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一献给3O年来热心于科协工作的
，● ●

‘

●

●

同志们和朋友们l
●



言

《苏州市科学技术协会志》成书刊印了。盛世修志，以利于追述

作者奋发努力，创造性地发展我们的事业。

．根据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要求，应从19 12年-(民国元年)写

起，到,985年止。由于本市到30年代才开始有少数科技团体，所以对

建国前的科技团体，只作简略介绍：由于下限时间是1985年，所以各

章所记的事实，人物、数字等都以1985年底为准，1986年以后的事都

不述及。 ．

。

’

在编写过程中得到市地方志编委办公室的精心指导，市科协现届

和往届领导同志的热情帮助，．谨致谢意。由于修志是一项新工作，编

者水平有限，难免有疏漏和不当之处，哎请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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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苏州的科学技术群众团体，早在三十年代就有中华自然科学社、

中华工程师学会和中华医学会等国内有影响的科技团体的分支组织，

起了集聚人才，切磋学术的作用。抗战期间受到摧残，到解放前，只
·‘

存在中华医学会和防痨协会在苏州的分支组织。

建国以后，随着党的科技事业的发展和本市工农业生产的不断增

长，于1956年前后建立了苏州市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和一部分自然科学

专门学会，同时也是全国科普协会和有关专门学会的地方组织。1958

’年9月：全国科联、．科普合并，：成立科学技术协会。苏州也于1959年

4月将当时的科普协会和专门学会合并，成立苏州市科学技术协会

(以下简称科协)，成为包括各自然科学专门学会和基层科协的金市性

+科技团体。 搿文化大革命’’期间，科协和学会的活动被迫停止，基层

科协也自然消失。粉碎膏四人帮”‘以后：’于1977年底在全市科学大会

上重新恢复市科协。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确路线的指引下，科协

‘的组织机构和各项事业蓬勃发展。到1985年底，全市已有市级学会
h (协会、‘研究会)68个，市区有30个厂矿成立了基层科协；在1983年

一． ．实行市管县的新体制后；．’共有县(市)：区一级科协10个：’县(市)、
‘

区一级学会(协会．研究会)142个，乡镇和街道科协172个；j市科技

咨询服务中心所属的科技咨询分部126个。城乡共拥有会员5万余人，

其中市区会员2万余人，初步形成了上下相通，左右相联，城乡结合

的科技团体网络。
‘

20余年来，市科协在市委的直接领导和市政府的重视、支持下，●
●

， 一I—



与兄弟团体密切配合，动员各级组织和广大科技工作者，开展了具有

自己特色的和富有成效的活动。例如围绕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所需要

的课题，组织多种形式的学术交流。活跃学术思想，探讨发展战略；适

应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商品经济的需要，开展农村群众性科技活

动，为农民脱贫致富，提高科学文化水平作出了贡献；为中小企业和

技术引进开展了大量咨询服务活动，促进了科技工作面向经济建设，r

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面向科技人员，面向社会开展多层次的技术

培训，推动智力开发；贯彻对外开放方针，开展国际科技交流．和协

作。同时在协助党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一科技人员发挥献身精神方面起

了纽带作用。作为党的科技工作的重要一翼，为全市社会主义物质文

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7．

但是科协的各项工作还存在一些差距，主要是：对党中央关于科

协的性质、任务、地位、作用的指示，领会贯彻得不够，工作中还缺

乏创新精神；有计划地面向经济建设，为经济建设服务，进行的时间

还不长，成效还不显著；从政治上、，工作上、生活上关心支持科技工．

作者，做好党和广大科技工作者之问纽带的工作还刚刚起步；对各级

组织的活动开展和组织建设等方面指导不够，发展也不平衡。

今后要继续在党的领导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发挥科协人才荟

萃，知识密集的优势，深化科协工作的改革，推动科技事业的群众

化、社会化，为振兴苏州而作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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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科协机构

