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计算机发展历史 

从 1953 年开始研究，到 1958 年研制出了我国第一台计算机 在 1982 年我国研制出了运

算速度 1 亿次的银河 I、II 型等小型系列机。 计算机的历史     计算机是新技术革命的一支

主力，也是推动社会向现代化迈进的活跃因素。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发

展最快、影响最为深远的新兴学科之一。计算机产业已在世界范围内发展成为一种极富生命

力的战略产业。     

 现代计算机是一种按程序自动进行信息处理的通用工具,它的处理对象是信息，处理结

果也是信息。利用计算机解决科学计算、工程设计、经营管理、过程控制或人工智能等各种

问题的方法，都是按照一定的算法进行的。这种算法是定义精确的一系列规则，它指出怎样

以给定的输入信息经过有限的步骤产生所需要的输出信息。      

信息处理的一般过程，是计算机使用者针对待解抉的问题,事先编制程序并存入计算机

内，然后利用存储程序指挥、控制计算机自动进行各种基本操作，直至获得预期的处理结果。

计算机自动工作的基础在于这种存储程序方式，其通用性的基础则在于利用计算机进行信息

处理的共性方法。  

计算机的历史      

现代计算机的诞生和发展  现代计算机问世之前，计算机的发展经历了机械式计算机、

机电式计算机和萌芽期的电子计算机三个阶段。      

早在 17 世纪，欧洲一批数学家就已开始设计和制造以数字形式进行基本运算的数字计

算机。1642 年，法国数学家帕斯卡采用与钟表类似的齿轮传动装置，制成了最早的十进制

加法器。1678 年，德国数学家莱布尼兹制成的计算机，进一步解决了十进制数的乘、除运

算。      

英国数学家巴贝奇在 1822 年制作差分机模型时提出一个设想，每次完成一次算术运算

将发展为自动完成某个特定的完整运算过程。1884 年，巴贝奇设计了一种程序控制的通用

分析机。这台分析机虽然已经描绘出有关程序控制方式计算机的雏型，但限于当时的技术条

件而未能实现。      

巴贝奇的设想提出以后的一百多年期间，电磁学、电工学、电子学不断取得重大进展，

在元件、器件方面接连发明了真空二极管和真空三极管；在系统技术方面，相继发明了无线

电报、电视和雷达……。所有这些成就为现代计算机的发展准备了技术和物质条件。      

与此同时，数学、物理也相应地蓬勃发展。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物理学的各个领域经

历着定量化的阶段，描述各种物理过程的数学方程，其中有的用经典的分析方法已根难解决。

于是，数值分析受到了重视，研究出各种数值积分，数值微分，以及微分方程数值解法，把

计算过程归结为巨量的基本运算，从而奠定了现代计算机的数值算法基础。      

社会上对先进计算工具多方面迫切的需要，是促使现代计算机诞生的根本动力。20 世

纪以后，各个科学领域和技术部门的计算困难堆积如山，已经阻碍了学科的继续发展。特别

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军事科学技术对高速计算工具的需要尤为迫切。在此期间，德

国、美国、英国部在进行计算机的开拓工作，几乎同时开始了机电式计算机和电子计算机的

研究。      

德国的朱赛最先采用电气元件制造计算机。他在 1941 年制成的全自动继电器计算机

Z-3，已具备浮点记数、二进制运算、数字存储地址的指令形式等现代计算机的特征。在美

国，1940～1947 年期间也相继制成了继电器计算机 MARK-1、MARK-2、Model-1、Model-5

等。不过，继电器的开关速度大约为百分之一秒，使计算机的运算速度受到很大限制。      

电子计算机的开拓过程，经历了从制作部件到整机从专用机到通用机、从“外加式程序”

到“存储程序”的演变。1938 年，美籍保加利亚学者阿塔纳索夫首先制成了电子计算机的运

算部件。1943 年，英国外交部通信处制成了“巨人”电子计算机。这是一种专用的密码分析

http://www.so.com/s?q=%E5%BE%AE%E5%88%86%E6%96%B9%E7%A8%8B%E6%95%B0%E5%80%BC%E8%A7%A3%E6%B3%95&ie=utf-8&src=wenda_link
http://www.so.com/s?q=%E5%AF%86%E7%A0%81%E5%88%86%E6%9E%90&ie=utf-8&src=wenda_link


