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兰台世界 2013·2 月上旬

1949—1966 年是新中国科技工作艰苦

创业的时期,也是新中国科技发展史上的一

个“黄金时期”。该阶段党确定了对科技工作

的领导地位，建立健全了科技工作的领导体

制和工作机制，科技事业不断进取，取得巨

大成就，更为当今加快我国科技创新和发展

步伐提供了历史借鉴。
一、党对科学技术工作的领导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就十分重视科技

工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中规定：“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

农业和国防的建设。奖励科学的发明和发

现，普及科学知识。”[1]11

1.确定党对科技工作的领导地位。1954

年 3 月 8 日中共中央在给中国科学院的批

示中指出：“党必须关心科学研究工作，从各

个方面为科学研究工作的开展创立有利的

条件。”[2]164 毛泽东一再强调党对科技工作的

领导，他说：“提高劳动生产率，一靠物质技

术，二靠文化教育，三靠政治思想工作。”[3]124

而政治思想工作就是党领导科技工作的具

体体现。为加强党对科技工作的领导，1958

年 6 月 22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通过了

成立财经、政法、外交、科学、文教各小组的决

定，其中科教小组 6 人，聂荣臻任组长。由此

可知，对于科学技术工作的大政方针和具体

部署均由中共中央确定和部署，只是从政治

思想上、政策方针上、计划任务上加强领导，

至于学术问题，均由科学家研究决定，行政尽

可能少干预，给科学家以研究的自由。
对于党在领导科技工作上的失误，就必

须进行纠正。1961 年 7 月 6 日，刘少奇在中

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我们要进一步掌握科

学技术工作的规律性，不要瞎指挥，不要不

懂装懂。有偏就纠，无偏不纠。”[4]5281961 年，

为了纠正“左”的错误，进一步提高党对科学

研究工作的领导水平和工作水平，中共国家

科委党组和中共中国科学院党组共同拟订

了《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

条意见（草案）》（简称《科研工作十四条》）。

在这 14 条意见的基础上，国家科委主任聂

荣臻将一些政策界限和重要措施集中起来，

写成《关于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

请示报告》，从七个方面谈了党对科技工作

的领导问题。实践证明，《科研工作十四条》
中规定的方针政策和提出的具体措施，是完

全正确的。
2．建立健全科技工作的领导体制和工

作机制。我们建立了相对集中统一的科技领

导管理机构和科技研究机构，进而建立健全

科技工作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这既具体

体现了党对科技工作的领导，又有效地配置

了国家的科技资源。
新中国成立后，形成了国家科委与国防

科委、中国科学院组成的比较完善的国家科

技领导系统。1958 年 11 月，国务院成立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委员会（简称国家

科委）。1958 年 10 月，我国成立国防部国防

科学技术委员会，负责全国的军事科研任

务，国家科委与国防科委履行科学技术管理

工作的行政职能。1964 年 1 月国家科委重

新制定了工作条例，从而对全国各行各业的

科技工作进行了更为有效的管理和领导。
1962 年 11 月，国家科委发布了《关于省、
市、自治区科委任务的暂行规定》，既明确了

地方科委的任务，又理顺了二者的关系。中

国科学院于 1949 年 11 月成立，作为全国最

高学术机构和科学研究中心，实行对全国科

技工作的领导。
为使全国的科学技术力量按照合理分

工与合作的原则，我们党从新中国成立之初

就开始建立全国范围的科技研究工作系统，

到 1956 年，该科技研究工作系统已初步形

成。这个系统是由中国科学院、国务院各部

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科学研究机构、
国防系统和全国高等院校五个方面所组成。
在这个系统中，中国科学院是全国学术领导

