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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篇 科学技术

嘉兴冶金机械厂获国家奖励的科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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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历史上科学技术有过辉煌的成就。

农业科技方面，唐宋时嘉兴的农业生产技术已居全国先进地位。耕作农具发达，龙骨水车使用

普遍。养蚕织绸技术一直在国内外领先，早在19世纪，嘉兴选育的优良蚕、桑品种，繁育桑苗的“袋

接法”以及缫丝技术，先后被El本引进。家畜良种嘉兴黑猪和湖羊，曾名扬中外，小湖羊皮被列为世

界四大袭皮之一。嘉兴农业形成的桑一畜一鱼一粮和“桑基鱼塘”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得到国内外农

业科技界的很高评价。明末科学家宋应星所著《天工开物》，多取材于嘉兴、湖州的农桑技艺，成为至

今流传于世的名著。明末清初著名学者张履祥所著《补农书》，更系统地总结了当时农业的生产技术

和经营管理经验，集中反映了当时市境的农业技术水平，启迪后人，影响深远。‘

手工业工艺技术方面，唐代的“嘉兴绫”、“语儿巾”，宋代的“嘉锦”、。月波酒”，海盐的“金秉笺”，

魏塘的“宓家画绢”，元代西塘张成，杨茂两家的漆器，魏塘朱碧山的银器，桐乡濮院的“濮绸”，王店

的“褚氏画绢”、。花笺纸”等，都名重一时，有的成为贡品，有的远销海内外。现存于世的多成为国宝．

元代隶属嘉兴路的松江人黄道婆推广纺织工具和纺织技术革新，促进了棉纺织手工业的发展，名垂

青史。嘉兴丝绸质地优良，名闻天下，也是来源于织造技术的进步。明嘉靖、万历时木机普及，由土帛

改织平绸；清乾隆时木机改铁机，由平绸改为提花；清朱花绸又改仿湖绉，质地更加结实。

工程技术方面，三国吴时嘉兴海盐境内，已能建造“艨艟巨舰”，用于航海。唐代建成的塘浦圩

田，更是一项具有独特创造的改造沼泽地的伟大治水造田工程。五代吴越时，就已用“石囤木桩法”

修筑海塘，16世纪初至18世纪兴筑的重力式鱼鳞大石塘，则基本上体现了现代海塘建筑工程技术

的原理。北宋以后，嘉兴城乡建造的大量桥梁具有很高的建筑水平，宋代石桥嘉善流庆桥，至今尚存

原型；建于明代万历年间的横跨大运河的王江泾长虹桥，是浙北平原软基上跨度最大、桥身最长、拱

度最高的石拱桥。

医药卫生方面，名医辈出，有不少医学典籍传世。仅明清两代，境内各县就有载入史册的名医

63人，历代医药名著数百部。南宋嘉兴闻人耆年所著《备急灸法》；清代嘉兴沈明宗所著《伤寒六经

辨证治法》，海盐吴仪洛所著《本草从新》以及《成才切用》、《伤寒分经》，海宁王世雄所著《温热经

纬》、《增补详注温病条辨》、《霍乱论》，桐乡陆以埯所著《冷庐医话》等书，都是医药宝库中的重要文

献，建国后均由国家出版社重新出版。

境内科学家代不乏人。宋代科学家沈括晚年曾寓居嘉兴。清代海宁医学家王梦英(世雄)善治温

病，号称“温热大家”}嘉兴张雍敬，撞天文历算，他与著名算学家梅文鼎讨论天文学的著作《宣城游

学记》，受到当代学术界熏视。清末海宁李善兰是数学大家，被称为“近代科学的奠基人”。鸦片战争

期间，嘉兴县丞龚振麟曾仿照英国火轮轮船制成以人力推动齿轮激水的战船5艘，参加保卫吴淞的

海战，是中国人自制机械船之始。鸦片战争后，西方科学技术开始传入嘉兴，交通电讯先行。光绪八

年(1882)嘉兴境内开始通行轮船。翌年，嘉兴开通电报。宣统元年(1909)，沪杭铁路通车(海宁徐骝

良是我国早期的铁路工程专家)。民国元年(1912)，嘉兴永明电灯公司开始供电。民国4年，市内通

电话。民国13年，开通长途电话。民国17年，沪杭公路南段通车。30年代初，市内设小型商业无线

电台。西医技术的引进始于光绪十八年海盐天主教会建立的玫瑰医院。市境在辛亥革命前后开始引

进机械设备，开设了一批使用机器生产的近代工厂。农业也逐步改良。光绪二十六年，嘉兴已出现用

新式农业技术经营的农场，后数年崇德县建立农事试验场。民国2年设立治虫会，推广治螟技术。民

国14年海宁始设蚕业改良场，推广优良蚕种。30年代初期，各县都开展了农业技术推广工作，但由

于外患内乱连年，科技推广步履艰难，工农业技术基础薄弱，解放时，嘉兴的近代工厂企业寥寥无

几，且多濒临破产境地，从事农业和工业的科技人员仅百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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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工作历程

新中国建立41年来，嘉兴科学技术事业取

得前所未有的进步。建国初期，党和政府就重视

普及科学知识和技术推广工作。嘉兴市于1951

年成立了浙江省科普协会嘉兴市支会(筹)，各

县也于1952—1956年建立科普协会。当时，运

用各种形式在城乡广泛进行科普活动。在农村，

科普协会配合农业部门，大力宣传推广作物品

种改良、科学栽培、新法养殖、防治病虫害及安

全用电知识；在工厂企业，组织技术革薪，提合

理化建议，推广新工艺，改造旧设备，推广先进

工作法、操作法，有效地促进了增产节约运动。

科普协会还配合卫生部门在城乡宣传卫生健康

知识，特别是防治血吸虫病宣传取得较显著成

效。此外，还配合教育部门向广大青少年宣传学

科学、用科学、向科学进军。组织飞机船舰模型

制作和无线电通讯等爱好小组和俱乐部，培养

了不少人才。

1958年5月，嘉兴专署设立科学技术委员

会。次年5月建立科技办公室。随后又建立专区

工业科学研究所、蚕桑研究所、水产研究所、农

机研究所，连同原有的农业科学研究所，共有地

区级独立科研机构5所，初步形成科技机构的

管理系统。嘉兴县也于1958年成立了县科技协

会。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左”的影响，

当时专署科委制订的“二五”重点科研规划，提

出10年内全区实现“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

化学化”的目标，工科所曾接受省科委拨款10

万元承担试制200万伏电子加速器和聚四氟乙

烯的任务，终因条件不具备而失败。在开展群众

性的科学实验活动中也因脱离实际，成效不大，

甚至造成损失。1961年以后，科技战线贯彻执

行《科学技术工作条例》(简称“科技14条”)，从

思想上、组织上、方针政策上进行整顿，科技工

作逐渐获得成效。以后几年中，全区虽一度收缩

科研机构，但在“一切经过试验”和“注重实际效

果”的方针指导下，不仅巩固和发展了“大跃进”

