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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将事实用文字记录下来，可以起到“存

世、资治和教化”的重要作用。

科技团体是科学技术人士结成的社会组织，是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

产物。北京是历史名城，是现代科技文化交流中心，人才荟萃。北京科技文化团体

不但在全国成立最早而且数量也较多o 16世纪中叶，明嘉靖一隆庆年间，由太医徐

春甫发起在顺天府(今北京)建立了我国最早的科技团体——一体堂宅仁医会，有

会友46人o“五四”运动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思想的传入，北京陆续建立

了一批学会。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定都北京，北京科技团体更如雨后春笋

迅速发展，并于1963年建立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截至2000年，北京市科学技术

协会由142个学会、18个区县科协、172个企业事业单位科协和8个高等院校科协

组成，拥有会员40多万人。

客观而忠实地记载北京科技团体、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及其前身几百年、近百

年、近几十年的发展历程，记录科协成员做出的有影响的重要事迹，既有利于当代

更惠及后世。第一，对人们鉴古励今，继往开来，鼓舞斗志十分有益；第二，可供

后人从历史长河中总结经验，求索规律，指导工作，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其固有

的价值愈将清晰凸显；第三，《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志》的出版还将为兄弟省市科

协、港澳台同仁、国际友人了解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提供了方便，为我们扩大交往，

广交朋友起到一定作用；第四，通过回顾科技团体的发展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科

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对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从而进一步促进“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风尚的形成。 ．

科协的昨天已载入志书，科协的明天还要靠我们去创造。让我们以江泽民同志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奋力拼搏，开拓创新，书写更加辉煌灿烂的篇章。

甲拈彳
2001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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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

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的历史与现状。

二、本志分历史沿革、学术交流、科学技术普及、科技培训、科技咨询、团结

联系科技工作者、经费与场所、人物共8篇，前设概述，后设大事记和附录。

三、本志贯通古今，详今明古，上限追溯到科技团体的发端，下限互2000年

底。

四、本志设人物篇，记载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历届主席、副主席及在历届委员

会中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以生年为先后顺序排列。

五、本志采用的全市性的数字，以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年报为准。年报中缺遗

的数字，以档案记载的为准。

六、本志纪年，古代到1949年9月采用中国历史纪年与公元纪年对照方式书

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用公元纪年。

七、本志计量单位一般按1984年2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执行。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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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简称市科协)是北京地区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群众组织，是中国共

产党北京市委员会领导下的人民团体，是党和政府联系科学技术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是国

家推动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是由全市性学会、协会、研究会(简称学会)，区、

县科协，市属及国家在京的企业、事业单位科协和高等院校科协组成；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的地方组织，接受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业务指导。它的宗旨是：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

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团结和动员科学技术工作者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促进科学技术的

繁荣和发展，促进科学技术的普及和推广，促进科学技术人才的成长和提高，促进科学技术

与经济的结合，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反映科学技术工作者的意见，维

护科学技术工作者的合法权益，为科学技术工作者服务。 。，

市科协的前身是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北京分会(简称市科联，1952年成

立)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北京分会(简称市科普，1953年成立)。1958年市科联、

市科普合并，成立市科协筹委会，1963年市科协正式成立。

几十年来，在中共北京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关怀下，新老科学家和广大科技工作者长期

培育和悉心维护，市科协及所属学会和基层科协，广泛开展活动，取得了很大成绩。

由于北京不仅是新中国的首都，又是千年古都，它具有长期历史发展积淀的中华先进科

学文化的深厚底蕴，北京各种文化、科学团体，在全国相对讲，建立最早，数量也较多。北

京的科学团体，缘起于16世纪中叶、明朝嘉靖一隆庆年间，由太医徐春甫发起建立了我国

最早的国医会——一体堂宅仁医会。 。，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西方先进科学思想的引入，从清代末年到辛亥革命、民国年

间，学术团体纷纷建立，时断时续。但真正具有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学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前，在北平保留下来的大约有27个。学会的学科范围包括：地质、天文、生理、医学、

护理、古生物、物理、化学、数学、药学、动物、昆虫等专科门类，也有少量综合性学科团

体。其中全国性学会17个，北平地区分会10个。

新中国建立后，至1963年市科协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时，市学会(不含在京

的全国性学会)42个，会员2万多人。到2000年，市科协第五届委员会期间，市学会已有

142个，会员23万多人，同时基层科协组织有了很大的发展，有区县科协18个。厂矿科协

172个，高校科协8个。

市科协和学会的主要工作和活动内容，经过多年实践，已形成了它的基本模式’：开展国

内国际学术交流，进行科学技术的传播与普及，组织科技培训，提供科技咨询服务，团结联

系科技工作者，建设科技工作者之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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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软科学研究以及与部分社会科学学科交叉领域的学术交流活

