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0

党 的 文 献
LITERATURE OF CPC

2022 年第 5 期

[ 文章编号 ] 1005 - 1597（2022）05 - 0070 - 10

周恩来与 20 世纪 50 年代的来华苏联专家工作

■ 季卫兵 张 英

[ 摘 要 ] 来华苏联专家工作是新中国成立后外交战线较长时期内的一项重要工作。作为新中国总理

和新中国外交事业的主要奠基者之一，周恩来在领导和组织苏联专家工作中始终坚持党的外交方针，在专

家聘请、管理使用、服务保障等方面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作出了独特贡献。他为做好苏联专家工作确

立了坚持争取外援但不依赖外援、“以少而精与必要为好”、立足国情发挥专家作用等基本导向，突出抓

好宏观运行、工业生产、国防军事、科技教育等重点建设领域的苏联专家工作。同时，他统筹协调组织运

行和条件保障，为新中国外国专家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作出了奠基性贡献，并积极为苏联专家在华工作提

供便利条件，关心苏联专家的工作生活。周恩来的这些指导和实践，为 20 世纪 50 年代做好来华苏联专家

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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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巩固新生的人民

政权、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并开展各领域建设，

成为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鉴于新中国成立初

期的经济基础十分薄弱、科技力量十分有限，

加之全面执政和建设国家的经验较为缺乏，党

中央提出要向先进国家学习，合理利用国外资

金、技术、人才等优质资源促进我国经济社会

发展。其中，聘请外国专家来华工作是向先进

国家学习和合理利用外国智力资源的一项关键

举措。基于当时的国际形势及我国外交政策，

我国在聘请外国专家来华工作方面以当时工业

化程度较高的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为主，

其中绝大部分外国专家来自苏联。早在 1949 年

7 月，周恩来即致电秘密访苏的刘少奇，建议苏

联政府在派人来华合作时最好“先带铁路、电力、

钢铁、煤矿、煤油矿、军事等专家同来”［1］。

此后，苏联向我国大规模和成批次地派遣专家，

涉及经济生产、科教文卫等诸多领域。据相关

统计，从 1949 年 8 月第一批苏联专家来华，到

1960 年 8 月苏联宣布撤走全部在华专家，这一

时期来华工作的苏联专家至少有 2 万人。作为

［1］《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 1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60 页。　

新中国的总理和外交事业的主要奠基者之一，

周恩来直接领导了我国 20 世纪 50 年代的苏联

专家工作，为新中国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前提下

积极争取外国援助特别是外国人力资源的支持，

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积累了宝贵经验。就

目前的研究进展来看，我国学界主要侧重于对

苏联专家来华工作的背景与原因、重点项目、

历史贡献等进行探讨，而关于周恩来领导做好

苏联专家工作的研究成果还比较少。有鉴于此，

本文拟就此问题进行一些梳理分析。

一、确立做好来华苏联专家工作的                

基本导向

确立明确的工作导向，是发挥苏联专家作

用的重要前提。周恩来立足新中国的实际情况，

着眼于新中国建设的需要，就做好苏联专家工

作提出并确立了明确的工作导向。

（一）争取外援但不依赖外援

在领导新中国建设的过程中，周恩来十分

注重处理好独立自主与争取外援的辩证统一关

系，强调在我国经济社会和科技文化还相当落

后的情况下必须向先进国家学习借鉴，同时又

必须摒弃依赖思想，力争最有效最合理地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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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援助，在最短期内掌握技术、组建机构和

培养骨干。这就为做好苏联专家工作确立了主

基调。1950 年 4 月，周恩来在第一次全国统战

工作会议上强调，与兄弟国家要开展“既有革

命友谊而又平等合作的事”，指出“一切团结，

必须先靠自己，然后再求援助。没有援助是不

行的，所以必须团结国际友人。所以革命也好，

建设也好，主要靠自己。有了外援，也需是平

等相处”。［1］同月，周恩来专门就聘用苏联专

家工作要求政府部门必须“认真向专家学本事”，

要求“赶快在一两年内向专家学好本事，免得

专家走了仍然不能自立”。［2］

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一化三改”的推

进和“一五”计划的实施，新中国的各项事业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苏联专家在其中发挥

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为进一步做好苏联专家工

作，周恩来针对当时部分干部和知识分子中存

在的片面认识，提出要“打破那种缺乏民族自

信心的依赖思想”。1956 年 1 月，周恩来在《关

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强调，我们“不能

无限期地依赖苏联专家”，严肃批评了一些人

认为的“中国在科学方面的落后反正不能马上

改变，反正需要靠苏联的援助”的错误想法。［3］

同年 6 月，周恩来在《传达毛泽东关于十大关

系讲话的报告提纲》中指出，在向苏联学习方面，

“不懂的不会的都要学，但要独立思考，不要

迷信”［4］。同年 10 月，周恩来在主持国务院

常务会议时又进一步强调，“我们要去掉依赖

思想，争取苏联的援助。如果苏联有困难，或

在某些方面留一手，就要依靠我们自己想办法，

重要是自力更生，争取外援”，“苏联的帮助

是重要的，但起决定作用的是中国人民”。［5］

［1］《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 2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89 页。