- 第一节 苏州市科学技术普及协会
j ?’ 一．

1955年，中共苏州市委根据党中央关于搿向科学进军弦的号召和

部分科技人员的建议，决定筹建苏州市科学技术普及协会。是年1 1月
‘

5日成立该协会的筹备委员会。筹备期间。在本市30多个工厂、20多

个中等以上学校和10多个医院、门诊所建立了会员组织，发展会员

580多人。
，

1956年7月22日下午，在民治路第一文化馆召开会员大会，正式

成立苏州市科学技术普及协会(。以下简称科普协会)。：大会选举产生

市科普协会委员会．同时选出常务委员会和主席、鼽主席。，主席由副

市长潘慎明兼任，洪波、朱正元、沈振猛、陈王善继、吴玉麟五人为

副主席。常务委员会下设理，农，医，重工、轻工、建筑六个学组·

市科普协会是市委领导下的科学技术群众团体，是中华全国科普

协会的地方组织·市委对科普协会的建立非常重视，决定设置专职机

知 ．构，配备专职干部，经费列入市财政预算。确定民治路13号为协会会
●

址。
． ．．

●

，

一

市科普协会成立后，继续在全市主要工厂，学校、医院和农村发

， 展会员，到1959年初会员近3000人，分布在1．30多个基层单位。同时

在城乡开展各种科普活动，指导基层会员组织在本单位开展讲座．黑

板报、广播等科普宣传。

，
． 1958年7月，苏州市建立市科学工作委员会(后改为科学技术委



员会)，市科普协会的专职机构即与市科委合署办公。
●

第二节，苏州市科学技术协会
●

1958年9月，全国科联和全国科普在北京联合召开全国代表大 ·

会，大会批准两个团体合并，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简 ．

称中国科协)，同时担负起原来科联、科普有关普及与提高的双重任
’

务。
’。

．： ．

I_1
’

，’．

i， 当时苏州市除己建立市科普协会外≯还有医学会，物理学会等8

个专门学会，但是没有科联的地方组织l： ．：．- ．．一+

一一、a历届代表大会及委员会
；

1959年4月2日在市委召开的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作出决议，t将

市科普协会和各专门学会合并，，，成立苏州市科学技术协会。在会上产

生了市科协第一届委员会。 。一 ，’ 一

在建立市科协的决议上，依据中国科协的章程，载明了协会的性

质、任务，：科协与学会的关系，原科普协会和各专门学会的会员都转

为科协会员，并且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继续吸收协会的个人会
尊 }：

贝。 一
．

一，一

-市科协第一届委贯会共有委员74人，常务委员20入。主席潘慎

明，+副圭席姜培彬、戈绍龙、吴玉麟、。朱正元、陈王善继、‘瞿至善。 ． ．

1960年3月26日至27日市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改选产生了市科

协第二届委员会。第二届的副主席在上届的基础上增加了许甫如和李
‘

湃。
。

后来，就将以上产生过市科协第一、’第二两届委员会的两次大

会，也作为市科协的两次代表大会。 t．

1963年10月23日至26日市科协召开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出席代

—，4—一 o



：隶200余入^o一大会选举产生了市科协第三届委员会，委员94人：．并推．

选主席潘慎明，副主席戈绍龙：朱正元■马崇儒、吴玉麟、-陈王‘善

继，於华章，．一潘启先、。萧伯宣。1．‘，■：．，’：．，’．o 1i，‘，《

i“ 市科协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于1966年-1．月举行：出席代表300人。’

各厂矿企业酌科技情报员也列席了大会。。大会选举产生了市科协第四

届委员会，，委员1 1 1入7。并推选主席潘慎明，副主席戈绍龙，朱正元、

马崇儒、笪息、二陈王善继、於华章、包敬庭：潘启先、萧伯宣。
。

i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市科协和所属学会的活动被迫

停顿。．专职机构被撤销，干部被下放或调离。’虱]1977年j j第四届常委

会24名常委中，因故因病死亡的6人j其中包括原主席潘慎明j副主 一

席戈绍龙。．’ 。，

．‘“ ：’▲‘．，’：一n．j：’’，‘j 。；1，‘■，蠢：?0‘?、■

’’：、’1977年12月24日，在全国召开科学大会之前，中共苏卅市委召开

苏州市科学技术大会。：这次大会是以动员科技工作者向科学技术现代
’