动，内容丰富，市科协及学会多次成功地举办了国际学术讨论会及展览会。仅2000年的统

计，开展的学术交流活动(包括国内外学术会议、学术报告等)2000多次，参加30多万人

次。科技出版物(期刊、图书、论文集)160种，科技报纸5种。科技协作、咨询、服务约

6000项。科技工作者提出的建议，仅据1988年至2000年统计，被市领导批示或市委、市政

府信息等刊物采用的有200多项。

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市科协和学会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在最初几年就着力

于厂矿的协作攻关活动，并取得了成效。电机工程学会与通州区微电机厂攻关制成了高性能

雨刷微电机，机械工程学会与有关研究单位研究成功多种谐波齿轮，还有硅酸盐学会组织研

制的青钢玉，航空学会的先进电镀技术的应用，等等。有的成果获得了当年科技进步奖。这

些活动对促进科研与生产的结合，起了突出的示范作用。植物、地理等7个学会的专家最先

组织了对京郊灵山、百花山等12个自然保护区进行科学考察；水利等十几个学会对北京水

资源及生态环境，做了系列的科学考察；市科协还组织了多学科专家对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

划，进行了多次系统的学术讨论。以上提出的建议方案，均得到了市领导及有关部门的批示

和肯定。1980年10月，陈春先等几位科技人员率先走出研究室，创办了北京市第一家民办

科研机构——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开始向民营科技企业的道路迈步。这

些活动无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科技团体的前瞻性和开创性的特点。 。，‘

。

市科协及所属团体开展的科技普及工作量大面广，包括城市和农村科普、培训，青少年

科技普及教育、竞赛等，2000年，全市有300多万人次参加。每逢举办大型活动，如“科

技周”。则由市政府直接领导，办公室设在市科协，从中央在京单位到市、区、县、乡镇街

道总动员，声势浩大，活动内容丰富，参加者一般在百万人次左右。1988年“北京科技活

动月”始办时，参加者达数百万人次之多。开展这些活动，市科协、学会系统都要组织提供

科普图书、报刊、资料，近年来有了更多的声像资料，建立了科普基地、网站，‘因时因地制

宜，形式多样，丰富多彩。 一 ：．，．

’科技培训除主办讲座、报告会、短期培训班外，还创办了院校，组织了远距离教育。科

技咨询服务，为科技成果的转化，进入市场，多年来建立了相关的技术市场咨询工作机构，

用合同方式开展工作。 ．。
：．·

作为首都的科协和学会，开展活动的一个重要特点和优势是，全市20多万学会会员中，

中央单位和全国最高科技机构的科技人员占到了50％以上，高级职称以上的专家、学者、

教授大都在学会之中。这就为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科普、对青少年进行科技教育，提供了

更加优越的条件；为首都科技、经济、城市建设服务在客观上形成了较大的优势。多年来，

市科协利用这个优势，组织和吸引这部分高级专家为北京市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国内外知

名的德高望重的科学家茅以升、王大珩、顾方舟、陈佳洱等院士，历任市科协主席。肖英、

田夫、陈绳武、任湘、王兆熊、季延寿、刘培温，先后任市科协党组书记、副主席0在科协

历届委员会中，中国科学院院士、工程院院士、有高级职称的技术专家、研究员0教授，占

到了很高的比例。 ’。 ．‘ ．

市科协所属的学会、协会、研究会，都是经市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法人团体，各自独立

自主地开展科技活动。市科协作为业务主管部门，定期组织工作经验交流，．配合政府实行年

检。科协作为北京市政协的组成单位，肩负着代表自己团体、组织科学家参政议政、维护科

技工作者合法权益的职责。科协和学会还表彰先进团体和个人j面向社会倡导科学精神和职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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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道德。1982年，由茅以升主持103位知名学者、科技工作者发起签名制定的<首都科技

工作者道德规范>，得到市委、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协、国家科委领导的支持。中国科协并

向各省、市、自治区科协转发了<倡议书>、<首都科技工作者道德规范>全文。

近年来，市科协集中力量抓了4个拳头项目：作为科技普及龙头的“科技周”；为活跃

学术气氛、促进科技创新的“科技交流学术月”；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经济建设服务的