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到了应用。     1946 年 2 月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莫尔学院制成的

大型电子数字积分计算机(ENIAC)，最初也专门用于火炮弹道计算，后经多次改进而成为能

进行各种科学计算的通用计算机。这台完全采用电子线路执行算术运算、逻辑运算和信息存

储的计算机，运算速度比继电器计算机快 1000 倍。这就是人们常常提到的世界上第一台电

子计算机。但是，这种计算机的程序仍然是外加式的，存储容量也太小，尚未完全具备现代

计算机的主要特征。     

 新的重大突破是由数学家冯·诺伊曼领导的设计小组完成的。1945 年 3 月他们发表了

一个全新的存储程序式通用电子计算机方案—电子离散变量自动计算机(EDVAC)。随后于

1946 年 6 月，冯·诺伊曼等人提出了更为完善的设计报告《电子计算机装置逻辑结构初探》。

同年 7～8 月间，他们又在莫尔学院为美国和英国二十多个机构的专家讲授了专门课程《电

子计算机设计的理论和技术》，推动了存储程序式计算机的设计与制造。      

1949 年，英国剑桥大学数学实验室率先制成电子离散时序自动计算机(EDSAC)；美国

则于 1950 年制成了东部标准自动计算机(SFAC)等。至此，电子计算机发展的萌芽时期遂告

结束，开始了现代计算机的发展时期。     

 在创制数字计算机的同时，还研制了另一类重要的计算工具——模拟计算机。物理学

家在总结自然规律时，常用数学方程描述某一过程；相反，解数学方程的过程，也有可能采

用物理过程模拟方法，对数发明以后，1620 年制成的计算尺，己把乘法、除法化为加法、

减法进行计算。麦克斯韦巧妙地把积分(面积)的计算转变为长度的测量，于 1855 年制成了

积分仪。      

19 世纪数学物理的另一项重大成就——傅里叶分析，对模拟机的发展起到了直接的推

动作用。19 世纪后期和 20 世纪前期，相继制成了多种计算傅里叶系数的分析机和解微分方

程的微分分析机等。但是当试图推广微分分析机解偏微分方程和用模拟机解决一般科学计算

问题时，人们逐渐认识到模拟机在通用性和精确度等方面的局限性，并将主要精力转向了数

字计算机。      

电子数字计算机问世以后，模拟计算机仍然继续有所发展，并且与数字计算机相结合而

产生了混合式计算机。模拟机和混合机已发展成为现代计算机的特殊品种，即用在特定领域

的高效信息处理工具或仿真工具。      

20 世纪中期以来，计算机一直处于高速度发展时期，计算机由仅包含硬件发展到包含

硬件、软件和固件三类子系统的计算机系统。计算机系统的性能—价格比，平均每 10 年提

高两个数量级。计算机种类也一再分化，发展成微型计算机、小型计算机、通用计算机(包

括巨型、大型和中型计算机)，以及各种专用机(如各种控制计算机、模拟—数字混合计算机)

等。      

计算机器件从电子管到晶体管，再从分立元件到集成电路以至微处理器，促使计算机的

发展出现了三次飞跃。      

在电子管计算机时期(1946～1959)，计算机主要用于科学计算。主存储器是决定计算机

技术面貌的主要因素。当时，主存储器有水银延迟线存储器、阴极射线示波管静电存储器、

磁鼓和磁心存储器等类型，通常按此对计算机进行分类。      

到了晶体管计算机时期(1959～1964)，主存储器均采用磁心存储器，磁鼓和磁盘开始用

作主要的辅助存储器。不仅科学计算用计算机继续发展，而且中、小型计算机，特别是廉价

的小型数据处理用计算机开始大量生产。      

1964 年，在集成电路计算机发展的同时，计算机也进入了产品系列化的发展时期。半

导体存储器逐步取代了磁心存储器的主存储器地位，磁盘成了不可缺少的辅助存储器，并且

开始普遍采用虚拟存储技术。随着各种半导体只读存储器和可改写的只读存储器的迅速发

展，以及微程序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计算机系统中开始出现固件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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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计算机用集成电路的集成度迅速从中小规模发展到大规模、超大

