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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春礼

(中国科学院常务副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作为国家最高学术机构和自然科学与高新技术综合研究与发

展中心，既是我国的重要科学研究基地，也是我国培养高级科技人才的重要

基地。

建院 60 年来，中国科学院从我国国情和院情出发，始终坚持"科研与

教育并举，出成果与出人才井熏"的宗旨，充分发挥科技资源优势，积极探

索科教结合培育人才的机制与模式，参与了全国商等教育、出国留学等方面

的各个重要发展阶段和各种重大改革，特别是在研究生教育方面作出了许多

开拓性的货献，是新中国研究生教育的创始单位之一。

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中国科学院是世界上较早独立从事研究生教育

并具有学位授予权的科学研究机构之一，其研究生教育模式在世界范围内独

具鲜明特色。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教育从高级科技人才成长规律出发，将教

育与科研实践密切结合，依托国家科学研究机构，瞄准国际科技前沿和国家

战略需求，注重研究生的创新能力培养，利用科学研究优势资源大规模培养

科技后备力量，所有这些对中国乃至世界高等教育事业和科技事业都具有开

拓和创新意义。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探索和实践，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教育已

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优势，为国家输送了大批高级科技人才，成为我国培养

高级科技人才的重要方面军。

回顾历史，成绩斐然。为及时总结中国科学院教育工作的经验，展示中国

科学院教育工作的历史与贡献，我院特编撰出版了本册《中国科学院教育发展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中国科学院教育发展史

史L 并作为"中国科学院院史丛书"的组成部分，于 2∞9 年 ω 周年院庆之

际正式出版。

该书由我院科学史研究者和教育管理工作者协力完成。它以建院以来的

研究生、本科生教育以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成立与

发展等为核心，兼及留学教育、在职培训等重要工作;既有对中国科学院 60

年教育工作的研究性综述，也有具体机构的教育工作个案，如实记录、合面

展示了中国科学院各类教育，尤其是研究生教育的发展过程、特点，体现了

历代中国科学院人为中回现代科学教育、现代科学发展所作的不懈努力。

希望《中国科学院教育发展史》的出版能为社会各界特别是广大青年学

子们展现中国科学院教育工作的历史进程，成为大家了解中国科学院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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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院伊始，中罔科学院即把"培养与合理地分配科学研究人才"列为主大慕本任务

之一。

为解决院内各类研究人员严意匮乏的问题，巾国科学院着手采取呻系列措施。 1951

年 8 月，开始派遣赴苏留学生，在以后的岁月里，一批批留苏、留东欧的学生学成归

来，成为 20 世纪 50 、 60 年代中国科学院大发展时期的科研生力军。同年同月，中罔科

学院与教育部联合招收研究实习员、研究生共 276 人，其中由中罔科学院录取 95 名研究

实习员，以弥补院内初级研究人员的不足。

1955 年 8 月 5 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 17 次会议通过《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暂行条

例~ 0 8 月 31 日，该条例由周恩来总理经发后颁布实施。 9 月 6 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

论指出正规的研究生制度的建立首先由中国科学院开始。"翌年 1 月，中圄科学院

1955 年度研究生入学考试在北京、上海、忧阳三地举行。 {g此后，在一次次政治风浪

中，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教育几经起伏。

从 1958 年起，在"大跃进"的高潮中，中国科学院陆续办起了一大批各种类型、

各种居次的学校。大浪陶沙，在随后的黯帧中大部分院办、所办学校被撤销，而以"全

院办校，所系结合"为特色、面向国家急需培养尖端科学技术人才的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至今仍是莘莘学子追求科学的殿堂。

"文化大革命"中，研究生制度被废除，研究生们不得不放弃学业，参加各种土作，

接受劳功锻炼。大批科研人员奉命离开实验室奔赴"干校"在艰苦的劳动中进行着世

界观的改造。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被迫阐迁，从此失去了在北京依托各研究所办学的优