中的一些有效成果，还在工农业方面创造出一

些新产品、新成果，推动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

展。(参见工农业有关篇章)

“文革”期间，科技工作受到冲击，科技人员

遭受迫害，虽经科技界和群众对“四人帮”的抵

制，取得一些科技成果，但几经起伏，困难重重。

1972年11月，嘉兴地区革委会设立科技办公

室，作为地区的科技工作管理部门。1973年5

月，成立嘉兴地区推广“优选法”领导小组，邀请

华罗庚教授率小分队到嘉兴、海宁等地召开大

会宣讲“优选法”(听讲的有万余人)，并深入企

业实行具体指导，各县也组织小分队开展活动，

整个活动历时半年，推广了“优选法”、“统筹

法”、“正交法”，取得低耗优质成果6532项。是

年11月，地区科技办公室改为科技局，各县也

相继成立科技局或科技办公室，加强对地县两

级科技计划的管理，围绕本地的主要课题制订

年度科技计划。对有研究开发能力而又自愿承

担课题的单位予以立项，拨给研究经费，抓课题

落实，并成立课题协作组，组织协作攻关。承担

课题的科技人员千方百计抵制“四人帮”的干

扰，坚持试验，终使研究课题得以实施，部分项

目获得优秀的成果。

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全国科学大会和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落实了党的科技政

策，进行了科技体制改革，贯彻执行了“经济建

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

经济建设”的方针，嘉兴的科学技术事业开始进

入新的发展时期。1978年地区科技局改为地区

科学技术委员会，建立科技情报研究所和标准

计量管理所，设立地震办公室。不久，嘉兴市和

其他县科委也相继建立。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

会上，地区及各县有15项科研成果在会上获

奖。同年6月，地区组织对技术人员开展全面普

查。1979年12月《嘉兴科技》(月报)创刊。翌年

5月，在全地区干部中开展了科技干部职称套

改评定工作。同年10月，召开地区首次科学大

会，贯彻中国科协“二大”精神，会上评选出全区

，舢；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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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个科技先进集体，有91名先进科技工作者、

122项优秀科技成果获奖。1980年起，建立与恢

复地区级的各专门学会，在此基础上于1982年

成立地区科学技术协会筹备组织，嘉兴市则于

1981年9月成立第二届科协。各县也在此时期

成立了科协。1983年1月，地区召开全区科学

技术奖励大会，各县有75个项目获得1980和

1981年度地区级优秀成果奖。这几年，科技机

构的恢复发展和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为以后

的改革开放、振兴科技事业打下了基础。

1984年2月成立嘉兴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综合管理科技工作。同时成立嘉兴市科学技术

协会，作为各市级学会和各县(市)科协的联合

组织。科委和科协，独立分设，相辅相成，共同推

进科技事业的发展。市科委成立后，在健全组织

机构的同时着重制订嘉兴市科技发展规划，加

强对科技计划和科技成果的管理，并受市政府

委托与上海交通大学等校建立了长期的科技、

教育、经济协作关系。市科协则着手重新组建嘉

兴市级专业科技团体，开展各项活动，并与在外

地工作的一千多名嘉兴籍科技人员及国外著名

科学家建立了联系。1984年春节前还邀请科技

界代表举行迎春茶话会，与市党政领导一起共

商依靠科技振兴嘉兴的大计。1984年9月，在

嘉兴市第一次科技工作会议上颁布了《嘉兴市

。七五”科技发展规划纲要》，动员各有关部门和

科技界积极参与实施。

1984年1月，嘉兴市科学技术咨询中心和

市科技情报研究所、市电子计算机应用研究所

同时成立，面向社会，实行科研开发和推广应用

的有偿服务，开始把科技成果推向市场。同年7

月1日，《嘉兴科技报》创刊并公开发行。1984

年9月，市科协召开全市首次农村科普工作经

验交流会，推动了全市乡(镇)科协的建立。随着

农村实行联产承包，各县(市)农村以农民为主

体的专业技术协会也相继建立，促进了农业生

产的商品化。1985年4月由市科委牵头，与计

委、经委、市科协共同举办嘉兴市首届技术信息

市场交流会，首次举办了科技市场。同年6月，

全国纺织技术成果交易会在嘉兴召开。是年，全

市通过各种渠道，建立了多种形式的科研生产

联合体。市科技咨询中心和各研究所对外实行

有偿合同制，对内实行项目责任制，技术市场开

始运转。11月间，由科委牵头，会同农林、环保、

乡企、气象等部门共同进行的“砖瓦厂烟尘氟化

物治理研究”，成为嘉兴市多部门、跨学科合作

的综合性科研的开端。1986年，为振兴地方经

济，将现代科技引向农村和乡镇企业，市府下达

了组织实施“星火计划”文件，由1名副市长任

组长，组成科委等15个部门负责人参加的“星

火计划”协调小组，制订了“七五星火计划”。嘉

善碳化硅特种陶厂的“无压烧结碳化硅特种工

程陶瓷”成为嘉兴市第一个列入国家级“星火计

戈Ⅱ”的项目。全市科协系统还组织了。百项技术

下乡和百期技术培训”活动。1987年开始，组织

实施“丰收计划”成为农村科技活动的中心内

容。同年，对市属科研机构实行事业费拨款制度

的改革。1988年，根据“治理、整顿”的方针，科

委加强对科学技术的宏观管理工作，着重推行

五个方面的研究开发，即：用先进技术加速传统

工业的改造；开发高新技术产品I“星火计划”向

高、群、外发展；开发刨汇农业研究和开展软科

学研究。从三个方面促进科技介入经济，即：把

企业技术进步纳入承包经营责任制，评选科技

进步先进企业和健全企业开发机构。同时，推广

了20项农业科技成果。工业方面的技术交流更

趋活跃。1987年11月，纺织工业部委托嘉兴制

丝针织联合厂在嘉兴组织全国第一次真丝针织

技术交流会。1989年，市府颁发了《关于进一步

发挥科技人员作用的若干规定》，当年8月召开

全市科技工作会议，部署“八五”期间的科技工

作任务。同年，经市府批准，市级科技三项经费

在前两年增加50％的基础上再增加50％，由科

委列出第一批攻关项目29项。同时，为加强技

术市场管理还成立了技术市场管理办公室。

1989年开始，全市组织实施“火炬计划”，机电

部第36所承担的“坑道无线通信系统”被列入

国家级“火炬计划”项目。1990年市政府先后召

b

一Z

鳓㈣荔渤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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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科技兴农大会和企业技术进步工作会议，进

