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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历史性转变
⸺回望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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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978年3月举行的全国科学大会，是我国科学史上空前的盛会，标志着我国科技工作经过“十年动乱”后终于迎

来了“科学的春天”。通过全国科学大会的筹备和召开，我国科技事业恢复了正常的体制和秩序，党和政府调整了知

识分子政策，确立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和“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等重要论断，是对“十年动乱”中遭

到严重破坏的科技工作的全面拨乱反正，也为20世纪80年代科技事业的开放和改革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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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3月18—31日，盛况空前的全国科学大会经

过近一年的筹备之后，在北京隆重召开。这次大会，是

我国科学史上空前的盛会，标志着经过“十年动乱”

后，我国科技事业终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全国科

学大会的筹备和召开，是对“十年动乱”中遭到严重破

坏的科技工作的全面拨乱反正，也为科技工作的开放和

改革打开了大门。从大会的筹备到召开的不到一年时

间，我国科技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现在 40 年过

去了，当我们回顾全国科学大会的筹备和召开以及期间

我国科技工作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可以更清晰、深刻地

认识到全国科学大会在我国当代科学发展史上的重大意

义。

1 从“整顿科学院”到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决策

中国现代科技事业起步较晚，民国时期逐步建立

了现代大学和地质调查所、中央研究院、黄海化学工业

社等公立或私立科研机构，一度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但

因内外战争和社会动荡，严重影响了科技事业的正常发

展，20 世纪前半叶并没有为科技事业建立牢固的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由于党和政府的重视，

我国科技事业以前所未有的步调快速发展，至  20  世

纪 60 年代中期，取得了原子弹研制成功、人工合成结晶

牛胰岛素等一系列重大成就。但在“十年浩劫”中，科学

技术领域成为重灾区。新中国成立以来 17 年的科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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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当作“反革命的资产阶级科研路线”遭到彻底否定，我

国的科技体系和组织体制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造反派一

度窃夺了科技战线的领导权，中国科学院（简称“中科

院”）等重要科教机关的一些重要领导岗位长期被造反派

占据；许多著名科学家遭受残酷迫害，大批科技工作者被

下放至工厂和农村进行劳动改造；大搞违反科研规律的所

谓“开门办院所”，劳民伤财且成果寥寥；高等院校停止

正常招生多年，许多领域的科研工作处于停止状态，拉大

了我国与世界科技先进水平的差距。

“文革”初期，中科院的大批研究所或转入国防

科技系统，或下放所在省市，有的研究所甚至被撤销。

1970 年国家科委并入中科院后，中科院一度仅保留了

10 个直属研究所，同时更多地担负着原国家科委的职

能。这一体制上的变化，把中科院推上了风口浪尖，使

得中科院在波谲云诡的 20 世纪 70 年代中国历史舞台上扮

演了重要的角色。

1975 年，邓小平同志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

期间，中央派胡耀邦、李昌等同志到中科院主持工作。他

们遵照邓小平的指示，“整顿科学院”，纠正“左”的错

误，力图把科研工作搞上去。然而，他们经过深入调查研

究后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

却被诬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大毒草’”“科技界复辟资

本主义的反动纲领”，并遭到公开批判。“整顿科学院”