势，在安徽几经辗转、艰难创业。

冬去春来， 1977 年 10 月 20 日， {人民日报》头版公布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

院在京成立的消息。 这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由中国科学院创办的国内最早的一所研

究生院。是年，中国科学院的 73 个研究所和 4 所大学共招收 1529 名研究生，占全国招

生总数的 14.3% ，占全网招收理工科总数的 22.8% 0 翌年 3 月 8 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主持行第…期少年班 (1977 级)开学典礼，这是中国第一个少年大学生班，开创了中国的

超常智力教育。

随着国门的滋渐敞开，中国科学院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派出…批批留学生，让他

们融人世界科学前惰。 1979 年 9 月 20 日，由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派出的郭爱克

以"特优"总成鳞获得慕尼黑大学向然科学博士学位 成为"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内

地留学生中第一一位留学四方获得博士学位者O

1982 年 6 月，中罔科学院授予高能物珊研究所研究生吗中明等大人博士学位。这是

新中国培养和授予学位的第斗比博士。翌年 5 月 27 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北京市人民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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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罔科学院教商发展虫

政府在人民大会堂联合召开博士学位和硕士学位授予大会，首批授予博士学位的 18 人

中有 12 人为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

1984 年 6 月 28 日，中国科学院向国家科委科技干部局提交《关于建立博士后流动

站的方案~ ，随启试点成功并推广。从此，巾固有了一套日在监快培养高级研究人才的

博士后制度。

1999 年 6 月 16 日，教育部、国家学位整员会评选出首届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

中国科学院有 20 篇论文人选，占获奖总数的 115 0
2000 年 12 月 29 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联合发文，批准将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研究生院(北京)更名为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翌年 5 月 22 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

院举行更名揭牌仪式，成为日前中国规模最大的研究生院。

现在再来看一组数字:

自 1977 年以来，中因科学院累计为罔家培养了 8 万余名研究生。其中有我

罔第…位理学博士(马中牒，高能物础研究所)、第一位工学博士(冯玉琳，

计算技术研究所)、第…位女博士(徐功巧，生物物理研究所) ;已经有 30 余

位当选为中罔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史多人成长为科学、教育、工程、技

术、经济等各领域的领军人物和中!接力袭。在全因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坪

选中，从 1999 年到 2008 年会阁共评选 984 篇，中因科学院共有 180 篇博士论

文获奖，占总数的 18.3% ;截五 2008 年底，合院在学研究生巳达到 4.3 万人，

其中博士研究生1. 9 万人。

中罔现代教育史的长卷土，留下了 60 年来巾国科学院一路走过的足迹。而这些足

迹所组成的，是一套从本科教育到硕士、博士研究生教育及从干部在职培训到悔士后高

级专业训练的完藉的教育体系，充分体现了中国科学院发挥自身优势、以坚实的科研力

最为依托，来培养适应罔家、社会各个领域以及院内自身所需的优秀人才，为中周现代

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高质量的人才储备的努力。为此，中回科学院教育工作走过的，是

一条不断探索、不惭创新、不断调整的道路。

经过→年多的努力，中国科学院 60 年来秉承"出成果，出人才"的办院宗旨，在

人才培养上的艰辛曲折以及·路所采棚的累累硕果，都将随着本书的记录，一一呈现在

读者丽前。

对研究、撰写这部中国科学院教育史的酝酿， ?!f始于 2006 年。这一年，曾在中国科

学院从事了多年教育管理工作的马先一先生，将其发表在《研究生院》上的文章《关于

校史的一些回忆~，转皇路南祥院长、白春礼常务副院长，并陈述了研究科学院教育史

的重要性与迫切性。很快，白院长指示人事教育局"与科大、研究生院、院史办等有关

问志→起，梳理一下中科院教育发展史"。在院人事教育局教育与培训处的大力组织、

协调下， 2008 年初，白春礼常务副院长担任教育史研究的总顾问，问时成立了领导小组

和编撰小组，由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院史研究室负责，并联合相关研究所教育部门、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等单位共间参与"中国科学院教育发展史"课题正式启动。

