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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1956 年中国科技领导体制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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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中国成立后，以何种组织形式和方法领导科学工作是当时党和政府面临的

一个重要问题。中国科学院作为“主管国家科学事业的政府职能部门”和“全国科学领导中

心”，探索建立了专门委员制度、专业工作委员会和学部制度，逐渐确立了在新中国科学事

业中的学术领导地位。全国科联是自然科学各专门学会的联合组织，是中国科学院进行学术

领导的“群众基础”。中宣部科学（卫生）处和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是党和政府领导中国

科学院工作的主要机构，其中中宣部科学（卫生）处在实际工作中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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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让科学事业服务于人民，服务于国家建设，必须

重新组织科技队伍，筹建新的科技体制与领导体制，这也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

府面临的主要任务之一。通过不断探索，党和政府重新构建了新中国的科技体制，奠

定了新中国科技事业发展的基础。从新中国成立至 1956 年 3 月，在科研体系方面，

建立了包括中国科学院、高等院校、产业部门、地方科研机构和国防科研体系构成的

五路科学大军；在科技领导体制方面，形成的基本框架是：中国科学院通过建立专门

委员制度、专业工作委员会和学部制度，逐渐确立了在新中国科学事业中的学术领导

地位；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以下简称全国科联）是中国科学院进行学

术领导的“群众基础”；中共中央宣传部（以下简称中宣部）科学（卫生）处 A、政务

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是党和政府领导中国科学院的主要机构，其中中宣部科学（卫生）

处在实际工作中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1956 年 3 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

后，逐渐形成了以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为核心的一元化领导体制，新中国的科技领

导体制基本定型。本文仅讨论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之前新中国科技领导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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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方便，本文以科学（卫生）处统称 1951—1956 年间的科学卫生处及科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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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构建过程。通过梳理相关机构的职责及其关系、工作内容的变化可以管窥党和政府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对科技领导体制的不断探索。

近年来，学术界开展了对党和政府中的一些机构（如中宣部科学处、中国科学

院等）领导科学事业的研究 A，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打开了一个研究新中国科技领导 

体制的窗口；周望和赖静萍关于“领导小组”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新中国科技领

导体制的新视角 B；钱斌的《新中国科技管理体制的形成》系统梳理了新中国科技管 

理体制从中国科学院、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到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的变迁过程 C，但

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行政体制领域，对于这些机构间的关系着墨不多。此外，还有一

些回忆录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科技领导体制有所涉及，如薛攀皋回顾了新中国成立初

期对科学事业实行统一领导的建制过程，对中国科学院工作职能的演变有较为深入的

分析 D。然而，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科技领导体制而言，党和政府通过何种组织形式、

何种方法领导科技工作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本文拟通过对几个重点机构设置、运作

机制的描述，勾勒出新中国成立初期科技领导体制的框架，厘清党和政府领导科技工

作的发展脉络，揭示新中国科技领导体制从多元化向一元化过渡的过程。

自然科学专门学会的联合组织——全国科联

早在民国时期，中国科学家就尝试建立一个能统筹领导中国科学事业的组织， 

如 1945 年在重庆成立的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就试图解决科学工作分散的局面、通

盘筹划科学工作，但因国内时局的变化，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的很多设想未能实

现。E“1949 年 4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这一

A 相关研究成果如张藜等：《科学处与新中国早期的科学领导工作（1951—1956 年）》，《中国

科技史杂志》2015 年第 4 期；向明：《新中国成立后党加强对科学事业领导的实现过程——以中

国科学院为中心的考察》，《浙江学刊》2017 年第 1 期。

B 周望：《“领导小组”如何领导 ?——对“中央领导小组”的一项整体性分析》，《理论与改

革》2015 年第 1 期；赖静萍：《当代中国领导小组类型的扩展与现代国家成长》，《中共党史研究》

2014 年第 10 期；赖静萍：《领导小组制度的建构、延续与变迁——以中央防治血吸虫病工作领导

小组为个案》，《理论与改革》2012 年第 1 期；赖静萍等：《制度化与有效性的平衡——领导小组

与政府部门协调机制研究》，《中国行政管理》2011 年第 8 期；赖静萍：《当代中国党政关系的演

进与现代国家的成长——以领导小组的历史变迁为观察点》，《江苏社会科学》2009 年第 2 期。

C 钱斌：《新中国科技管理体制的形成》，《当代中国史研究》2010 年第 3 期。

D 《中国科学院院史研究与资料丛刊·薛攀皋文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院史研究室

2008 年编印；薛攀皋口述、熊卫民整理：《科研管理四十年——薛攀皋访谈录》，长沙：湖南教育

出版社 2017 年版。

E 韩晋芳：《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溯源》，《学会》2015 年第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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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使全国人民解放在望，也使科学技术工作者倍感喜悦和兴奋，并促使他们认识到

进一步团结和组织起来的必要。首先，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香港分会提出举行全国性

科学会议并在会议上建立全国科学工作者的组织。这个建议得到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