［2］《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 2 册，第 262 页。　

［3］参见《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 13 册，中央文献

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41-42 页。　

［4］《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 13 册，第 199 页。　

［5］《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册，中央文献出

版社 2007 年版，第 626 页。　

（二）“以少而精与必要为好”

20 世纪 50 年代，新中国的国家财政状况极

为困难，而聘请苏联专家工作则需要较大的财

力物力支出。这一时期，一些政府部门、厂矿、

学校和科研机构在聘用苏联专家方面的需求不

断增加，其中有些需求是合理且必要的，但也

有一些单位不顾具体工作实际盲目提出聘请苏

联专家或增加聘用数量的要求。对此，周恩来

反复强调，必须根据国家建设的紧要程度来决

定是否聘请专家以及聘请专家的数量。1950 年

3 月，周恩来以中央名义致电在苏联与苏方洽商

中苏专家协定的李富春等人，提出“专家数目，

确可利用这一机会尽量减少，求得少而精，以

便工作”［6］。同月，周恩来在按照毛泽东指示

给予苏联来华工作军官以专家待遇后，提出要

“由此取得经验，加紧学习，谨慎工作，以便

第二年度精简专家”［7］。同年 4 月，周恩来在

关于国内某高校聘请苏联教授的请示上作出批

示，要求聘请苏联专家“以少而精与必要为好”，

并在“必要”二字下方加着重号。［8］1951 年 1 月，

周恩来对大连财委关于苏联在大连各企业移交

中方后的苏方人员留任问题的报告上作出批示，

要求“将必须聘请的人数减至最低限度”［9］。

1955 年 2 月，因需要开通北京与莫斯科之间的

保密电话，苏联拟派专家工作员共 40 人来华，

且多带家属拟长期留华工作。对此，周恩来指

示驻苏联大使刘晓在签订交货合同时明确，大

部分专家工作员应“在安装工程完毕和教会中

国同志掌握使用后返国（大致时间聘到本年十

月底止）”。“中国方面如需续聘少数专家留

我国长期工作，当另办理手续。”［10］由此可见，

这一时期周恩来在聘请苏联专家问题上坚持从

严控制的原则，真正做到了“少而精与必要”。

［6］《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 2 册，第 144 页。　

［7］《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 2 册，第 149 页。　

［8］  参见《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 2 册，第 309 页。　

［9］《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 4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64 页。　

［10］《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 12 册，中央文献出版

社 2018 年版，第 63-6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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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立足国情发挥专家作用

帮助苏联专家熟悉我国国情，使他们根据

新中国建设的具体实际开展工作，是发挥苏联

专家作用的重要基础。当时，一些苏联专家对

我国国情不够了解，提出的设计方案或工作建

议不切实际，有的还造成了资源浪费、投入增加、

工期延滞等后果。对此，周恩来多次提醒聘用

苏联专家的单位要同专家保持充分沟通，把我

国允许的建设条件提前讲清楚，确保苏联专家

的方案或建议能与新中国建设的实际需求相匹

配。1951 年 1 月，周恩来在政务院召开的政法、

文教部门苏联专家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在工作

方法上必须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这样才能达

到我们所要实现的目的。［1］

一是强调来华专家提出的设计方案须符合

我 国 现 实 国 情。1951 年 7 月， 周 恩 来 在 以 毛

泽东名义起草并修改的致徐向前电文中提出，

“各种弹药厂，须与我原有者结合，须增加者

亦应俟其设计组到中国考察后方能作最后确

定”［2］。同年 9 月，周恩来再次致电徐向前，

告之已致电斯大林，“请其考虑或者先派综合

设计组即来中国进行原有各兵工厂的改造和新

建工厂的设计工作；或者一面派综合设计组来

中国研究情况，一面请苏联政府指定相当机关

同时研究中国新建工厂的建设计划”［3］。1953

年 1 月，周恩来致电上海市委，指出“（苏联）

人民防空专家所提的意见，是按照将来发展情

况提的，不是要马上大搞，而是要逐步实现。

目前还不需要也不可能这样做”［4］。

二是强调来华专家的设计标准须符合我国

既有条件。1951 年 1 月，周恩来要求在请苏联

专家设计基建项目时与苏联专家谈清楚，“请

其根据我国目前财政情况及需要，只能因陋就

简，在能用得上的条件下来设计”［5］。1955 年

［1］ 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册，第 115 页。　

［2］《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 5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8 页。　

［3］《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 5 册，第 290 页。　

［4］《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 8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49 页。　

