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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道部科学研究院建院已四十五周年。四十五年来，经历了创建、发展、文革、恢复

振兴以及改革开放五个重要的历史时期。铁科院从小到大，从几十人发展到四千人，形

成了专业齐全，设备先进，技术雄厚，成果丰硕的铁道系统综合性科学研究机构，走过

了崎岖曲折而又胜利辉煌的道路，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一部铁科院的发展

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既是祖国铁道事业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人民共和国铁

道科技事业发展的缩影。因此，以史为鉴，认真总结历史经验，为今后铁道科技事业的

发展提供殷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铁道部科学研究院的历史是和共和国的铁道建设事业紧密相连的。1949年11

月，新中国诞生仅仅一个月，伟大的解放战争硝烟未尽，国家百废待举之际，铁道部即

高瞻远瞩，决定筹建铁道科研机构，足见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铁道科技事业的发展。

1950年2月28日铁道部铁道技术研究所在唐山正式成立，并于同年9月迁京，更名为

铁道部铁道研究所，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任命著名科学家、桥梁工程专家茅以升教授

为所长，从此，开始了筚路蓝缕，艰苦创业的历程。这是一所完全新型的产业部门的综

合性科研机构，在新中国的众多产业部门中是成立最早的。

从五十年代开始，铁科院就坚持“一切为科研，科研为运输"的正确办院方针，这是

我院得以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建所伊始，即组织力量投入备受战争创伤的铁路

网的恢复运营和解放初期的新线建设，为经济恢复时期的铁路事业做了大量的工作。

1956年研究所扩建为铁道科学研究院后，科研人员参与编制了《1956"'1967年铁路科

技发展远景规划》，并成为实施规划的主要承担者。六十年代，全院370多名科研骨干

分别主持或参加了成昆铁路几十个新技术战斗组，攻克了许多技术难关，在地势险峻、

地质复杂的西南山区，为修建举世瞩目的成昆铁路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极大地推动了

铁道科学技术的进步。在文革动乱期间，铁科院保持了科研建制和队伍，广大科研人员

坚守岗位，克服重重困难，顽强地完成了青藏高原铁路、援坦赞铁路，以及与核爆炸、导

弹试验相关的科技攻关和试验任务。八十年代大批科研骨干投身于“北战大秦、南攻衡

广、中取华东’’的战斗，承担了大秦铁路双线电气化万吨重载运煤专线和大瑶山双线长

隧道以及客运扩编、行车安全保障等重要科技攻关任务，充分显示了铁科院多学科、多

专业的综合优势和科技攻坚的主力军作用。

40多年来，铁道科学研究院面向铁路运输生产建设的主战场，通过完成重大和关

键性科研任务的锻炼和考验，不断茁壮成长，主要体现在：

(一)铁科院已初步形成全国铁路的科学研究和实验中心，计量检测中心，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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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中心，铁路新产品质量检验中心。全院已发展有包括运输及经济、铁道建筑、西南、西

北、机车车辆、通信信号、金属及化学、电子计算技术、标准计量、科技情报等十个研究

所和70多个专业研究室，还有环形铁道试验基地、中间性生产试验基地。

(二)结合铁路运输生产需要开拓发展了一系列新的科研领域，从而改变了铁路的

技术面貌。例如预应力混凝土技术(轨枕和桥梁)，钢结构桥梁的全焊和栓焊技术，无缝

线路，工程爆破，软土和特殊地质路基(冻土、沙漠、盐湖等)的处理，滑坡防治，长大隧

道和地下铁道，重载列车配套技术，牵引动力现代化，交一直一交变频技术，电气化铁

道供电远程控制，车辆制动，列车运行和驼峰编组自动化，新型材料和工艺，材料无损

探伤，轨道动态检测，轮轨动力学，结构安全度等等，其中有许多领域都是由铁科院开

创并至今处于领先地位的。

(三)取得了一批重大的科研成果，为铁路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据不完

全统计，40年来我院在各个领域承担了国家和铁道部3000多项科研课题，取得了

2790项科技成果，有138项重大成果获国家级奖励，383项优秀成果获部级奖励。其中

如成昆铁路的修建、大秦线万吨重载列车成套技术、红水河铁路斜拉桥和安康汉江斜

腿刚构桥、郑州北站驼峰编组场自动化改造、以及4500马力东风8型内燃机车和6400

千瓦韶山4型电力机车等项均具有重大影响和先进水平。科研成果的推广应用，不仅

有力地推动了铁路科技进步，而且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四)通过几代人的努力，建立了一支数量可观，专业配套，理论基础扎实，实践经

验丰富，素质优良，对铁道科技事业富于献身精神的科研队伍。铁科院一贯重视职工的

继续工程教育和研究生培养工作。1981年经国务院批准，铁科院成为首批具有博士学

位授予权的科研单位，现有博士点5个、硕士点13个，已培养研究生数百名，不仅满足

了科研需要，而且为铁路输送了一批高级科技人才。

(五)建设了一批具有先进水平的试验室和试验基地，形成了全路的科学实验中

心。如亚洲唯一的周长9公里，可作各种机车车辆、线路结构、通信信号等实际运营试

验的环形铁道综合试验基地，大型结构试验室，岩土工程实验室，世界银行贷款修建的

轨道动力学实验室，机车车辆动力学实验室及其计算机模拟系统等都具有国际先进水

平，为开展高速、重载和安全运输的成套技术研究提供了十分优越的物质条件。

(六)作为铁路系统的科研学术中心，充分发挥了铁路运输重大决策的技术参谋作

用。铁科院主持或者作为主要参与者编制了历次铁道科技发展规划，制定有关的技术

政策，提出正确的科技发展方向和建议，促进了铁路现代化的建设。七十年代末，铁科

院首先提出发展重载运输以解决货运能力不足的问题，为政府决策起了重要参谋作

用。八十年代初，铁科院又根据国情率先向铁道部领导提出了在中国发展高速铁路的

创议，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推动了高速铁路建设的发展进程，实现了准高速列车在广