虽然为时不长，但胡耀邦等人给中科院和科技工作带来了

一股新风，让科技工作者看到了希望。

1976 年 10月粉碎“四人帮”之后，在揭批“四人

帮”的同时，党中央提出在 20 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

是我国人民的中心任务。在先后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农

业学大寨会议（1976 年 12月）和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

（1977 年 4—5 月）之后，如何把科技工作搞上去的问题

摆到了议事日程上来。

1977 年 1月，党中央派方毅同志主持中科院工作，

李昌同志也恢复了工作。他们通过揭批“四人帮”对科

技工作的干扰和破坏，清理“四人帮”在中科院的爪

牙等帮派势力，迅速扭转了中科院的局面。1977 年 5月

12日，尚未正式复出的邓小平同志约见方毅和李昌，专

门谈科技和教育的整顿问题，提出：实现现代化，关键

是科学技术要上去，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制订科

技发展规划，要解决科技人员的后顾之忧，要同时抓教

育，培养人才，后继有人。5 月 24 日，邓小平同志又向

两位中央领导同志王震和邓力群进一步谈了“尊重知

识、尊重人才”的意见[1]。

1977 年 5 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方

毅、李昌、武衡等同志汇报中科院工作。中共中央委员

会主席华国锋同志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做出了召开全国

科学大会的决定。华国锋同志说：“我国的科学技术水

平，和先进国家比，总的说，水平低，但我们有信心搞上

去。‘四人帮’的干扰在科技方面确实很大，打击了科技

队伍的积极性。要把科学技术在二三十年内努力搞上去，

要揭批‘四人帮’，肃清流毒，澄清思想。我们要认真地

搞。考虑要开个科学大会，把劲鼓起来。人数要多一点，

这个会要使全国震动。科学大会的规模可以大些，把大

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对人民有贡献的专家和群众，要给

予表扬，戴红花。他们应受到国家和人民的尊重。要送个

‘红本子’，要拍电视、电影。把全国有成就的科学家请

来”①会议决定，在 1977 年冬季或 1978 年 1、2 月份召开

一次全国科学大会，由中科院和国防科委负责筹备。

在 1977 年 8 月12 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大会议上，华国

锋在大会政治报告中正式宣布：“中央决定，在适当的时

候召开全国科学大会。这次大会要交流经验，制定规划，

表扬先进，特别要表扬有发明创造的科技工作者和工农兵

群众，把科技战线上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充分调动

起来，向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进军。”在“科技工作要走在

四个现代化的前面”“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等问题的认识

① 华国锋，关于科学工作的指示，1977 年 5 月 30 日。中国科学院院部档案，案卷号：1977-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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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华国锋与邓小平是一致的。事实上，在1975 年邓小

平同志提出“整顿科学院”的时候，华国锋作为主管科技

工作的副总理就参与其中，积极支持，他对科技工作的问

题是了然于心的。因此，在 1977 年 7 月邓小平正式复出

并主管科技和教育工作后，他放手让邓小平抓科技和教育

工作。以筹备和召开全国科学大会为契机，科技工作开始

全面地拨乱反正，迅速扭转了全国科技工作的局面。

2 全国科学大会的动员与筹备

2.1 会议筹备和动员的启动

根据中央的要求，1977 年 6 月2 日，方毅同志召集

中科院、国防科委、国防科工办、国家计委、教育部、

石化部、卫生部、农林部、一机部等单位负责人，讨论

成立了由各有关单位负责人参加的全国科学大会筹备工

作领导小组，落实筹备工作，并决定立即起草召开全国

科学大会的通知。6 月 6 日，中共中央批准了由方毅任组

长，包括李昌、武衡、张爱萍、李耀文、方强（后改为

邹家华）、姚依林、刘西尧等 16 个单位负责人组成的筹

备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先后设立了秘书组、文件起

草和简报组、评选组、宣传组、组织组、规划组等工作

组，分别负责筹备日常办公、会务准备、起草文件和编

发工作简报、组织评选先进单位和人物以及获奖成果、

大会宣传报道、筹办科技成果展览、安排代表名额方

案，以及科技规划工作的组织等②。

1977 年 6 月 9—15 日，方毅等中科院领导同志分三

批向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主管科技工作的负责同志、

国防科委、中科院和京区各单位有关负责人以及全国各

省、直辖市、自治区领导和有关负责人传达了中央指

示。筹备工作随即全面展开，全国迅速形成了大办科

学的热潮。许多省市和部委都是第一书记亲自抓，省

（市）委、部委专门讨论科技工作，并召开一万、几

万、几十万，甚至一二百万人的动员大会和广播大会，

发动广大群众迎接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

2.2 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

1977 年 7 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同

志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并分工主管科学和教育工作。为

了解决科教战线的问题，1977 年 8月4—8日，邓小平主

持召开了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会议由中科院和教育

部承办，科教界 30 多名专家出席（图 1）。8月6日，在

武汉大学查全性副教授痛陈“推荐上大学”办法的弊端

（图 2）之后，邓小平当场拍板决定当年恢复高考。8月

8日上午，邓小平在座谈会结束时发表重要讲话，对“文

革”之前 17 年的科学和教育工作的成绩作了客观估价，

并对调动知识分子积极性、科研和教育的体制、教育制

度和教育质量、后勤工作及学风等问题作了重要指示。

1977 年 9 月19日，邓小平和方毅与教育部主要负责

人刘西尧等同志谈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在此前

后，他还对恢复高考的一些具体问题作了一系列指示。

在当年 10月5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后，10月12

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 1977 年高等学校招生工

作的意见》，明确从1977 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恢复统

一考试制度。

通过上述会议和几次谈话，邓小平以高度的智慧和

勇气推翻了所谓“黑线专政”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的“两个估计”，突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为全国

