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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建国以来．党的科技政策可以说是萌芽于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形成并成熟于党的第二代和第三代领导 

集体．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制定的正确的科技政策都大大推动了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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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以来，世界许多国家为赢 

得 新发展 ．不约而 同地把 竞争取 胜 的支 点放 

在科学技术上，科技政策成为世界各国政府 

及领导人关 注的重点 问题之 一 ，这充分证 明 

了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恩格斯曾经指 出：在 

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 

用的、革命的力量。毛泽东也十分重视科学 

技术 对生产力和经济发 展的促 进作用 。延安 

时期 ．毛泽东在 自然科学研 究会 成立大会 上 

的发 言 中说 ：自然 科学 是很 好 的东 西 。它 能 

解决衣 、食、住 、行等生活问题 ，每一个人都 

要研 究 自然科学 。邓小平继承 了毛泽东对科 

学技术性质的分析，认为科技本身是没有阶 

级性 的 ．是人类共 同创造 的财富 。他说 ：“有 

些东西并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的。比如说，技 

术 问题 是科 学 ，生 产管 理是 科学 ，在任 何 社 

会 ，对任何 国家都 是有用 的。我们 学 习先 进 

的技术 、先进 的管理来 为社会 主义服 务 ，而 

这些东西本身并没有阶级性。”20o1年7月1 

日，江泽 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 

周 年大 会上 的讲 话》中提 出了 “科 学技 术 是 

第一 生产力 ．而且 是先进 生产力 的集 中体 现 

和主要标志”的观点。 

建 国以来 ．党 的科技政 策可 以说 是萌 芽 

于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 ．形成并成熟于党的 

第二代和第三代领导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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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的建立 ，为中国共产党的科技政 

策的形成 、发展及 实践创 造 了必要 的条 件 。 

收稿 日期 ：2oo3一o4—22 

36 科技进步与对策 ·7月号·2003 

建 国之初 ，中国共 产党 在《共 同纲 领》中就 明 

确 指 出 ：“努力 发展 自然科 学 ，以服 务于 工 

业 、农业 和 国防建设 。奖励科学 的发 现和 发 

明，普及科学 知识。”中国共 产党也适时地将 

工作 重点转 向恢复 和发展 国民经 济 ．开始社 

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艰难探索。一方面建立 

和 完 善新 的生 产关 系 ，对 农业 、手工 业 和 资 

本 主义工商 业进行社 会 主义改造 ；另一方 面 

全面开展经济建设 ．努力使中国稳步地由农 

业 国转 变 为工业 国 ，“不但 要把 一个 政 治 上 

受 压迫 、经济 上受 剥 削的 中 国 ，变 为一 个政 

治上 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 

个被 旧文化统 治因而 愚昧落后 的中国 。变为 

一 个被 新文化统治 因而文明先进 的中国。” 