和重点研究的中心，其工作方向是研究重大

科学基础理论问题，研究国家建设所需要的

最新技术，研究国民经济中综合性的关键性

的科学技术问题。高等院校则要加强教

学和科学研究的结合，使高校在某一门

或某几门科学领域内，逐步成为全国科

学研究的中心或中心之一。国务院各部

门的工作，要密切结合生产需要，把科

学新成果应用到生产中去，在有关科学

技术领域内，成为全国该专业的研究中

心。地方科学研究机构密切结合本地区

经济建设的需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开

展科学研究工作。
3．培养和造就科学技术队伍。发展新

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除了组建机构、加强

领导之外，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要

培养和造就一支宏大的科学技术队伍。如何

造就一支宏大的科学技术队伍呢？党主要通

过以下几个途径来进行：

第一，留用旧知识分子。新中国成立后，

党和政府对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旧知识分子

（包括科技人员），采取全包下来的政策，因

为我们自己还没有足够数量的知识分子，所

以要“端正方向，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教授、
讲师、助教、研究人员为无产阶级的教育事业

和文化科学事业服务”[5]464。从 1951 年 9 月至

1952 年秋，党在知识分子中开展了思想改造

运动，清除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

主义的腐朽思想的影响，树立了为人民服务

的观念，并在一定程度上纯洁了队伍。
第二，吸引海外学子回国。新中国成立

后，党和政府采用各种办法积极动员在海外

的学者、留学生回国。1952 年 4 月，教育部

发出了《接济国外留学生回国旅费暂行办

法》，以更好地解决留学生回国问题。从

1949 年到 1952 年底，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

会所属的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已接待

2000 多名回国留学生和学者。在 1953 至

1957 年间，由于国内开始了“一五”建设，加

大了对国外学者和留学生的吸引力，又有近

1000 人回国。
第三，培养新生力量。不管是改造旧知

识分子，还是吸引海外学子回国，其数量同

社会主义建设的需求相比还是远远不够的，

要造就宏大的科学技术队伍，必须自己培养

新生力量。为适应革命和建设需要，新中国

成立后党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并从 1951 年

至 1953 年进行了大规模的高等院校调整，

以培养更多的工业建设干部和师资。
二、党领导科技工作的成就

1949—1966 年新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

发展很快，我们可以说，我国进行现代化建

设的科学技术基础是在这一时期建立起来

1949—1966年
党对科技工作的
领导与成就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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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我国科学技术人员的骨干力量和工作经