② 全国科学大会秘书处，全国科学大会大事记，1978 年 4 月。

图 1    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与会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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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大会的顺利召开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2.3 迎接全国科学大会的宣传工作

为了指导全国各新闻、宣传、出版部门搞好科学大

会的动员和宣传工作，大会筹备工作办公室于1977 年8

月29 日发布了《关于迎接全国科学大会的宣传要点》：

（1）要大张旗鼓地宣传科学实验革命运动的伟大意义；

（2）要大造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声势；（3）要宣

传深入揭批“四人帮”；（4）要宣传在抓纲治国战略决

策指引下，科学兴旺发达、捷报频传的新形势；（5）要

表扬先进，特别要表扬有发明创造的科技工作者和工农

兵群众；（6）要大力宣传和普及科学知识。宣传、文

化、出版等部门随即行动起来。文化部发出通知，要求

有关单位摄制、创作出更好的、以科技工作为内容的电

影、戏剧、音乐、舞蹈、美术作品，为科研工作大干快

上，为召开全国科学大会大造舆论。

当时轰动全国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就是

《人民文学》杂志社为了配合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约请

著名作家徐迟深入中科院采访后撰写发表的。这篇作品让

“臭老九”成为文学作品的主角，生动地描绘了数学家陈

景润的传奇经历，展现了“文革”给知识分子带来的心灵

创伤，呼唤对科学和科学家的尊重（图 3）。文章在《人民

文学》1978 年第 1 期发表，2 月 17 日《人民日报》加以转

载，并迅速在科学界和广大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陈景润

勇攀数学高峰的形象，成为全国家喻户晓的科学英雄[2]。

2.4 预备会议和会议通知正式发表

1977 年 9月5—15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了预备会

议。会议传达了华国锋关于科学工作的重要指示和邓小平

在科教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讨论了代中央草拟的《关

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研究了大会代表名额分

配、典型材料、评选办法、规划工作、成果展览等各项筹

备工作。9 月18 日，华国锋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确定了全国科

学大会的基本任务。9 月23日，《通知》正式发表。《通

知》指出：“中央决定，1978 年春，在北京召开全国科

学大会。全国科学大会的任务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

旗帜，贯彻执行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深入

揭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交流经

验，制定规划，表扬先进，特别要表扬有发明创造的科学

技术工作者和工农兵群众，动员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和

全体科学技术工作者，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通

知》深入批判了“四人帮”在科技战线的倒行逆施，阐述

了新时期我国科技事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包括建设又红

又专的科技队伍，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贯彻执行百家争鸣

的方针，制定科技规划，坚持学习世界先进科技和独创相

图 2    科教座谈会简报中查全性教授发言摘要

图 3    陈景润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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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等。《通知》还指出：“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

术现代化，能不能把科学技术搞上去，是关系到我们国家

命运和前途的大问题。”[3]这就明确了全国科学大会是我

国科技界一次拨乱反正的政治会议，是一次确定新时期科

技发展路线、方针和政策的重要会议。

3 恢复科技工作的正常秩序

在筹备科学大会的过程中，在党中央的领导和大力

支持下，在中科院的领导和带动下，我国科技界迅速恢

复科研工作秩序，建立和健全科研体制，短时期内就出

现一片生机勃勃的局面。

1977 年 6 月 22 日至 7 月 7 日，中科院召开院工作会

议，院属各单位负责人以及中央部门和各省、直辖市、

自治区的科技局负责人参加了此次会议，以实际行动迎

接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成为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