深线的开通运行。

(七)通过长期的学习、探索和科研实践，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科研管理经验，并在此

基础上建立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科研管理规章制度。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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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通过几十年科学研究的实践，在工作中形成了理论紧密结合实际，严谨踏实，

顽强拼搏，勇于实践和创新的优良传统和院风。

总之，40多年的历史证明，铁道科学研究院作为铁路科技发展中心和铁道部的最

高学术机构，为我国的铁路建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也要看到工作中存在

不少失误、差距和不足。深刻的历史反思，将使我们在未来的跋涉和攀登中更加明智，

更富信心，无论成就和不足，经验和教训都是我们宝贵的财富，都将成为激励我们奋发

进取的动力。
’

回顾40多年光辉历程，不能不使我们深深怀念茅以升老院长和一大批为新中国

的铁道科技事业奠定基石、贡献毕生精力的老一辈科研领导干部和科学技术专家，他

们的不朽业绩和艰苦创业精神将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他们的高风亮节，将永远成为

后来者学习的楷模!展望未来，前程似锦，信心倍增。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和即将到来的

二十一世纪，将是铁路腾飞、经济振兴、科技迅猛发展的年代，历史向我们提出了严峻

的挑战，也为我们提供了跃进的机遇。我们将沿着改革开放，发展繁荣的道路阔步前

进，我们将不畏艰险，切实把握住成功的契机，为铁道科技的进步，为铁路现代化建设

做出更大的贡献!

这部院史由于条件的限制，内容上只撰写到1987年底。编辑委员会始终坚持不溢

美，不饰非，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反映历史事实，但40年沦桑，风风雨雨，千头万绪，编撰

中难免有顾此失彼，挂一漏万的地方，希读者谅鉴，并不吝予以指正。编辑过程中许多

老领导、老职工热情提供了许多极其珍贵的文物和资料。编辑部同志殚精竭虑，上下求

索，广集资料，不辞辛劳，辨析整理，编撰审校，几经寒暑，数易其稿，为院史出版做出了

可贵的贡献，谨在此一并表示深深的谢意。

’裹0嘉薯轰纛妻程謇国铁道部科学研究院前院长 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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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在职干部的培训⋯⋯⋯⋯⋯⋯⋯⋯⋯⋯⋯⋯⋯⋯⋯⋯⋯⋯⋯⋯⋯⋯⋯⋯⋯(26)

第十章 行改管理和生活保障工作的开展⋯⋯⋯⋯⋯⋯⋯⋯⋯⋯⋯⋯⋯⋯⋯(26)

第十一章 研究所党、团、工会组织的建立，开展“镇反"、

“抗美援朝"、“三反"运动⋯⋯⋯⋯⋯⋯⋯⋯⋯⋯⋯⋯⋯⋯⋯⋯⋯(27)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研究所党组织的建立⋯⋯⋯⋯⋯⋯⋯⋯⋯⋯⋯⋯⋯⋯⋯⋯⋯⋯⋯⋯⋯⋯⋯(27)

研究所团的工作的开展⋯⋯⋯⋯⋯⋯⋯⋯⋯⋯⋯⋯⋯⋯⋯⋯⋯⋯⋯⋯⋯⋯(29)

研究所工会组织的建设⋯⋯⋯⋯⋯⋯⋯⋯⋯⋯⋯⋯⋯⋯⋯⋯⋯⋯⋯⋯⋯⋯(30)

。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运动⋯⋯⋯⋯⋯⋯⋯⋯⋯⋯⋯⋯⋯⋯⋯(32)

d、 结o@o O@Q o@a 0 0@⋯···⋯⋯⋯”·⋯··⋯····”·”··⋯···⋯”·”⋯⋯···⋯．．··”·一···”·(33)

第二篇 发展时期

、(1956．1～1966．6)

第一章 综述⋯⋯⋯⋯⋯⋯⋯⋯⋯⋯⋯⋯⋯⋯⋯⋯⋯⋯⋯⋯⋯⋯⋯⋯⋯⋯⋯(35)

第二章 科研和事业发展规划⋯⋯⋯⋯⋯⋯⋯⋯⋯⋯⋯⋯⋯⋯⋯⋯⋯⋯⋯⋯+(36)

第一节

第二节

1956--。1967年铁道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36)

1960---,1967年院科研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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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第三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1963--一1972年铁道专业科学技术发展规划⋯⋯⋯⋯⋯⋯⋯⋯⋯⋯⋯⋯⋯⋯(37)

科研计划的编制与执行⋯⋯⋯⋯⋯⋯⋯⋯⋯⋯⋯⋯⋯⋯⋯⋯⋯⋯⋯(38)

本时期科研计划的特点⋯⋯⋯⋯⋯⋯⋯⋯⋯⋯⋯⋯⋯⋯⋯⋯⋯⋯⋯⋯⋯⋯(38)

1956"---1957年阶段⋯⋯⋯⋯⋯⋯⋯⋯⋯⋯⋯⋯⋯⋯⋯⋯⋯⋯⋯⋯⋯⋯⋯⋯(39)

