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闻】 

夏天俊同志是卫星传版系统的鼻祖 

2012年2月25日，中国报业协会印刷工作委员 

会顾问、原经济日报印刷厂厂长夏天俊老先生在 

北京逝世，享年84岁。夏老是突发心脏病，在睡 

梦中安祥地离世。 

 二十天前京津鲁报业印刷厂厂长联谊会上， 

见到夏老的时候，我们握手寒暄，他对我们春节 

前给他拜年表示感谢，我说“祝您身体健康，您 

身体好是我们大家的福气啊！”夏老在会上还发 

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辞，与会的每个人都爱戴和尊 

敬他。 

 两个月前，夏老给我打来电话，想了解报纸版面传输的现状，我在电话中向夏

老介绍了国内现在卫星传版是主流和网络传版并举的局面，他认真地听着，不时提

出一些问题，他清晰的思路和对行业的关心了解真让人敬佩。 

 我非常有幸地从 1988 年开始从事电子出版系统的应用推广工作，对夏天俊同志

的事迹了解不少，夏天俊同志不仅是电子出版系统的开拓者，也是卫星传版事业的

发明家。1990 年，经济日报采用激光照排之后，经济日报和邮电部桂林兴安设备厂

合作，利用其生产的图像扫描仪来解决图片输入的问题。解决了报纸版面图文合一

的问题，才具备了报纸版面远程传输的条件。夏天俊带领着经济日报付大兴等人，

和北京电报局、华光一起合作，租用北京电报局刚刚引进不久的休斯公司的 PES 卫

星系统，在经济日报社建立了次主站，为了赶时间，做实验的卫星小站都是用汽车

运输到广州的，率先实现了报纸版面从北京到广州的卫星传版实验。 

 1995 年，我在北京市共青团委的办公楼里见到了夏天俊同志，当时有个美国卫

星公司在楼顶临时建设了卫星天线，租用会议室搭建了卫星主站和小站做演示，夏

天俊同志仔细调研了该公司的系统，并和我们进行探讨，我们是专门应夏老邀请去

做参谋的。这家公司的卫星系统的价格只是休斯公司 PES 系统价格的一半。不久，

经济日报就引进建设了自己的双向卫星传版系统，在经济日报社内部建起了自己的

主站。这年，夏老已经是 67 岁的年纪了。1999 年，随着单向卫星传版系统的成熟，

经济日报又逐步过渡到单向卫星传版系统以节约运行费用。2010 年，经济日报的卫

星传版系统已经升级到了 DVB 卫星传版系统。 

 在报业印刷技术进步中，在“告别铅与火迎来光与电”的变革中，夏老做出了

非常多的前沿开发工作，叫夏老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并不确切，他提出需求和

想法，积极调研，组织协调，积极推广，那里是“第一个吃螃蟹”那么简单的事情

啊！应该说他就是开拓者和发明者。我从 1990 年开始投入报纸版面的远程传版工作，

从业二十多年，可以负责任地说，夏老就是我国报纸版面传输的开拓者，是卫星传

版系统的鼻祖。他活到老学到老的积极态度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他平易近人不耻

下问是我们的榜样，夏老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勤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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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天俊，山东省益都县人，1928 年生于一个中产

