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1二

--τ.，..... 



e 

北京科技工作发展史

(1949 -1987) 

《当代中国的北京》科技分编委 编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北京科技工律发展史

(l949-1987) 

4 当代中盟的北京 E 科技分草草委 编

• 
立京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室门外商路19号)

河北省香?可县谭庄叩崩厂1:'[1剧

• 
850x 1168毫米大32开本 9.125印张230千字

插嚣3页

1989年 2 月 m-- fJ反 1989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rp数 1-2000法

ISBN 7-5304-04也-4/2. 223 定价 6.∞元



19 56年 ， 毛泽东主席 ， 周恩来总归 ， 朱德委员长等国家

领导接见参加拟定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科学家们 。

1958年，毛泽东主席参观中国科学院科研成果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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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周恩来总理同科学家们亲切交谈

1966年，刘少奇主席同参加 33国暑期物理讨论会的科学

家亲切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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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朱德委员长参观北京养蜂研究所

1978年，邓小平副主席在全国科学大会上作重要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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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84~~二 ， 赵紫阳 总坦参观消费品新产品汇报展览

-1 986年 ， 。 彭真委员民.参观全国 df王五" 科扳攻关‘咸果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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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 5年 ， 万里副总理参观全国首届科技成果交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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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 ，气焦若 J患'主任参观北京首届科技发明展览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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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李锡铭市委书记在北京科技工作会议上向获奖

的科技工作者发奖

1987，陈希同市长参观北京市经济体制改革成就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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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为了编写《当代中E的北京》自然科学和技
术科学的发展情况，我们收集了有关部门的资，
料，查阅了档案，参考了有关民志当年的笔记，
整理编写了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八七年北京科技工
作大事记。

大事记的主要内容是E

1.重要科学方针、政策、规章、条例、规划、计母

均主要内容。

2. 重要科学扶术研究机构、学术自体的建立及
其主要方向、任务二

3. 重要的技奖科技成果名单.

4. 重大的科技活动〈会议、交流、晨览〉。

5. 其它有关科技工作。

这是一本历史性、资料性、工具桂的书籍，可

供各级科技工作领导、科技工作者参考。 f旦银多事

情，事过境迁，资料不全，编写水平不高，不是

之处，请予以指正。

本书得到北京市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的支

持，并派人参加工作，北京市档案局、中国科学院

等单位提供有价值的资料，特此致谢。

《当代中国萄北京》羁蘸分罐晏

-九J\J飞革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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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首都自然科学和技术

科学的发展概况

一、首都科技事业的发果历程

解放前，北京只有北平研究院、地质调查所和静生生物器查

所等少数专业科研杭构。另外，在高等学校如北京大学、清华大

学、北京照延大学、燕京大学等，也开展一些科研工作，但经费

摇摇，设备简陋，人员少，条件困难。尽管如此，这些机稳仍然

做了一些研究工作。其中为医内外科学界所嘱 g 的研究成果有 z

裴文中在南口告发现北京人化石:中国动植物的调查、分类E 数

学中一·旦分支学科的研究等。

解放后，根据吕家建设的需要和全国科技人员的心愿，中央

人民政府决定，于一九匹九年十一月一日，成立了中国科学挠。一

九五0年八月，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在首都举

行，产生了中华全国自然科学联合会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梅

会〈简称科联、科普〉。最高学术研究机榕的成立如广大科技工

作者群众国钵的诞生，标志着中国的、同时也是首都的科技事业

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

新中国的选生，不但振奋了国内科学家的心，对旅居海外的

科学家也是巨大的召唤。李吕先经过艰苦历程，于一九五0年五

月回到中国。赵忠尧等在回国途中曾被驻日美军扣押在B本两个

多月。在美国伊利诺大学任敦的华罗庚，听到新中吕成立的消

息，异常兴奋，使毫不就疑地放弃了终身教授的罗、务和优露的生

活待遇，带领全家模渡太平洋归来。这批科学家回国后，大多集

究在北京，为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从新中嚣成立到一九五六年，这段时间首都的科技事业是在