一步落实各项科技工作。按照“教育为本、科技

兴市”的战略思想，研究制订了《嘉兴市科技兴

市规划纲要》、《嘉兴市科技发展十年规划》和

“八五”计划。前者经市二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

会议审议通过作出决议。此后，市级18个局、公

司也相应制订了本系统的科技规划。

40年来，嘉兴科技事业随着经济建设的发

展，从少到多，从低到高，现已建立了一批科学

研究机构，建成了初具规模的农业技术推广体

系，拥有一支多学科、具有一定水平的科技队

伍。科技进步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明显提

高。科技队伍从百余人发展到18087人l科技管

理逐步完善；科研和技术开发力量不断加强；科

协的系统网络不断扩大，科技群团作用日益显

著。

80年代末，全市工农业生产和建筑、交通、

通讯等方面的技术水平和技术设施，已一扫过

去的落后面貌。粮食、丝绸等传统产业的某些技

术已达到80年代国际水平。嘉兴市第一医院心

内科、第二医院脑外科及婴Jh夕l"科手术的某些

方面也接近或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嘉兴第一

座立交桥一中山东路铁路立交桥的建成，乍
浦港年设计吞吐量为45．4万吨的第一期扩建

工程开工，沪杭铁路复线嘉兴段的铺设以及海

盐秦山核电站的兴建，都显示了现代的建筑旎

工水平。1989年10月30日，桐乡县正式通过

验收成为全国第一家大电网供电的农村初级电

气化县，1990年全市有手扶拖拉机拖车3万

台，其中农村有2万台，全市农村共有电动打稻

机23万台，机动船4万条，载重达40万吨，反

映了农村电气化和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

1988年7月14日，嘉兴市邮电局向上海贝尔

公司引进S 1240程控电话交换系统投入运行。

嘉兴电视台于1987年购进6米卫星地面讯号

接收机3台，1988年购进微波设备1套开通浙

江台微波线路，同年，成为浙江省最早实现各县

(市)均有电视台的市，反映了电讯电子事业的

进步。凡此种种科技进步，说明嘉兴市已开始步

入科学技术现代化的新时期。

建国后，嘉兴有一批优秀科技人员参加了

专家队(组)的援外工作。1959—1984年，先后

有7人分5批赴阿尔巴尼亚、马里、越南、阿富

汗、中非共和国等5国传授养鱼、蚕桑技术。

1964年11月和1965年4月，姜国瑜和田阿旺

赴越南指导河道养鱼技术，年底回国时，越方授

予“友谊章”}1965年周洪昌参加农业部组织的

农业专家组赴越南传授蚕桑技术和培训专业干

部，历时4年，回国时越方授予“越南民主共和

国二级劳动英雄勋章”和“友谊章”。1984年12

月，宋根荣赴中非共和国指导养鱼，历时2年，

回国时被授予“骑士勋章”和荣誉证书。1970一

1988年，共有4批28名医务人员参加国家组

织的援外医疗队赴马里，每批历时2年。1987

年，浙丝一厂总工程师杨家斧应联合国粮农组

织聘用，前往非洲布基纳法索国，进行为期1个

月的技术服务。1989年，嘉兴农校高级讲师孔

岳樵参加中国蚕桑专家组赴希腊进行为期3个

月的蚕桑考察和技术指导。

40年来，有不少嘉兴籍科学家活跃予我国

科技界，担负重任，盛名远播。如水利专家汪胡

桢，机械工程专家沈鸿，地质学家程裕琪、朱夏，

化学家苏元复、邹元曦，医学微生物学家高尚

荫，电讯工程学家褚应璜，地球物理学家顾功

叙，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生物学家钱崇澍、陈

世骧，物理学家黄昆、张仲俊、张效祥、沈天慧，

气象学家陶诗言等均系中科院学部委员。世界

知名的数学家美籍华人陈省身也是嘉兴籍人

士。嘉兴籍的数学家钱宝琮等也是国内著名的

老一辈科学家。在嘉兴本地工作的医学专家周

学章，水稻育种专家姚海根、来乐春等，对发展

嘉兴科技事业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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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和队伍