1958"--1960年“大跃进”阶段⋯⋯⋯⋯⋯⋯⋯⋯⋯⋯⋯⋯⋯⋯⋯⋯⋯⋯⋯⋯(39)

1961"--1963年调整阶段⋯⋯⋯⋯⋯⋯⋯⋯⋯⋯⋯⋯⋯⋯⋯⋯⋯⋯⋯⋯⋯⋯(39)

1964---,1965年阶段⋯⋯⋯⋯⋯⋯⋯⋯⋯⋯⋯⋯⋯⋯⋯⋯⋯⋯⋯⋯⋯⋯⋯⋯(40)

第四章 三年“大跃进"⋯⋯⋯⋯⋯⋯⋯⋯⋯⋯⋯⋯⋯⋯⋯⋯⋯⋯⋯⋯⋯⋯⋯(41)

第五章 贯彻《自然科学工作十四条》⋯⋯⋯⋯⋯⋯．．．⋯⋯⋯⋯⋯⋯⋯⋯⋯⋯(43)
一

第六章 “下楼出院”和支援“三线”建设⋯⋯⋯⋯⋯⋯⋯⋯⋯⋯⋯⋯⋯⋯⋯⋯(45)

第七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八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九章

第十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十一章

加强科研管理⋯⋯⋯⋯⋯⋯⋯⋯⋯⋯⋯⋯⋯⋯⋯⋯⋯⋯⋯⋯⋯⋯⋯(47)

明确研究院的方向任务⋯⋯⋯⋯⋯⋯⋯⋯⋯⋯⋯Io@o@@ao0⋯⋯⋯⋯⋯⋯⋯⋯(47)

加强专题管理的基础工作⋯⋯⋯⋯⋯⋯⋯⋯⋯⋯⋯⋯⋯⋯⋯⋯⋯⋯⋯⋯⋯(48)

建所以来科研工作的统计分析⋯⋯⋯⋯⋯⋯⋯⋯⋯⋯⋯⋯⋯⋯⋯⋯⋯⋯⋯(49)

完善研究工作制度⋯⋯⋯⋯⋯⋯⋯⋯⋯⋯⋯⋯⋯⋯⋯⋯⋯⋯⋯⋯⋯⋯⋯⋯(49)

成果的鉴定、登记⋯⋯⋯⋯⋯⋯⋯⋯⋯⋯⋯⋯⋯⋯⋯⋯⋯⋯⋯⋯⋯⋯⋯⋯⋯(50)

开展学术活动⋯⋯⋯⋯⋯⋯⋯⋯⋯一⋯⋯⋯⋯⋯⋯⋯⋯⋯⋯⋯⋯⋯(51)

成立第一届院学术委员会⋯⋯⋯⋯⋯⋯⋯⋯⋯⋯⋯⋯⋯⋯⋯⋯⋯⋯⋯⋯⋯(51)

院第二、三届学委会的调整⋯⋯⋯⋯⋯⋯⋯⋯⋯⋯⋯⋯⋯⋯⋯⋯⋯⋯⋯⋯⋯(52)

学术活动空前活跃⋯⋯⋯⋯⋯⋯⋯⋯⋯⋯⋯⋯⋯⋯⋯⋯⋯⋯⋯⋯⋯⋯⋯⋯(52)

7科技人员技术水平的评定⋯⋯⋯⋯⋯⋯⋯⋯⋯⋯⋯⋯⋯⋯⋯⋯⋯⋯⋯⋯⋯(53)

国际科技合作⋯⋯⋯⋯⋯⋯⋯⋯⋯⋯⋯⋯⋯⋯⋯⋯⋯⋯⋯?⋯⋯⋯．．(53)
一

党政领导体制的发展⋯⋯⋯⋯⋯⋯⋯⋯⋯⋯⋯⋯⋯⋯⋯⋯⋯⋯⋯⋯(55)

党的组织建设⋯⋯⋯⋯⋯⋯⋯⋯⋯⋯⋯⋯⋯⋯⋯⋯⋯⋯⋯⋯⋯⋯⋯⋯⋯⋯(55)

党政领导体制⋯⋯⋯⋯⋯⋯⋯⋯⋯⋯⋯⋯⋯⋯⋯⋯⋯⋯⋯⋯⋯⋯⋯⋯⋯⋯(56)

研究机构的建设⋯⋯⋯⋯⋯⋯⋯⋯⋯⋯⋯⋯⋯⋯⋯⋯⋯⋯⋯⋯⋯(58)

第十二章 科研队伍的壮大⋯⋯⋯⋯⋯⋯⋯⋯⋯⋯⋯⋯⋯⋯⋯⋯⋯⋯⋯⋯⋯(60)

第一节 队伍建设⋯⋯⋯⋯⋯⋯⋯⋯⋯⋯⋯⋯⋯⋯⋯⋯⋯⋯⋯⋯⋯⋯⋯⋯⋯⋯⋯⋯(61)

第二节 +干部培养和研究生制度的建立⋯⋯⋯⋯⋯⋯⋯⋯⋯⋯⋯⋯⋯⋯⋯⋯¨⋯⋯·(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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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基本建设和后勤管理⋯⋯⋯⋯⋯⋯⋯⋯⋯⋯⋯⋯⋯⋯⋯’⋯⋯⋯⋯(63)

第一节 基本建设⋯⋯⋯⋯⋯⋯⋯⋯⋯⋯⋯⋯⋯⋯⋯⋯⋯⋯⋯⋯⋯⋯⋯⋯⋯⋯⋯⋯(63)

