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才史话 CHINESE TALENTS

《1956—1967 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简

称“十二年科技规划”），是我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

远景规划，也是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第一个发展纲领。

规划的实施，让我国初步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科技体制。

“十二年科技规划”由几百个中国科学家和近百个

苏联专家经过半年多的时间讨论写成 ；其实施又坚

持“以任务带学科”，为我国培养出了一大批科技人才。

“十二年科技规划”的制定与实施，是我国科学技术史

上的一件大事，是中国共产党识才爱才敬才用才育才的

典型案例。

规划制定时我国的科技人才状况
新中国成立时，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科研力量薄弱，

研究机构不过三四十个，科学技术人员不过 5 万人，

其中专门从事科研工作的仅 600 余人。

为发展科学事业，新中国成立后一个月，就成立

了中国科学院。1955 年 6月，经国务院批准，中国科

学院成立学部，选定了 233 位学部委员，其中数理化

学部 48人，生物学地学部 84人，技术科学部 40人，

哲学社会科学部 61人。

同时，党中央对海外留学人员发出号召，邀请他们

回国参与新中国建设。在党的号召下，李四光、钱学森、

华罗庚、朱光亚、郭永怀、师昌绪等一大批科学家破

除一切艰难险阻，陆续回国。截至 1956 年底，共有

1805 名侨居海外的科学家陆续回到了祖国。

在“一五”时期，在苏联的帮助下，我国建立了各

种专业性的研究机构，消化吸收苏联的技术，提升了

包括兵器、冶金、大型机械、精密仪器、电子技术、

农业机械等方面的科研水平，培养了相关的科技人才。

我国高校也通过教育改革和院系调整，初步形成了新中

国教育体系，培养出一批新生力量。

1954 年 10 月，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了“中苏科学

技术合作协定”，在原来合作的基础上，在提供科技

资料、技术考察、互聘技术专家、互派实习生与留学

生等方面进一步发展合作关系。据统计，从 1950 年到

1956 年，中国向苏联派出留学生与研究生 7500 多名，

他们中绝大部分人学成回国。 

至 1956 年，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由中国科学院、

各地科研机构、全国高等院校等所组成的科学研究工

作系统，科研队伍也初具规模。全国共有独立研究机

构 410 个，职工 64 万多人，其中研究人员和技术人员

19603人。众多科研机构及科技人才，为制定出一个

比较全面而科学的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创造了条件。

科学家与“十二年科技规划”的制定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经济恢复期和第一个五年规

划后，我国科技事业虽有了一定改善，但几年的努力不

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科技的落后状态。

1956 年 1月14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共中央关于知

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作报告，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向现

代科学进军”的动员令，要求国家计委牵头制定“十二

年科技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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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第一个科技发展规划的制定与实施

   《1956—1967 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简称“十二年科技规划”），是我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

远景规划。这个规划的制定与实施，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科技与人才工作的重视。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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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 年 1月 25 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

次会议上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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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这个

伟大的目标，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数量足够的、

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

党中央决定制定向科技进军的全面规划，目的是

迅速壮大我国的科技力量，力求使某些重要和急需的

领域在 12 年内接近或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使我国建设

中许多复杂的科技问题能够逐步依靠自己的力量加以解

决，做到更省、更快、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1956 年 3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十二