规模的水平，微处理器和微型计算机应运而生，各类计算机的性能迅速提高。随着字长 4

位、8 位、16 位、32 位和 64 位的微型计算机相继问世和广泛应用，对小型计算机、通用计

算机和专用计算机的需求量也相应增长了。      

微型计算机在社会上大量应用后，一座办公楼、一所学校、一个仓库常常拥有数十台以

至数百台计算机。实现它们互连的局部网随即兴起，进一步推动了计算机应用系统从集中式

系统向分布式系统的发展。      

在电子管计算机时期，一些计算机配置了汇编语言和子程序库，科学计算用的高级语言

FORTRAN 初露头角。在晶体管计算机阶段，事务处理的 COBOL 语言、科学计算机用的

ALGOL 语言，和符号处理用的 LISP 等高级语言开始进入实用阶段。操作系统初步成型，

使计算机的使用方式由手工操作改变为自动作业管理。      

进入集成电路计算机发展时期以后，在计算机中形成了相当规模的软件子系统，高级语

言种类进一步增加，操作系统日趋完善，具备批量处理、分时处理、实时处理等多种功能。

数据库管理系统、通信处理程序、网络软件等也不断增添到软件子系统中。软件子系统的功

能不断增强，明显地改变了计算机的使用属性，使用效率显著提高。     

 在现代计算机中，外围设备的价值一般已超过计算机硬件子系统的一半以上，其技术

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计算机的技术面貌。外围设备技术的综合性很强，既依赖于电子学、

机械学、光学、磁学等多门学科知识的综合，又取决于精密机械工艺、电气和电子加工工艺

以及计量的技术和工艺水平等。     

 外围设备包括辅助存储器和输入输出设备两大类。辅助存储器包括磁盘、磁鼓、磁带、

激光存储器、海量存储器和缩微存储器等；输入输出设备又分为输入、输出、转换、、模式

信息处理设备和终端设备。在这些品种繁多的设备中，对计算机技术面貌影响最大的是磁盘、

终端设备、模式信息处理设备和转换设备等。      

新一代计算机是把信息采集存储处理、通信和人工智能结合在一起的智能计算机系统。

它不仅能进行一般信息处理，而且能面向知识处理，具有形式化推理、联想、学习和解释的

能力，将能帮助人类开拓未知的领域和获得新的知识。      

计算技术在中国的发展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上中国曾经在早期计算工具的发明创

造方面写过光辉的一页。远在商代，中国就创造了十进制记数方法，领先于世界千余年。到

了周代，发明了当时最先进的计算工具——算筹。这是一种用竹、木或骨制成的颜色不同的

小棍。计算每一个数学问题时，通常编出一套歌诀形式的算法，一边计算，一边不断地重新

布棍。中国古代数学家祖冲之，就是用算筹计算出圆周率在 3.1415926 和 3.1415927 之间。

这一结果比西方早一千年。      

珠算盘是中国的又一独创，也是计算工具发展史上的第一项重大发明。这种轻巧灵活、

携带方便、与人民生活关系密切的计算工具，最初大约出现于汉朝，到元朝时渐趋成熟。珠

算盘不仅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起过有益的作用，而且传到日本、朝鲜、东南亚等地区，经受了

历史的考验，至今仍在使用。      

中国发明创造指南车、水运浑象仪、记里鼓车、提花机等，不仅对自动控制机械的发展

有卓越的贡献，而且对计算工具的演进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例如，张衡制作的水运浑