理事会多数在北平的理事的赞同，并得到中国化学会北平分会的支持”。A 随着国内形

势的发展，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条件已经成熟。为了选举科学

界的代表，同时有组织有领导地发展科学事业，中共同意着手筹备召开中华全国自然

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以下简称科代会）。科代会第一次筹备会于 1949 年 5 月 14 日

在北京饭店召开，会议决定“由中国科学社、中华自然科学社、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

以及东北自然科学研究会 4 个科学团体发起，邀请国内理、工、农、医各界知名人士

及各地区的有关机关和团体的代表，共同组成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的筹备委

员会”，“在筹备委员会成立之前，由发起者及在北平的科技界有代表性的人士组成筹

备委员会的促进会，以促进筹备会之成立”。7 月，经科代会筹备委员会促进会第二

次会议讨论决定，科代会的基本任务主要包括四项：一是“团结并发动全国科学工作

者从事新中国的建设而服务于人民”；二是“检讨中国以往的科学工作以供今后改进

的参考”；三是“确定中国科学工作的总方向并制订纲领”；四是建议“成立全国科学

界的联合组织”。B 可见，建立一个全国科学界的联合组织并讨论规划全国的科学工作

是科代会的主要目的之一。

 对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全国科学界的联合组织”，科代会筹备委员会常委会主

任委员吴玉章指出：“科学界组织既不同于政权机构，也不同于工会组织，它必须具

有一定的学术性内容”。科代会筹备委员会常委会秘书长严济慈指出：“今后科学团体

的主要组织形式，将是与政府有关部门密切结合的专门性学术研究团体……在各种专

门性的科学团体之上有一个联合组织，也有其需要的”。C

经过一年多的筹备，1950 年 8 月，科代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全国科联

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以下简称全国科普协会）两个组织。其中，全国科联

的宗旨是：“联合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从事学术研究，提高生产技术，以促进新

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全国科联主席为李四光，副主席为侯德榜、曾昭

抡、吴有训、陈康白，秘书长为严济慈，副秘书长为涂长望、丁瓒。自然科学专门学

会在性质上“是学术性的群众团体，是通过群众性学术活动来团结科学工作者提高思

想业务水平的有效的组织，是国家科学研究机关与业务部门的群众基础和助手，是

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有用的组织”。全国科联是自然科学专门学会的联合组织，其

主要任务是：“协助学会加强与科学院各研究机构及有关业务部门的联系”，使各学会

A 何志平等：《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441 页。

B 何志平等：《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441、447 页。

C 何志平等：《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470、4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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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动得到有关方面的领导和支持；“根据国家建设需要，有计划有重点地发动并协

助各学会在有关部门的领导下开展各种学术活动”；“对已成立的学会指导他们通过学

术活动加强领导健全组织，对尚在筹备中的学会，推动其工作，使之逐步正式成立”；

“统一负责各专门学会有关国际科学文化交流的工作”。A

全国科联从成立时起就致力于推动专门学会的组织建设与发展工作。据统计，

到 1955 年底，全国科联从 1950 年成立时的 19 个学会、3 个科联分会、学会会员 1.7

万人发展为 25 个学会（此外还有 9 个筹备中的学会）、24 个科联分会、学会会员 5.7

万余人。B 除组织建设外，全国科联还指导各学会开展各项业务活动，组织学会根据

国家建设需要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并根据国家统战任务的安排开展相关活动。

“全国科学领导中心”—— 中国科学院

据钱三强回忆，1949 年春，中央就有“在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统一的科学院作为

全国最高科学机构的意图”。C 7 月，科代会筹备委员会拟定了给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的提案，建议：“设立国家科学院，统筹及领导全国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专

业，使与生产及科学教育密切配合，科学院并负责审议及奖励全国科学创作、著作及

发明，科学院为适应特种需要得设立各种研究机构”。D 9 月，在钱三强和丁瓒起草的

《建立人民科学院草案》中提出，科学院“将成为工农业及国防方面解决科学理论及

技术上的问题的最高机构”，“负起计划并指导全国科学研究的任务”。E 在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前，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以

下简称《组织法》）两个文件的草案初稿印发，提请先期到达北平参加会议的各界代

表讨论。《共同纲领》草案第 43 条提出：“设立科学院为国家最高的科学机关”；《组

织法》草案把科学院列为组成政务院的政府部门。F 9 月 27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组织法》，规定科学院作为政府部门之一，受政务院领导，

A 何志平等：《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512、597、541、
537 页。

B 何志平等：《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506、538 页。

C 钱三强：《筹建科学院前后我参与的一些事情》，《中国科学院院刊》1992 年第 1 期。

D 姚蜀平：《中国科学院的诞生》，《中国科学院院刊》1989 年第 4 期。

E 《建立人民科学院草案》，《中国科技史料》2000 年第 4 期。

F 樊洪业：《中国科学院编年史（1949—1999）》，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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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文化教育委员会指导。A 由此可见，科学院具有双重属性和任务：“它不仅是国家的