本书以建院以来研究生、本科生教育以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的成立与发展等为核心，兼1走阳学教育、在职培训等，如实记录、全面展现中回科学院

人才培雅的朋程。在约构上.全书主要分为两部分。第一篇"中闺科学院教育发展史

纳

我院院d人才教育的特点I与3成就，力图真实、准确、完需要地反映 60 年来我院各类教育，尤其是

研究生教育对中国现代科学教育、现代科学发展的作用与贡献。"中国科学院教育大事

记则以编年纪事形式，较为详细地记载巾网科学院教育发展过程中的重大事顶，使其

成为今后深入、具体地认识和研究我院教育发展过程及其相关问题的重要工具。

研究所的教学工作，是科学院人才教育最基本也是最主体的部分，因此，第二篇

"部分院属机构教育简史"选取了若「历史久、在教育工作上有代表性、有特色、有影

响的研究所以及中罔科学技术大学、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两所院校，以具体个案的形式

汇集，以二是现出不同学科方向的研究机构、不同性质的教学单位，在人才培养上各有不

同的方式和成效。这种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正是中国科学院在 60 年的不断摸

索中所形成的有别于其他教育部门的特色所在。

除以上两部分主体内容之外，书中还配有"附录收录了不问历史阶段一些策要

文献和若干统计数据，它们与依据档案文献、口述回忆整理的"中国科学院教育工作主

管部门沿革"一道，为读者进一步了解、认识中国科学院教育工作的制度建设、组织建

设提供基本资料。

前文巳述，本书的研究与编撰始于 2008 年初。如果没有人事教育局的大力支持和组

织，没有相关研究所和科大、研究生院各位编写人员的积极配合，没有院史研究室问事

们的齐心努力，研究与编撰不可能在短短的一年半时间里完成。因此，本书是集体合作

的成果。各部分的具体撰稿人如下衷。

篇章

中阁科学院教育发展史钢

第一至二章
第四章

第五幸第一节至二节

第五章第二节及结语

中闺科学院教育大事记

部分院属机构教育简史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陇

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物理研究所

各篇章撰稿人一览农

郭金海
熊卫民

熊卫民

撰稿人

张洁、石磊、张萌、杨鹏

郭金海、熊卫氏、陈雷洁

丁兆君、丁毅位

组长:马石应

组 员:张学成、管载麟、牛晓莉、李晓捕
李文林、邵欣

组长:高鸿钩副组长:邸巧力、王松涛

组 员:麦振洪、索爱光、纪海鸿、李继伟

撰写人:王松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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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

部分院属机构教育简史

化学研究所

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生物物理研究所

植物研究所

金属研究所

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

研究所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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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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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辉、易鹏、刘燕娟、于罔强、景胜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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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敏、王晓斌

魏 洪、王静轩、卡宪奎、高大卿、蒋大鹏、

李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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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课题筹备到书稿付桦，人事教育局教育与培训11处张洁处长、石器副处长做了大量

的姐织与协调工作，为书稿的顺利完成提供了有力保障。由于对科学院教育史的系统梳

理是一项前人未曾渺足的工作，所以树梁是最主要的资料来獗。在课题组查阅档案的过

程中，院办公厅文书档案处潘亚男副处长、玉棉女士、吴淑女十:和王楠小姐，院档集

馆屑跃明馆长、李丽云女士，给予了始终如一的支持和帮助。院史项目组负责人王扬寂

研究员对全书的结构以及书稿的修改多次提出重要意见，院史项目细黄丽荣女士承担了

大最的档案查阅及复制工作，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学报编辑部玉传跑协助进行了"部分院