第二节 器材供应和加工试制⋯⋯⋯．．．⋯⋯⋯⋯⋯⋯⋯⋯⋯⋯⋯⋯⋯⋯⋯⋯⋯⋯⋯(65)

第三节 行政后勤01 ·⋯⋯⋯⋯⋯⋯⋯⋯⋯⋯·000 000 000⋯⋯⋯⋯⋯⋯⋯⋯⋯⋯⋯(65)

第四节 财务管理⋯⋯⋯⋯⋯⋯⋯⋯⋯⋯⋯⋯⋯⋯⋯⋯⋯⋯⋯⋯⋯⋯⋯⋯⋯⋯⋯⋯(66)

第五节 工资改革⋯⋯⋯⋯⋯⋯⋯⋯⋯⋯⋯⋯⋯⋯⋯⋯⋯⋯⋯⋯⋯⋯⋯⋯⋯⋯⋯⋯(66)

第十四章 政治运动⋯⋯⋯⋯⋯⋯⋯⋯⋯⋯⋯⋯⋯⋯⋯⋯⋯⋯⋯⋯⋯⋯⋯⋯(66)

第一节 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67)

第二节 反浪费运动OOB gIO OOO⋯⋯⋯⋯⋯⋯O·O OOO OOO⋯⋯⋯⋯⋯⋯⋯⋯⋯⋯⋯⋯⋯⋯⋯(67)

第三节 人民公社运动⋯⋯⋯⋯⋯⋯⋯⋯⋯⋯⋯⋯⋯⋯⋯⋯⋯⋯⋯⋯⋯⋯⋯⋯⋯⋯(67)

第四节 反右倾斗争⋯⋯⋯⋯⋯⋯⋯⋯⋯⋯⋯⋯⋯⋯⋯⋯⋯⋯⋯⋯⋯⋯⋯⋯⋯⋯⋯(67)

第五节 反官僚主义运动⋯⋯⋯⋯⋯⋯00 ·0 000 i⋯⋯⋯⋯⋯⋯⋯⋯⋯⋯⋯⋯⋯·(68)

第六节 甄别和解思想“疙瘩”⋯⋯⋯⋯⋯⋯⋯⋯⋯⋯⋯⋯⋯⋯⋯⋯⋯⋯⋯⋯⋯⋯⋯(68)

第七节 新“五反”运动⋯⋯⋯⋯⋯⋯⋯⋯⋯⋯⋯00·0·O 000 000 OOa⋯⋯⋯⋯⋯⋯⋯⋯⋯．．．(68)

第八节 “四清”运动⋯⋯⋯⋯⋯⋯⋯⋯⋯⋯⋯⋯⋯⋯⋯⋯⋯⋯⋯⋯⋯⋯⋯⋯⋯⋯⋯(69)

小 结·⋯····⋯··“⋯0 00 000⋯⋯⋯⋯⋯”⋯⋯·0 00 0 0 0·⋯··000 0 00⋯·”⋯······000 000”·(69)

第三篇 ，“文革"时期

(1966·6～1976·10)

第一章 综述⋯⋯⋯⋯⋯⋯⋯⋯m⋯⋯0 00 0 00 0 0 0·0 0 0·0⋯⋯⋯O O Q OI O 0 00 O OO 0 0 0 00 0 000⋯(72)

第二章 “文革"的基本过程⋯⋯⋯⋯⋯⋯⋯0 00 O OO 00 0 0 00 000⋯⋯⋯000 O gPO OO O O O O 00 0 a OQ(73)

第一节 “文革”开始至“革委会”成立⋯⋯⋯⋯⋯⋯⋯⋯⋯⋯⋯⋯⋯⋯⋯⋯⋯⋯⋯⋯(73)

第二节 “清理阶级队伍”⋯⋯⋯⋯⋯⋯嚣j‰⋯⋯⋯⋯“⋯⋯⋯⋯⋯⋯⋯⋯⋯⋯⋯⋯(74)

第三节 ‘‘整党”和恢复党组织活动⋯⋯⋯⋯⋯⋯⋯⋯⋯⋯⋯⋯⋯⋯⋯⋯⋯⋯⋯⋯⋯(74)

第四节 “下放”劳动⋯⋯⋯⋯⋯⋯⋯⋯⋯⋯⋯⋯⋯⋯⋯⋯⋯⋯⋯⋯⋯⋯⋯⋯⋯⋯⋯(74)

第五节 “批清”运动⋯⋯⋯⋯⋯⋯⋯⋯⋯⋯⋯⋯⋯⋯⋯⋯⋯⋯⋯⋯：⋯⋯⋯⋯⋯⋯”(75)

第六节 “批林整风”⋯⋯⋯⋯⋯⋯⋯⋯⋯⋯⋯⋯000000⋯⋯⋯⋯⋯⋯⋯⋯⋯⋯⋯⋯⋯(75)

第七节 。批林批孔”⋯⋯⋯⋯⋯⋯⋯⋯⋯⋯⋯⋯⋯⋯⋯⋯⋯⋯⋯⋯⋯⋯⋯⋯⋯⋯⋯(75)

第三章 科研管理的整顿⋯⋯⋯⋯⋯⋯⋯⋯⋯⋯⋯．．．⋯⋯⋯⋯⋯⋯⋯⋯⋯··：(75)

第一节 规划编制⋯⋯⋯⋯⋯⋯⋯⋯⋯⋯⋯⋯⋯⋯⋯⋯⋯⋯⋯⋯⋯⋯⋯⋯⋯⋯⋯⋯(76)