［5］《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 4 册，第 18 页。　

6 月，周恩来就经济建设中的厉行节约问题作出

批示。他指出：“工厂生产部分的设计，凡苏

联设计者一律不改。但非生产性的建筑如仍有

苏联设计者亦应照新订造价指标削减。”［6］

三 是 强 调 来 华 专 家 的 设 计 周 期 须 符 合 我

国 建 设 需 求。 以 恢 复 和 改 建 鞍 山 钢 铁 公 司 为

例，该项目是中苏合作的重大工程之一，两国

政府于 1952 年签订的协定书规定“由苏联在

一九五七年交完最后一批施工图”，“一九五八

年 基 本 上 完 成 鞍 山 钢 铁 公 司 的 建 设 任 务”。

1955 年 1 月，周恩来致信苏联驻华大使尤金，

提出根据新中国工业建设的实际需要对该项目

建成期限作某些必要的修正。其中要求苏联方

面提前半年交清第三炼钢厂设备，提前一年交

清冷轧薄板厂的本体设备，提前一年半交清车

轮外套厂设备，提前一年交付第二电焊钢管厂，

提前五个月交付第二连轧厂施工图。［7］经过对

交付时限的调整，鞍山钢铁公司提前完成恢复

和改建，为我国提高钢材生产水平和推动重工

业建设争取了宝贵时间。

二、注重在重点建设领域发挥苏联专家作用

根据中苏两国协定，来华苏联专家的主要

责任是，“在组织上及技术上帮助中国”［8］。

周恩来在领导苏联专家工作的过程中聚焦新中

国建设的重点领域，把有限的专家资源调配至

急需高层次技术力量支持的政府主管部门以及

重要厂矿、学校和科研机构，最大程度地发挥

了苏联专家的作用。

（一）发挥苏联专家在宏观经济运行领域

的决策咨询作用

在周恩来统筹下，我国政府聘请苏联专家

担任经济、教育、政法、公安等部门顾问，旨

在帮助我国政府制订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完善

经 济 社 会 运 行 制 度 等。1950 年 2 月， 周 恩 来

以中央名义就苏联专家在华工作任务致电东北

局，提出以科瓦略夫为首的专家团队的主要工

作任务，“在东北为恢复和发展财经部门的各

［6］《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 12 册，第 280 页。　

［7］  参见《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 12 册，第 11-12 页。

［8］《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 1 册，第 2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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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主要工作”，“在关内则为帮助中央建立某

些财经计划和组织”。［1］1951 年 2 月，周恩来

致信时任苏联政府派驻中国的经济总顾问阿尔

赫波夫，表示苏联专家提出的有关法制问题的

意见对改进我国司法机关工作很有益，其“帮

助法制委员会所草拟的人民法院组织通则、诉

讼程序通则及惩治贪污条例草案，已计划在最

近两个月内完成审查修正工作，以便提交政府

批准公布”［2］。随着在华苏联专家数量的增加

且分散在许多城市、企业及各类学校，周恩来

于 1952 年 9 月向苏联政府提出，“有必要增加

脱离其他工作的两名副总顾问，一名具有苏联

高等学校教育工作及领导工作经验的，负责领

导全体在中国的苏联教员的工作，一名负责领

导在财经机关及各工业部工作的苏联专家的工

作”［3］，以便更好地发挥苏联专家对我国政府

教育、财经等部门工作的决策咨询作用。这一

时期，周恩来高度重视苏联专家关于国民经济

宏观运行方面的意见建议。例如，1953 年 2 月，

周恩来提出要重视苏联政府关于我国“一五”

计划的意见，认为根据我们主观力量和苏方意

见，确应将建设和生产发展速度“放在可靠的

基础上”，因而“减低工业生产总值每年递增

的速度是肯定的”。［4］同年 4 月，周恩来在约

见回国汇报工作的宋劭文时，表示赞同苏联经

济专家对中国“一五”计划的几个观点，包括“总

产值的增长速度，要大于职工人数的增长速度”，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要大于工资增长的

速度”，“技术人员的增加速度，要大于工人

的增加速度”等。［5］就实际工作开展情况看，

经过周恩来的精心组织领导，这一时期在华苏

联专家提出的关于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合理

化建议，被吸收运用到新中国各项建设事业中，

有力推动了我国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进程。

［1］《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 2 册，第 111 页。　

［2］《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 4 册，第 129 页。　

［3］《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 7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159 页。　

［4］《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 8 册，第 114 页。　

［5］《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册，第 293-294 页。　

（二）发挥苏联专家在工业生产领域的技

术顾问作用

实现工业化是新中国建设的主要目标之一，

周恩来十分重视工业生产领域的苏联专家工作，

无论是专家名额分配还是专家任务安排都给予

了重点倾斜。周恩来在 1952 年 8 月赴苏联开展

经济合作谈判的协定书［6］、1953 年 8 月修改

我国政府对苏联政府关于中国五年计划意见书

的回文［7］、1955 年 10 月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布尔加宁的电文［8］等重要文献中，均提请苏联