家庭，幼年在读小学三年级时，逢“七七”事变缀学，

后进入私塾读经书四年余，因家境不济，进入银行业

工作七年，从学徒到营业主任。在此期间业余学习，

毕业于济南钱业公会薄记学校，上中等夜校三年余，

1947 年末至 1949 年初在北京大学旁听经济及外语课。

1949 年 5 月随第四野战军南下，从事过军管、外贸、

石油等工作，负责全国石油调度工作五年，1965 年开

始从事新闻记者工作，1980 年调入报社经理部任副经

理，主要从事基本建设及印刷厂的建设工作，自 1986

年开始任印刷厂厂长兼管报社的技术改造工作。 

夏天俊在 52 岁时进入印刷界，以其刻苦钻研、大

胆决策，勤奋工作的精神，为新闻出版技术的发展，

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1989 年获得中国印刷技术协

会与日本森泽合设的森泽信夫奖。 

      高速度建起一座印刷厂 

  夏天俊所在的报社是中国财贸报，后改为现在的

经济日报。前身是大公报，文化大革命中大公报停刊，

1978 年姚依林同志召集部分原大公报的同志在租用的

旅馆里办起了中国财贸报，报社既无办公用房又无印

刷厂。夏天俊工作的特点是勇于创业，因此于 1980 年

将其从北京记者站调入经理部，筹划报社的建设。当

年 7 月确定建设一个排报工厂。夏天俊只用了四个月

的时间找地、租房，建成一个排版车间，同时用半年

时间购齐了全套铜模、铸字、排版、照相制版、打样

至直至压版的全部设备，同时招聘、培训人员，于 1981

年 5 月 1 日投入生产。由于没有场地，在解放军报印

刷厂浇版印刷，保证了报纸的顺利出版。 

从 1982 年开始，夏天俊为建设报社的办公房、工

厂和职工宿舍而奔走，三年多的时间，征了四十亩地

标准及认证，建了八千多平方米厂房，搬迁了一个工

厂，办妥了二万四千平方米报社办公用房的准备，先

后建了四处共二万平方米的宿舍，1984 年初确定将新

建办报用房换入王府井人民日报旧址，用了四个月的

时间改造并装修了印刷厂的旧厂房。1984 年 7 月 1 日

将排报车间迁入新址，另购了四台大高速铅印轮转机，

扩大并完善了排版车间，建起新的制版车间、零活印

刷车间和装订车间，建成了一完整的印刷厂。为了扩

大排版能力，1984 年从日本进口两台电脑穿孔自动铸

排机，使每天的排 

字能力由八万字扩 

大到十五万字。除 

保证经济日报每天 

的排版任务外，还 

承接了排印八种外 

报的任务。建立这 

座铅作业工厂的时 

间，前后两段加起 

来共用了两年多一 

点的时间。 

果断与传统工艺决裂，不断向现代技术迈进 

  1.中国报纸照排技术应用的开拓者 

  夏天俊并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绩，他在建设铅

作业工厂的过程中，逐步了解了印刷业的基本要求，

看到了铅作业的局限性及其缺点，了解到国际国内涉

及印刷工艺新技术的发展，从 1985 年初开始，即决心

采用最新技术改造现有印刷工艺，开始了一个新的征

程。 

  1985 年以前，国内的报纸排版都是铅排工艺，劳

动强度大，生产效率低，出版周期长，占用场地多，

严重的铅尘污染着空气，损害着工人的身体健康。特

别是这种落后的工艺，成了提高新闻时效，提高印刷

质量和经济效益的一个闸口，为了保证报纸出版，经

常要预拼几十块版，预排几百、甚至上千篇文稿，所

有架子，案子甚至地下都堆满了各种拼版，几个月清

理一次，造成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字从铸字、上架、

拣字直到排版的无效劳动。 

夏天俊认为过去要改变这种状态没有可能，几十

年一贯的铅作业是天经地义的。但是随着现代化的发

展，特别是看到北京大学、潍坊计算机公司进行的 748

工程，在新华社试验的华光 II 型计算机激光汉字编辑

排版系统，它的整页拼版远远优于进口的贴毛条的计

算机照排系统，虽然它要达到排报的要求还有很大距

离，但它能顺利的排出文稿，能够拼版，只要改善硬

件，在软件上下功夫，就一定能排出报来。要做到这

一点，需要有一个实际排报并真心实意合作，愿意付

出一定代价的用户单位。夏天俊主动请缨，愿意从新

华社手上接过接力棒，与科研、生产单位共同跑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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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意愿得到了原国家经委印刷技术装备协调小组的