第二节 整顿科研工作秩序⋯⋯⋯⋯⋯⋯⋯⋯⋯⋯⋯⋯⋯⋯⋯⋯⋯⋯⋯⋯⋯⋯⋯≯勺8)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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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总结科研工作经验，清理科研成果⋯⋯⋯⋯⋯⋯⋯⋯⋯⋯⋯⋯⋯⋯⋯⋯⋯⋯(78)

国际科技合作交流⋯⋯⋯⋯⋯⋯⋯⋯⋯⋯⋯⋯⋯⋯⋯⋯⋯⋯⋯⋯⋯⋯⋯⋯(79)

科技决策的研究⋯⋯⋯⋯⋯⋯⋯⋯⋯⋯⋯⋯⋯⋯⋯⋯⋯⋯⋯⋯⋯⋯⋯⋯⋯(79)

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80)

第四章 逆境中的科研成就⋯⋯⋯⋯⋯⋯⋯⋯⋯⋯”：⋯⋯⋯⋯⋯⋯⋯⋯⋯⋯(80)

第五章 基建和后勤保障⋯⋯⋯⋯⋯⋯⋯⋯⋯⋯⋯⋯⋯⋯⋯⋯⋯gO·O 0 0@too 01 0 000(83)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一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二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三章

基本建设⋯⋯⋯⋯⋯⋯⋯⋯⋯⋯⋯⋯⋯⋯⋯⋯⋯⋯⋯⋯⋯⋯⋯⋯⋯⋯⋯⋯(83)

物资供应⋯⋯⋯⋯⋯⋯⋯⋯⋯⋯⋯⋯⋯⋯⋯⋯⋯⋯⋯⋯⋯⋯⋯⋯⋯⋯⋯⋯(83)

财务管理⋯⋯⋯⋯⋯⋯⋯⋯⋯⋯⋯⋯一⋯⋯⋯⋯⋯⋯⋯⋯⋯⋯⋯⋯⋯⋯⋯(83)

人事和劳动工资的管理⋯⋯⋯⋯⋯⋯⋯⋯⋯⋯⋯⋯⋯⋯⋯⋯⋯⋯⋯⋯⋯⋯(84)

行政后勤工作⋯⋯⋯⋯⋯⋯⋯⋯⋯⋯⋯⋯⋯⋯⋯⋯⋯⋯⋯⋯⋯⋯⋯⋯⋯⋯(84)

第四篇 恢复和振兴时期

(1976．10---,1984．12)

综述⋯⋯⋯⋯⋯⋯··⋯⋯⋯⋯⋯⋯⋯··⋯⋯⋯⋯··⋯”·“·⋯⋯⋯一⋯·(86)

历史背景⋯⋯⋯⋯⋯⋯⋯⋯⋯⋯⋯⋯⋯⋯⋯⋯⋯⋯⋯⋯⋯⋯⋯⋯⋯⋯⋯⋯(86)

八年发展的基本形势和重要决策⋯⋯⋯⋯⋯⋯⋯⋯⋯⋯⋯⋯⋯⋯⋯⋯⋯⋯(86)

拨乱反正，清除“左’’的错误影响⋯⋯⋯⋯⋯⋯⋯⋯⋯⋯⋯⋯⋯⋯⋯(88)

揭发批判“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88)

清查同“四人邦”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88)

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政策⋯⋯⋯⋯⋯⋯⋯⋯⋯⋯⋯⋯⋯⋯⋯⋯⋯⋯⋯(89)

贯彻全国科学大会精神，总结历史经验，进一步明确办院方针⋯⋯⋯(90)

第一节 继续开展工业学大庆活动OOD gO·OO．O QOO OOD⋯⋯⋯⋯⋯⋯⋯⋯⋯⋯⋯⋯⋯⋯⋯⋯(90)

第二节 统一管理全路专业科研机构⋯⋯⋯⋯⋯⋯⋯⋯⋯⋯⋯⋯⋯⋯⋯⋯⋯⋯⋯⋯(90)

第三节 贯彻全国科学大会精神，庆祝建院三十周年⋯⋯⋯⋯⋯⋯⋯⋯⋯⋯⋯⋯⋯⋯(91)

第四节 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实现工作重点转移，进一步明确办院

方针⋯⋯⋯⋯⋯⋯⋯⋯⋯⋯⋯⋯⋯⋯⋯⋯⋯⋯⋯⋯⋯⋯⋯⋯⋯⋯⋯⋯⋯⋯(92)

第五节 贯彻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000 O·O OOO·@@⋯⋯⋯⋯⋯⋯(93)

第四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编制科学研究事业发展规划⋯⋯⋯⋯⋯⋯⋯⋯⋯⋯⋯⋯⋯⋯⋯⋯⋯(93)

1976--1985年科技发展规划的编制⋯⋯⋯⋯⋯⋯⋯⋯⋯⋯⋯⋯⋯⋯⋯⋯⋯(93)

《铁科院1978--2000年科研长远发展规划纲要》的起草⋯⋯⋯⋯⋯⋯⋯⋯⋯(94)

一10一 ，



一

3
囊
支
：
?j

；

；
0
’!
i

I

■■

}

第三节 铁科院1978"--1985年和1981"--1985年科研规划的编制⋯⋯⋯⋯⋯⋯⋯⋯(95)

第四节 发展规划的组织实施⋯⋯⋯⋯⋯⋯⋯⋯⋯⋯⋯⋯⋯⋯⋯⋯⋯⋯⋯⋯⋯⋯⋯(96)

第五章 加强科研管理，建立正常科研秩序⋯⋯⋯⋯⋯⋯⋯⋯⋯⋯⋯⋯⋯⋯(97)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进一步明确研究所的主攻方向和任务，编制好各研究所的长远发