【科学研究机构】

50年代，嘉兴境内建有嘉兴专区农业科学

研究所和农具机械研究所以及6个县的农科

所。1978年以后，又建了一批科研机构。至1990

年，全市拥有全民所有制科研机构14个，其中

部属1个，市属5个，县(市、区)属8个。5个市

属科研所共有职工2,32人，其中科研人员134

人，占58％(内高级职称20人，中级职称48

人)． ，

机械电子工业部第三+六研究所该所是

机电部直属的科研所，也称江南电子通讯研究

所。1985年从浙江江山迁来嘉兴。1988年投入

2700万元在嘉兴市电子工业区建设新址，占地

200亩，建筑面积6万平方米，现有职工1086

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511人(内高级职称96

人，中级职称193人)。设有9个专业研究部、室

和3个车间。主要从事电子通讯技术及设备的

研究、开发、设计、制造，包括移动通讯和地下通

讯的设备与系统。并承接大、中、小型自动化通

讯系统工程的设计、安装、调试及电子部门和

省、市电子网络设备的设计、安装等。

嘉兴市农业科学研究所1955年10月建

立，原为嘉兴农业试验站，隶属浙江农科所。

1958年改属嘉兴地区主管，更名为嘉兴专区农

业科学研究所。1962年改为浙江省嘉兴粮食作

物研究所，1963年恢复原名。1970年复建，改称

嘉兴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1984年改称嘉兴市

农业科学研究所。该所在1979--1985年期间曾

归省农科院主管，1985年后划归嘉兴市主管。

所址几经搬迁，1970年始定于嘉兴市郊双桥．

1990年全所在编职工123人，其中农科人员50

人(内高级职称10人，中级职称15人)。设水稻

育种、春花作物育种、杂交优势利用、农业综合

技术、植物保护化验渖}技情报等7个专业研究

室，拥有水田108亩，旱地8亩，猪、禽养殖场各

1个，建有育种专用温室240平方米，工作用房

2400平方米，水泥槽700平方米，以及高倍度

摄影显微镜和微机等仪器设备。该所是省内晚

梗育种方面的主要研究机构。多年来研究推广

农业科技，成果累累。

嘉兴市机械科学研究所1958年5月建

立，原为嘉兴地区农业机械研究所，以研究试制

水田耕作机械、水稻栽培机械和收割机械为主。

1983年扩大研究领域，建为嘉兴市机械研究

所，从事研制工业机械设备和产品开发。仍同时

挂农机研究所牌子。1990年共有职工73人，其

中工程技术人员51人(内高级职称4人，中级

职称20人)。机构设置有6室、1厂，即：第一、

二、三研究室、实验室、科研经营开发办公室、行

政室和实验厂。实验厂有金工、锻工和装配3个

车间。

嘉兴市科技情报所 1959年嘉兴专区科

委办公室始设科技情报研究室，内部发行《科技

消息》，1962年撤销。1975年嘉兴市科技局设立

科技情报站．1984年，独立建制嘉兴市科技情

报研究所，有工作人员15人，内专业技术人员

12人(内高级职称3人，中级职称7人)。设文

献资料室、翻译调研室及综合室。1988年增设

市科技开发交流服务公司。全所有图书6000

册，期刊资料352种，其中检索工具书60余种。

嘉兴市电子计算机应用研究所1984年1

月成立。有专业技术人员13人(内高级职称1

人，中级职称4人)。设有软件研究室、自控研究

室和计算机房。备有多种计算机图书资料及检

索工具书。主要从事微机企业管理、办公自动化

软件开发，工业生产自动化和仪器仪表等机电

仪一体化等方面的开发研究．

嘉兴市化工研究所1986年2月正式成

立(前身为嘉兴市(县级>化工研究室)。现有专

业技术人员8人(内高级职称2人，中级职称2

人)．主要从事高分子合成、有机合成及其他化

工技术开发研究。1988年12月通过改革，经批

准整体进入嘉兴化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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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区农科所 1978年建立，现有职工15

人，其中科研人员6人。主要从事水稻育种研

究。1979—1985年，育成早籼“二九丰”，“嘉籼

222”，“嘉籼758”等优良品种。其中“二九丰”已

成为浙江省种植面积最大的早籼品种。“嘉籼

222”成为嘉兴市主要当家品种。1984—1988

年，省内外累计推广种植面积3461．68万亩，增

产粮食13．1亿公斤，新增产值4．06亿元。“二

九丰”于1986年获浙江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厂办科研所全市共有50家。市属工业企

业办的科研所主要有：嘉兴毛纺厂科研所，民丰

纸厂造纸研究所，嘉兴冰箱厂与嘉兴市机科所

合办的嘉兴冰箱研究所，嘉兴制丝针织联合厂

科研所，浙江钟厂科研所，嘉兴绢纺厂科研办，

嘉兴冶金机械厂科研一室，嘉兴化工厂科研所。

县(市)所属工厂办的主要有：嘉善拖拉机厂研

究所，嘉善电声总厂研究所，平湖标准件总厂研

究所，桐乡电子控制设备厂应用电子技术研究

所，桐乡县的浙江调速电机厂研究所和嘉兴电

子灶具厂新产品开发研究室。

民办科研机构全市共有8家。其中民办

集体科研机构有：嘉兴市科技咨询中心王店镇

科技咨询信息服务站，嘉兴市郊区凤桥镇信息

服务部，上海交通大学新丰科技服务部，浙江省

海宁市化工研究所，平湖市科协微量元素与健

康咨询门诊部，平湖市政协经济技术咨询部。

民办个体科研机构有：嘉兴市机电技术应

用研究所和桐乡县时代电子科学开发部。

【技术推广机构】

最早的农业技术推广机构是建立于民国2

年(1913)的嘉兴治虫会。以后曾先后建立过稻

麦、蚕桑、棉麻和良种羊等农业技术推广机构。

解放前夕，各县有农业推广所6个，蚕业指导所

5个，有技术指导员66人。

新中国建立以来，农业推广机构发展，人员

增加，现已建成初具规模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

(具体记述见本志《农业综述》篇，工业、卫生、技

术队伍和推广工作见各专业篇)

【科技咨询机构】

1984年1月，市科协建立嘉兴市科学技术

咨询中心，是一个面向全市的综合性的技术贸

易机构。1990年有工作人员14人，其中科技人

员11人(内中高级技术职称的9人)。组成30

多个技术开发和技术服务部。“中心”直属事业

机构有嘉兴市综合设计室，直属企业单位有嘉

兴市环保节能技术装备成套工程公司和嘉兴市

科技服务社。

下属服务部有：汽车技术服务部，水利技术

服务部，乡镇建筑咨询服务部，气象技术服务

部，标准化技术服务部，计量技术服务部，白蚁

防治技术服务部，医学科技咨询服务部，机械工

程技术服务部，计算机技术服务部，东方锅炉公

司技术服务部，4380厂分厂技术服务部，光学

仪器技术服务部，应用技术服务部，能源技术服

务部，电子测量技术服务部，电子技术开发部，

锅炉压力容器检验技术服务部，电视技术服务

部，美术设计部I还有民盟兴华分部，嘉禾科技

咨询服务部，浙大校友会咨询服务部，科普事业

服务部，建筑设计院咨询服务部以及嘉兴冶金

机械厂、电控厂、锅炉厂、自行车厂等厂科协咨

询服务部等。

【科技队伍】

本世纪初，始有受过专业教育的科技人员。

解放时，各县各类自然科学技术人员合计不过

三四百人，其中医卫人员居多，西医有199人．

建国后，科技人员不断增加，现已拥有一支

多种学科、具有一定水平的科技队伍。1990年，

全市自然科学科技人员由1983年的9225人增

至18087人，其中从事科研的76人，工程技术

的8145人，农业技术的851人，卫生技术的

9015人。全市每l万农业劳动力中的农业科技

人员数，1990年为5．01人(全省为3．9人)，每

1万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中的科技人员数，

1990年为11．87人}每1万人口中的医生数，

1990年为28．5人(全省为19．5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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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管理

