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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建立中科院、产业部门科研院所和国防科研院所

等机构，调整高等院校，制订科学技术发展规划，逐步建成比较完整的科技体系和工业体

系，取得了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重大科研成果①。然而，“文化大革命”使我国科技、

经济和文化等事业遭受严重挫折和破坏，拉大了中国与世界科技前沿水平的差距。

1976 年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共中央着力恢复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积极推进

现代化建设。1977 年 5 月30日，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在听取中科院负责人汇报工作时提

出准备召开全国科学大会，“把思想澄清，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②。在筹备科学

大会期间，即 1977 年 8月4—8日，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

会，并在会上下决心尽快恢复全国高考，还考虑派人出国留学。同年 8月12日，华国锋

在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提出“向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进军”，并宣

布在适当时候召开全国科学大会。

经过中国科学院和国防科委等诸多部门的精心筹备，1978 年 3月18—31日，中央在北京

隆重召开全国科学大会，参会代表超过 5 000 人（图1）。华国锋主持大会开幕式，邓小平代

表中央在大会上作重要讲话。会前，聂荣臻元帅为大会赋诗云：“华旸出谷天下明，阴霾

一扫九州通。”③ 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在题为《科学的春天》的书面讲话中说：“让我们张开

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④  40 年的实践证明，全国科学大会不仅是中国现代科技史

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还是一次具有特殊政治意义的会议，对国家的科技、教育、政治、

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领域的改革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早在 1963 年 1月，周恩来总理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精辟指出：“我们要实现

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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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⑤ 到全国

科学大会开幕那天，邓小平又强调：“四个现代化，关

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⑥

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首先要排除认识上的障

碍，进行拨乱反正，解放思想。邓小平后来说，他在

全国科学大会上主要讲了两句话：“一句叫做科学技

术是生产力；一句叫做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

阶级的一部分。当时，所以要讲这两条，是因为有争

论。”⑦  他在科学大会上肯定地说：“科学技术是生

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⑧ （图2）又经

过 10 年的探索，邓小平在 1988 年 9月做出进一步的论

断：“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⑨ 如此有创

见的论断将科学技术的地位提升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

直接影响了党和国家发展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的大政方

针。

劳动者是生产力中最具决定性的因素。邓小平阐

释说：“承认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就连带要答复一个

问题：怎么看待科学研究这种脑力劳动？”⑩  周恩来

在1956 年  1月就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1962 年 3月，他和陈毅副总理曾发表讲话，为知识分子

“脱帽加冕”，要求尊重知识分子。不幸的是，广大知

识分子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革”时期沦为“臭

老九”，甚至遭受迫害。到 1977 年 5月，邓小平在一次

谈话中强调：“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也是劳动者。……要

重视知识，重视从事脑力劳动的人。”
11  这是在纠正极

“左”路线的错误认识，对于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

⑤ 周恩来。 周恩来选集（下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 412 页。
⑥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二版），第 86 页。
⑦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107 页。
⑧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二版），第 87 页。
⑨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274 页。
⑩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二版），第 88 页。
11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二版），第 41 页。

图 2    马克思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图 1    1978 年 3 月 18 日《人民日报》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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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氛围有着深刻的意义。

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

重申：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

分” 12。“绝大多数科学技术人员热爱党、热爱社会主

义，努力同工农兵相结合，满腔热情地对待自己从事的

科学技术工作。……这样的队伍，就整个说来，不愧是

我们工人阶级自己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队伍。”
13  这

等于再次为科学家、工程师、教师和其他知识分子“脱

帽加冕”，摘掉“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和“修正主义苗

子”等“紧箍咒”式的帽子，将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社会

地位由“老九”提升为受尊重的“第一” 14，使他们放下

思想包袱，热情投身于现代化建设。如此，科学家和工

程师等知识分子的命运发生重大转变，他们成为党和国

家依靠的重要力量，迸发出巨大的工作热情和创造力。

榜样是激励人们奋发向上的力量。新中国成立后，

战斗英雄被广为颂扬，在抗美援朝时期被誉为“最可爱

的人”。20 世纪 60 年代，王进喜和陈永贵分别成为工业

界和农业界的典范。在“科学的春天”里，科学家成为

深受人们尊重和青少年效仿的新榜样（图3），徐迟的

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使数学家陈景润几乎家喻户

晓，“爱科学、学科学”蔚然成风。从此，数以亿计的

青少年追求科学知识，其中许许多多的青少年成长为职

业的科技工作者，其中不乏国家栋梁之材。

在科学的春风里，科技工作开始全面复苏，甚至成

为中央尝试开放和改革的一个重要突破口。针对过去的

错误观念，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鲜明地指出：“独

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科学技

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

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

进科学技术。” 15  全国科学大会之后，国际科技交流与

合作进一步回暖。通过引进国外先进科技，中国不断提

升科技和产业发展的起点，并在消化吸收先进科技的同

时谋求创新，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科技成果，给国家带来

欣欣向荣的发展景象。

在全国科学大会之后，党和政府又提出了新举措，

做出了新的战略抉择。1978 年 5月，《实践是检验真理

的唯一标准》一文引发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这为推动思

想的大解放开了路。同年 11—12 月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

讨论了全党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等重大问

题。随后，中央于 12月18—22 日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

决定将全党工作的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

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

1985 年 3月7日，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讲话，指

出：“经济体制，科技体制，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为了

解放生产力。”
16  3月13日中央发布《关于科学技术体制

改革的决定》，要求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经济

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

如何发挥好科学技术的“第一生产力”作用？这

12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二版），第 89 页。
13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二版），第 92 页。
14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275 页。
15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二版），第 91 页。
16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108 页。

图 3    中科院的科学家在全国科学大会上
左起：杨乐，张广厚，华罗庚，陈景润，陈德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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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国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随着建设

与改革的不断推进，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中央和科

技界对“第一生产力”的认识有了新突破，即看到“创

新”是促进科技发展、走出跟踪模仿阶段和提高综合

国力的关键。1998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建设国家创

新体系，并批准中国科学院启动知识创新工程试点。

2006 年 1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再次召开全国科学技术

大会，号召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和建设创新型国

家。

2012 年 11月，党的十八大决定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中国科学院率先实

现科学技术跨越发展，率先建成国家创新人才高地，率

先建成国家高水平科技智库，率先建设国际一流科研机

构。2015 年 3月，习近平总书记做出新论断：“创新是

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17  同年 10月，他提出新要求：

“我们必须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把人才作

为支撑发展的第一资源，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

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

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

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18  这些新论断和新要求进

一步明晰了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着力点。

如今，中国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中国

科技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长足进步。例如，美国科学

基金会发布的《科学与工程指标 2016》（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s 2016）表明，中国在科技论文产

出、研发投入等重要指标方面已位列世界第二，某些科

技领域甚至居于世界首位。2012—2017 年，中科院已连

续 6 年高居自然指数排行榜的全球首位。不过，尽管有

这样的进步，广大科技工作者依然任重道远。

回望“科学的春天”和 40 年改革开放的足迹，新时

代科技工作者可以从先贤的奋斗中汲取智慧，坚定信念

和信心，怀着崇高的历史使命感，努力抓住科技革命和

产业变革的机遇，深化体制改革，以创新引领经济社会

发展。新时代要求我们着力提升科学原创能力，勇于解

决关键领域的技术难题，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

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科技强国、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1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年，第 7 页。
1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年，第 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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