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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近代军事工业的建立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
过去由于清政府的军事档案没有解密，涉及这一问题的记述不准确、不全面。
本书根据档案史料，翔实地记述中国近代军事工业(包括兵器工业)的创建和发展，揭示中国近代军事
工业艰难发展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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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曾祥颖，现年78岁，高级政工师，长期在兵工企业从事文秘工作。
1985年，主编《国营第四九七厂厂史》。
1987年，到兵器工业部所属的中国近代兵器工业历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任《中国近代兵器工业
档案史料》的”晚清时期”册的编辑、责任编辑，《中国军工史料》丛书的《晚清民国兵工》册的编
辑、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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