赞同和支持。 

1985 年上半年，夏天俊与北京大学、潍坊计算机

公司共同起草了对报纸排版软件设计及对硬件要求的

方案，要求铅排的所有功能，用计算机都能实现，只

能增加功能，不能有任何舍弃和迁就，必须坚持技术

进步，不是简单的替代。共同制定了计算机排大报宽

111 个字、高 128 行，按 8 栏排版，并能够破栏，以及

对字体、字号、字数、花边、网纹和各种改版功能的

基本要求。下半年与潍坊计算机公司签订了制做三套

华光Ⅲ型系统的合同，为支持试验，预付了全部货款。

1986 年上半年去杭州参加了北京大学与通信设备厂共

同研制的四路激光扫描照排机各种功能及稳定性的测

试，8 月去潍坊参加检查报纸排版软件的初步结果及主

机性能的测试。同一时期，夏天俊用四个月的时间建

完了机房，配齐了空调、电源，招收和培训了近三十

名操作员，配备了必要的技术人员。1986 年 9 月 30 日

第一套系统运进报社，只用了七天时间将系统安装完

毕，用 20 天时间上机培训演练，10 月 28 日，用代印

的《中国机电报》排出了第一版报纸，并正式印刷发

行，这是中国第一版用计算机排版，整版输出的中文

报纸。从这一天起，坚持天天排，不断加版，直到十

二月，《中国机电报》全部由铅排改为激光照排。由

于软件不完善，硬件也暴露出许多问题，每增加一块

版都很艰难，操作比较困难，时间也较长，有时改一

个标题要一个多小时。由于北大及潍坊的技术人员都

住在现场，对发现的问题及时修改完善，整个系统在

比较艰难的情况下进行，但这更增加了夏天俊的信心

和决心，他认为尽管艰难，但它是在前进，认为必须

加大工作量才能暴露更多的问题，使之不断完善，才

能压出速度来，决定从 1987 年 1 月 1 日起，加排四张

8 开报，并强调坚持前进，决不轻易退回铅排。他与科

研人员经常共同通宵夜战。四月又加排一张大报，同

时开始排《经济日报》，一版一版地过度，5 月 22 日

《经济日报》全部由铅排改为照排，至此，照排已经

承担了排六张大报、四张小报的任务，但问题还是不

少，工程技术人员很辛苦，操作人员很累。在《经济

日报》已上马半个月之后，因为改版困难、费时，编

辑部决定下马，等全部改好后再上。夏天俊对此十分

吃惊，认为就目前存在的问题，如不是在实践中解决，

是不可能改好的，因为报纸的版面千变万化，天天不

同！必须使计算机适应这种情况，在实验室里是碰不

到这些变化的，如果下马，所谓完善就不知何日了。

他向总编辑说明利害，下了保证，并立了军令状，要

求宽限十五天，如仍发生影响出报的事，下马、引退。

总编辑批准了夏天俊的保证，继续在实践中修补系统

缺陷。至 8 月份才基本搞顺，达到了应付各种版面变

化的功能，各种硬件在实践考验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也

逐步得到解决。从 1986 年 10 月至 1987 年 8 月，报纸

的计算机排版系统白天排外报，夜间排本报，并且不

断增加任务，日夜不停地紧张战斗了十个月，从铅排

转过来的报纸，没有退回一张，中国的计算机报纸排

版系统成功了。从 8 月开始，一个月最少加排一张报

纸，到 1987 年底，共排大小报纸 l8 种，1987 年 l2 月

1 日，这套系统通过了由电子工业部主持的鉴定，12

月 3 日通过了由国家经委主持的验收。充分肯定了这

套系统的研制成功，确定它是世界上第一套用计算机

排版、整版输出的系统。周培源、吕东、林宗棠、曾

培炎、范慕韩、丁石荪、张龙翔，以及当时的中央常

委胡启立都出席了会议，参观了系统演示。周培源同

志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认为用计算机排出中文报

纸，是对中国文化发展的重大贡献，它的实用价值和

作用，不亚于中国原子弹的爆炸。特别称赞经济日报

是开明用户，华光照排系统是科研、生产、用户三结

合的典范。1988 年以后华光照排系统的应用迅速推向

全国。经济日报于 1988 年 7 月彻底淘汰了铅作业，并

对照排系统继续完善、换代，1989 年由Ⅲ型换为Ⅳ型，

1992 年又上升为 V 型。1991 年经济日报为此获得了国

务院重大技术装备成果特等奖。 

2.第一个将感光树脂版技术引进中国 

  1985 年在决定上照排技术的同时，夏天俊就考虑

到如何解决印刷问题，因为取消了凸版的铅字之后，

现有印报的六台大高速铅印轮转机及所有平台凸印机

都无法使用了，最合理最简捷的办法是上胶印，而国

内又不能生产一小时印报 6 万份报的胶印轮转机，如

果全部进口要 500 万美元，无法解决这笔资金。l984

年夏天俊就在北京的国际印刷新技术展览会上看到了

日本的液体感光树脂版设备，了解到它可以将平版排

版转变为凸版印刷，所有的铅印设备均可继续使用。

夏天俊于 1985 年 l2 月去日本进一步考察了 APR 液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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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脂版的制版及印刷应用情况，认为从制版时间、耐