“金桥工程”；为市政府科学决策提出建议进行咨询的“季谈会”。这些重点活动，都取得了

较好的社会效益，得到市领导的重视和支持。在某种意义上有力地带动了科学团体工作的开

展，激发了科技专家们的积极性。

为保障科协系统活动的有效开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各团体努力开创新局

面，增强自身的创收能力，有了新的活力，不断取得成效。同时，政府部门给予了团体一定

工作人员编制和经费资助。

历年来，市科协系统在改革中，还创办了若干事业单位，有科技活动中心、科技咨询中

心、国际科技协作中心、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及科技报社、进修学院、电脑学校等。在

2000年建立了科协网络中心，并开展了多项网上科技活动。

在进入21世纪的新时代，市科协在邓小平理论、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思想的指引

下，在中共北京市委的领导下，将进一步团结和联系广大科技工作者，继续开拓前进，为把

首都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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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历史沿革

中国最早出现的科学技术群众团体是明穆宗隆庆二年(1568)在北京建立的“一体堂宅

仁医会”。民国八年(1919)“五四”运动后，医学、地质、天文、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

的一批学会相继在京成立。解放初期，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北京分会(简称市

科联，下同)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北京分会(简称市科普，下同)成立。1958年

11月市科联、市科普合并组成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简称市科协，下同)筹备委员会。

1963年7月市科协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在“文化大革命”中，市科协遭到严

重冲击，机构陷于瘫痪。1978年市科协恢复后，所属团体和基层组织迅速发展，到2000年

有学会、协会、研究会(简称学会，下同)142个，区县科协18个，企业、事业单位科协

172个，高等院校科协8个。

第一章市科协前身

第一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在京的科技团体

明穆宗隆庆二年(1568)，太医院御医徐春甫发起在顺天府(今北京)建立了中国第一

个科学技术群众团体——一体堂宅仁医会，有会友46人，订立“会款”22项，并对会友在

学术研究和医德医风方面提出要求。

清光绪廿一年(1895)，康有为、梁启超发起在北京成立了强学会，强调“．由学会讲求

之力”，提倡“专精农工商矿之学”。清光绪廿三年(1897)成立京师开西学会，以．“先尚通

而去塞，通其耳目，通其心知，通其血气，通其财力”。清宣统二年(1910)，由范静生、源

濂发起成立了以增进学术教育、发展社会文化为宗旨的尚志学会。

民国五年(1916)，在武汉于民国二年(1913)1成立的中华工程师学会迁到北平，’詹天

佑任会长。民国八年(1919)，少年中国学会在北平成立，李大钊任编辑部主任，毛泽东、

恽代英、张闻天等都曾是该会成员，该会主办的<少年中国》月刊在中国最早发表了爱因斯

坦的相对论。“五四”运动推动了中国科学与民主思想的发展，一些科学技术群众团体陆续

成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在北平建立并较有影响的全国性和地方性的科学技术群众

团体·(见表1—1、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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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l在北平建立的全国性科技团体

科技团体名称 成立时间

中国地质学会 1922．2

中国天文学会 1922．10

中华图书馆协会 1925．4

大中华科学研究社
‘

’，‘ 、

‘

1925

中国生理学会 1926．7

丙寅医学社 1926

中国古生物学会 ．
1929．8

中国营造学社 1929

中国数理学会 1930

中国物理学会 1932．8

华北工业协会 1932．12

中国地学会 1933．8

禹贡学会 1934．2

世界科学社 1934．7

金石学会
‘

1934

华北农业改进社 1935．3
’

中国博物馆协会 1935．5

‘】：袭1，2 1j匕平市地方科技团体

科技团体名称 成立时问

中华医学会北平支会 1922

中华护理学会北平分会’
’ 一

1923

中国化学会北平分会 1932

北平数学会’ 1933

中国动物学会平津分会
‘

1935

中国地质学会北平分会 1936

中国预防痨病协会北平分会 1946．5

中国药学会北平分会 1947．9

。中国物理学会北平分会 1947．10．10
。

中国昆虫学会平津分会 1947

第二节 市科联、市科普

．民国三十八年(1949)5·7月，中国科学社、中华自然科学社、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

和东北自然科学研究会等4个科学技术群众团体发起，邀请国内理、工、农、医等各界知名

人士及各地区的有关机关和团体的代表，在北平共同组成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

(简称科代会，下同)筹备委员会，并选举吴玉章为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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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8月18—24日，科代会在清华大学礼堂举行，有代表469人参加。中华人民共