【管理机构】

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简称科委)是市政府对

科学技术工作的综合部f-j。1958年5月，嘉兴

专署科委成立，1963年机关精简机构时撤销。

嘉兴县科委于1960年建立，与县科协合署办

公，。文革”时停止工作。1972年，嘉兴地区革命

委员会生产指挥组设立科技办公室，次年改为

科学技术局，各县相应设立科技局(办)。1978

年1月撤销地区科技局，建立嘉兴地区科委，各

县科技局(办)亦改建为县科委。1983年撤地建

市，嘉兴市建立市科委、5个县科委和城郊两区

科委，市区各经济主管部门设置管理科技工作

的科室和专职人员。1989年，桐乡县在全市率

先建立乡镇科委。

市科委设置办公室、计划管理科、成果管理

科、情报科。其主要职责是贯彻执行党和政府的

科技工作方针、政策，并组织制订、实施科技发

展的中近期规划和年度计划、科技成果的鉴定

奖励和推广、科技情报的管理和其他行政事宜。

市科委是市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和技术市场的职

能部门。下设嘉兴市专利管理处、嘉兴市技术市

场管理办公室。1985年起，市科委和市经委联

合编制和组织实施新产品试制计划。

【科技人员管理】

， 落实科技人员政策

1978年，在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全

国科学大会的精神以后，组织、人事部门都把落

实科技人员政策列为重要工作内容，平反冤假

错案、纠正不实之词、补发被扣工资等。同年，开

始纠正科技人员学非所用时，对在。文革”期间

被分配当工人的大专院校毕业生和具有大专学

历而当工人的复员军人，进一步调整归队，重新

安排专业对口的工作岗位。1980年经人事部门

批准，将具有大专学历、曾经取得大学助教、工

程师职称的30余名社会闲散人员录用为国家

干部。1985年，对大学本科毕业、工作满20年

或取得中级以上职称、任职满20年的科技人员

给予特殊照顾，凡夫妻分居两地的，其农村家属

及未成年子女的户口可迁入城镇。至1990年．

共有70名科技人员的66名配偶、87名子女、2

名父母得到“农转非”。

评定科技人员职称

1980一1983年，全面开展技术职称套改和

评定工作。1990年底，在全市全民和集体所有

制事业、企业中，对包括从事社会科学人员在内

的46033人评定技术职称。获得职称的有

41210人，其中高级技术职称924人，中级技术

职称8008人，初级技术职称32278人，高、中、

初职称的比例为2．3 l 19．4 I 78．3。

1986—1989年，在企事业单位实行专业技

术职务聘任制度，并相应地实行以职务工资为

主要内容的结构工资制度。1990年全市全民和

县属大集体企、事业单位中，获得不同技术职务

任职资格的29988人，其中被聘任的有29458

人。

1987年，对在乡镇企业从事技术工作多

年，具有实际工作能力，又有一定专业知识的人

员，评定技术职称。经评定获技术职称的5106

人，工程师412人。

1988年，开展了农民技术人员职称评定工

作。1989年全市获农民技术人员职称的有5264

人，其中高级技师15人，技师721人，助理技师

1009人，技术员2761人，助理技术员758人．

科技人员知识更新

1986—1990年，市统一选派出国进修培训

科技人员9人，已学成回国。1981年和1989

年，省科协组成浙江省蚕丝综合考察团赴日本

考察，地区和市蚕桑学会派人参加。回国后除传

达日本蚕桑技术情况外，还撰写了“日本的栽桑

l量ftl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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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养蚕概况”的考察报告。