政府重点在工业生产领域派遣专家来华工作。

其中，航空工业是新中国亟需建立的重要工业

部 门。 早 在 1950 年 7 月， 周 恩 来 就 指 示 处 理

好“第二批设计小组及飞机装备工厂的设计问

题”［9］。为尽快建立起新中国的航空工业体系，

周恩来于同年 12 月与苏联驻华军事总代表沙哈

罗夫、来华调查情况的赤干诺夫等苏联航空工

业专家，商谈建立新中国航空工业的问题。［10］

随后，周恩来代毛泽东拟电致斯大林，提出筹

建航空工业以及聘请相应专家等问题，得到斯

大林复电支持。1951 年 4 月，中央人民政府批

准在重工业部成立航空工业局。同年 12 月，周

恩来召集聂荣臻、李富春等研究航空工业三至

五年由修理过渡到制造的发展计划（草案）和

建立航空工业所需经费与培养人才问题，决定

为了适应航空工业建设的需要再增聘 25 名苏联

专家和开办一所航空工业大学。［11］1954 年 2 月，

周恩来又就航空工业专家组工作期满后的专家

延聘、调换等事项进行专门协调。［12］

船舶工业同样是新中国亟需发展的重点行

业，事关海军装备与民用生产。1952 年 5 月，

周恩来致电在莫斯科谈判的萧劲光，指出需聘

［6］  参见《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 7 册，第 118 页。　 

［7］  参见《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 8 册，第 321 页。　

［8］  参见《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 12 册，第 428 页。　

［9］《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 3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99 页。

［10］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册，第 108 页。　

［11］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册，第 203 页。　

［12］参见《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 10 册，中央文献

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10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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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苏联专家来华实地调查并商定“造船分布和

分类计划”，请苏联专家来华帮助设计和解决“造

船工业的组织及其与海军造船部的分工”，“建

立内燃机厂和水鱼雷工厂”，以及“在第二个

五年计划中解决大部分造船器材”等问题。［1］

此外，在钢铁、化学、制造、电器、能源、食

品等工业生产领域，周恩来同样重视苏联专家

的聘用。例如，1951 年 4 月，周恩来批复同意

政务院财经委计划局会同该局苏联顾问沙特洛

夫斯金、重工业部苏联顾问斯莫林等讨论建设

汽车装备厂问题的结果，即在北京建立一个汽

车装备厂。［2］1953 年 9 月，周恩来批示外贸部

在与苏方签订武汉冻肉厂建设合同时一并签订

第一批专家组合同，并要求督促苏方尽速派出

专家六人来华。［3］这一时期，在周恩来的重点

推动下，苏联专家有效参与了我国工业领域相

关重大项目的建设，为新中国工业的恢复、发

展以及成体系地推进工业化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发挥苏联专家在国防军事领域的参

谋作用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军事斗

争形势，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工作任务十分繁重。

与此同时，人民军队的正规化建设也被提上了

日程。周恩来多方协调苏联专家来华担任军事

顾问和技术专家，在军事斗争和国防装备领域

积极争取苏联的技术援助和人才支持。

一是为配合抗美援朝作战准备和实战需要，

积极争取苏联派遣专家来华并肩战斗。朝鲜战

争爆发后不久，周恩来于 1950 年 7 月即建议中

央同意“为东北军区空军司令部聘请十五个至

二十个空军顾问”［4］。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

战后，为强化后勤补给，周恩来于 1950 年 12

月提出，请苏方派遣五位军事运输顾问来华帮

助军运工作。随后，斯大林回复称，“所要之

［1］《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 6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361 页。　

［2］ 参见《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 4 册，第 329 页。　

［3］ 参见《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 9 册，中央文献出

版社 2018 年版，第 124 页。　

［4］ 《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 3 册，第 65 页。　

专家即将于日内派往中国”［5］。为保障空军参

战和修建机场，周恩来于 1951 年 3 月争取苏方

“在每个钢板机场派十五名专家，在每个洋灰

机场派一二名专家进行指导”［6］。

二 是 协 调 军 兵 种 建 设 方 面 的 苏 联 专 家 来

华进行指导。由于新中国成立后的海军、空军

建设基础较为薄弱，周恩来积极协调苏联专家

来华协助海军、空军建设。在海军建设方面，

1950 年 4 月，周恩来致电苏方望其按照约定向

我国派遣海军顾问团和教练员，以“介绍你们

宝贵的经验和教育我们的海军干部”［7］。1951

年 12 月，周恩来与苏方商议并征得同意，对当

时来华海军顾问 255 人中即将期满的 164 人“延

期至一九五二年底再行回国”，并提出增聘顾

问 209 人，以担任“各海军司令部及各学校顾

问和教官”并协助“建立海军空军的顾问和教

官”。［8］在空军建设方面，1950 年 5 月，周恩

来致电苏方，督促其按照协定派遣我空军混成

旅、空军团及机务队所需顾问人员 43 名，并确

保顾问人员与所需器材同时到达。［9］

三是协调军事训练方面的苏联专家来华承

担军事教学、训练等工作。1950 年 3 月至 4 月，

周恩来先后两次为航空学校扩充急需教员一事

致电苏方，要求“设法使教员、指导员能在五

月一日以前到达中国”［10］，在发来飞机以及航

空器材的同时，“所请顾问人员，亦请同时派

来”［11］。

四是在争取订购苏联先进武器装备的过程

中同步协调苏联专家来华，帮助解决相应领域

的装备使用和维护修理等困难。例如，1950 年

8 月，周恩来致电苏方，提出由于在中国华东和

东北“必须建立可靠的防空指挥和通讯联络机

构”，因此“有补充聘请军事顾问人员之必要”，

拟聘计划为“军事顾问 64 人，其中军区顾问 26

［5］ 《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 3 册，第 605 页。　

［6］ 《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 4 册，第 246 页。　

［7］ 《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 2 册，第 303 页。　

［8］   参见《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 5 册，第 555 页。　 

［9］   参见《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 2 册，第 304 页。

［10］《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 2 册，第 208 页。　

［11］《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 2 册，第 29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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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空军顾问 38 人”。［1］通过周恩来这一时