新中 国成 立后 ．对 原有 的研 究机 构进行 

了调 整 、改组 ，接收 了原 中央研 究 院 、北平研 

究院及其所属机构。1949年 l1月 1日，成立 

了中国科学 院，归政 务 院文化教 育委 员会直 

接领导 ，郭沫若任院长 ．这就奠定 了国家科 

学研究体制的基础。中国科学院组建初期辖 

有 14个研 究所 、1个 天文 台 、1个 工 业 实验 

馆。1949年底．郭沫若院长访问苏联科学院， 

了解 苏联科学 院的建 制情况 ，这些 对 中国科 

学院组织机 构的建立有很 大帮助 。 

1950年 8月，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 

大会在 北京召开 ．会 上产 生 了中华全 国 自然 

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与中华全国科学技术 

知识普及 协会 ，吴玉 章为 两个委员 会名誉 主 

席。 1955年 6月 1日，中国科 学院学 部成立 

大会在北京开幕 ，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 

对大会作 了重要 指示 。通过这 次大会 ．中国 

科学 院正式成立 了 四个 学部 ，即物理学数 学 

化学部 、生理 学地学 部 、技术科 学部 、哲学 社 

会科学部。到 1955年底，我国以苏联为榜 

样 ，初 步建 立 了 以科 学 院为 中心 、以政 府 各 

部门和高校科研机构为辅助的科技新体制。 

到上世纪 50年代中期．全国科学技术人员 

已增 加 到 40多万 人 ．比 1947年 增加 了 8 

倍 ；科研机 构发展 到 840多个 ，比 1947年 增 

加了 20倍。1956年．是共和国历史上一个非 

常重要 的年份 ．在新 中 国科 技政策 史上 的地 

位是重要 而且影 响深远 的 。正是在这 一年 ， 

党中央提 出了“向科学进 军”的口号。 

1956年前后 ，世界新科技革命已现端 

倪 ，威 力 日显 。周恩来在 1956年初指 出 ：“世 

界科 学在 最近二三 十年 中 ．有 了特 别巨大 的 

迅速 的进 步 ，这 些进 步把我们 抛 在科学发 展 

的后面很 远。”“向科 学进 军 ”的 口号是周 恩 

来 在全 国知识分 子会议上首先提 出的。1956 

年 1月 14～20日，中共 中央在 北京 召开 了全 

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 。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作 

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报告》，毛泽东最后作了 

重要讲 话 。周恩来的报告是 中国共产党在社 

会 主 义时期 关 于知 识分 子 问题 的 一个 历史 

性 的重要 文献 ．也是加 强科学 技术力 量的一 

个 政策 性 的号 召 ，报告 旗 帜鲜 明地 提 出 了 

“向现代科学进军。” 