化进军为主要内容。除了讨论1978二_19§5年本市科学技术发展规划

纲要，。表彰先进和奖励t批重要科技成果外，恢复苏州市科学技术协

会，产生市科协第五届委员会是大会的主要任务之二：大会协商通过

了市科协第五届委员会委员名单，委员：i02人。在全体委员会议上：推

选副市长何希敬兼任主任，姜振云、：．朱正元、．张泽明：’何仁：‘j俅芏善

继、许甫如、郭九官、周孝谦、陈悦书、潘启先，钟毓入：‘宦麟坤：

李守坚、赵丕栋等14人为副主任。7 ，≯：‘ j：，． ．’．’』，’
r‘

市科协恢复活动以后，专职机构与市科技局(后改为市科委)合

署办公，．地点在张果老巷7号。由原市生产指挥组科技组于’,972年以

后先后建立起来的l 2个技术交流队归科协领导。．陆续恢复和新建了0

批专门学会。
+

．，．。

．
+1 98 1年初，市科协专职机构与市科委分开，．单独建立党组：’设专

．．．

。

一辱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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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主席．副主席，分设各部、室。除继续发展专门学会加强各项活动

的开展外，还在一部分厂矿企业建立基层科协。 ．

1983年3月实行市管县的新体制，原苏州地区科协和苏州市科协

机关合并，会址迁至饮马桥新落成的科技大楼。由于原地区科协于19

82年起不设委员会，‘由市科协第五届委员会继续行使职权。

1984年9月10日至1 2日市科协召开了第六次代表大会。

在此之前，中国科协于1980年3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

过的新章程明确了各级科协是各级学术团体、科普团体的联合组织，

只吸收团体会员，不发展个人会员，所以不再称会员代表大会。

第六次代表大会是在实行市管县新体制一年半后召开的。各级组

织和所属团体有了较大的发展。大会正式代表542人，特邀代表62人，

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大会以贯彻党的十二大和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的精神为指导思想，总结市科协1977年恢复以来的工作，明确今后任

务，动员和团结全市广大科技工作者，在市委领导下．坚持四项基本

原则，振奋精神，勇于改革，开创我市科协工作的新局面。会议表彰

了我市科协系统51个先进集体，151名先进个人；讨论通过了《苏州

市科学技术工作者守则》；选举产生了市科协第六届委员会。第六届
’

委员会的委员共95人，推选主席马广宇，副主席王盛年、阮长耿、邹

立昌、沈永昭、赵文超、宦麟坤。第六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聘请朱正

‘元、陈悦书，陈王善继，周孝谦、潘启先为市科协顾问。

二，专职机构

市科协的日常工作除由委员会选举产生的主席、副主席，常务委

员组成的常务委员会行使领导职权外，根据工作需要还设有专职机

构。

市科协建立以后，与市科委合署办公，但明确专职干部2—3人。 ．

一e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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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恢复活动以后，开始时仍与科技局(后改科委)合署办

公，‘除有科委副主任兼管科协工作外，科协的专职干部从4人逐步增

加到9人。到1981年，市科协专职机构单独建制，建立科协党组，并

设专职主席蕾，、副主席，下分设办公室，学会工作部、普及工作部、技

术服务部。。’夏鹊翟年又增设国际部。专职干部人数增加到18人。1983年

3月地市机关合并后，市科协专职机构建制不变，专职干部增加到21

人。技术服务部改为科学技术咨询服务部。 ．

专职机构在1981年以后党政负责干部的名录见附录三：

三、事业机构

市科协成立后，各项活动迅速展开，急需有一个科技活动场所。

1962年底，’市人民政府把马医科西口。曲园"的大厅、书斋材春在

堂一和附属平屋六问拨给市科协，定名为搿苏州市科学之家一，是市．

科协领导下的事业单位。设专职干部1人，处理日常工作。布置有大

小会议室、阅览室等，于1963年2月正式开放。科技人员常来此参加

学术活动，学习进修，阅览和晤谈等。+市科协在这里举办过多次展览

会、报告会，特别是每周一次的“技术夜市”活动，更是繁荣兴旺。

_文化大革命一期间被撤销。

· 市科协恢复活动以后，重视对电子技术的普及活动∥于1980年1 1

月经市计划委员会、科学技术委员会批复同意建立电子普及服务站，

开展了电子技术的培训，电子器材的制作和经销等业务。为集体所有

制企业性质。1983年5月经市计划委员会批复同意，更名为。苏州市

科普服务社”．。‘经营范围扩大为：经销科普器材，。承接科普形象资料

及宣传业务，开展社会需要的各种科普服务。性质不变，经济上独立

核算，自负盈亏，人员暂定10人。1984年12月又经市计划委员会批复

同意，建立靠苏州市科学技术服务公司”，仍为市科协领导的集体所

一7'