年科技规划”的制定工作正式开始。

科学规划委员会开始召集各门类科技专家和所有

学部委员。据统计，当时集聚了来自全国各方面 23 个

单位的 787名科技人员，讨论制定规划。应中国政府

的邀请，苏联也指派科学家帮助介绍世界科技发展状

况、趋势以及苏联的经验，为中国制定规划献计献策，

甚至直接协助制定一些新兴科技方面的规划。

据聂荣臻元帅回忆，集聚起来的专家们，住在北

京专门做这项工作，四五个月的时间里，大家废寝忘食，

吃住在一起，谈论的都是怎样使国家进步强盛起来。

“迎头赶上 重点发展”是“十二年科技规划”的

重要方针。在人才不足的情况下，规划重点是根据国家

建设的迫切需要和科学技术发展的远景，抓住最关键

性的问题。在任务的安排上，规划着重打基础、抓两头：

一头是农业和有关解决吃穿用问题的科学技术；另一

头是配合国防尖端的科学技术。

“十二年科技规划”从 13 个方面提出了57 项重大

科学技术任务、616 个中心问题，从中进一步综合提出

了 12 个重点任务。每一个方面有一项或几项任务。每

一个任务又包括若干个中心问题。每一个中心问题都

参照国际先进水平，结合我国情况，提出了解决问题的

科学途径和最近两年的研究题目。

12 个重点任务也分轻重缓急统筹安排人力、物力。

其中，原子能技术、喷气与火箭技术、半导体技术、

电子计算机技术、自动控制技术等前 5 项新技术，被

科学家视为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关键，列为“紧急措

施”，由科学家钱三强、华罗庚、钱伟长、李强和王守

武牵头，集中中国科学院内外科研骨干力量以及从国外

回来有新学科实践经验的人一起攻关。

按照列出的任务，几百名专家分成几十个规划组，

充分贡献才智，讨论起草文字说明、规划提纲和附件等。

例如，计算技术与数学的规划由华罗庚任组长，领衔

26 位专家负责。导弹的规划，基于钱学森向中央提交

的《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制定，包括附

件共计 600 余万字，集聚了钱学森等众多科学家的心血。

1956 年 8月下旬，几百万字的《1956—1967 年科

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编制完成。1956

年12 月22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作为试行方案付诸实施。

1957 年，根据中方的请求，苏联国家科学技术委

员会、苏联科学院和各部研究机构就中国的“十二年科

技规划”草案提出书面意见。1958 年 1 月，增加了人

造地球卫星的规划，中科院组成以钱学森、赵九章为

首的小组着手研制。

为规划实施提供科技人才保障
“十二年科技规划”制定时，曾经做过估算，在

12 年中需要大学毕业以上的各类研究人员约 18 万人，

其中搞新技术研究的约需 5 万人。人才缺口较大，特

别是高、中级科研人员缺乏。

科技创新，人才是关键。为了实现“十二年科技

“十二年科技规划”的实施，让我国迅速涌现出一批追赶世界水平的

重大科技成果。图为中国“两弹”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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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中提出的任务，国家迫切需要加强对科技战线

的领导，把全国各部门分散作战的力量组织起来，把

一切潜在的和仍被闲置的力量发动起来，组成一个全

国性的、相互协调的、有组织的科学研究力量。

为了解决科技人才培养和最有效使用问题，党和

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组建各级科学技术研究机构。

工业、农业、卫生等各主要部门和系统都相继建

立起科学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由四十几个研究所发

展到一百多个研究所，形成了包括众多学科和技术领域

的科研基地。一些重点生产企业、高等院校也配合规

划的实施纷纷建立研究所或研究室。

地方上，各省、市、自治区分散的科研力量裁并

组合成相对集中各有侧重的科学研究院或研究所。国防

方面成立了火箭、原子能、飞机、舰艇、电子设备、各

种常规武器等研究院，还成立了军事医学科学研究院。

据统计，到 1962 年，全国科研机构已经发展到

1300 多个。这些院所相对集中了各该项目或专业的人

才和设备，有针对性地进行建设，集中力量专攻某个

项目，成为科研攻关的第一线战斗堡垒。

——组建、培训科研队伍。

首先是从各条战线抽调一批水平较高的优秀科学

家到科研一线，尤其是国防尖端技术研究一线，以应

急需。这批科学家，往往被任命为研究机构的领导人，

或者某项研究课题的负责人，作为科研战线上的骨干

力量。

当时全国科技界同心协力，各部门各单位非常支

持，被抽调的专家无论来自哪个方面，也都非常高兴，

以参加科学规划工作承担攻关任务为无上光荣。例如，

为了组建导弹研究院，需要商调 380 名中高级技术人员，

各部门不说二话，要什么人就给什么人，广大科技人

员往往是朝令夕到。

同时，党中央国务院还通过各种渠道，继续争取

在国外的科学家回国。回国的科学家虽然人数不是很多，

但他们都有很强的爱国心和事业心，具有一流的专业知

识，在发展我国科研事业方面，特别是在科研攻关方面，

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对中级科技人才队伍，一是从早期留苏的毕业生中

以及新中国成立前后大学毕业生选拔比较优秀的人才，

采用“带徒弟”的办法，即由高级研究人员带助手来加

以培养，每名导师带七八名助手。这样，很快就带出

了上千名中级科研人员。另一方面，继续向苏联和东

欧国家派遣研究生和留学生。1957 年开始，国家采

取“多派研究生，一般不派大学生”，后来进一步规

定研究生的条件必须是大学毕业后又有两年以上工

作经验的技术骨干，以便在国外学习中真正能看出问

题，学到东西。

当时，全国大学生的分配原来由国家计划委员会

同教育部管。但为了保障各项科研任务，对当时的大

学生分配方式也进行了改革。实现全国研究生、留

学生统由国家科委主管分配，大学生则由国家科委协

同计委、教育部分配，让优秀毕业生能优先供给国

家科研攻关的需要。

对科研急需的专业人才和属于空白的新兴学科，

在高等院校开设新的专业，分配成绩好的考生去学

习。同时兴办大量中等专业学校，培养实验人员、技

术员、技师等等。

1962 年，我国科研人员已经发展到 94000 多人，

而且是老中青结合、门类齐全的一支庞大队伍，初

步满足了当时我国科研工作的需要。

1960 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地质系主任威尔逊

访问中国后，在美国《商业周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赤

色中国的科学蜂窝》的文章，介绍了我国科技队伍的

发展情况，用“蜂窝”这个词来形容我国科学工作者

紧张而又勤奋的工作状态。他的文章引起了西方国家

对我国科学大军的关注。

在“十二年科技规划”的指导下，我国数以万计

的科研人员，在“大科学”模式下，联合攻关，先

后取得了“两弹一星”、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等重

大技术突破。到 1962 年，规划中 57 个项目已完成

了50 项，基本完成了任务。

在当时科技资源贫乏、科技发展任务紧迫的情

况下，国家意志支配科学活动的过程和方向、科技

活动服务于国家利益目标的科学建制，是历史发展

的必然要求，也是解决当时中国现实矛盾的最佳选

择。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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