象仪，可以自动地与地球运转同步，后经唐、宋两代的改进，遂成为世界上最早的天文钟。      

记里鼓车则是世界上最早的自动计数装置。提花机原理刘计算机程序控制的发展有过间

接的影响。中国古代用阳、阴两爻构成八卦，也对计算技术的发展有过直接的影响。莱布尼

兹写过研究八卦的论文，系统地提出了二进制算术运算法则。他认为，世界上最早的二进制

表示法就是中国的八卦。      

经过漫长的沉寂，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计算技术迈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先后建立了研究



机构，在高等院校建立了计算技术与装置专业和计算数学专业，并且着手创建中国计算机制

造业。     

 1958 年和 1959 年，中国先后制成第一台小型和大型电子管计算机。60 年代中期，中

国研制成功一批晶体管计算机，并配制了 ALGOL 等语言的编译程序和其他系统软件。60

年代后期，中国开始研究集成电路计算机。70 年代，中国已批量生产小型集成电路计算机。

80 年代以后，中国开始重点研制微型计算机系统并推广应用；在大型计算机、特别是巨型

计算机技术方面也取得了重要进展；建立了计算机服务业，逐步健全了计算机产业结构。      

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研究方面，中国在有限元计算方法、数学定理的机器证明、汉字

信息处理、计算机系统结构和软件等方面都有所建树。在计算机应用方面，中国在科学计算

与工程设计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在有关经营管理和过程控制等方面，计算机应用研究和实

践也日益活跃。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是一门实用性很强、发展极其迅速的面向广大社会的技术学科，它建

立在数学、电子学 (特别是微电子学)、磁学、光学、精密机械等多门学科的基础之上。但

是，它并不是简单地应用某些学科的知识，而是经过高度综合形成一整套有关信息表示、变

换、存储、处理、控制和利用的理论、方法和技术。     

 计算机科学是研究计算机及其周围各种现象与规模的科学，主要包括理论计算机科学、

计算机系统结构、软件和人工智能等。计算机技术则泛指计算机领域中所应用的技术方法和

技术手段，包括计算机的系统技术、软件技术、部件技术、器件技术和组装技术等。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包括五个分支学科，即理论计算机科学、计算机系统结构、计算机组织与实现、

计算机软件和计算机应用。      

理论计算机学  是研究计算机基本理论的学科。在几千年的数学发展中，人们研究了各

式各样的计算，创立了许多算法。但是，以计算或算法本身的性质为研究对象的数学理论，

却是在 20 世纪 30 年代才发展起来的。     

 当时，由几位数理逻辑学者建立的算法理论，即可计算性理论或称递归函数论，对 20

世纪 40 年代现代计算机设计思想的形成产生过影响。此后，关于现实计算机及其程序的数

学模型性质的研究，以及计算复杂性的研究等不断有所发展。      

理论计算机科学包括自动机论、形式语言理论、程序理论、算法分析，以及计算复杂性

理论等。自动机是现实自动计算机的数学模型，或者说是现实计算机程序的模型，自动机理

论的任务就在于研究这种抽象机器的模型；程序设计语言是一种形式语言，形式语言理论根

据语言表达能力的强弱分为 O～3 型语言，与图灵机等四类自动机逐一对应；程序理论是研

究程序逻辑、程序复杂性、程序正确性证明、程序验证、程序综合、形式语言学，以及程序

设计方法的理论基础；算法分析研究各种特定算法的性质。计算复杂性理论研究算法复杂性

的一般性质。      

计算机系统结构   

程序设计者所见的计算机属性，着重于计算机的概念结构和功能特性，硬件、软件和固

件子系统的功能分配及其界面的确定。使用高级语言的程序设计者所见到的计算机属性，主

要是软件子系统和固件子系统的属性，包括程序语言以及操作系统、数据库管理系统、网络

软件等的用户界面。使用机器语言的程序设计者所见到的计算机属性，则是硬件子系统的概

念结构(硬件子系统结构)及其功能特性，包括指令系统(机器语言)，以及寄存器定义、中断

机构、输入输出方式、机器工作状态等。     

 硬件子系统的典型结构是冯·诺伊曼结构，它由运算器控制器、存储器和输入、输出设

备组成，采用“指令驱动”方式。当初，它是为解非线性、微分方程而设计的，并未预见到高

级语言、操作系统等的出现，以及适应其他应用环境的特殊要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软件子系统都是以这种冯·诺伊曼结构为基础而发展的。但是，其间不相适应的情况逐渐暴