期的争取和协调，一批苏联专家来华后有序参

与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促进了人民军队的正

规化现代化建设，特别是在提升我军军事训练

水平和现代化武器装备的使用和维护能力方面，

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效果。

（四）发挥苏联专家在科技教育领域的协

助支持作用

20 世纪 50 年代，我国科学技术、高等教育、

医疗卫生等领域总体上还较为落后，为了尽快

赶上先进国家，周恩来在这些领域积极争取苏

联专家来华协助开展顾问、调研等工作，帮助

提升我国科技文化水平。

在科技方面，周恩来注重发挥苏联科学家

对我国科技战略规划和科学研究、技术创新的

咨询作用。1955 年 5 月，周恩来根据我国在第

二至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大型机组不足而中小

型机组多余的状况，请苏方就大型发电设备制

造给以技术资料、生产专家等援助。［2］1956 年

2 月，周恩来致电苏方，专门邀请苏联科学家

来华短期讲学并协助我国科学家拟制发展我国

科学事业的长期规划。同年 3 月，苏方同意派

出包括机械学家布拉莫拉沃夫、水工学家茹克

等在内的 16 位杰出科学家来华讲学并作决策咨

询。［3］

在教育方面，周恩来多次为高校聘请苏联

专家事宜进行协调。例如，1950 年 4 月，他批

复同意苏联专家菲里波夫教授“最近返莫斯科

为北京人民大学选聘教员和搜集教材”［4］。同

年 5 月，致信东北局同意哈尔滨工业大学聘苏

联专家 10 人。［5］7 月，协调旅大区在中国机关

兼任俄文教师等工作的苏军军官、家属、苏侨

等的延聘问题。［6］

在医疗卫生方面，周恩来根据国内形势，

及时争取苏联专家开展突发疫情处置，做好国

［1］《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 3 册，第 154-155 页。　

［2］ 参见《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 12 册，第 254 页。　

［3］ 参见《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 13 册，第 115 页。　

［4］《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 2 册，第 282 页。　

［5］  参见《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 2 册，第 430 页。

［6］ 参见《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 3 册，第 92 页。　

际医疗专家来华开展细菌战争事实调查的组织

工作。1951 年 1 月，由于“新疆省最近牛疫猖獗，

而且蔓延甚广”，周恩来向苏方“临时聘请专

家 来 新 帮 助 防 治”［7］。1952 年 6 月， 周 恩 来

根据苏联医学科学院副院长兼细菌学教授儒可

夫·费勒什尼克夫的建议，增请到 4 位苏联专

家“来中国帮助研究各种昆虫、病菌、病毒”［8］，

以进一步证实美帝国主义对华实施细菌战争的

事实。

这一时期，在周恩来的密切沟通和部署推

动下，苏联专家积极参与我国科技、教育、卫

生等领域的相关工作，对我国推动实施科技战

略规划、建立和发展高等教育以及提升医疗卫

生水平等，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有效推进来华苏联专家工作的                   

规范化制度化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在领导来华苏联专

家工作的过程中坚持实事求是，立足我国具体

国情，不断总结经验和不足，逐步建立起苏联

专家工作的相应流程、规范与制度，极大促进

了包括苏联专家工作在内的新中国外国专家工

作的规范化制度化。

（一）指导设立苏联专家工作专门机构

为了加强对来华苏联专家工作的统一管理，

周恩来于 1953 年 6 月就我国政府聘用苏联专家

工作中存在的不足等，分别与苏联驻华大使库

兹涅佐夫及政府系统代总顾问、军事总顾问、

苏联驻华商务代表进行两次谈话。在此基础上，

周恩来就统一管理苏联专家工作问题向毛泽东

报告，提出：为统一管理专家工作，并办理专

家聘请、分配和进行专家工作的联系和检查，

提议在政务院下设专家工作小组，由伍修权等

九位同志组成，以伍修权为组长。政务院下设

专家工作办公室和专家招待处，归政务院直辖，

为专家小组之办事机构。同时提出：“今后统

一经苏联大使馆办理各系统增聘、换聘、延聘、

辞聘专家的手续的意见。对各部门专家帮助审

查聘请专家名单事，同意专家只帮助核对专家

［7］《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 4 册，第 45 页。　

［8］《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 6 册，第 4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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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长，可不对聘请数目提意见，但希望总顾问，

