一家由企业创办的股份制银行、第一家会计师事务所、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
⋯⋯蛇口模式与深圳速度，一起推动着新中国改革开放的巨轮前行。
商业环境的逐渐形成对通信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但全市500门的电话容量犹如沧海一粟，实在无力应
对。
外商蜂拥而人，参观考察寻找商机；政府殷勤接待，介绍特区前景及优惠政策。
但当外商心驰神往欲给上司汇报时，却发现电话打不通，只能赶回香港或广州打长途。
就因为电话不通，眼看就要谈成的项目变成了“回去研究研究”，甚至有的港商来谈生意不敢在深圳
过夜，怕电话不通掌握不到股市行情。
就这样，一些几百万、几千万的投资项目流失了。
　　新华社还就此事写过内参，“蛇口通信”的落后状况惊动了中央。
1980年9月12日，时任国家进出口管委会副主任的江泽民受时任副总理谷牧的委派，到蛇口解决通信问
题。
会上决定，在深圳的通信设备解决之前，蛇口工业区先安装一台进口的专用交换机，可直拨香港，由
招商局自己管理。
即便如此，仍然无法满足蜂拥而来的通信需求。
　　内需的解决滞后，已经令人难以容忍，而大批急需的外资引进项目因电话不通而被搁置，更使官
员们忍无可忍。
　　“杀出一条血路来！
”这样决绝的用语，今天读来依然有种惊心动魄的感觉。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作为对于中国社会现状有着最清醒和现实了解的邓小平，预见了这场
改革的艰难。
那时特区的事业面临很大的压力，那些特区创业的领导者们，不但要与贫困、落后搏战，更要与“卖
国”、“姓资姓社”的种种指责和非议抗争，他们太需要用特区经济的发展与富裕来证实改革开放和
自己的抉择的正确。
所以，这时候当通信成为特区发展的巨大障碍时，他们怎能不心急如焚、怒火中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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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挨几顿骂、甚至跑断腿可以让特区通信状况好起来，王勇也许会留下来，留在这块他曾经苦
苦奋斗的土地上。
然而，搞了几十年通信，王勇明白，凭着仅有的500门电话、20条长途电路和少得可怜的投资，要适应
特区的需求几乎不可能。
　　当初赴任时，王勇就住在宝安县邮电局一栋两层仓库的一个小房间里，既用来办公也用来住宿，
深圳邮电局正在搞基本建设，房子旁边堆了一堆木头，来了人谈工作，就坐在木头上聊。
为了尽快将特区通信建设搞上去，王勇只身一人领着大家天天往外跑，每天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宿舍
倒头便睡，干了几十年革命的他坚信只要拼命干，总能有起色。
　　可是，面对汹涌而来的通信需求，王勇带着大家累了个半死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来自企业、来自政府的抱怨愈来愈激烈。
其实，又有谁能清楚，特区的通信需求，并不是一个市邮电局就能解决的。
　　面对通信的严重落后，邮电部门是怎样的一种困窘与艰难啊130年后的今天已经很难想象当年的情
势，也很难体味到亲历者的感受了。
　　这位轻伤不下火线的老革命军人最后选择了离开，1981年8月，王勇向省局请辞，他希望屈位让贤
，派更有能力的干部来推动特区通信的进步，两位副局长也打了退堂鼓。
深圳通信——这个佛山邮电局局长王勇都玩不转的领域更令广东省邮电系统的其他干部望而生畏。
　　怎么办？
特区通信形势让广东省邮电管理局一筹莫展。
　　刘禹堂——广东省邮电管理局微波站副站长，省邮电技术骨干，就是在此时进入了省局党组的视
野。
刘禹堂是广东邮电系统的业务“大拿”，而且他办事果断、敢作敢为。
他曾在省会局广州担任业务技术科科长、长话局局长，还曾和梁湘有过工作上的配合：梁湘在任广州
市委第二书记时，主抓过保证卫星上天的701通信保障工程，担任领导小组组长，刘禹堂作为广州市电
话局的业务技术科长，兼任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有这个渊源，省局心里更有底了——派刘禹堂去，准没错。
　　1981年8月，省局党组任命刘禹堂为深圳市邮电局副局长，希望多通过技术手段来解决深圳的通信
问题。
　　而后，刘禹堂见证了深圳通信业从改革开放之初的窘迫不堪到今日辉煌发展的历程，可称作特区
邮电的“活字典”。
但是，在30年后的今天，当这位老人回首改革开放之初的特区通信时用了四个字：不堪回首。
　　辗转东莞，经历6个多小时的颠簸，刘禹堂从广州赶到深圳赴任，他看到的是令人咋舌的城市商
业化扩张速度。
短暂的调研后，刘禹堂很快进入了工作角色，他决定要在现有资源的前提下，让有限资源发挥最大效
益，装一部电话就要保证它的畅通和高使用率。
同时，尽快从技术手段上解决电话数量和质量的问题。
　　1981年8月13日，深圳蛇口工业区开通了美国哈里斯D-1202型用户交换机，初装容量600门，后扩
容到800门，以小交换机方式接入市话网。
1982年，市邮电局又增容1000门HJ-921型纵横制自动交换机，市话交换机总容量达2000门，初步建成
了单局制市话通信网。
通过技术的更新，深圳邮电局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重点地区、重点领域最为迫切的通信急需。
但要赶上深圳速度，这还远远不够。
　　烈日下，刘禹堂带领技术人员穿梭在市区大大小小的工地上，勘察走线；晚上，他们还要在两层
的小楼里通宵达旦连轴转，根据白天的勘察情况进行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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