有制企业性质。经营范围为：经销，代销各类科技器材物资；购销微

型电子计算机，并提供应用软件；科技录音、录像、电影、幻灯的制

作和服务；承接科技展览、画廊等美工设计制作和承印科技资料等。

人员暂定20人。该公司于1986年8月经市计委批复同意，改为“苏州

市科普服务处’’，性质改为集体所有制的事业单位，停办购销业务，

其他业务正常进行。 ．

市科协恢复活动以后，即积极举办科技专业和外语的培训工作，、

帮助科技人员知识更新。1982年市编制委员会根据市委转发市职工教

育工作计划的报告的精神，同意建立苏州市科学技术进修学院，是市

科协领导下的事业单位。暂定编制7人，每年拨款l万元补助经常费

用。1984年市编制委员会鉴于该学院开办以来事业的发展，同意将编

制增加到14人。

1980年以后，科协及各级组织适应城乡改革的需要，开展了科技

咨询服务工作。1983年8月报经市人民政府同意，建立苏州市科学技

术咨询服务中心，属事业单位，并由市科协领导。科协所属各学会、．

协会、研究会和各基层科协的科技咨询服务机构参加服务中心；大专

院校、厂矿企业、科研设计单位和群众团体的科技咨询服务机构，根

据自愿原则，也可申请参加。其主要任务是为政府部门、生产部门，

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的决策咨询、管理咨询和技术咨询服务。创

办时事业编制人员5人，-1984年10月市编制委员会同意增加到1 5人。

第三节市级学会、协会、研究会
‘

●

一、建国前的学会 一‘

苏州市的学会组织，最早建立于三十年代，抗日战争以前。根据

现在可查的资料记载，有以下一些学会、学社，都是金国性科技团体

·-一8·-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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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州的分支组织。 t

： ‘．1．中华医学会苏州分会 1933年6月3甘成立，会长张卜熊、l

副会长荣梅生．
、

2．中华工程师学会苏州分会 成立日期不详，最初会长是孙辅

世。1934年1 1月曾进行改选，改选后会长是王之钧、副会长是裴冠

西。 ．
r．

‘

●
●

3．中华自然科学社苏州社友会‘、1935年12月27日成立，-以苏州

中学为中心，社友人数和负责人不详。

4．中国防痨协会苏州分会 成立于a947"#．12月16日，严欣淇、

余恝毕任正、副理事长。
’

另外，苏州的中医赛于1934年10月成立一个吴县医钟刊物社，简

称吴县医钟社。项印石、陆达三、马友常等九人为执行委员，张惠

安、·顾介申等五人为监察委员。
‘

二、建国后学会的兴起
‘

建国后，学会兴起于五十年代后期。 “文革”前全市共有12个学

会，按建立先后列表如下：
。

． 学会名称 成立时间 0 学会名称 成立时间

苏州市医学会 1933年6月 ．苏州市药学会． 1957年

苏州市物理学会。 1954年3月 苏州市机械工程学会 1959年

’苏州市数学学会 1956年5月 (曾用名苏州市金属机电学会)

苏州市护士学会 1956年10月 苏州市纺织工程学会 1962年3月

苏9II{市土木建筑学会 1957年8月 苏州市农学会 1962年8月

苏州市化学化工学会 1957年5月 ·苏州市中医学会 1963年12月

(曾用名苏州化学会) 苏州市心理学会 1964年

(当时都采用“苏州市X×学会”的名称，表示是在当地党政领
●

●

‘导下的科技群众团体。)

以上各学会共分设54个专业组．(或专业委员会)，共有会员1882
●

●

■，，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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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矗
。

人． ，

，

另外，本市手工系统建立了手工业科学技术协会，还曾建立电

机、电子两个学会的筹备委员会．

三、学会的恢复和发展

在“文化大革命”中，本市的学会活动被迫中断。粉碎江青反革

命集团后，市科协恢复活动时，不少学会迫切要求恢复。适应四化建

设的需要，又陆续新建了许多学会(协会、研究会)。到1983年初除

“文革’’前的大部分学会已恢复外，还恢复了1952年因故停办的防痨

协会。恢复和新建的学会(协会、‘研究会)总数达到29个。这期间的

学会按恢复和建立的先后列表如下：‘
●

苏州市化学化工学会

苏州市数学学会

苏州市机械工程学会

苏州市物理学会

苏州市纺织工程学会

(1981年7月改名为苏州市纺织工程
学会纺织分会) ．·

苏州市纺织工程学会丝绸分会

苏州市农学会

中华医学会苏州市分会

中国药学会苏州市分会

中华护理学会苏州市分会

苏州市土木建筑学会

苏州市电子学会

1978年3月

1978年4月

1978年5月

1978年6月

1978年7月

(1981年7月)