会议讨论通过了《1978—1985 年中国科学院发展规划纲

要（草案）》。会议决定：建立党委领导下的所长负责

制；恢复和重建各研究所学术委员会；逐步恢复中国科

协和各专门学会；加强各研究所所属研究室，由科技人

才担任室主任和课题组长；建立各类人员的考核制度；

试点恢复招收和培养研究生；保证科技人员每周六分之

五的业务工作时间；对学非所用、安排不当的科技人

员，要逐步予以调整；对受审查未作出结论的人员尽快

作出结论，结论不当的予以复查改正等。会议还决定取

消院、所两级的革委会，在全国起了带头作用[4]。

3.1 恢复科研机构的学术委员会

学术委员会是科研机构重要的学术领导组织。中科

院于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建立了中科院学部和各所学术委

员会，在院、所两级的学术领导工作中起到了很好的作

用。但在“文革”中，学部和各所学术委员会都被当作

“资产阶级专家路线”而撤销。1977 年院工作会议后，

中科院随即决定在院、所两级建立学术委员会。在中科

院物理所试点重建了学术委员会后，9 月 24 日，院务会

议决定将《学术委员会试行条例》转发院直属各单位参

照执行。1978 年初正式成立中科院学术委员会筹备组，

并由钱三强副院长领导。

3.2 恢复技术职称

在恢复学术委员会的同时，中科院于 1977 年 9 月

率先宣布恢复技术职称，由院学术委员会筹备组迅速开

展了恢复科技人员技术职称的工作。当时，技术职称工

作已停顿 10 多年了，积压了大量的问题，严重挫伤了

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中科院率先将数学所助理研究员陈

景润破格晋升为研究员，将该所杨乐、张广厚由研究实

习员破格晋升为副研究员。至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前，中

科院在京部分研究所提升研究员、副研究员、副总工程

师 250 余人，其中越级晋升者 24 人。技术职称的恢复是

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一项重要举措，极大地调动了广大

知识分子的积极性。科技干部技术职称的恢复，还为随

后全国专业技术干部职称制度的恢复起到了带头作用。

3.3 中国科协恢复活动，重建国家科委 

“十年动乱”中，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停止活动，各

级科协组织和各专门学会也被解散。1977 年 6—7 月的工

作会议上决定逐步恢复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和各专门学会

后，中国科协和各省级科协迅速恢复并开展工作，原有

的全国性学会也相继恢复。

1977 年 9月18日，经党中央批准，国家科学技术委员

会作为国务院所属的主管科技工作的部门恢复重建，方毅

同志兼任主任。国家科委重建后，中科院不再承担国家科

委的职能，而作为国家科学院的定位进一步明确。

3.4 恢复研究生招生

继恢复高考制度之后，研究生招生也很快恢复。

1977 年 9月5日，中科院在向国务院呈交的《关于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中提出：在北京设立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暂定规模 1 000 人。9 月10日，

又向国务院呈交了《关于招收研究生的请示报告》，提

出委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北京筹办研究生院。9 月底，

国务院决定在中科院所属的 66 个研究所和北大、清华、

中国科大、浙大 4 所高校恢复研究生制度。此后，其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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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高校也相继恢复招收研究生。1977 年 10 月20 日《人民

日报》头版报道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在京成立。

1978 年 1月，教育部和中科院决定将 1977 年和 1978 年招

收研究生的工作合并于 1978 年举行。1978 年 3月1日，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在北京正式成立，严济慈先