市级学会每年都采取多种形式帮助会员和

科技人员知识更新。仅1990年一年，就举办学

术报告44次，学术研讨会103次，交流学术论

文800余篇；编印学术期刊6种，年发行量近2

万份，学会还专门举办继续教育学习班，会员

234人参加}学会办学12所，学员767人，举办

培训班76次，受训人员8024人次；1989年，市

科协会同市科委、市人事局建立市科技干部培

训中心，举办外向型经济各项专业和英、日、俄

语培训班，参加培训者达7000人次。

奖励有贡献的科技人员

市每年评定一次科技成果，从精神和物质

两方面奖励取得优秀成果的科技人员。

1989年，中共嘉兴市委、嘉兴市人民政府

制订奖励有突出贡献的专业人才的制度，规定

每2年进行一次选拔奖励，对获奖者4年进行

一次复评，有新的突出贡献者可以继续获奖。

1989年8月，中共嘉兴市委、嘉兴市人民政府

召开全市科技工作及表彰大会，授予姚海根、周

学章等24人为“嘉兴市有突出贡献的专业人

才”荣誉称号。授予徐呈祥等7人为“嘉兴市优

秀专业人才”荣誉称号。

1986年，市农科所姚海根获国家科委授予

“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光荣称号。

改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

80年代以来，除解决科技人员家属户口

。农转非”以外，还解决了一大批夫妻两地分居

及住房、工资等问题。对在农村第一线的农业科

技人员，都向上浮动一级工资。

【科技计划管理】

1958年嘉兴专区科委根据在10年内全地

区实现机械化、电器化和水利化的战略目标，曾

制订《嘉兴地区“二五”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但

未能实现。

1973年，地区科技局建立后，曾连年编制

科技项目年度计划，组织实施。科技项目经费和

部分物资由省科委切块到地区，3年中年拨款

由30万元增至60万元，由地区直接分配给课

题承担单位。科技人员顶着“四人帮”的压力，冒

着种种风险，坚持试验研究，完成了一批科研项

目。其中嘉兴冶金机械厂的潜孔钻机具、嘉兴绝

缘厂的聚丙烯薄膜、海宁制革厂的猪皮酶脱毛、

嘉善油脂化工厂的米糠油综合利用、桐乡一中

校办厂的低压触电保安器等项目，于1978年获

全国科学大会奖。嘉兴丝厂的小笺成简获省、部

级科技进步奖。1975年开始电冰箱试制，80年

代投入大批量生产，成为嘉兴工业的一个拳头

产品。

1978年嘉兴地区科委制订《嘉兴地区

1978—1985年科技发展规划》，提出农业以提高

单产、降低成本、选育良种为主攻方向；工业以

电子和远红外线技术改造传统产品。当时的科

技发展计划，一度曾片面追求先进性，忽视适用

性，列入国家科委科技发展计划的“嘉兴地区蚕

桑生产电气化”科研课题，投资几十万元，适用

性不佳。之后，科技发展计划逐步转向为经济建

设服务，讲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嘉善县实

施的“杭嘉湖东北部平原粮畜区农业综合技术

开发研究”课题，1983年被列入国家科委制定

的《太湖流域综合开发》总课题，1986年获嘉兴

市科技进步一等奖。1984年市科委制订《嘉兴

市“七五”科技发展规划纲要》，并组织实施。五

年中共完成市以上重点科研项目43项，其中农

业12项，工业30项，卫生1项，有14项获市以

上科技进步奖f取得科技成果976项，其中获市

以上奖励的258项，包括国家特等奖1项，省一

等奖3项，市一等奖6项。

从1986年起，制订和实施“星火”计划，推

广“短、平、快”的适用技术。所需经费除由承担

单位自筹外，通过银行低息贷款、地方财政拨款

等渠道予以扶持。

1990年市科委根据“教育科技兴市”的战

略思想，制订《嘉兴市科技发展十年规划》和“八

五”计划，总的思路是坚持面向经济建设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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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突出重点，加速转化，适用为主，适当超前，

使科学技术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市级18个局、公司制订了本系统的科技发展计

划．要求到。八五”期末科技进步因素在农业增

产中的份额达到45％左右，工业达到35％左

右，到2000年分别再提高10个百分点，要求工

业主要行业的技术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80年

代水平．

【科技成果及专利管理】

1982年前，地、县科委负责科技成果的鉴

定推广工作，向上选报奖励项目。1982年地区

科委制订《嘉兴地区科学技术研究成果奖励试

行办法》，此后，地、县两级直接管理奖励科技成

果。1983年1月，在地区科学技术成果奖励大

会上，各县(市)有75项优秀科技成果获奖。

1984年制订《嘉兴市科学技术成果奖励条

例》，1986年又制订《嘉兴市科学技术进步奖励

条例》，把“科学技术成果奖励”改为“科学技术

进步奖励一。1984—1990年，市府每年定期奖励

科技成果，累计奖励科技成果45项，其中市一

等奖9项。

1984年10月一1985年5月，市科委和桐

乡、嘉善、海宁三县科委，以及嘉兴冶金机械厂、

嘉兴动力机厂等派员参加中国专利局上海分局

等机构举办的专利代理人培训班。全市共有6

人经培训取得中国专利局颁发的专利代理人证

书，开始了专利代理工作。1985年9月。冯金

奇、唐小林申请“椭圆规”专利，是全市第一件授

权的非职务发明专利。

1989年嘉兴市专利管理处成立，归口市科

委，负责全市的专利管理工作。1990年底全市

累计申请专利146件项，经中国专利局批准授

予专利权的有90件。其中30件职务发明专利

已实施25件，实施率达83．3％，嘉兴毛纺织总

厂。纯兔毛纺产品及纯兔毛纱成纱方法”发明专

利实施后，创汇32万美元。近年来还有些企业

‘从外地引进专利实施。嘉善消防器材厂从华东

工学院引进。手投式高效干粉泡沫灭火绵专

利”，1989年试产通过省鉴定，年产量可达10

万枚，年产值可达40万元。

【技术市场管理】

1988年嘉兴市人民政府发布《关于贯彻执

行(浙江省技术市场管理条例>的实施办法》，规

定市和各县(市)区科委为各级政府管理技术市

场的职能部门。1989年市人民政府决定建立技

术市场管理办公室，加强技术市场的El常管理

工作。全市到1990年底已有技术开发机构154

家，其中市级6l家。

1988年市科委会同市工商局、财税局、银

行等有关部门，联合制订《嘉兴市技术商品经营

机构审批、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备案有关手续的

规定》，规定经营技术商品的机构需经工商局审

批，技术合同应经市科委认定登记、备案，并对

技术贸易提取奖金不计征奖金税、业余兼职提

取报酬办法等作了明确规定。市科协制订了《嘉

兴市科协系统科技咨询服务工作管理办法》，市

科委、财税局、总工会联合制订了《关于嘉兴市

职工技协有偿服务活动若干问题的规定(试

行)》。

市科委还会同市工商局、市科协、市总工会

先后分别举办《技术合同法》培训班。从1990年

起，统一使用技贸发票。

科技团体

【市、县(市)、乡(镇)科协】

市境的科协组织，最早的是于建国初成立

的中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浙江省嘉兴市支会，

1958年该支会改为嘉兴县科学技术协会，后几

经变迁，于“文革”中停止活动．1981年嘉兴市

重建市科技协会，与科委合署办公，各县情况相

同。地区于80年代初建立地区科协筹备组织，

由地区科委兼管，未正式成立科协。撤地建市

后，嘉兴市成立市科学技术协会，并在城区、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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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别成立科协办事处。市科协是党领导的人