接营、调整原有科技研究单位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中国，

科学院在海淀区中关村筹建的科研机涡，重工业部在一九五二年

建立的钢铁工业试验所和有色工业综合试验所〈郎冶金工业部部

铁研究总院的前身和有色金属研究总院的前身) ，高等挠校从一

九五二年开始的院系调整布教育改革井有计主导地兴建高等院校，

北京市在一九五六年建立的北京市建筑工程技术研究所〈现名北

京市建筑工程研究所) ，以及国1$工业系统在此前后筹建的研究

院所，它们初步形成了五路科技研究方面的队伍。

一九五三年，由26位专家组成的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吕国

后，在首都介绍访问情况，掀起了自苏联学习的热潮。同时，开

始兴建苏联援助的北京电子营厂和北京有线电厂。在苏联和其他

友好国家对中国的支持援助下，首都科研人员和工人、工程技术

人员共同努力，为首都科技事业和经济建设奠定了进一步发展提

高的基石击。不过在学习过程中，捂是否积极向苏联学习定为人们

政治立场坚定与否的标准之一，在有些科学领域中，认为苏联的

科学是社会主义的真科学，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科学则是资产阶

级的伪科学，在科学技术工作和经济建设上发生过完全照搬苏联

经验和模式的情况。这些不当的认识和做法，在其后的一段时间

内，对于科研和建设事业的发展，产生过不良的影响。

一九五六年一月，毛泽东主席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陀

题会议上，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闰党外人士团结一致，

为迅速赶上世界先进水平顶奋斗。当月，中共北京市委在召开知

识分子前题会议期坷，邀请部分在京科学家，座谈讨论怎样使中

国的科学、文化、技京赶上层际水平的活题。同年一月二十五

B. 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

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

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五天后，在全哥政

协二届二次全体会议上，周患来忌、理明确提出了 u向现代科学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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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大造车"均号召。与此相适应，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国家科学规

如委员会。在黑患来、陈毅、李富春、聂荣臻、郭沫若等领导人

亲自主持组棋下，集中了全国一大批优秀科学家在首都编制了

《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绢要〈草案)>>

(以下简称《十二年科学技术发运远景规划)) ) ，及时提出了迅

速发展中茵的无线电、告动化、半导体和计算技术等四在现代化

关键技术，并采取紧急措施，使其在短时期内接近国际水平。这

些政策、措施，肯定了知识分子的选位、作用，调动了广大科技

人员的积极性，首都的科技事业得到迅速、健康发展。一九五五

年十二月二十七司，中国自己设计、施工、制造的第 4个自动化

水电站一-.:1七京宫厅水电站的第一台水力发电机开始发电。

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五日，中国第一座现代化的电子管厂一一北京

电子管厂正式生产。

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六年是首都科技事业蓬勃发展取得重大

成就的十年。但由于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失误。一九五七

年的反右深斗争，有的把在科学技术上卓有成就的专家学者错划

为"右源分子"使他们受到不应有的红击。但是，在党的领导

和广大科学技术工作人员的努力下，首都的科技事业并没有棒

顿。根据《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如》的要求，一批重要的

科技研究机构如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化学研究所、自动化研

究所、电子学研究所、计算技术研究所，北京矿冶研究总院，中

E医学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先后成立。原子弹、导弹的研究

亦相继上马。一九五八年十月，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成立。同

年十二月，中共北京市委召开全市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安排了新

兴科学技术、工业科学技术、交道、远讯、城市建注、农业、地

庚、医药卫生、基本理论等方面一九五九年的研究计划，并成立

了 111个科技楼作小组。北京市属的电工研究所、市政工程研究

所、中医研究所、水产科学研究所、农林科学院等单位，均在

一九五八年成立。一九五八年开始的"大跃进"一方面激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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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大科技人员，如工农群众的科学研究程技术革新白棋极逞，向新

开辟的科技领域进军，但也出现了不切实际的指挥相浮夸等。如

北京市一九六0年开展的超声波运动，上百万人参加，在一个月

里，靠IJ造了上百万个"超声波咳头"到处试验，到处应用，范

它说为"无孔不入，无处不灵"产生了消极的影响，直到

一九六一年七月中共中央扯准《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梅当前工作

的十四条意觅草案>> ，一九六二年二月国家科委在广州召开全国

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以后，才迅速扭转了所谓"大轰大嗡搞科研"

的影势，稳定了科学研究的正常秩序。

一九六二年至户4九六六年上半年，是首都科技事业蒸蒸日

上，稳步前进的时期。为了充分发j军首都科技优势，一九六三年，

中共北京市委、市政府对北京市科技工作明确提出如下要求1.

北京市科技工作要服务于首嚣的工农业生产，既要搞"高、辑、

尖"的研究，也要搞"吃、穿、娼"的研究，研究成果要向生产

紧密结合，便进生产发展。 2. 科技队伍、机持要同生产的发展悟

适应，队伍要大发展。 3.北京的科技力量大，要发挥他的的作

用，要:团结科技力量，给予他们研究条件。 4.要扩大实验研究的

条件，工业办实验工厂，农业搞样板田。根据上述要求，北京市

科委组织各有关行业的专家，制定了一九六三年至一九七二年的

北京市农业科学技术规如纲要，提出了北京地区农业技术改革的

综合试验和示范，提高大自作物单往西京产量和1ffi产因的改良等

2项任务。再年七月，编制了北京市工业、交通、域市建设

-九六三年到一九七二年的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提出了石油

化工、精密合金、高拮:密度机械加工、光学仪器、勒末冶金、硅

半导体器件、城市交通运输现代化等 16个方面的科研任务。向这

些科研任务梧适应，先后果束了重点办好12个研究所，新建 8 个

研究街，在24才、工广中建立研究机椅，加强试验工件等项措施。

为了加强中央在京各研究单位、高等院校军日北京市科研、生产间

的联系，同年九月，北京市科委召开了全市工业24个专业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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