如果可能的话，仍对聘请顾问数目问题提些意

见。”［1］同月，周恩来召集聘有苏联专家的中

央各部委负责人会议，讨论改进专家工作问题，

并根据本次会议精神起草了关于加强专家工作

的决定。［2］同年 9 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

强发挥苏联专家作用的几项规定》，指出了专

家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制定了为更好发挥专家

作用的九个方面规定。其中指出，各部门“每

半年应对苏联专家的工作按上述各项规定进行

一次全面检查”，并“抄送政务院专家工作办

公室”。［3］1954 年 4 月，政务院下设的专家工

作办公室和专家招待事务管理局合并组建为政

务院专家工作局，开启了全面统筹外国专家工

作的新篇章。

（二）指导建立联系苏联专家工作制度

周恩来十分注重与来华苏联专家的沟通交

流，推动建立政府、企业、学校等负责人联系

专家机制，以密切与专家的联系，更好地发挥

专家作用。1950 年 6 月，周恩来致函陈云，提

出：“今后凡有苏联专家工作的机关、企业的

负责人，务必将本机关、企业的生产业务计划

扼要地告诉苏联专家，而对于各地工业生产的

情况和中央人民政府对工业生产方针、计划的

指示，不论是报纸上登载介绍或单独发布的，

均应尽一切可能有计划地指定专人经常找苏联

专家面谈。”［4］同年 12 月，周恩来批准《关

于加强专家工作的几项具体办法》，其中规定：

“每月由周恩来、陈云、李富春、薄一波分别

向专家作一次关于中国政治情况和各种政策问

题的报告”，“每三个月召开一次专家工作汇

报会”。［5］随后，政府各部门制定了负责人定

期会见专家组长的制度。

鉴于各部门党组和党委会议在我国政府系

统和军事系统研究决策中的重要作用，周恩来

［1］《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 8 册，第 351 页。　

［2］  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册，第 308 页。　 

［3］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 年 10 月—1966 年 5 月）》

第 13 册，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329 页。　

［4］《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册，第 45 页。　

［5］《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册，第 104 页。　

于 1953 年 6 月与苏联驻华大使库兹涅佐夫等交

谈时提出，党组或党委会议如讨论“最重要的、

带方针政策性的和涉及各部门全面计划性的工

作”，首席顾问或专家组长参加会议仍然是必

要的。［6］在一天后的第二次交谈中，周恩来再

次强调，“各部门首席顾问或专家组长在必要

时参加党委（军委系统）或党组（政府系统）

会议事，仍是需要的”［7］。同年 9 月，中央印

发的《关于加强发挥苏联专家作用的几项规定》

中明确，各部门的主要负责同志必须“定期向

专家介绍本部门的工作情况、工作计划”，“虚

心听取他们的建议和意见”。［8］1956 年 10 月，

周恩来在讨论苏联援助我国“二五”计划问题

时强调，“对专家的意见要认真地处理，能做

的做，不能做、有困难或暂时不能做时，应向

专家说明，冷淡不理和盲从都是不对的”［9］。

周恩来在联系苏联专家方面身体力行，除规定

的定期向专家作报告、研究专家工作外，还经

常征询专家建议、听取专家意见、协调专家工作。

例如，1950 年至 1951 年，周恩来多次与苏联政

府派驻我国的军事总顾问沙哈诺夫会谈，就我

国东北防空、军委组织机构设置及编制、军事

后勤供给、机场建设、军事训练等充分讨论。

（三）强调做好苏联专家工作的纪律规矩

周恩来对苏联专家成批次来华工作后遇到

的管理服务问题十分关注，多次指示相关部门

要做好安全、保密等工作。1950 年 12 月，周恩

来在东北局给中央的报告上批示，要求对“苏

方个别人员……违反纪律的，要妥善处理”，“防

止反革命分子利用这些事情挑唆和苏方人员的

关系”，同时要求“和他们商量建立各种制度（例

如外出制度、文化娱乐生活等），以便巩固他

们的威信，保持与群众良好的关系”。［10］同年

4 月，周恩来就新华社播发中苏石油股份有限公

司大批勘探队员（包括苏联专家）出发在天山

南北勘探石油稿造成泄密一事致信胡乔木、陈

［6］  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册，第 306 页。

［7］ 《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 8 册，第 353 页。　

［8］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3 册，第 330 页。　

［9］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册，第 626 页。　

［10］《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 3 册，第 70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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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吴冷西，明确“此类新闻不应发表”［1］。