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李济深，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黄炎培等出席了开幕式

并先后讲话。毛泽东主席接见了全体代表。会议决定成立“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

会”(简称全国科联，下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简称全国科普，下同)。 ，

1952年12月，市科联成立。1953年1月，市科普成立。

一、市科联

1951年2月10日，市科联筹委会在干面胡同31号召开成立大会，陆志韦主持会议，茅

以升、周培源、华罗庚等20人出席。同年2月24日，市科联筹委会召开第一次常委会议，

会议推选陆志韦为主任委员，茅以升、李宗恩为副主任委员，汤佩松为秘书长，华罗庚为组

织委员会主任委员，黄国璋为宣传委员会主任委员。

1952年12月1日，市科联在中国科学院大礼堂召开成立大会。大会由茅以升致开幕

词，全国科联副主席吴有训、侯德榜，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等到会并讲话。会议推选19人为

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委员。1954年5月30日，市科联在中国科学院大礼堂召开第二届代表大

会，百余人参加。茅以升致开幕词。全国科联副主席陈康白、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市文委秘

书长李续纲到会并讲话。大会通过了工作报告，讨论修改了会章，推选出由32人组成的委

员会。 · ‘
、 “

，
‘

市科联第一届委员会

(1952年12月1日一1954年5月30日)

．i． ．+

·’“ 。

主任委员 茅以升
。一

、4

’

副主任委员 江泽民赵进义

．．
秘 书 长 林榕’： ．‘ ，

。。

．‘

执行委员会委员， 卜慕华方钢朱和周池际尚 江泽民何慧德李立家沈宣春

。 茅以升，林榕陈占祥孙念台孙承谔许京骐杨恩孚钦俊德，

赵进义韩哲武罗玉成
’

-

’

市科联第二届委员会 一
’

(1954年5月30日一1958年11月11日)

主任委员茅以升

副主任委员 江泽民 赵进义

．． 秘书长许京骐
， 常务委员祁开智江泽民

． 邓家栋赵迸义

委 员王伏雄王恩多

李立家茅以升

陈锡鑫张景华

赵进义黎希乾

：、市科普

．‘ ‘．

何慧德金大勋茅以升

石毓尊

林启寿

章一华

戴念慈

朱智贤祁开智

武兆发金大勋

许京骐许鹿希

谭丁罗玉成

，‘
一

陈方济陈占祥陈锡鑫许京骐

江泽民余谦六。何慧德李欧

金芝轩祖德明陈方济陈占祥

贾大瀛杨遵仪邓家栋管致和
．

’‘

●

1951年1月19日，．市科普筹委会在干面胡同31号召开成立大会，大会主席王书庄，李

一帆等20人出席。大会产生由11人组成的常委会。同年1月24日，市科普筹委会召开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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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常委会议，王书庄主持。会议选举王书庄为主任委员，武兆发、李一帆为副主任委员，

李续祖为秘书处秘书长，王在田为组织部部长，黄宗甄为业务部部长。

1953年1月，市科普召开成立大会。会议通过了会章，选举产生了由钱崇澍等53人组

成的委员会。全国科普主席梁希，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市文委秘书长李续纲到会并讲话。

市科蕾委员会

(1953年1月--1958年11月11日)

主 席钱崇澍

副主席王书庄华南圭

秘书长葛春霖

常务委员王明之王书庄安朝俊

盂昭英陈本真陈芳允

钱崇澍戴文赛戴松恩

委 员王林壬天一王亚曙

任知恕祁开智安朝俊

·李晨李一帆李嘉祥

孟昭英陈力展陈本真

黄宗甄张子林张锡钧

管恕赵震普刘毅

宋匡我吴朝仁杜春晏李晨周志成周学庸

陈明绍华南圭殷祖英黄宗甄葛春霖管恕

王明之

吉作哲

周玉重

陈芳允

曾昭懿

钱崇澍

王书庄

沈谱

周志成

陈明绍

傅种孙

戴文赛

王隆甫

宋匡我

周明群

华南圭

葛春霖

戴松恩

第二章市科协

王鸿桢

宋春青

周家炽

徐楚波

程绍遇

魏正明

申伯贤

吴朝仁

周慧明

粱思謇

蒋潮

魏秀勤

左奇

杜春晏

周学庸

殷祖英

褚圣麟

市科协筹委会于1958年由市科联和市科普合并组成。市科协于1963年7月召开第一次

代表大会，正式成立。1966年5月至1978年2月，由于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被迫停