展规划⋯⋯⋯⋯⋯⋯⋯⋯⋯⋯⋯⋯⋯⋯⋯⋯⋯OOOOOO O0010p QOl⋯⋯⋯⋯⋯⋯⋯(97)

年度科研计划的编制和组织实施⋯⋯⋯⋯⋯⋯⋯⋯⋯⋯⋯⋯⋯⋯⋯⋯⋯⋯(97)

加强科研成果管理⋯⋯⋯⋯⋯⋯⋯⋯⋯⋯⋯⋯⋯⋯⋯⋯⋯⋯⋯⋯⋯⋯⋯⋯(98)

加强科研管理，建立科研工作正常秩序⋯⋯⋯⋯⋯⋯⋯⋯⋯⋯⋯⋯⋯⋯⋯(t00)

第六章 发挥综合优势，获得丰硕成果⋯⋯⋯⋯⋯⋯⋯⋯⋯⋯⋯⋯⋯⋯⋯⋯(101)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铁路发展战略的研究⋯⋯⋯⋯⋯⋯⋯⋯⋯⋯⋯⋯⋯⋯⋯⋯⋯⋯⋯⋯⋯⋯⋯

交通运输技术政策的研究⋯⋯⋯⋯⋯⋯⋯⋯⋯⋯⋯⋯⋯⋯⋯⋯⋯⋯⋯⋯⋯

取得了开行重载列车配套关键技术的重大科研成果⋯⋯⋯⋯⋯⋯⋯⋯⋯⋯

提供了促进铁路现代化的大量科研成果⋯⋯⋯⋯⋯⋯⋯⋯⋯⋯⋯⋯⋯⋯⋯

01

03

04

07

第七章 重建学术委员会，积极开展学术活动⋯⋯⋯⋯⋯⋯⋯⋯⋯0··IIIIll0⋯⋯(108)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学术委员会的重建⋯⋯⋯⋯⋯⋯⋯．．．⋯⋯⋯⋯⋯⋯⋯⋯⋯⋯⋯⋯⋯⋯⋯⋯(108)

围绕铁路现代化的重大、关键问题，开展学术活动⋯⋯⋯⋯⋯⋯⋯⋯⋯⋯⋯(109)

编辑出版《中国铁道科学》、《铁道科学论文集》、《铁科院学术

活动简报》⋯⋯⋯⋯⋯⋯⋯⋯⋯⋯⋯⋯⋯⋯⋯⋯⋯⋯⋯⋯⋯⋯⋯⋯⋯⋯⋯(110)

学会活动⋯⋯⋯⋯⋯⋯⋯⋯⋯⋯⋯⋯⋯⋯⋯⋯⋯”．．．⋯⋯⋯⋯⋯⋯⋯⋯⋯·(111)

第八章 加强科研队伍管理，恢复研究生培养，发展继续工程教育⋯⋯⋯⋯(111)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九章

第一节

第二节
。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科研队伍的变化⋯⋯⋯⋯⋯⋯⋯⋯⋯⋯⋯⋯⋯⋯⋯⋯⋯⋯⋯⋯⋯⋯⋯⋯⋯(111)

确定人才培训战略，制定全员培训规划⋯⋯⋯⋯⋯⋯⋯⋯⋯⋯⋯⋯⋯⋯⋯(111)

培训工作的发展，继续教育中心的建立⋯⋯⋯⋯⋯⋯⋯⋯⋯⋯⋯⋯⋯⋯⋯(112)

研究生制度的恢复，研究生部的建立⋯⋯⋯⋯⋯⋯⋯⋯⋯⋯⋯⋯⋯⋯⋯⋯(113)

恢复技术职称的评定⋯⋯⋯⋯⋯⋯⋯⋯⋯⋯⋯⋯⋯⋯⋯⋯⋯⋯⋯⋯⋯⋯⋯(113)

调整职工工资，改革工资制度⋯⋯⋯⋯⋯⋯⋯⋯⋯⋯⋯⋯⋯⋯⋯⋯⋯⋯⋯(114)

科研技术装备的现代化建设⋯⋯．．．⋯⋯⋯⋯⋯⋯⋯⋯⋯⋯⋯⋯⋯(115)

加速科研手段现代化⋯⋯⋯⋯⋯⋯⋯⋯?⋯⋯⋯⋯⋯⋯⋯⋯⋯⋯⋯⋯⋯⋯·(115)

进一步提高环形铁道试验基地的综合试验能力⋯⋯⋯⋯⋯⋯⋯⋯⋯⋯⋯⋯

试验室、试验装备的更新、配套和新建⋯⋯⋯⋯⋯⋯⋯⋯⋯⋯⋯⋯⋯⋯⋯⋯

试验车的新建和改造⋯⋯⋯⋯⋯⋯⋯⋯⋯⋯⋯⋯⋯⋯⋯⋯⋯⋯⋯⋯⋯⋯⋯

加工能力和供电系统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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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新时期院的国际科技交流方针的提出和外事机构的建立⋯⋯⋯⋯⋯⋯⋯⋯(121)
第二节 国际科技交流活动的蓬勃发展⋯⋯⋯⋯⋯⋯⋯⋯⋯⋯⋯⋯⋯⋯⋯⋯⋯⋯⋯(122)

第十一章 后勤保障条件的改善⋯⋯⋯⋯⋯⋯⋯⋯⋯⋯⋯⋯⋯⋯⋯⋯⋯⋯(125)