生出任院长。这是我国的第一个研究生院。首届共招

收 1 015 人，于 1978 年 10 月 9 日正式开学。

以上一系列措施，恢复和健全了我国的科学技术组

织体系，初步解决了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科研单位的治理

体制问题，让科学家真正成为科研单位和科技工作的主人

翁，解决了科技人才的培养问题。这些措施，认真吸取了

“文革”等政治运动冲击和干扰科技工作的教训，为科技

体制和科技管理工作从行政领导为主过渡到学术领导为主

打下了良好基础。其恢复和调整力度之大，充分反映了党

中央和中科院领导发展科技事业的非凡胆识和气魄。

3.5 制订科学技术规划

恢复科学规划工作是恢复正常科研工作秩序的又一

重大措施。1977 年 6 月，中科院召开长远规划座谈会，

率先开始制定本院战略规划及各学科三年和八年计划。

8 月中下旬，中科院主持召开了各部委科技规划座谈会。

9 月 27 日至 10 月31日，由中科院主持召开了全国基础科

学学科规划会议，来自中科院各所以及全国各科研单位

和高校的专家学者和管理干部 1 200 余人，经过 1 个多

月的认真研究和讨论，制定了数学、物理学、化学、天

文学、地学和生物学的发展规划，并在此基础上确定了

《全国自然科学学科规划纲要（草案）》。

1977 年  12 月12日至  1978 年1月16日，国务院各

部委、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和军委的相关负责同

志 1 000 余人在京召开了全国科学技术规划会议，通过了

《1978—1985 年全国科学技术规划纲要（草案）》，提

交随后的全国科学大会进行审议后予以通过。《规划纲

要（草案）》提出我国科学技术工作八年奋斗目标是：

部分重要的科学技术领域接近或达到 20 世纪 70 年代的世

界先进水平；专业科学研究人员达到 80 万人；拥有一批

现代化的科学实验基地；建成全国科学技术研究体系。

规划确定了 108 个项目作为全国科学技术研究的重点，

提出把农业、能源、材料、电子计算机、激光、空间、

高能物理和遗传工程等 8 个影响全局的综合性科学技术

领域、重大新技术领域和带头学科放至突出地位，集中

力量进行攻关，以推动整个科学技术和整个国民经济高

速发展。两次规划会议期间，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

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与会全体代表和工作人员[5]。

4 知识分子政策的拨乱反正

解放初期，我国的高级知识分子大多出生于地主或

资产阶级家庭，受的是资产阶级或旧式教育，因此，他

们的阶级属性被定为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在历次政

治运动中，由于过分强调阶级斗争，相当一部分知识分

子受到打击。重视政治轻视业务的政策更使一部分高级

知识分子学非所用，缺乏开展科研工作的良好条件。

1956 年初，为加快社会主义建设，中央号召全国人

民“向科学进军”，专门召开了中央知识分子会议。在这

次会上，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央宣布，知识分子“已经是工

人阶级的一部分”。但这一正确的观点并没有坚持多久。

“反右运动”之后，许多学有专长的科学家靠边站了，知

识分子下放到农村工厂劳动锻炼成为制度。1962 年 3月，

在广州召开全国科学技术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鉴于大跃

进时期知识分子工作的经验教训，强调 12 年来大多数知

识分子有了根本的转变和极大的进步，重申了 1956 年知

识分子会议报告的看法。随后陈毅副总理在全国科学技术

工作会议和话剧歌剧创作会议上，作了著名的“脱帽加

冕”的讲话，在场科学家被感动得热泪盈眶。然而由于毛

泽东同志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有不同意见，刚刚脱下的

“资产阶级”帽子不久又重新戴到了知识分子的头上。

“十年浩劫”中，知识分子首当其冲，普遍遭受到不

同程度的迫害。据调查，1968 年中科院京区 170 位正、副

高知识分子中，有 131 位被列为打倒或审查对象，全院在

“文革”中被抄家的达 1 909 户，229人被迫害致死。中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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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 360 名职工，被打成“特务”的竟

然有 142 人。高校也不能幸免，复旦大学教职工被迫害致

死的有 60 多人，北大教职工以各种名义被隔离的前后多

达 1 000 余人，清华大学遭受立案审查的多达 1 000 多人。

在筹备科学大会的过程中，鄙视知识和知识分子的

风气迅速得到扭转。早在 1977 年 5 月24日的谈话中，邓

小平就呼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他指出：“一定要

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

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不论脑力劳动，体力劳动，都是

劳动。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也是劳动者。将来，脑力劳动和

体力劳动更分不开来。……要重视知识，重视从事脑力劳

动的人，要承认这些人是劳动者。”华国锋在提议召开全

国科学大会时明确提出科学家应该受到人民的尊重。这就

从思想上清算了“四人帮”对科技知识分子的倒行逆施，

是对知识分子政策的正本清源和拨乱反正。

在科学大会的筹备和召开期间，我国的科技奖励制

度也得到了恢复，全国各省市推荐和表彰了一大批科技

工作者。仅全国科学大会上就表彰了 862 个先进集体、

1 192 名先进科技工作者和 7 675 项优秀科研成果。陈景

润、杨乐、张广厚等科技工作者成为全社会追捧的明

星。“臭老九”成了“香饽饽”，科技工作者终于迎来

了扬眉吐气的日子。

1978 年 3 月18日，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

上的讲话一开始就宣告：“‘四人帮’肆意摧残科学事

业、迫害知识分子的那种情景，一去不复返了。”在讲话

中，他从实现‘四个现代化’立论，阐述科学技术是生产

力，知识分子也是劳动者。他说：“总的说来，他们的绝

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

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他们与体力

劳动者的区别，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邓小平同志的讲

话，是一次思想大解放，使在座的科技工作者如沐春风。

原七机部 508 所所长王希季说：“粉碎‘四人帮’，使知

识分子政治上获得第二次解放，但是精神枷锁还不少。听

了邓副主席讲话，感到思想上也得到了解放……为我们向

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扫除了一大思想障碍。”动物学家陈

世骧激动地说：“今天……我们科学界的春天又回来了。

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日子!”[6]。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著名论断是在 1975 年“整

