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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几千年来，海风不断吹拂珠海这片土地，使近岸的松树发

出令人心旷神怡的“沙沙"声。可是人们并不觉得这片土地与’

“科学技术一这个名词有什么联系。如今，我们可以自豪地说，

改革开放十多年来，珠海的变化已胜过以往的几千年，这种高

速度的发展是与科学技术的进步分不开的!

刚刚过去的1 992年。珠海的工农业总产值突破了150亿

元，是建市初的100余倍。商业、旅游、外贸、金融、房地产都有

相适应的增长，我们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为了增强经

济发展的后劲，我们必须主要依靠科学技术以至高新技术来

发展生产力．如电子信息、计算机、生物工程、新能源、新材料

等等。我们制定了支持科学技术发展的一系列政策，制定了对 ．

推动科技进步做出突出贡献人员实行重奖的政策，通过这些。菇．
政策希望吸引更多的科学技术成果及科技人才来珠海参与经．’

济建设．我们期望“八五”计划期间高新技术产业的产值逐年

增长．使我们的经济效益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使珠海的产品

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

·因此，在这个重要的时刻里，我们应该把珠海科学技术的

发展历程写下来。鬈珠海市科学技术志》经过编写人员多年的

艰辛劳动，搜集了大量的资料，终于编写成书，由出版社出版

了。这是珠海从1953年到1 990年科学技术发展过程的经验

总结，也是广大科技人员几十年不懈努力取得科技成果的结

晶。它以志书的形式，记述了(县)市各个时期科研机构、体制

管理、科技团体、技术引进、人才招聘与培训、科技开发、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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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等方面的发展历程．是一部内容丰富、资料翔实、适应性

广的专业志。该志书的出版．将为我市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和

特区建设提供丰富的资料和数据，并起到“资治、存史、教化竹

的作用。它使今后夏多的人们了解他们没有亲眼看到的过去．

要让这个阶段的《珠海市科学技术志》作为今后创造科学未来

人们的基石，也是现在正在工作的这一代人的IJ,lJ,,C,意。

2



凡 例

一、‘珠海市科学技术志》上限于1953年玢海县成立．下

限于1990年12月，个别类目略有伸缩。

二、本志收录资料范围限于本市(含斗门县、香洲区和平

沙、红旗、三灶、万山管理区)自然科学方面。其内容按科技机

构、科技队伍、科技团体、科技管理与服务、技术引进和科学研

究与技术开发等分为6章。资料主要来源于市、县、区科技管

理机关和有关部门的现存资料、文件和撰写的材料。因珠海地

区的科技发展起步较晚．故本志以反映建市后为主。 ‘

三、本志度量衡均按1984年2月27日国务院颁布《关于

在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执行。币种除有注明

外，均为人民币．年月均用公历。 ．

四、各种机构、部门等名称．按当时的称谓记述I部分名称

在使用全称后使用简称l记述人物直书其名．

五、由于本志成书时已届1993年，且1991、1992两年又

是珠海市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时期，为了反映这一时期的情

况收集的相片、珠海市科技政策文件等的时间下限适当延伸。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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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珠海原属中山县海民区，科学技术发展起点低。1953年，．

珠海县成立，在农业中开展深翻土地、兴修水利和选育良种等

技术活动；渔业则开展渔具、渔法和单船生产到多船合作生产

的改革。至1957年．全县共有大专毕业从事农渔业和文教卫

生的技术人员55入． ，

‘
’

．．

1961年．珠海县科学技术局成立，开始对全县科技工作

实行统一领导和管理。。文化大革命"中，知识分子受到冲击，

科技局组织瘫痪，科技工作受到干忧。1972年，县科技局恢复

工作，在农业方面开展培育和推广良种、防治病虫害及抓大面

积粮食增产的技术普及活动。县农科所培育的“水稻中熟品种

——珠科1号"获1977年佛山地区科技成果奖。渔业生产普
遍推广新法拖网，产量提高2倍。1978年．县科技局撤消，成 。t

立珠海县科学技术委员会。 ．

。_“

1979—1990年，珠海建市和建立经济特区后，在。经济建‘i

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方针

指引下，全市科技工作逐步走上全面健康发展的轨道． ·

1980年，珠海县科学技术委员会改称珠海市科学技术委 。

员会．为适应科技工作的迅速发展，从1986年开始，珠海市相

继成立了市职称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市技术市场管理中心、

市科技创业服务中心、市专利管理办公室等下属机构．同时．

科研机构和科技协(学)会也有了较快的发展，至1990年，科

研机构发展到121个，其中市、县属科研机构16个．行业科研

机构2S个．民办科研机构加个；全市科技协(学)会发展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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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个，会员总数6479人。