1952 年 3 月，周恩来就苏联防疫专家到东北开

展防御细菌战研究致电东北防疫委员会，要求

“今后一切最重要的和机密的研究工作，都在

沈阳进行。凡经苏联专家研究有结果并可公布

者，均以研究组名义公布”［2］。为加强密切合

作和做好在华决策咨询、技术顾问等工作，周

恩来于 1954 年 3 月在中央人民政府对外贸易部

副部长李哲人关于向苏联提供贸易资料问题给

中央有关同志并报周恩来的报告上作出批示，

要求“一切贸易资料凡经审查可靠者，可给苏

商务代表处一份，如不可靠，则不要给”，同

时强调“如系密件，则可按期（譬如一月一次）

编为谈话稿子，择要写上”，报请审核后“由

李哲人每月与苏代表面谈一次”。［3］

四、积极为苏联专家在华工作                    

提供条件保障

周恩来在领导苏联专家工作时强调，我们

“有责任帮助专家了解中国情况，了解我们政策，

更重要的是帮助他们工作，并解决他们生活困

难”［4］。为了保证来华苏联专家能够安心工作

和发挥作用，周恩来注重从工作条件、薪酬待遇、

生活服务、接待礼遇等方面统筹协调，尽可能

地提供必要的条件保障，最大限度地支持专家

工作。

（一）为苏联专家调配翻译等协助工作

苏联专家来华工作，首先需要解决语言沟

通障碍。新中国成立后的较长时间内，我国专

门翻译人才十分紧缺，不少部门的苏联专家因

缺乏翻译人员而导致工作遇到极大困难。［5］随

着成批次的苏联专家来华工作，周恩来根据各

领域轻重缓急程度尽最大努力调配翻译人才，

以保证相关部门、单位专家的工作需要。1950

年 11 月，“为解决目前军事情况各兵种所急需

的俄文翻译干部”，周恩来协调抽调俄文翻译

［1］《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册，第 296 页。　

［2］《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 6 册，第 225 页。　

［3］《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 10 册，第 125 页。　

［4］《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 2 册，第 262 页。　

［5］ 参见《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 1 册，第 406 页。　

550 人，分配至空军、炮兵、战车、防空、海军、

军校、后勤、军区、军委直属九类部门以协助

苏联专家做好翻译保障工作，同时要求各兵种

单位需要俄文译员直接“向各兵种中央机构要

求解决”。［6］1951 年 8 月，周恩来就中国人民

解放军航空学校委托哈尔滨外语专科学校代为

训练的俄文班 24 名学生的分配问题，批示同意

调其中 12 名回空军司令部工作，余下 12 名“分

配至急需部门”。［7］除翻译人才以外，大部分

苏联援华项目需要我国专业技术人才协助苏联

专家工作，周恩来为此周全考虑，积极加以协

调。例如，周恩来于 1956 年 7 月签署《国务院

关于一九五六年暑期全国高等学校毕业生统筹

分配工作的指示》，指出该分配方案“尽先照

顾了科学研究、高等学校的师资、工业部门（特

别是国外设计项目）的需要”［8］。

（二）保证苏联专家的工作生活条件

苏 联 来 华 专 家 的 薪 酬 待 遇 标 准 主 要 根 据

1950 年 3 月中苏两国政府签订的《关于苏联专

家在中国工作条件的协定》执行。《协定》明

确规定了援华苏联专家在华期间的待遇：包括

“按照现在或将来为中国同等职务与资格之中

国专家所规定薪俸标准，以中国货币付给”薪俸，

同时“保证供给彼等以相等的中国专家所享有

之其他一切条件，包括食粮及工业品之供给，

以及薪俸以外之补贴等等”。［9］在专家住房、

资料、电信等生活服务方面，周恩来同样尽力

加以协调解决。例如，1950 年 2 月，周恩来以

中央名义致电东北局，要求为苏联专家组人员

提供“一个较宽敞的旅馆”作为住处，同时要

求帮助苏联专家工作的译员及招待人员要“谨

慎选择，以保机密”。［10］同年 3 月，周恩来指

示驻苏联大使馆搜集苏联国内关于管理档案的

参考资料以及关于图书管理法的参考资料并在

搜集后速送中央，“因苏专家需参考此类材料

［6］   参见《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 3 册，第 438 页。　

［7］  《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 5 册，第 189 页。

［8］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册，第 606 页。　

［9］  《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 1 册，第 251 页。

［10］《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 2 册，第 1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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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讲授”［1］。