露出来，从而推动了计算机系统结构的变革。      

计算机组织与实现  是研究组成计算机的功能、部件间的相互连接和相互作用，以及有

关计算机实现的技术，均属于计算机组织与实现的任务。      

在计算机系统结构确定分配给硬子系统的功能及其概念结构之后，计算机组织的任务就

是研究各组成部分的内部构造和相互联系，以实现机器指令级的各种功能和特性。这种相互

联系包括各功能部件的布置、相互连接和相互作用。      

随着计算机功能的扩展和性能的提高，计算机包含的功能部件也日益增多，其间的互连

结构日趋复杂。现代已有三类互连方式，分别以中央处理器、存储器或通信子系统为中心，

与其他部件互连。以通信子系统为中心的组织方式，使计算机技术与通信技术紧密结合，形

成了计算机网络、分布计算机系统等重要的计算机研究与应用领域。      

与计算实现有关的技术范围相当广泛，包括计算机的元件、器件技术，数字电路技术，

组装技术以及有关的制造技术和工艺等。      

软件 软件的研究领域主要包括程序设计、基础软件、软件工程三个方面。程序设计指

设计和编制程序的过程，是软件研究和发展的基础环节。程序设计研究的内容，包括有关的

基本概念、规范、工具、方法以及方法学等。这个领域发展的特点是：从顺序程序设计过渡

到并发程序设计和分币程序设计；从非结构程序设计方法过渡到结构程序设计方法；从低级

语言工具过渡到高级语言工具；从具体方法过渡到方法学。      

基础软件指计算机系统中起基础作用的软件。计算机的软件子系统可以分为两层：靠近

硬件子系统的一层称为系统软件，使用频繁，但与具体应用领域无关；另一层则与具体应用

领域直接有关，称为应用软件；此外还有支援其他软件的研究与维护的软件，专门称为支援

软件。      

软件工程是采用工程方法研究和维护软件的过程，以及有关的技术。软件研究和维护的

全过程，包括概念形成、要求定义、设计、实现、调试、交付使用，以及有关校正性、适应

性、完善性等三层意义的维护。软件工程的研究内容涉及上述全过程有关的对象、结构、方

法、工具和管理等方面。     软件目动研究系统的任务是：在软件工程中采用形式方法：使

软件研究与维护过程中的各种工作尽可能多地由计算机自动完成；创造一种适应软件发展的

软件、固件与硬件高度综合的高效能计算机。  

计算机产业      

计算机产业包括两大部门，即计算机制造业和计算机服务业。后者又称为信息处理产业

或信息服务业。计算机产业是一种省能源、省资源、附加价值高、知识和技术密集的产业，

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国防实力和社会进步均有巨大影响。因此，不少国家采取促进计算机

产业兴旺发达的政策。      

计算机制造业包括生产各种计算机系统、外围设备终端设备，以及有关装置、元件、器

件和材料的制造。计算机作为工业产品，要求产品有继承性，有很高的性能-价格比和综合

性能。计算机的继承性特别体现在软件兼容性方面，这能使用户和厂家把过去研制的软件用

在新产品上，使价格很高的软件财富继续发挥作用，减少用户再次研制软件的时间和费用。

提高性能-价格比是计算机产品更新的目标和动力。     

 计算机制造业提供的计算机产品，一般仅包括硬件子系统和部分软件子系统。通常，

软件子系统中缺少适应各种特定应用环境的应用软件。为了使计算机在特定环境中发挥效

能，还需要设计应用系统和研制应用软件此外，计算机的运行和维护，需要有掌握专业知识

的技术人员，这常常是一股用户所作不到的。      

针对这些社会需要，一些计算机制造厂家十分重视向用户提供各种技术服务和销售服

务。一些独立于计算机制造厂家的计算机服务机构，也在 50 年代开始出现。到 60 年代末期，



计算机服务业在世界范围内已形成为独立的行业。 计算机的发展与应用     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的各门学科相结合，改进了研究工具和研究方法，促进了各门学科的发展。过去，人们