属机构教育简史"的文字编辑。

与此间时，多位曾亲身经历中国科学院教育发展不同时期的前辈任知恕、罗伟、

先一、余翔林、王汉石、石雕俊、~叹武、孟汇丽、五公元等先生，或为战们组织膝谈

，成不止一次地接受我们的访谈，为研究工作提供了大量的珍贵资料及线索。其中，

任知恕、罗伟、玛先一、余翔林、五汉石、石庇俊、苏汉武先生还在酣属中涩字逐句审

阅了本书的初稿。他们过去为科学院教育工作所付出的心刷、现今对院教商史研究的热

情支持，都成为我们要写好这部教育史的动力。

在此，还要对各院属单位人教部门致以由衷的感谢 2ω8 年 2 月，院人事教育局曾

向院属各机构下发通知，征集各机构研究生教育史料。共有 44 个机构的教育干部，在

繁忙的本职工作之余，悉心费服并提交了本单位的教育史料。最然经过多方调研和慎重

筛选，最终以"机构教育简史"形式纳入本书的只有 13 个单位，但其他各单位人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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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为院教育史编研所付出的劳动是不能被怨、赂的。这 44 个单位是:

理论物玻研究所、高能物攻研究所、声学研究所、理化技术研究所、植物

研究所、微生物研究所、生物物理研究所、半导体研究所、微电子研究所、自

动化研究所、电工研究所、工程热物理研究所、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科技政策

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北京基因纽研究所、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大连化学物理研

究所、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沈阳自动化研究所、海洋研究所、沈阳计算技术

研究所、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上

海硅酸盐研究所、上海天文台、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武汉病毒研究所、水生

生物研究所、武汉植物园、成都生物研究所、光电技术研究所、成都有机化学

研究所、昆明动物研究所、闺家投时中心、地球环境研究所、水土保持与生态

环境研究中心、兰州分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西北高原

生物研究所、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国家科学闺书馆、资源环境科学信息中

心、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本书为集体合作，尤其是"部分院腐机构敬商简史"部

分，虽然编撰小组专门制订了统一的编撰要求与编写大纲，但考虑到各个作者或机构对

于史实的认识不尽相间或资料来源不问，因此统捕时采取了在咒重大误差的前提下尽可

能尊重各个作者或机构的原则，对此希望读者给予理解。另外"中国科学院教育发脆

史纲"所用数据、资料均来自各种档案、文献，可能与附放 B 中由中罔科学院人事教育

周教商与培训处提供的 6 项统计数据不尽一致，故请读者在阅读成使用时注嫌其原始

出处。

ω 年教育发展的历史，很难在这 50 多万牢中穷尽。尽管作为职业的科学史研究者，

找们努力争取为巾困科学院的教育事业记放下一份倍史，但由于自身学识以及时间、资料

所限，现在的《中国科学院教育发展史》还仅仅是一块引玉之砖，希望它能得到l亲历者、

研究者、关注者等各类读者的批评指;更期待着在不久的将来，在此基础上，有更深入、

更翔实的研究奉献于读者，奉献于中回科学院。

《中罔科学院教育发展史》蝙撰小组张 黎

2009 年 9 月 7 日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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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 年，中同 ~ 

科学院第一批

留苏学生合影。

钊 1958 年，中国

科学院和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

领导与学生一

起观看演出

(前排左起 :

郁文、郭沫

若、华罗庚、

严济慈) 。



1965 年 7 月 ~

中国科学院研

究生院首届二

班研究生合影。

.. 1977 年 8 月 8 日，邓小平副主席、中国科学院方毅副院长、教育部刘西尧部长

与参加科教座谈会的代表合影。



1979 年，中美 '

联合招考赴美物

理研究生项目

( CUSPEA )开
始实施。

‘ 1983 年 5 月
27 日，中华

人民共和国

首批博士在

人民大会堂

合影。



2000 年 6 月 ~

中国科学院召

开教育工作会

议，提出重新

组建中国科学

院研究生院。

..... 2008 年 6 月，

中罔科学院

"坚持科教结

合，培育创新

人才" 50 周年

报告会在人民

大会堂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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