顿科学院”时酝酿的。当时中科院在《科学院工作汇报

提纲》（简称“《汇报提纲》”）中提出，毛泽东同志

曾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不打这一仗，生产力无

法提高，科研要走在前面。”[7] 1975 年 9月26 日，邓小

平在听取胡耀邦等汇报中科院工作和讨论《汇报提纲》

时插话指出：“科学技术叫生产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

者！”由于毛泽东否认他说过这样的话，科学技术的生

产力属性成了一段历史公案。邓小平前后、多次论述脑

力劳动者都是劳动者，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讲话中首

先明确提出和论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再次明确

“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摘掉了压在知识

分子头上的“资产阶级”帽子。他充分肯定了为社会主

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肯定了知识

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党的可以依靠的力量，充

分表达了党中央对广大科技人员的信任。

随着全国科学大会的筹备和召开，我国广大知识分

子特别是科技工作者彻底甩掉了“臭老九”的帽子，获得

了翻身解放。筹备科学大会期间，落实干部政策和知识分

子政策的工作也开展起来。1978 年 1月，中科院上海分院

召开平反大会，宣布“四人帮”及其党羽在中科院上海一

些科研机构中制造的所谓“‘两线一会’特务集团”是假

案冤案，对遭受迫害的有关人员予以彻底平反。这是“文

革”之后最早平反的冤假错案，在全国产生了积极反响。

2 月，院党组决定为“文革”中遭受迫害的科学家落实政

策，举行骨灰安放仪式。3月，中科院在京为遭受迫害去

世的赵九章、熊庆来、叶渚沛、刘崇乐、张宗燧、邓叔群

等著名科学家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这为随后一大批被错

误批判和处理的知识分子的平反昭雪开了好头。

全国科学大会之后，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对知识

分子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和强调，迅速平反冤假错案，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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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知识分子政策，恢复专业技术职称，提高知识分子待

遇，改善科研工作条件，我国的科技事业出现了前所未

有的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

5 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与科技工作开放改革
的开启

5.1 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

在各方面准备工作就绪后，1978 年  3 月  5日，中

共中央通知全国科学大会定于  3  月  18 日在北京召开

（图 4）。大会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进行。3月8日，成立

了以方毅为组长、共 56 人的大会领导小组，负责大会的

具体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大会秘书处，负责日常会务，

蒋南翔任秘书长。在他们的精心组织和安排下，全国科

学大会如期召开（图 5）。

3月15—16日，各代表团陆续到达北京。出席大会

的包括台湾省在内的 30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以及国

务院各部委、国防科工方面的 5 586 名代表，其中科技

人员3 478人，占代表总数的 62.3%。包括中科院学部

委员 117 人，各学会理事长 54 人，占代表总数的 17.5%

（图 6）。

1978 年 3月18日下午，在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的主

持下，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邓小

平副主席在大会开幕式上作了重要讲话。他阐述了“科

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著名论断，指出新中国的脑力劳动

者、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摘掉了长期加

在知识分子头上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我国科

技发展扫清了障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

理、国家科委主任、中科院副院长方毅作了重要报告，

报告分 3 部分：（1）我国社会主义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

新阶段；（2）树雄心、立壮志、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

军；（3）全党动员，大办科学。

3月19—23日，分组讨论邓小平的讲话和方毅的报

告，并讨论了《全国科技规划纲要（草案）》。分组座

谈期间，党和国家领导人方毅、苏振华、王震等，曾分

别前往代表住地看望，并同代表座谈。

3月24日下午，邓小平主持大会。华国锋作了题为

《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的重要讲话。他

指出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是亿万人民的切身事

业，号召全国人民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3月25—26

日，分组学习和讨论华国锋的讲话。

3月27—30日，每天上午分组活动，交流工作经验，

下午则为全体大会，由代表作大会发言。

3月31日下午，全国科学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闭幕

式和授奖仪式，纪登奎副总理主持大会并致闭幕词。

图 4    全国科学大会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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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闭幕前，由播音员宣读了中科院院长郭沫若的