珠海建市后，逐步实行科技计划有偿合同制，1980～1990

年．共有185个科技项目获得立项，项自投放科技经费488万

多元；科技。三项经费"(新产品试制、重大科研、中间试验经费

及用于引进技术和设备的吸收与消化的经费)和科技事业费

逐年增加。至1 990年，科技“三项经费"达95．4万元．比1980

年增长了51．8倍，科技事业费101．2万元，比1979年增长了

16倍多。1987年，珠海市开始实施“星火计划"，1989年开始

实施。火炬计划"，至1990年．全市共安排“星火计划”项目57

个，投资5104万元，累计产值7300万元；。火炬计划"项目立

项7个，6项已投产，累计产值6859万元；全市已有生产高新

技术产品的企业20家．占工业企业总数的2．54％。科技成果

的鉴定、登记和奖励逐步实现规范化和制度化．至1990年．全

市共有249个科技成果通过鉴定．237项科技成果获发登记证

书，1 27项科技成果获珠海市科技进步奖，8项科技成果获广

东省科技进步奖。1986～1990年，全市实施专利59项，累计

新增产值3600多万元。1988"--．1990年．全市累计登记技术合

同96个，实现金额1547万多元．1988～1990年，全市以技术

作价和技术入股的方式实现了6项技术出口．合同金额405．5

万美元。

珠海经济特区建设十年来，科学技术发挥了重要作用，在

促进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中，科技进步已占54％以上．高于

全国和全省的平均水平。科技进步带来的显著经济和社会效

益，普遍增强了人们的科技意识。珠海市的科技工作结合珠海

实际走出了自己的道路：
‘

．

1．．通过从国外引进和从内地移植来形成自己的科学技
6



‘术基础。珠海具有毗邻港澳的地理优势和经济特区的政策优

势．引进国外资金和先进技术具有良好的条件。1980～19∞

年．全市累计利用外资合同5090个．引进外资25．75亿美元．

实际利用外资8．7亿美元；引进技术和设备4万台(套)．通过

对引进技术和设备进行消化、吸收、改进与创新，培养和锻炼

了技术人才。同时，通过开展与内地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高

科技企业的横向科技协作，大力移植内地的科研成果到珠海

转化为商品，使科技基础薄弱的珠海．借助内地的科研力量，

走出了一条科技与经济相结合的新路．进一步增强了珠海的

经济实力． ． “ ，

．．

2．始终抓住人才这个关键，不断壮大科技队伍．珠海建

县时仅有一名从事卫生工作的科技人员．至1979年各类专业

技术人员增至496人．为适应特区建设发展的需要，珠海市实

．施向全国招聘人才的决策，到1983年底．全市科技人员增至

1823入．1985年，珠海市依靠科技，工业从小到大，由单元到

多元地发展．科技队伍也不断壮大，至1990年．科技人员增至

7533入，比建市初增长了15．2倍，人才结构(高、中、初级)也逐

步合理．适应了珠海市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逐步向技术密

集型过渡的需要。
‘

’

5．支持多种经济成分的科技开发机构共同发展。随着科

技体制改革的深化，把科研所搞活，从1988年开始．珠海市市

属科研所先后实行了“三三制"管理，即科研任务、人员、经费

。三包干一，科研、生产、经营。三结合一，独立核算、事业单位、企

业管理“三自主一．使科研单位和科技人员到生产第一线找研

究课题，促进了科技向商品的转化。1990年，珠海市民办科研

机构发展到80家，从业人员600多人，资金1100多万元，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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