会议结束不久．1956年 2月 24日，根据 

周恩 来的报告 和 毛泽东 的讲话 ．中央政治局 

通 过 了 《中共 中央关 于 知识 分 子 问题 的指 



示》。重复和肯定了知识分子会议的正确估 

计与决策。中央确定由周恩来亲自挂帅领导 

这项 工作 ．科 学规划委员 会领 导规划 工作 ， 

陈毅任主任，党中央调集了 600名各门类和 

学 科 的国 内专家 和 近百名 苏联 专 家参 与 编 

制规划。1956年 12月下旬完成了 ((1963～ 

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 

案 )》。中共中央立 即转 发各地各部 门征求 意 

见 ．至此制定规划的工作全部完成。 

第一个全国科技规划是宏伟的，也是切 

实可行的．它体现了中央和国务院发展科学 

技 术的方针政 策 ．成 为全 国人 民向科学进 军 

的行 动纲领 。自 1957年规划开 始顺利实施 。 

1958年 ．科 学规划委员会 向中央递 交科技 发 

展 规划检查报 告时 。提 出争取 提前 5年 ，在 

1962年完成规划 的 目标 。1962年底 ，国家对 

规划的执行情况进行了全面检查 ．绝大多数 

科研 项 目已经 完成 ，我 国整 体的科 技发展 ，7 

年 时间完成 了十几年 的工 作量 ：全 国科研机 

构 从 1956年 的 381个 增 加 到 1 296个 ，科 

技人员由 6．2万人增加到 1962年的近 2O万 

人。以“两弹一星”的成功试爆试射为标志， 

规划对中国国防事业的飞跃发展也起了决 

定性的作用．大大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 

12年科技规划基本提前 5年完成，大体上达 

到世界先进国家三四十年代的水平。在此基 

础上．又制定了0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 

规划纲要》。1963年 12月 ，中共中 央和 国务 

院原则批准了这个规划。 

1956年 4月 25日．毛泽东在 中共 中央 

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 

告 ，会议 讨 论 了这个 报告 ，并首 次提 出 了符 

合科 学与 文化 发展 规律 的“百 花齐 放 ，百 家 

争鸣”的方针。1956年 3月．国务院成立了科 

学规划委员会 ，负责科 学规划工作 。同年 6 

月 ，又成 立 了 国家 技术 委员 会 ，组 织 全 国技 

术 工作。1957年 5月 12日．国务院确定科 学 

规 划 委 员会 是 掌 管 全 国科 学 事 业 方 针 、政 

策 、计划和重大措施 的领导机关 。1958年 l1 

月 ，国家技术委员会和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 

会合并为中华人 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委员会 

(简称国家科委)，聂荣臻副总理兼任主任， 

国家科委 成 为主 管全 国科 学技 术 方针 政策 

的职能机构。 

在 1957年 反 右斗 争 扩 大化 和 1958年 

“大跃 进 ”的过程 中 。中国科技政 策也 出现 了 

暂时的偏差 ．科技工作受到了相当大的挫 

折 。 
。 

党 中央和毛泽 东意识 到问题 的严 重性 ， 

并决心扭转不利的局面。全国第一个出现的 

政策性文件是“农业六十条”，第二个是“科 

学 十 四条 ”，此后 ，工业 、教育 等各 条 战线 也 

相继制定了各 自的政策性文件。“科学十四 

条”是科技 领域贯彻 执行调 整 方针的重要 文 

件 ．当时被誉为 “科学宪法 ”。1966年底 ，分管 

科技工作的聂荣臻先后到导弹研究院和中 

国科学院作调查研究 。并在此基础上，主持 

了文件 的起草 工作 。1961年 7月 6日。在刘 

少奇 的 主持 下 ，中共 中央政 治局 讨论 了《科 

研工作 十四条》和聂荣 臻 的报告 。毛泽 东没 

有参加 这次会议 ，但会 后他批 准下 发 了这 两 

个文件 。引起 了很大震 动 。反应 十分强 烈 ，科 

学界表示欢迎 ，积极性普遍提高。《科研工作 

十 四条》的制定 和 实施 。还未 从根 本上 纠 正 

前段工作 中 的一个 主要错 误 ，即对 知识分 子 

阶级属性 的基本估 计 ，以解决 知识分 子 的归 

属问题 。l962年 2月 16～3月 12日，聂荣臻 

在广州 主持召开 了全 国科 学技术 工作会议 。 

同年 3月 2日．周恩来也向广州代表做了 

《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 

《科研工作十四条》的制定和实施，广州 

会议的召开，一系列科技条例的制定 ，使科 

技界“左”的干扰和束缚减少 了，科技工作取 

得了显著的成效。①端正 、健全了党的科技 

政 策 ．到 1964年 可 以说 已经具 备 了比较完 

整具 体 的政 策 ，基 本走上 了符合 我 国国情 的 

轨道。②整顿了队伍和科研秩序，至 1962年 

底，经过调整。全国省 、市以上的研究机构由 

1 300名个调整为 700多个 ：全国科研机构 

的总人 数 由 1960年 的 25万人 ，精 简 为 19 

万人左右。③科学技术成就显著。大庆油田 

的发 现和开发 ，矮杆 水稻 的培养 成功和 大面 

积推 广 ，胰岛 素 的首次 人 工合 成 ，特 别是 原 

子弹 的爆炸成功 ，集 中反 映 了我 国科学 技术 

的进步。同时，中国有了一支比较强大的科 

研队伍 ，到 1965年底 ，全国科技人员已达 

245．8万人 ，专门的科学研究 机构达 到 1 714 

个，人员达到 12万人。④增强了全党的科技 

意识，教育了干部。⑤这一时期科技政策和 

知识分子 政策 的调 整 ．为 以后 尤其是 “文革” 

结束后的拨乱反正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966～1976年 。我 国经 历 了一场 “史无前 

例的”“文化大革命”．整个国家和民族遭受 

了一场历史上罕见的浩劫 。而科技 、教育战 

线 又是公认 的“文革”重灾 区。 1966年 6月 ， 

聂荣臻与有关方面一起研究起草了<关于在 

文化大革命中对待 自然科学工作者的几个 

政策界限》的初稿。文件遭到“中央文革”的 

强烈反对。党的科技政策在这一时期发生了 

重大扭曲：一是所谓“两方向”、“三结合”的 

无产阶级科研路线：二是鼓吹用突出政治来 

坚持科学研究的“正确方向”：三是要求实行 

“开 门办科 研 ”，大搞 群 众运 动 ；四是批 判所 

谓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及“反动”学 

术观 点 ；五是 反对 学习 外 国的“赶超 ”政 策 。 

在极“左”的科技政策指导下。科研机构被肢 

解甚至解散 ．大批科技人员遭受打击和批 

判。科技人员失去了从事科技开发应有的环 

境和条件。科技队伍青黄不接。国际科技交 

流活动 几乎全部 中断 ．拉大 了与 发达国家 先 

进科技水平 的差距。 

1975年 ，邓 小平 主持 整顿 ，指 出科 技人 

员 “九年无 宁 日”．对 他们 “欠 账太 多”，强调 

“要发挥科技人员的积极性”．“要给他们创 

造比较好的条件 ．使他们能够专心致志地研 

究一些东西”。邓小平等人进行了抵制和斗 

争，取得一定成效，这在国防科研事业中表 

现得更为 明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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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 1月 16 El，《光明 El报》发表教 