民团体，是各自然科学团体的联合组织，担负着

党和政府联系科技工作者的纽带和发展科技事

业的助手作用，市科协下辖市级各专业学会、协

会和研究会等57个学术团体，指导各县(市)科

协的工作，设办公室、学会部、科普部等部门。

1988年4月嘉兴市科协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

选举产生市科协第一届委员、主席、副主席、秘

书长，从而使科协工作进入了发展的新阶段。其

活动从传统的科普宣传和学术交流发展为更为

广泛的内容，如举办各类专业技术培训和推广f

对各类专业人员进行新兴科技的继续教育；向

社会提供科技咨询、科技承包、科技攻关等技术

服务活动；参与引进技术人才的活动；组织科技

人员联谊，同党政领导机关对话与对重大决策

进行咨询论证以及维护科技人员的权益等。市

科协自1984年起不断发展科协事业，相继建立

市科学技术咨询中心、嘉兴科技报编辑部、综合

设计室、对外经济技术贸易咨询服务公司、科技

干部培训中-t,-5个事业单位和科技服务社、环

保节能技术装备成套工程公司、科技报读者服

务部3个企业。

嘉兴市科协城区、郊区办事处均建子1983

年10月，海宁市科协建于1980年4月，嘉善县

科协建于1981年11月，平湖县科协于1979年

4月重组成立，海盐县科协建于1980年3月，

桐乡县科协于1980年2月重建。几年来，各县

(市)科协事业有很大发展，有县(市)级学会

114个，会员7900余人。

乡镇科协始建于50年代末。当时在人民公

社化运动中，嘉兴等县曾按上级布置在部分公

社建立，但未能坚持正常活动。80年代初，乡镇

科协重现生机，1982年1月，嘉善县西塘镇及

善西公社率先建立科协，其后各地普遍建立，形

成一支包括技术人员和农民中的技术能手在内

的农民技术骨干队伍。有些乡镇技术网络已经

延伸到村。80年代末，全市已有404个村和310

个乡镇企业建立科普组织。

【市级学会(协会、研究会)】

民国期间，嘉兴市曾成立过医师公会。民国

13年(1924)世界红十字会嘉兴分会和中国红

十字会嘉兴分会成立。民国37年，中国防痨协

会嘉兴分会成立。建国后，嘉兴市于1950年成

立医务工作者协会。嘉兴地区于1961年成立第

一个全区性学术团体——化学化工学会。嘉兴

县于1963年成立县农学会和纺织机械学会。

1978年以后，学会组织发展较快。1983年以后，

在市科协领导下，普遍进行换届选举，调整健全

组织，制定计划，开展活动。1990年嘉兴市共有

市级学会(协会、研究会)54个，个人会员11353

人(其中参加全国性学会的会员2714人)，团体

会员435个。各市级学会由会员代表大会选举

产生学会理事会及正副理事长，学会秘书长负

责处理日常工作。学会独立开展各项活动，并由

市科协商请工、农、卫、教等各主管部门、单位作

为有关学会的“挂靠单位”，支持学会活动，使各

学会的科技活动更有效地与经济建设和各项事

业结合起来。

学会还广泛收集和了解国内外科技信息，

对会员进行科技新知识的再教育。同时积极参

与各级经济科技决策咨询f开展技术攻关、技术

承包、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和技术培训等技术服

务活动。1990年，市级各学会共进行科学考察

33人次，641人参加，其中去国外考察1次。接

待国外来访32人次。学会举办科普讲座100

次，1万余人参加。举办展览会29次。学会自组

科技夏令营6次，770人参加。组织青少年科技

竞赛，共有2866人参加，获奖59项。在市科协

组织下，开展了优秀论文评选活动，发表论文

543篇。编印科普读物9000册。学会参加咨询

活动395人，完成技术合同54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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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兴市科协下属学会(协会、研究会)一览表

成立及 1990年
学会名称 刊物或资料

换届年月 会员数

嘉兴市化工学 1961．6
460 ‘嘉兴化工’

会 1989

嘉兴市蚕桑学 1979．10
264 ‘嘉兴蚕桑’

会 1989

嘉兴市昆虫植 1979．12
74

病学会 1989

中华护理学会 1980．3
976

‘嘉兴医学’，“护理

嘉兴市分会 1990 与科普”

中华医学会 1980．4
720

‘嘉兴医学’，“会

嘉兴市分会 1989 讯”，“医学信息”

中华中医学会 1980．4
310

。会讯”、。嘉兴中医

嘉兴市分会 1989 药”、。信息”

嘉兴市气象学 1980．6
98

会 1989

嘉兴市畜牧兽 1980．5 ‘畜牧兽医学会论文

医学会 1989
167

选编’、。畜牧兽医”

嘉兴市水利学 1980．6
162

会 1989

‘农科信息>，‘嘉兴
嘉兴市作物学 1980．7

211 市作物学会年会交
会 1989

流及资料专辑’

嘉兴市微生物 1980．7
84 ‘中国食用菌菜谱)

学会 1986．12

1980．8
嘉兴市林学会 86

1988．6

囊兴市会计学 1980．1Z
508

‘财会信息与交流'，
会 1988 ‘嘉兴会计’

嘉兴市珠算协 1980．12 ‘璩算教材'、l嘉兴

会 1989
230

珠协简报'

嘉兴土壤肥料 1981．3 ‘各年度土壤肥料资

学会 1985．10
80

料选编'

嘉兴市电子学 1981．S

会 1986．12
136

嘉兴市纺织工 1981．4

程学会 1990
499

嘉兴市机械工 1981．7
404

程学会 1986．12

嘉兴市白蚁防 1981．10

治协会 1990
40 ‘嘉兴白蚁简讯'

成立及 1990照
学会名称 刊物或资料

换届年月 会员敬

1982．3
嘉兴市数学会 209

1990

嘉兴市水产学 1982．9
75

会 1989

嘉兴市园艺学 1982．10

会 1986．1
57

嘉兴市土木建 1982．12
459

筑学会 1989

嘉兴市物理学 1983．12

会 1990
176 ‘初中物理小报'

嘉兴市科普创 1984．5 ‘嘉兴科普作协通
作协会 1990

1ll
讯'

中国中西医结

合研究会嘉兴 1984．6 111

市分会

嘉兴市供销合
1984．7 93

‘供销合作经济通

作经济研究会 讯’

嘉兴市养蜂协 1984．11 ‘蜂业通讯》、。饲养

会 1987
112

管理和病虫害防治”

嘉兴市汽车技

术协会
1985．1 181 ‘嘉兴汽协通讯'

嘉兴市农业经

济学会
1985．3 289 ‘农经月刊'

中国药学会
‘浙江中药通讯'、

嘉兴分会
1985．4 352 “会讯”、‘嘉兴市药

学会论文集’

嘉兴市青年技
1985．4 202 “青科苑”

术协会

嘉兴市标准化 1985．11 ‘标准化文件汇编’、
协会 1990

450
‘嘉兴标协通讯'

嘉兴市花卉协

会
1986．4 145 ‘园林通讯，

嘉兴市机械工 1986．6

业会计学会 1990
54 (It会简讯'

嘉兴市商业会 1986．6
‘学会情况通讯'，

计学会 1989
124 “嘉兴商业财务情况

交流”

嘉兴市墙体材
1986．7 250 ‘墙体工业动态'

料协会

嘉兴市科学技

术情报学会
1986．8 76

嘉兴市煤制品 1987．6

协会 1990．9
64 ‘煤协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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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及 1990正
学会名称 刊物或资料

换届年月 会员数

嘉兴市农机学 1987．7
126 “简报”

会 1990

嘉兴市针灸学
1987．9 106

“简讯”、‘嘉兴中医

会 药信息’

嘉兴市计算机
1987．9 159

学会

嘉兴市青少年

科技辅导员协 1987．1I 61

会

嘉兴市基建优

化研究会
1988 50

嘉兴市烹调协
1989 167

会

嘉兴市统计学 1989
368 《嘉兴统计>

会 1990

嘉兴通讯学会 1989 II

嘉兴市水泥协
1989 152 《嘉兴水泥通讯'