书面讲话《科学的春天》。他在讲话中欢呼：“我们民

族历史上最灿烂的科学的春天到来了。”这一讲话画龙

点睛，凸现了全国科学大会的历史性意义，为大会画上

了圆满的句号。

5.2 我国科技工作开放改革的开启

全国科学大会的筹备和召开，是我国科技工作的一

次全面的拨乱反正，也是我国科技工作开放和改革的一

个重要契机和起点。

早在 1972 年，在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支持

下，我国科技界就抓住我国外交工作转向的机遇，向欧

美科技先进国家派出代表团访问，打开了我国与西方国

家科技交流的大门。1976 年底，中科院还开始向西德派

遣了个别留学生。华国锋在全国科学大会上的讲话中指

出：“为了提高我们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有必要

重申毛主席提出的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们的方针是，

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军

事、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

学。我们是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有分析、

有批判地向外国学习。……如果真的不分青红皂白，一

概拒绝向外国学习，其结果，就只能使中国永远处于落

后地位，哪里还谈得上社会主义现代化？”[3]

图 5    全国科学大会主席台座次表
照片供稿：葛能全，原中国工程院秘书长，曾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钱三强院士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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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大会结束不久，经党中央批准杨乐、张广厚

于 1978 年 4月4日赴瑞士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并顺访英国，

成为“文革”后我国科学家首次以个人身份赴西方参加

学术活动。向西方科技先进国家派遣留学生也迅速加

大规模。在中科院 1978 年招收的 1 000 余名研究生中，

130 余人在入学不久经过外语培训后出国留学。与此同

时，科技系统和教育系统还选派了大批中青年科技骨干

赴欧美留学。这样就开启了 20 世纪末的中国留学大潮，

使中国科技逐步跟上世界科技发展的步伐。

科技工作的拨乱反正也推动了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

启动。1977 年 7月，中科院党组决定院属各单位实行党委

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这一措施在当时具有重要的积极作

用，逐步扭转了反右运动之后全院长期存在的“外行领导

内行”局面。在邓小平等党中央领导的支持下，方毅、李

昌等同志认真调研了全院各单位科技骨干的情况，逐步让

一大批优秀的科学家走上了各研究所的领导岗位。

为了更好地发挥科学家的作用，他们还积极谋划和

推荐科学家出任院级领导。1978 年 3月，中央任命李昌、

周培源、童第周、胡克实、严济慈、华罗庚和钱三强等人

为副院长。其中，周培源、童第周、严济慈、华罗庚和钱

三强都是我国著名科学家。不久之后，钱三强还成为院党

组成员。这是 1950 年任命吴有训担任副院长之后，28 年

来中科院再次任命科学家副院长，意义重大。1978 年 6月

郭沫若院长去世后，方毅同志向中央坚辞院长职，虽经中

央领导劝说就任了院长，但他和李昌坚持认为中科院必须

实现由行政领导转变为科学专家学术领导为主的体制。在

他们的领导下，中科院恢复了学部，选举了新的学部委员

（院士），并于 1981 年建立了以优秀科学家为领导核心

的新体制，推举化学家卢嘉锡出任院长，实现了中科院领

导体制的历史性转变[8]。几乎与此同时，全国各主要科研

机构和重点高校，也逐步实现了由专家出任主要领导的转

变。至此，我国科技和教育工作的拨乱反正和恢复秩序基

本完成，并实现了向新体制的过渡。

从筹备全国科学大会期间，党中央一再明确提出

“科技工作要走在经济建设的前面”，到邓小平在科学

大会开幕词中阐述“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著名论断，也

为20世纪80年代面向经济建设的科技体制改革奠定了思想

理论基础。随着 1981 年党中央提出了“科学技术必须面

图 6     全国科学大会期间，与会的中科院学部委员与中科院领导在友谊宾馆科学会堂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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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历史性转变

向经济建设，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科技发展方

针，我国的科技体制改革走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总而言之，全国科学大会为我国在 20 世纪 80—90 年

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拨正了方向，是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

一次历史性转折。同时，科技事业的拨乱反正和开放改

革，也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全面纠正“左”的错误和确立

改革开放的正确路线开启了先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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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ational Science Conference of 1978 Revisited

WANG Yangzong

（ School of Humanities,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Abstract     The National Science Conference, held in March 1978, is an unprecedented event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It indicates tha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 finally embracing the “Springtime of Science” after ten years of turmoil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course of preparation for the conferenc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restored the national system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rmulated a new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lan, and properly implement the policy on scientists and intellectuals. In the opening address of the 

conference, Deng Xiaoping sai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the primary productivity”, and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workers are part 

of the working class.” The adjustment of science policy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opening and reform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198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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