育部大批判 文章《一场 围绕 自然 科学基 础理 

论问题的政治斗争》。邓小平仔细听取了与 

会科 学家和教授们 的意见 ，8月 8日上午 ，就 

17年的估计和调动积极性问题，发表 了《关 

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的讲话，这 

个“大胆的讲话”．成为科技和教育战线拨乱 

反 正的“宣言书 ”．标志着 科教政 策实际转 折 

的开始。1977年 9月 18日．中共 中央发出 

《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1978年春 

天在北京召开全国科学大会 ，会后科技战线 

开始制定拨乱反正的政策。①平反冤假错 

案 。据 23个 省 、市 、自治 区的不完全统计 ，仅 

1979年 、1980年 两年 ．得 到平反 昭雪 的冤 案 

中涉及科技人员的案件即达 73 339起。② 

恢复科技管理机构。1979年 1O月 6日又成 

立 了科 学研 究协 调委 员会 ，由聂 荣臻 任 书 

记。1979年 12月 20日．国务院科技领导小 

组成立。③加强科技队伍建设。包括恢复高 

考 ；恢复研究生制度；制定新时期留学政策。 

④认真落实知识分子政策。1979年 l1月 3 



日．中 央组织 部正 式 发 出《关 于 落实 知识 分 

子政 策的几点意见》。1983年 12月 18日，国 

务 院批 准了国家科委《汇报提纲 》。1985年 ， 

中共中央宣 布 ：到 1987年党 的十二三大 以前 ， 

必须完成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任务。⑤扭转 

轻视科 学技术的社会风 尚。1981年 ，中共 中 

央 、国务 院在 批转 国 家科委 党组 的 《汇报提 

纲》的通知 中说 ：“30多年来我们 吃不重视科 

学技术 的亏 是不少 的”。在党 中央的示 范和 

新闻宣传 的正确引导下 ，整个社会 学习科 学 

文化 、尊重科学蔚 然成风 。1980年 ，取得重 大 

科 技成果 2 600多项 ，经 国家批 准 的创造 发 

明 107项 ：1981年 ，重大科技成果 和创造发 

明 3 10HD多项 和 120项 。拨 乱反 正完成 后 ， 

新 时期 全面 系统 的科 技政 策 已是 呼之 欲 出 

了。1980年 ，邓小平在听取 国家 科委 的工作 

汇 报时 ，提 出必须 把经 济 、社 会发 展计 划 和 

科技发展计 划结合起来 。1980年 12月 25日 

至 1981年 1月 5日．国家科 委 主持 召开 了 

全 国科学技 术工作会 议，1981年 2月 23日， 

国家科委党组在 给中央 的《关 于我 国科学技 

术发展 方针 的汇报提 纲》中着 重汇报 了这一 

新方针 。1981年 4月 ．国务院针对科 技发展 

与经 济发展存在严 重脱 节的情况强 调指 出 ， 

发展经济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 

必须为发展经 济服务。1982年 9月 ，党 的“十 

二大”报告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把发展科学 

技术列为 国家经济 发展的战略重 点。1988年 

9月 5日和 12日．邓小平在同外宾 和国务院 

的人员谈话 中说 ：“马克思说 过 。科学技 术是 

生产力 ，事实证 明这话讲得很 对 ．依 我看 ．现 

在这样说还 不够 。科学技术 恐怕是 第一生 产 

力 。”1992年春 ，他在南方谈话 中再 次强调 ：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989年 12月 19 

日。江泽 民在国家科学 技术奖励 大会 上说 ： 

“要坚 持科学技术 工作面 向经济建设 、经 济 

建设依靠科学技术的战略方针 ”1995年 5 

月 。中共中央 、国务院发 布了《关 于加速科 学 

技术 进步的决定 》，并 召开 了全 国科技 大会 。 

1995年 9月 ，中共 十 四届五 中全会 通过 《关 

于 制定 国 民经济 和社会 发 展 “九五 ”计 划 和 

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第一次把“科教兴 

国”作 为我 国 的战略 方针 并写 进人 中央 文 

件。1996年，成立了以时任总理的李鹏为组 

长的 国家 科技领导小 组 ，职责 是为实施 科教 

兴国战略 而研究 、制定 国家科技政 策 ，讨论 、 

决定重大科技项 目。1997年 9月 ，在党 的“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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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大 ”报告 中 ，江泽 民提 出把 科教 兴 国战 略 