1978年7月

1978年11月

1978年11月

1978年11月

1978年1Z月

1978年12月

苏州市轻工协会 I 1979年2月

苏州市计量测试学会 l 1979年2月 l 157

中华全国中医学会苏州市分会 1979年2月 809

一苏州市城市规划建设学会 ：1979年2月 166

苏州市园林学会 1979年3月 127

苏州市珠算协会 1980年4月 424

苏州市标准化协会 1980年lO月 310

一10_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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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会 名 称 ， 恢复或建立时间 1985年底会员数

苏州市外贸包装装潢研究会 1．980年9月一 41

苏州市能源研究会 ． 1980年 50

中国防痨协会苏州市分会 1981年2月， 64

苏州市工艺美术学会 1981年3月· 315‘

苏州市环境科学学会 1981年4月 304

苏州市科技情报学会 1981年12月 188

苏州市锅炉学会 1982年3月 133

苏州市质量管理协会 1982年6月 156

苏州市图书馆学会 1982年7月 ．260

苏：}}I市人才研究会 1982年9月 97

市科协恢复前建立起来的12个业余技术交流队，除锅炉和水处理

两个交流队改建为锅炉学会外，于1982年均改为各专业技术协会。’到

1985年底的情况列表如下；

萎嚣亲曩篓萋案誓萎 l 2460苏州市模具技术协会 I

苏州市热处理技术协会
。

1 37

苏州市金属切削技术协会 49·

苏州市焊接技术协会
’

30

·1 苏州市铸造技术协会 30

苏州市电子电器协会·． ．

．

31
’

苏州市防腐蚀协会 7

苏州市红外协会．。 ． 22

苏州市应用数学研究会 25 ． ．

1983-年3月地市合并时，原地区科协所属22个团体除数学，’物

理：。机械、纺织、化学、农学、医学，中医、护理，环境，珠算1 1个
，，

学会同类合并外，还有11个团体改为市属，也按建立先后列表如下：

＼．

．

。一

一

r}、l，ll【『：．}



。 、j

·

●

． 学 会 名 称 建立时同 1985年底会员数

：．苏州市气象学会． 1959年12月建立 92

+●一‘。- 一⋯⋯●⋯
1979年10月恢复

’． j

苏州市蚕桑学会
‘

1979年1月 83 ●

苏州市地震学会 ‘

1979年8月 54
l

．苏州市粮油学会 ． 1979年7月 174
’‘

苏州市水利学会 1979年11月 58 l
苏州市水产学会 1980年 80

苏州市林特产学会 1980年 132

苏州市农机学会 1980年12月 136

苏州市畜牧兽医学会 1981年6月 269

苏州市微生物学会 1981年7月 · 76

苏州市农业经济学会 1982年4月 89

1983年下半年以后，又陆续新建了以下市级学术团体，列表如

下：(截止1985年底)
’

学 会 名 称 建立时间 1985年底会员数

苏州市退休科技工作者协会 1983年9月 465

苏州市未来研究会、 ，1984年3月 219

苏州市电机工程学会 1984年8月 372

苏州市技术经济管理现代化研究会 1984年4月 338

苏州市饲料协会 1984年6月 ． 11l

苏州市食品工业协会 1984年7月 149

苏州市生物学会 1984年10月 147

苏州市激光学会 1984年10月 135

苏州市档案学会 1984年lO月 302

苏州市青年科学技术协会． · 1984年11月 230

苏州市中西医结合研究会 1985年11月 208

苏州市烹饪协会 1984年12月· 135

·苏州市卫生管理学研究会 1985年2月 363 ·；

苏州市心理学会 1985年4月 73 J

苏州市微型电脑应用协会 ．
1985年6月 550

一。苏州市女科技工作者协会 一 一1985年7月 188

、苏州市科学技术普及创作协会 ：． 1985年11月= 94
’

苏州市青少年科技辅导员协会 1985年12月 109

一1Z一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