会

曩兴市农学会 1989 853

嘉兴市预防医
1989 131

学会

嘉兴市商品经
1990 148

济研究会

嘉兴市乡镇科
1990 25 “乡镇科协研究”

协研究会

嘉兴市计量测
1990 168

试学会

《嘉兴防痨通讯》、
中国防痨协会 1948．4

141 ‘国外肺科资料翻译
嘉兴分会 1985．4

及综述汇编》

【农村专业技术协会】

80年代以来，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科技

体制改革的展开，使许多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应

运而生。帮助农民办好专业协会成为各级科协

特别是乡镇科协的重要活动内容。平湖县西瓜

技术协会成立于1982年，是市境最早的专业技

术协会，其活动特点是将科研人员、西瓜专业户

和供销部门合在一起，在产供销各个环节上进

行技术服务，依托市场，保持商品优势。1983年

以后，专业技术协会在种养业的各个领域如粮、

棉、油作物和蚕桑、水果、食用菌、甘蔗、榨菜、秋

番茄、养鱼、养禽等方面广泛得到发展，有一些

乡镇科协还成立了服装皮革等研究会。到1990

年，全市已有各种专业技术协会(研究会)277

个，其中县级24个、乡镇级246个、村级7个，

共有会员5617入，形成了一批以农民技术员和

专业大户为主体，有各级科技人员参加的，农民

自办、自管、自己受益的民间商品技术服务组

织。有的专业协会还兴办了苗种场、加工场等经

济实体。1987年，市科协应邀派代表参加中国

科协和国家科委联合召开的全国农村专业技术

协会研讨会议，汇报介绍嘉兴市专业技术协会

的发展情况，该材料编入专书。

【工厂科协】

五六十年代嘉兴绢纺厂、轴承厂和被服厂

曾建立厂科协，推动职工进行技术革新，。文革”

中撤销。1985年5月，嘉兴冶金机械厂创建厂

科学技术协会。1987年市科协组织各工厂科技

人员开展“讲理想、比贡献”活动，该厂获得优胜

并获全国先进集体称号。到1990年底，市区已

有11家工厂企业成立了科协。

科技体制改革

80年代初期，嘉兴地、市认真贯彻执行中

央有关指示，推动科技体制改革。1983年以后，

嘉兴市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有关科技的政策措

施，主要有《关于深化科研所改革的实施意见》、

鬈关于进一步发挥科技人员作用的若干规定》、

《推进工业企业技术进步的若干规定的实施意

见》等，实施中取得较好的效果。

【科研生产联合体】

1981年，嘉兴地区科委所属咨询服务部与

驻军单位签订有偿科研合同。此后，科研单位与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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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单位之间各种有偿的科技协作逐渐发展。

1985年，全市有196家生产企业与110家

科研单位、47所大专院校建立了各种形式的科

研与生产的协作和联系，加速了科技成果向生

产力的转化，密切科技与经济的结合。是年，全

市从外地引进科技成果69项，投产后新增产值

3500多万元。1990年与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建

立协作和联合的企业发展到269家，其中有的

科研单位、大专院校以技术入股的形式，同生产

单位合股联营，组成科研生产联合体。

【技术市场】

1982年12月，嘉兴地区科委和嘉善县人

民政府联合举办“农业科技交易会”，开展技术

交易，开拓技术市场，促进科技成果商品化。

1984年，市政府在市科委设立嘉兴市引进

技术办公室。市科协科学技术咨询中心和市属

科研单位，开展了科技成果有偿转让，以及科技

开发和推广应用的有偿服务。1985年后嘉兴市

职工技协开展有偿技术服务。嘉兴的技术市场

开始形成。

1985年4月，市科委会同市计委、市经委

和市科协共同举办“嘉兴市首届技术、信息市场

交流会”，邀请全国各地98家科研单位、大专院

校来嘉参加交流会。会上展出交流科技成果

1200余项，发布技术信息3000多条，展出国外

产品样品样本900多件，推荐交流人才400余

人。4天展览交流中参观者达3000余人次，签

订科技交易合同和意向书570份，合同金额

570万元。1985年6月，全国纺织品技术成果交

易会在嘉兴举办。市、县(市)各级科协举办了各

种不同层次的工农技术交流会、科研成果展销

会和科技信息发布会等，推动科技市场活动的

开展。

1988年嘉兴市常设技术市场开业，嘉兴的

技术市场进一步发育。1990年全市共有各类技

术开发机构和技术商品经营机构154家，从事技

术开发的人数近2000人。1988—1990年认定登

记的技术合同497项，合同金额1303余万元。

【科研事业单位改革】

1983年桐乡县真菌研究所率先实行改革，

各科室建立“三定一奖赔”(定科研任务、技术咨

询任务、生产任务，超任务的奖，完不成的赔)的

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全所人员的主动性和积极

性，取得了显著效益。

1984年，市、县农科所改革过去课题重点不

突出、低水平重复的弊端，从实际出发，调整科研

方向，努力开展新技术的开发应用研究。平湖县

农科所改名为西瓜豆类研究所，重点研究本县名

优特产西瓜、元青豆的选育种和栽培技术．

1988年，市属科研所实行所长负责制，扩

大科研单位自主权，所内实行课题承包责任制。

此前，1987年实行科研单位事业费拨款制度改

革，对不同类型科研机构实行分类管理，市机械

所和市计算机分所分别削减事业费60％和

61％，增强了科研单位的动力和活力，科技人员

加强同生产单位联系，到生产第一线找课题，开

展有偿科技服务。1989、1990两年，市属5个科

技所同13家企业建立了各种形式的科技生产

联合组织，完成课题68项，在农村建立13个示

范基地，共创收90．8万元。

【厂办、民办科研】

1978—1990年，各县(市、区)共建立厂办

科研所50家。厂办科研所在企业的技术开发、

技术改造以及产品更新换代等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嘉丝联研究所开发出弹面押花、双面条

格、弹力纹三大系列10只新产品，创汇额比一

般真丝织品提高14．3％。嘉兴绢纺厂科研所先

后试制成功新产品、新品种60项，其中14项新

产品获得市级以上优秀新产品奖。

1985年3月建立的海宁化工研究所是最

早的民办科研机构。至1990年，全市8家民办

科研所中有个体办的2家，集体办的5家，联营

的1家。民办科研机构按市场需要进行科研，开

发科技成果推广应用于生产，并开展产前、产中

技术咨询服务，初步形成“科研、生产、销售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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