和 可持 续发 展战 略作 为跨 世 纪 的国 家发 展 

战略。1998年 2月，江泽民就中科院《迎接知 

识 经 济时代 ，建设 国家 创新 体 系》的 报告 作 

了重要 批示 。同年 5月 4日，江泽 民在 庆祝 

北京 大学建校 lOO周年 大会上 ，再 次发 出了 

科教 兴国的动员 令 。同年 6月 9日，由朱 镕 

基任 组 长的 国家科 技 教育 领导 小 组举 行 首 

次会议 ．审议 并通过 了 中国科学创 新工程 试 

点的汇报提 纲。到 2001年 ，国家科技 教育领 

导小组 先后 召开 了七次会议 ，对科技 教育 领 

域的重 大问题进行 研究 和决策 ，先后 制定 了 

《八 年科 学 规 划》、《技 术 政 策蓝 皮 书 》、 

《1986～2000年 中 国 科 学 技 术 发 展 长 远 规 

划》。 

1986年 ，国家将 全国科技工作 部署 为面 

向国 民经 济建设 和社会发 展服 务 、发 展高新 

技 术及其 产业 、加 强基础性 研 究三个层 次 。 

其 中．为 国民经济建设 服务 是科技工 作 的主 

战场 ．发展 高新技术及 其产业 和加强 基础性 

研究 是主战场 的两翼 。 

在经济 建设 和社 会发展 的 主战场 中 ．科 

技 贡献功 不 町没 ，解决 了国 民经 济建设 中的 

一

大批关键 技术 问题 ，推动 了社会 的可持续 

发展 。在科 技兴农 。推 进农村 和农业 科技进 

步方 面 ，1985年 中 央批 准制 定 了 “星火 计 

划”。这是面向农村的科技计划，是科技发展 

战略的一项重要举措。20世纪 90年代 。国家 

继 续推 动是 “星火 计划 ”上新 台阶 ，以“西部 

拓展 、中部燎原 、东部 升华”的总 体发展 战略 

推进 。科技兴工 ，推进产业技 术进步 ，我 国工 

业 发展 正在 进入 提高 增 长质量 和 效 益 的关 

键 时期 ，根本 途径 在 于推 进科 技进 步 。促 进 

企业成为技术开发的主体。1995年 ，“清华大 

学与企业合作委员会”宣告成立，这是全 国 

首 次在 高校 成立 的促 进科 技 成果 转 化 的专 

门组 织 机构 。推 动丰十会 发展领 域 的科 技 进 

步 ，把可持 续发展 战略作 为跨世纪 的发 展战 

略 ，我国政府于 1994年 正式推出 r《中国 21 

世纪议 程—— 中国 21世纪人 口 、环境与 发 

展 白皮 书》，它标志着 我 国正式开 始实施 可 

持 续发展战略 。 

在发 展高技术研 究方 面 ，国家 实施 了著 

名的“863”计划，由于催化计划产生的建议 

的提 出和 邓小平 的批示都 是在 1986年 3月 

发生的，这个由科学家和政治家联手推出的 

“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被称作“863”计划。 

“863”计划取 得 了累累硕果 。截止 1995年 

底 ．共取得研究成果 1 398项 ，占全部选定 

课题的 59％。其 中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有 

550项 ．进入应用领域 的有 475项 。“863”计 

划吹响了新中国第二次高科技战役的号角。 

旨在推进高技术产业发展的 “火炬计 

划”是1988年问世的。其主 旨在于高新技术 

的商 品化 、产 业化 、国际化 。1994年底 ，地 方 

项 目4 750项 ．累计 实现新增 工业产值 1 427 

亿元 ，利税 244亿元。到 20世纪 90年代后 ， 

“火炬计划”逐步走向成熟。 

建国以来。在党的科技政策指引下，我 

国科学 技术取得 了长 足的进步 。建 立 了门类 

比较 齐全 的科 技体系 。拥有 一 支庞大 的科 技 

队伍 ，在少 数领域 已接近世 界先进 水平 。但 

总体 看来 。我 国科 技水 平仍 很低 ，与 发达 国 

家差距较 大。21世纪是 关键时期 ，我 国面 临 

着前所未 有 的机遇 和挑 战。抓住 机遇 ，就将 

实现我 国人 民多年来强 国富 国的梦想 ：迎 接 

挑战，要在激烈的世界科技和经济竞争中大 

力推进科 教兴国的步伐 。党中央 已经制定 了 

新世纪正确的科技政策 。提出了切实可行的 

科技 发展 步骤 ．我 国有 信心 、有能 力实 现 中 

华民族科技 的新辉煌 。中国应该成为世界科 

技大 国和科技强 国 ，这是 中华 民族 自立于世 

界民族之林 的题 中应有之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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