止活动，办事机构被遣散。1978年3月恢复工作，1980年、1986年、1991年、1997年，先

后召开了第二、三、四、五次代表大会。市科协组织机构逐步完善，为积极主动、独立负责

地开展工作提供了组织保证。

第一节筹委会

1958年11月11日。市科联、市科普的常务委员举行联席会议，根据中国科协第一次代

表大会的决议精神，决定由原市科联、市科普两个委员会的全体委员组成市科协筹备委员

会，由茅以升、钱崇澍任筹委会主任委员。届时，市科联有学会38个，会员1．8万人；市

科普建立科普会员工作组213个，会员5 670人。 ．

第二节 第一次代表大会

1963年7月29—31日，市科协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西郊友谊宾馆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

有472名，大会由钱崇澍致开幕词，茅以升作北京市科协筹备委员会工作报告，肖英作会议

总结。北京市副市长万里和中国科协副主席范长江到会并讲话。会议通过了<关于成立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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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科学技术协会的决议>，大会选举产生由99人组成的市科协第一届委员会。届时市科协有

学会42个，会员2万余人。

主 席茅以升

副主席王竹溪

常务委员王之轩

沈谱

衰平书

潘梁

委 员丁舜年

王竹溪

江泽涵

吴华庆

周 匡

孟目的

陈永龄

孙珍宝

程绍迥

郑汝桥

刘培楠

龚升

王书庄

王竹溪

吴朝仁

梁思成

钱崇澍

王平

王明之

安朝俊

吴朝仁

周崧

俞家振

陈炳桓

梁思成

肖英

蔡旭

潘梁

市科协第一届委员会

(1963年7月31日一1980年6月16日)

田夫。江泽民

王明之王书庄

吴瑞萍周匡

程绍遇傅君诏

龚升

王序

王书庄

余谦六

吴瑞萍

周玉重

施嘉炀

陈善铭

时之瑶

肖淑英

熊大仕

卢树元

王林

王钧衡

何杰

吴德明

周炯巢

胡泽群

郭季芳

秦德远

杨昌乐

管致和

钱崇澍

吴朝仁

王德荣

周炯榘

肖英

王林

王绶瑁

沈勃

李连捷

周敏霞

倪志福

袁平书

黄坚白

杨春山

赵海泉

钱临照

秘书长潘梁孙洪。

副秘书长杨朝敢王纪刚。 林寿屏刘宏。

注：姓名右侧有*者，为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增补(下同)。

梁思成

田 夫

宗维新

杨朝饭

王涛

王德荣

沈谱

李嘉乐

宗维新

倪维桢

华国柱

张子林

杨朝假

赵进义

鲍文奎

肖 荚

江泽民

茅以升

褚圣麟

熊大仕

安朝俊

林寿屏

蔡旭

王谦王之轩

田夫。朱智贤

汪家镑汪通祺

李肇祥李墨林

茅以升范秉哲

陈琦陈发

徐剑平徐淑芹

冯志成傅君诏

杨鉴初杨遵仪

赵荣琛刘文桢

应崇福戴念慈

第三节 第二次代表大会

钱崇澍

沈勃

施嘉炀

熊大仕

王心田

江泽民

宋仲元

来晋炎

林寿屏

陈正仁

孙一焘

万选才

褚圣麟

刘述真

钟森

1980年6月16—20日，市科协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军区招待所举行，出席会议的代

表有615名。茅以升作《同心同德，奋发图强，为建设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现代化首都而奋

斗>的工作报告。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中国科协副主席裴丽生、中共北京市委书

记贾庭三到会并讲话。大会选举产生由151人组成的市科协第二届委员会。届时市科协有学

会71个，会员4．5万人，18个区县科协。

主 席茅以升

副主席王书庄 田夫

孙洪徐剑平

常务委员仇春霖王世之

吴祖光茅以升

陈杭陈明绍

市科协第二届委员会

(1980年6月20日一1986年9月11日)

任湘。沈克琦范济洲

张光斗张广厚蔡旭

王守觉王书庄王树信

范济洲林寿屏金瓯b

陈绳武。陆察明孙洪

林寿屏。金瓯b陈明绍陈绳武。

刘泽忠’钱伟长戴秀生谭壮

田夫任湘’江泽民沈克琦

封明为祝一新胡小弟高润芝

徐剑平翁心植黄乃昆张玉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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