第一节 试验和科研用房的兴建⋯⋯⋯⋯⋯⋯⋯⋯⋯⋯⋯⋯⋯⋯⋯⋯⋯⋯⋯⋯⋯⋯(125)

第二节 大力建设住宅，改善职工的生活条件⋯⋯⋯⋯⋯⋯⋯⋯⋯⋯⋯⋯⋯⋯⋯⋯(125)

第三节 搞好综合治理，加强安全保卫工作⋯⋯⋯⋯⋯⋯⋯⋯⋯⋯⋯⋯⋯⋯⋯⋯⋯(125)

第十二章 领导班子的“新老交替"，院第五次党代会的召开⋯⋯⋯⋯⋯⋯⋯(126)

第一节 调整和加强领导班子⋯⋯⋯⋯⋯⋯⋯⋯⋯⋯⋯⋯⋯⋯⋯⋯⋯⋯⋯⋯⋯⋯⋯(126)

第二节 院中共第五次党员代表大会的召开⋯⋯⋯⋯⋯⋯⋯⋯⋯⋯⋯⋯⋯⋯⋯⋯⋯(126)

第三节 恢复工会活动，重建共青团委员会⋯⋯⋯⋯⋯⋯⋯⋯⋯⋯⋯⋯⋯⋯⋯⋯⋯(127)

第十三章 完成全面整顿任务，进行改革试点⋯⋯⋯⋯⋯⋯⋯⋯⋯⋯⋯⋯⋯(127)

第一节 全面整顿⋯⋯⋯⋯⋯⋯⋯⋯⋯⋯⋯⋯⋯⋯⋯⋯⋯000 000⋯⋯000 00·⋯⋯⋯⋯⋯(127)

第二节 改革试点⋯⋯⋯⋯⋯⋯⋯⋯⋯⋯⋯⋯⋯⋯⋯⋯⋯⋯⋯⋯⋯⋯⋯⋯⋯⋯⋯⋯(128)

刀、 结⋯一⋯⋯⋯⋯⋯⋯⋯⋯⋯·⋯⋯⋯⋯⋯⋯⋯·⋯⋯⋯⋯····⋯⋯···⋯·⋯(129)

第五篇 科研体制改革时期

(1985．1～1987．12)

第一章 综述⋯⋯⋯⋯⋯⋯⋯⋯⋯⋯⋯⋯⋯⋯⋯⋯⋯⋯⋯⋯⋯⋯⋯⋯⋯⋯(131)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改革的依据⋯⋯⋯⋯⋯⋯⋯⋯⋯⋯⋯⋯⋯⋯⋯⋯⋯⋯⋯⋯⋯⋯⋯⋯⋯⋯⋯(131)

改革的目标⋯．J．．⋯⋯⋯⋯⋯⋯⋯⋯⋯⋯⋯⋯⋯⋯⋯⋯⋯⋯⋯⋯⋯⋯⋯⋯⋯(132)

改革的主要内容⋯⋯⋯⋯⋯⋯⋯⋯⋯⋯⋯⋯⋯⋯⋯⋯⋯⋯⋯⋯⋯⋯⋯．：⋯．(132)

三年改革的评价⋯⋯⋯⋯⋯⋯⋯⋯⋯⋯⋯⋯⋯⋯⋯⋯⋯⋯⋯⋯⋯⋯⋯⋯⋯(133)

第二章 领导体制的改革⋯⋯⋯⋯⋯⋯⋯⋯⋯⋯⋯⋯⋯⋯⋯⋯⋯⋯⋯⋯⋯(133)

第一节 试行院(所)长负责制⋯⋯⋯⋯⋯⋯⋯⋯⋯⋯⋯⋯⋯⋯⋯⋯⋯⋯⋯⋯⋯⋯⋯(133)

第二节 调整院、所职能⋯⋯⋯⋯⋯⋯⋯⋯⋯⋯⋯⋯⋯⋯⋯⋯⋯⋯⋯⋯⋯⋯⋯⋯⋯(133)

第三节 建立职工代表大会制度⋯⋯⋯⋯⋯⋯⋯⋯⋯⋯⋯⋯⋯⋯⋯⋯⋯⋯⋯⋯⋯⋯(134)

第四节 建立院(所)务委员会⋯⋯⋯⋯⋯⋯⋯⋯⋯⋯⋯⋯⋯⋯⋯⋯⋯⋯⋯⋯⋯⋯⋯(135)

第五节 发挥学术委员会的作用⋯⋯⋯⋯⋯⋯⋯⋯⋯⋯⋯⋯⋯⋯⋯⋯⋯⋯⋯⋯⋯⋯(136)

第三章 运行机镧的改革⋯⋯⋯⋯⋯⋯⋯⋯⋯⋯⋯⋯⋯⋯⋯0 00·O··Oo 000 000 ooa(136)

第一节 改变拨款制度⋯⋯⋯⋯⋯⋯⋯⋯⋯⋯⋯⋯⋯⋯⋯⋯⋯⋯⋯⋯⋯⋯⋯⋯⋯⋯(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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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实行技术合同制和科技基金制⋯⋯⋯⋯⋯⋯⋯⋯⋯⋯⋯⋯⋯⋯⋯⋯⋯⋯⋯(137)

第三节 实行课题承包⋯⋯⋯⋯⋯⋯⋯⋯⋯⋯⋯⋯⋯⋯⋯⋯⋯⋯⋯⋯⋯⋯⋯⋯⋯⋯(137)

第四节． 探讨新的运行机制和组织形式⋯⋯⋯⋯⋯⋯⋯⋯⋯⋯⋯⋯⋯⋯⋯⋯⋯⋯⋯(137)