验是在这一时期培养和积累起来的。
第一，建立了健全的科学技术体系，培

养和造就了一支较强大的科学技术研究队

伍。截止到 1965 年底，仅中国科学院、各部

门、各地方的科学研究机构，就达 1714 个，

是建国以前的 40 多倍，专门从事科学研究

人员达到 12 万人，截止到 1965 年底，全国

仅自然科学技术人员已达 245.8 万人，其中

研究生学历的 1.6 万人，大学毕业生学历的

113 万人。
第二，科学技术事业有了比较全面的发

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农业方面，选育和推

广了大量稻、麦、棉、玉米等 8 种主要作物

169 种优良新品种，基本掌握了 11 种病虫

害的发生规律和控制防治方法。工业方面，

初步掌握了冶金、纺织、石油、化工、机械制

造、水利水电、交通运输等主要产业的生产

和建设技术。医药卫生方面，控制和消灭了

多种流行病，具备了生产合成药物的技术能

力，在断手、断臂再植、烧伤治疗等领域达到

国际水平。在高技术和基础研究方面，成功

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在世界上第一次人

工合成牛胰岛素等。
这些科技成就都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广

大科技工作者，发挥主人翁的精神所取得

的，其中许多科技成果引起了世界的极大关

注，为中华民族赢得了极高的荣誉，标志着

中国科学技术事业开始了真正的复兴。
三、党领导科技工作的启示

第一，继续加强和完善党对科技工作的

领导，建立和健全科学技术发展的新机制。
在 17 年的科技工作中，我们形成了高度集

中统一的科技体制，在这种体制下，一切科

技工作均在指令性计划的指导下进行，这种

体制对于搞某些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如“两弹

一星”等具有独特的作用，它可以在党的直

接领导下，集中人力、物力、财力，一般可以

出色地迅速完成各项科研任务。所以当今在

重大科技攻关项目中，我们充分发挥社会主

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以促进我国

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中重大科技攻关项目

取得更大成绩。
第二，坚持自力更生与国际合作相结

合。建国后 17 年科技工作的一个重要特点，

就是在取得的所有重大科技成就中均坚持

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在发展中不断增强

自主创新的能力，努力实现科学技术的跨越

式发展，这既是我国科技工作的特点，又是

我们从事科技工作的经验。在当今全球化的

趋势下，中国的科技要强大，要屹立于世界

科林，必须打开国门，走向世界，博采众长，

为我所用。加强与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的交流

与合作必须是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
第三，适应科学技术革命发展的潮流，

努力促进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统一。
在 1949—1966 年期间，党在领导科技工作

中，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研究机关设立

在同一机构中，如 1949 年 11 月成立的中国

科学院就包括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机

构（如近代史研究所、考古研究所、社会研究

所等），其研究范围也涵盖了人文社会科学

的研究。1956 年，几百名优秀科学家拟订 12

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和哲学社会科学

发展规划，在制订规划的过程中，自然科学

家和社会科学家共同制订规划，这是自然科

学与人文社会科学走向统一的有效途径。这

是我们应该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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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1947 年，在华

日本侨民和战俘陆续被遣送回国。在这一过

程中，从遣返问题的提出，到制订遣返计划，

遣返的实施以至完成，美国因素一直贯穿始

终。本文试对美国在战后中国遣返日侨俘过

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作一初步探讨。
一、美国对在华日本侨俘遣返的决策

1945 年 7 月，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即将

取得胜利，美英中三国发出敦促日本投降的

《波茨坦公告》，公告提到：“日本军队，在完

全解除武装以后，将被允许返其家乡，得有

和平及生产、生活之机会。”[1]5 战后，盟国根

据这一精神开始磋商解决滞留海外的日本

侨俘问题，并进行遣返。
国民党军队在抗战结束时多处于西南、

华南等地，对将从东部沿海遣返日本侨俘显

然有些力不从心。更让蒋介石担心的是，中

共军队此时已挺进东北。为争夺东北，蒋介

石以帮助遣返日本侨俘的名义请求美国援

助。美国一口应承，并迅即派出海军陆战队

进驻华北。1945 年 11 月 20 日，驻中国战区

的美军总司令魏德迈给国内发回长电报，他

认为中国政府不可能独立完成日本侨俘遣

返，因为他们使用相当大部分的军队以及现

成的日本力量来保护交通线并对付中共，再

加上船只不足以及中共的军事行动，如要将

50 万日本人成功遣送回国，可能需要几年

的时间。他向中国政府指出：“美国帮助中央

政府运送大量中国军队进入华北、法属印度

支那和台湾的明确目的就是解除日军武装

并有利于日本人的遣返。”[2]654

战后中国百废待兴，急需各种人才。国

民党政府想利用部分日本技术

人员帮助中国的战后重建和恢

复经济。美国政府对此十分重

视。1946 年 6 月，国务院、陆、海
军三方协调委员会通过了关于

远东问题的报告，制定了美国对

遣返在华日本人的总政策：1.美

国支持从中国遣返全部日本人，

并准备继续帮助中国政府完成

这一任务。2.承认中国政府可能

有紧迫的理由将一部分特殊类

别的日本平民暂时留下。不过，

美国政府应该向中国政府提出：

（1）除了那些暂时为中国的重建

所必需的人以外，立即遣返在华

日本人的有利条件；（2） 只允许

那些其专业和技术能力为中国所急需的日

本人留下，而这些人过去的记录对中国的和

平和安全没有任何威胁，并不可能成为对日

本在大陆的影响重新抬头起作用的“楔子”。
3.日本军人的遣返应该优先于平民。4.给美

军指挥官的指令和美中军事指挥官之间达

成的协议已充分表明了美国将帮助中国政

府遣返在华日本平民回日本的办法[3]902。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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