主要通过实验和理论两种途径进行科学技术研究。现在，计算和模拟已成为研究工作的第三

条途径。      

计算机与有关的实验观测仪器相结合，可对实验数据进行现场记录、整理、加工、分析

和绘制图表，显著地提高实验工作的质量和效率。计算机辅助设计已成为工程设计优质化、

自动化的重要手段。在理论研究方面，计算机是人类大脑的延伸，可代替人脑的若干功能并

加以强化。古老的数学靠纸和笔运算，现在计算机成了新的工具，数学定理证明之类的繁重

脑力劳动，已可能由计算机来完成或部分完成。      

计算和模拟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手段，常使一些学科衍生出新的分支学科。例如，空气动

力学、气象学、弹性结构力学和应用分析等所面临的“计算障碍”，在有了高速计算机和有关

的计算方法之后开始有所突破，并衍生出计算空气动力学、气象数值预报等边缘分支学科。

利用计算机进行定量研究，不仅在自然科学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中

也是如此。例如，在人口普查、社会调查和自然语言研究方面，计算机就是一种很得力的工

具。     计算机在各行各业中的广泛应用，常常产生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从而引起

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经营管理和服务方式等方面的重大变革。在产业结构中已出观了计算

机制造业和计算机服务业，以及知识产业等新的行业。      

微处理器和微计算机已嵌入机电设备、电子设备、通信设备、仪器仪表和家用电器中，

使这些产品向智能化方向发展。计算机被引入各种生产过程系统中，使化工、石油、钢铁、

电力、机械、造纸、水泥等生产过程的自动化水平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上升、质量提高、

成本下降。计算机嵌入各种武器装备和武器系统干，可显著提高其作战效果。      

经营管理方面，计算机可用于完成统计、计划、查询、库存管理、市场分析、辅助决策

等，使经营管理工作科学化和高效化，从而加速资金周转，降低库存水准，改善服务质量，

缩短新产品研制周期，提高劳动生产率。在办公室自动化方面，计算机可用于文件的起草、

检索和管理等，显著提高办公效率。      

计算机还是人们的学习工具和生活工具。借助家用计算机、个人计算机、计算机网、数

据库系统和各种终端设备，人们可以学习各种课程，获取各种情报和知识，处理各种生活事

务(如订票、购物、存取款等)，甚至可以居家办公。越来越多的人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中将

与计算机发生直接的或间接的联系。普及计算机教育已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      

总之，计算机的发展和应用已不仅是一种技术现象而且是一种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

现象。世界各国都力图主动地驾驭这种社会计算机化和信息化的进程，克服计算机化过程中

可能出现的消极因素，更顺利地向高 时代的车轮即将驶进 21 世纪的大门。人们将怎样面向

未来？无论你从事什么工作，也不论你生活在什么地方，都会认识到我们所面临的世纪是科

技高度发展的信息时代。计算机是信息处理的主要工具，掌握计算机知识已成为当代人类文

化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计算机技能则是人们工作和生活必不可少的基本手段。 基于

这样的认识，近年来我国掀起了一个全国范围的学习计算机热潮，各行各业的人都迫切地要

求学习计算机知识和掌握计算机技能。对于广大的非计算机专业的人们，学习计算机的目的

是应用，希望学以致用，立竿见影，而无须从系统理论学起。 掌握计算机技能关键是实践，

只有通过大量的实践应用才能真正深入地掌握它。光靠看书是难以真正掌握计算机应用的。

正如同在陆地上是无法学会游泳一样，要学游泳必须下到水中去。同样，要学习计算机应用，

必须坐到计算机旁，经常地、反复地操作计算机，熟能生巧。只要得法，你在计算机上花的

时间愈多，收获就愈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