印率及质量上均可满足报纸印刷的需要。回国之后又

进一步了解了英国的液体感光树脂版技术，确定上日

本的 APR 技术，1986 年 1 月与日本签订合同，同年 5

月到货，6 月安装投产，同时改造了铅印轮转机及平台

机，为激光照排的上马铺平道路。改进制版设备的投

资只用了 60 万元人民币，时间只是半年。 

鉴于照排技术必将普遍推开，解决平版排版转为

凸版印刷也将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如果完全依靠进口，

投资及成本是较高的，版材全部依靠进口，每块版的

成本合人民币 20 元，每一块铅版只有 6 元。为此，夏

天俊主动向国家经委重大技术装备协调小组请求牵头

进行国产化的开发工作。从 1986 年开始，夏天俊先后

与青岛无线电三厂、河北泊头人民机器厂，实现了树

脂版版托的国产化；与上海宝山印刷材料厂、广东佛

山化工实验厂、西安有机化工厂实现了树脂的国产化；

与化工部南阳第二胶片厂实现了绦纶片基的国产化；

与杭州磁带厂实现了绦纶薄膜的国产化；与西北光学

仪器厂，南通印刷机械厂，营口印刷设备厂实现了各

种制版机的国产化。不但扶持了一批产业，三年累计

为用户节约人民币一千万元以上，美元 200 万元以上。

为此 1991 年经济日报获得了国家重大技术装备成果一

等奖。 

3.在计算机应用技术上不断前进，勇往直前 

  在报纸排版实现了激光照排之后，夏天俊认识到

计算机技术在新闻领域应用的广泛前景，因为铅字是

一个死的实体，它不能变幻、存储和传输，将文字变

为电子信息之后，它可以改变许多传统的技术。1988

年他组织试验用计算机扫描新闻照片、刊头及广告的

技术，1990 年进入应用，现正逐步取代传统的照相制

版工艺：1990 年上半年与总参二部及潍坊计算机公司

合作，开发了新闻资料检索系统，1990 年 8 月 1 日投

入运行。1990 年上半年同时与邮电部合作开发解决外

地代印点的卫星传版系统，1990 年 8 月 30 日首先开通

了向广州及上海的传版，成为中国第一家通过卫星传

输版面的报社，到 1992 年开通了向所有代印点的传输，

取代了通过飞机向外地运版及通过电报大楼传真的方

式。1991 年与新华社合作实现了计算机的网络化，1992

年实现了将电视画面直接进入报纸版面的技术。夏天

俊组织实施了计算机彩色拼版及将印刷机全部改为胶

印的工作。 

实行经济改革，把印刷厂推向市场 

报社印刷厂历来都是报社的附属物，与报社吃大锅

饭，在经济上不承担责任，不担风险。夏天俊认为印

刷厂是生产企业，必须考虑投入产出和经济效益。1986

年 10 月在组织上决定他担任厂长的时候，他主动提出

工厂要独立核算，与报社分灶吃饭，单领营业执照，

单开银行帐户，要不断提高经济效益。报社同意了他 

的请求。自 1987 年 1 月 1 日起，实行独立核算，首先

他对激光照排车间实行了计件工资，先后对各车间实

行了利润承包。实践证明，他的这一改革是适应国家

经济发展的需要的，是完全有效的。由于对激光照排

实行计件，生产量得以逐步增加，1986 年铅印时，只

排 8 种报，1987 年为 l8 种，至 l992 年达到 85 种，另

排期刊 l0 种。1986 年独立核算前印刷厂的产值为 270

万元，利润 60 万元，1987 年产值为 365 万元，利润

86 万元，1992 年预计完成产值 900 万元，利润 350 万

元，分别比 l986 年增长 3.3 倍和 5.8 倍。 

  夏天俊说，新闻技术向现代化的发展，是中国改

革开放的必然趋势，这些年他在报纸技术改造方面取

得的这些成绩，一是遇上了好形势和好政策；二是靠

了自己有一个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认为我们与国

际水平的差距太远了，一定要用最快的速度，最好的

技术赶上去，所以拼命学，努力干；三是靠了领导的

支持、信任、靠了全体职工和技术人员的共同奋斗；

最后，还有所有有关科研单位和生产厂家亲密无间，

目标一致的支持和配合。 

（转载自科印网，2009-9-29） 
 

 

 

 

 

 

 

                                             

 
 

【动态】 

光明日报 DVB 卫星传版系统建成投入运行 

2012 年春节后，光明日报 DVB 卫星传版系统的建设紧锣密鼓地拉开了序幕，短短的一个多月，全新的卫

星传版系统已经建设完毕，替换了已经服役了 12 年的透明信道卫星传版系统。新的 DVB 卫星传版系统速度更

快，可靠性更好。 

光明日报新增长春、深圳印点 
2011 年底，光明日报得吉林省支持，新增订阅报纸一万份。光明日报立刻决定 2012 年 1 月 1 日在长春分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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