第五节 关于进入或并入企业⋯⋯⋯⋯⋯⋯⋯⋯⋯⋯⋯⋯⋯⋯⋯⋯⋯⋯⋯⋯⋯⋯⋯(138)

第六节 研究所实行目标管理责任制，进行承包经营责任制试点⋯⋯⋯⋯⋯⋯⋯⋯(138)

第四章 科研管理的配套改革OOD OOO U OO-OOI·O⋯⋯⋯⋯⋯⋯⋯⋯⋯⋯⋯⋯⋯⋯(139)

第一节 编制院“七五”发展规划⋯⋯⋯⋯⋯⋯⋯⋯⋯⋯⋯⋯⋯⋯⋯⋯⋯⋯⋯⋯⋯⋯(139)

第二节 科研计划实行分级管理，建立科研基金制⋯⋯⋯⋯⋯⋯⋯⋯⋯⋯⋯⋯⋯⋯(139)

第三节 改革财务管理体制，开展科研课题核算⋯⋯⋯⋯⋯⋯⋯⋯⋯⋯⋯⋯⋯⋯⋯(140)

第四节 人事管理实行聘任制、岗位责任制和考核制⋯⋯⋯⋯⋯⋯⋯⋯⋯⋯⋯⋯⋯(141)

第五节 行政技术后勤试行部分有偿服务⋯⋯⋯⋯⋯⋯⋯⋯⋯⋯⋯⋯⋯⋯⋯⋯⋯⋯(141)

第六节 建立新的收入、分配及奖励制度⋯⋯⋯⋯⋯⋯⋯⋯⋯⋯⋯o⋯⋯⋯⋯⋯⋯(143)

第五章 改革促进科研大发展⋯⋯⋯⋯⋯⋯⋯⋯⋯⋯⋯⋯⋯⋯⋯⋯⋯⋯⋯(143)

第一节 改革时期科研工作的特点⋯⋯⋯⋯⋯⋯⋯⋯⋯⋯⋯⋯⋯⋯⋯⋯⋯⋯⋯⋯⋯(143)

第二节 实现货运重载，客运扩编，提出发展高速铁路的建议⋯⋯⋯⋯⋯⋯⋯⋯⋯⋯(144)

第三节 安全技术取得新进展⋯⋯⋯⋯⋯⋯⋯⋯⋯⋯⋯⋯⋯⋯⋯⋯⋯⋯⋯⋯⋯⋯⋯(144)

第四节 突破大秦铁路建设的关键技术⋯⋯⋯⋯⋯⋯⋯⋯⋯⋯⋯⋯⋯⋯⋯⋯⋯⋯⋯(145)

第五节 一批新产品、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得到应用⋯⋯⋯⋯⋯⋯⋯⋯⋯⋯⋯⋯(146)

第六节 软科学研究喜获丰收⋯⋯⋯⋯⋯⋯⋯⋯⋯⋯⋯⋯⋯⋯⋯⋯⋯⋯⋯⋯⋯⋯⋯(146)

第六章 科技开发初战告捷⋯⋯⋯⋯⋯⋯⋯⋯⋯⋯⋯⋯⋯⋯⋯⋯⋯⋯⋯⋯(147)

第一节 建立科技开发体制⋯⋯⋯⋯⋯⋯⋯⋯⋯⋯⋯⋯⋯⋯⋯⋯⋯⋯⋯⋯⋯⋯⋯⋯(147)

第二节 组织成果开发⋯⋯⋯⋯⋯⋯⋯⋯⋯⋯⋯⋯⋯⋯⋯⋯⋯⋯⋯⋯⋯⋯⋯⋯⋯⋯(148)

第三节 积极探索多层次、多形式的科技开发新路⋯⋯⋯⋯⋯⋯⋯⋯⋯⋯⋯⋯⋯⋯(148)

第四节-科技开发初显效益⋯⋯⋯⋯⋯⋯⋯⋯⋯⋯⋯⋯⋯⋯⋯⋯⋯⋯⋯⋯⋯⋯⋯⋯(150)

第七章 基本建设持续发展⋯⋯⋯⋯⋯⋯⋯⋯⋯⋯⋯⋯⋯⋯⋯⋯⋯⋯⋯⋯(150)

第八章 大力加强队伍建设⋯⋯⋯⋯⋯0 50 0··⋯⋯⋯⋯⋯⋯⋯⋯⋯⋯⋯⋯⋯(152)

第九章 国际科研合作与学术交流⋯⋯⋯⋯⋯⋯⋯⋯⋯⋯⋯⋯⋯⋯⋯⋯⋯(153)

第一节 双边科技合作⋯⋯⋯⋯⋯⋯⋯⋯⋯⋯⋯⋯⋯⋯⋯⋯⋯⋯⋯⋯⋯⋯⋯⋯⋯⋯(153)

第二节 参加亚太经社会(ESCAP)科技活动⋯⋯⋯⋯⋯⋯⋯⋯⋯⋯⋯⋯⋯⋯⋯⋯(153)

第三节 国际经济技术合作⋯⋯⋯⋯⋯⋯⋯⋯⋯⋯⋯⋯⋯⋯⋯⋯⋯⋯⋯⋯⋯⋯⋯⋯(154)

第四节 国际学术交流⋯⋯⋯⋯一⋯⋯⋯⋯⋯⋯⋯⋯⋯⋯⋯⋯⋯⋯⋯⋯⋯⋯⋯⋯⋯(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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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时期(1949．2"-'1955．12)

第一篇 创建时期

(1949．2～195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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