（三）给予苏联专家应有的礼遇

周恩来认为，苏联专家是应邀来华帮助新

中国建设的，应当尊重、团结、关心他们，给

予其应有的礼遇。一是要求热情且周到地做好

苏联专家的接待工作。周恩来对苏联专家来华

工作的接待以及工作期满回国专家的欢送等均

予以高度重视，多次亲自部署并提出明确要求。

例如，1950 年 6 月，周恩来致电聂荣臻及沈阳

市负责人，要求做好苏联加派的 8 名炮兵顾问

的招待工作。［2］二是采取多种方式肯定苏联专

家的援华表现并致以谢意。周恩来通过工作报

告、报刊撰文、对外电报、宴会致辞、座谈发

言等方式，代表中国政府感谢苏联专家为新中

国建设付出的努力和作出的贡献。1951 年 1 月，

周恩来在政务院财经部门苏联专家工作座谈会

上向苏联专家表示感谢，认为“一年多来，苏

联专家在财政、工业、交通、银行、贸易、水

利等部门的工作，方向是正确的，工作态度是

非常认真和热情的”［3］。1953 年 2 月，周恩来

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作政治报告，认为

“苏联先进技术和专家的帮助”［4］，为新中国

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及国家的巩固作出了贡献。

1955 年 2 月，周恩来在《祝贺中苏友好同盟互

助条约五周年的电报》中指出，苏联政府先后

“派遣大批优秀专家帮助中国建设”，给予我

国“以科学、技术和工业上的帮助”。［5］这一

时期，我国政府通常在国庆节以及庆祝十月革

命胜利等重要节点举行苏联专家招待会，周恩

来对此进行了精心安排并发表讲话。例如，周

恩来在 1954 年举行的招待苏联专家宴会上指出，

新中国取得的许多成就“是同全体苏联专家的

高度国际主义精神和忘我劳动分不开的”［6］。

三是通过颁授奖励、荣誉等表彰优秀苏联专家。

［1］《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 2 册，第 231 页。　

［2］ 参见《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 2 册，第 5-6 页。　

［3］《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册，第 114 页。　

［4］《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 8 册，第 79 页。　

［5］《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 12 册，第 80-81 页。　

［6］《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 11 册，中央文献出版

社 2018 年版，第 362 页。　

1954 年 7 月， 周 恩 来 签 署《 给 南 昌 三 二〇厂

苏联专家（阿·依·查依彩夫）的感谢状》，

感谢其“帮助我国胜利地完成了雅克—十八型

教 练 机 的 试 制 工 作， 并 创 造 了 成 批 生 产 的 条

件”［7］。同年 11 月，周恩来向第一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提出关于向苏联政府派来中国的专家

赠送“中苏友谊”纪念章和证书的议案［8］，标

志着向苏联专家颁授荣誉工作步入了制度化实

施阶段。

五、结语

20 世纪 50 年代，周恩来在领导和组织来华

苏联专家工作中始终坚持党的外交方针，在专

家聘请、管理使用、服务保障等方面进行了富

有成效的探索，作出了重要贡献。这突出体现

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在战略全局上对做好苏联专家工作

进行了谋划推动

聘请大批苏联专家来华工作，既是在 20 世

纪 50 年代这个特定时代条件下中苏两国友好关

系发展的结果，更是我国党和政府基于恢复和

发展国民经济的现实需要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

周恩来以战略眼光和全局视野直接领导了来华

苏联专家工作，把做好苏联专家工作融入宏观

调控、工业生产、国防军事等重点工作，有效

发挥了苏联专家在决策咨询、技术顾问、参谋

训练等方面的协助作用。在这一过程中，周恩

来深入思考如何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情下

既合理利用国外智力以加快国家建设又能保持

自身的独立性问题，提出了争取外援但不依赖

外援、“以少而精与必要为好”、立足国情发

挥专家作用等理念与导向，为在苏联专家工作

中贯彻“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

针和赢得战略主动确立了思想基础与总体原则。

（二）探索建立了有利于发挥苏联专家作

用的工作体制机制

苏联专家大规模、成批次地来华工作，在

为新中国建设注入支持力量的同时，也对做好

苏联专家工作提出了挑战。周恩来在领导苏联

［7］《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 11 册，第 199 页。　

［8］  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册，第 4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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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工作中直面困难和不足，在较短时间内建

立了有助于发挥苏联专家作用的工作体制机制。

其中，针对中央各部委在聘请和管理苏联专家

工作中存在的统筹不够有力、信息沟通不畅、

发挥专家作用不到位等问题，周恩来提出在政

务院设立专家工作局作为开展苏联专家工作的

专门机构。为强化政府主管部门、专家聘用单

位与苏联专家的紧密沟通与通力协作，周恩来

提出了做好苏联专家工作的“坚持团结、坚持

原则、多做工作”的基本要求，逐步建立了专

家列席相关会议、定期向专家通报情况、给予

专家表彰激励等工作机制，并在专家待遇、安

全保密等方面形成了工作规范。周恩来关于苏

联专家工作规范化制度化的思考、部署与举措，

保证了苏联专家能够扎实有效地开展工作，也

为此后我国在不同时期和不同条件下做好外国

专家工作打下了重要基础，提供了经验借鉴。

（三）在亲自抓好苏联专家工作上作出了

榜样示范

周恩来坚持把做好苏联专家工作作为加强

中苏友好互助的重要纽带，在领导和组织 20 世

纪 50 年代的苏联专家工作中做到身体力行，兼

顾重大事项的决策统筹与关键环节的组织部署，

亲自推动了苏联专家工作的有序高效开展，为

引进和用好苏联专家资源作出了卓越贡献。周

恩来参照《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相关规定，

加强与苏联政府的经常化外交沟通，在争取急

需领域苏联专家来华工作以及发挥专家作用等

方面作了大量的外交努力，促成了中苏两国在

共同做好苏联专家工作上持续了一个较长时期

的友好互助局面。周恩来把做实苏联专家工作

摆上政府工作的重要议程，定期组织中央各部

委负责人研究苏联专家工作，听取相关汇报并

协调解决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重大问题，有力推

进了苏联专家工作的规范化和高效能运行。周

恩来带头联系苏联专家，善于听取和采纳苏联

专家的合理化意见建议，尊重和肯定苏联专家

为新中国建设作出的贡献，同时在条件保障上

给予苏联专家细致周到的关心帮助，受到了来

华苏联专家的普遍好评。周恩来的这些亲身实

践，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做好外国专家工

作作出了榜样示范。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

“‘156’项建设工程资料整理与相关企业

发展变迁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为

19ZDA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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