科研中心，而且是科技行政的最高管理机构；不仅要领导下属各研究所的研究工作，

并且应组织、指导和协助全国各方面的科技工作”。这样，科学院就成为新中国“科

技事业的领导机构兼科研中心”。B 10 月 25 日召开的政务院第二次会议决定，科学院

的正式名称为中国科学院。11 月 1 日，中国科学院在北京开始办公。C

作为“主管国家科学事业的政府职能部门”D，中国科学院的基本任务包括：一是

确立科学研究的方向；二是培养与合理分配科学研究人才；三是调整与充实科学研究

机构。E 1951 年 3 月 5 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为加强科学院对工业、农业、卫生、

教育、国防各部门的联系给各部门的指示》进一步强调了中国科学院在科学界的行政

领导地位，明确提出：“各部门所举行的各种专业会议，凡与科学研究有关者，应邀

请科学院派专人参加，并将会议主要内容尽早通知科学院，使有时间加以研究并在会

上提出意见”；“各部门所领导的科学研究机构，在制订研究计划时应与科学院取得联

系，并定期将研究情况报告副本送至科学院，以便科学院对全国科学研究事业获有全

面了解。科学院应尽量给予各部门研究机构业务上技术上的指导与协助”；“科学院得

在必要时召集全国科学研究人员会议，宣布全国科学研究工作的任务，并要求各有关

部门的协助”；等等。F

对于中国科学院如何承担对全国科学工作的行政领导职能，当时有很多争议。

为了解和学习苏联如何组织及领导科学工作，1953 年 2 月，经政务院批准，中国科

学院访苏代表团到莫斯科进行了为期 3 个月的访问。G “访苏代表团回国后，科学院作

为国家最高学术机关的思想逐渐被广大科学家和领导干部所接受”。H 1954 年 3 月，中

共中央对《中国科学院党组关于目前科学院工作的基本情况和今后工作任务给中央的

报告》做出批示，指出中国科学院在国家科学事业中的地位和任务是：“科学院是全

A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人民日报》1949 年 9 月 30 日。

B 钱斌：《新中国科技管理体制的形成》，《当代中国史研究》2010 年第 3 期。

C 《中国科技发展 70 年（1949—2019）》，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4 页。

D 《组织法》规定：政务院下设 30 个部、会、院、署、行，其中主管文教卫生方面的是文化部、

教育部、卫生部、科学院、出版总署和新闻总署，由这些部、会、院、署、行“主持各该部门的

国家行政事宜”，“在自己的权限内，颁发决议和命令，并审查其执行”。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人民日报》1949 年 9 月 30 日。薛攀皋据此指出：中国科学院肩负双重

任务，既是学术研究机构，又是主管国家科学事业的政府职能部门。参见《中国科学院院史研究

与资料丛刊·薛攀皋文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院史研究室 2008 年编印，第 2 页。

E 樊洪业：《中国科学院编年史（1949—1999）》，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6
页。

F 《中国科学院资料汇编（1949—1954）》，中国科学院办公厅 1955 年编印，第 35、36 页。

G 吴艳等：《中苏两国科学院科学合作资料选辑》，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 页。

H 武衡：《科技战线五十年》，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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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科学研究的中心，除了应以主要力量组织本院的科学研究工作外，还必须密切联系

全国科学工作者，协助各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A 1954 年 9 月，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

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中国科学院

不再是组成国务院的政府机构。B 这也意味着中国科学院不再是“主管国家科学事业的

政府职能部门”。

中国科学院通过建立专门委员制度、专业工作委员会和学部制度等方式逐步确

立了其“全国科学领导中心”的地位。从 1949 年 12 月起到 1950 年，中国科学院分

两批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科学三个领域遴选了 241 人作为专门委员 C，“建院

初期，科学院在许多重大问题决策（如机构调整与设置、办院方针、筹建学部等）前

都听取专门委员的意见”D。中国科学院还尝试建立专业工作委员会来领导相应科技领

域的工作，如先后组织了植物病理工作委员会、中国抗生素工作委员会等，这些专业

工作委员会的成立多以相应的学术会议为基础，成员由来自全国各地相应机构的代表

组成，专业工作委员会“可以把生产、教育、科学研究等工作密切的联系起来，成为

他们中间的桥梁”。E 1955 年 6 月 1 日，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在北京举行，院长

郭沫若在会议开幕词中指出：“为了使科学事业赶上国家建设的需要，必须建立和健

全全国科学领导中心，吸收全国各部门各地区优秀的科学家参加中国科学院的学术

领导，使全国的科学研究工作和科学事业的发展能根据国家需要更有组织有计划地

进行。中国科学院四个学部的成立，正是这一措施的体现”。F 作为“全国科学领导中

心”，中国科学院除组织召开学术会议、审查评议学术成果外，了解学术发展趋势、

指导研究机构制订研究计划、协调院内外机构开展研究工作也是其主要任务。

中国科学院通过设立专门委员制度、专业工作委员会和学部制度等方式，实现

了团结、凝聚各学科领域顶尖科学家的目的，并将这些科学家组织起来指导新中国的

科学研究工作，如讨论中国科学院的发展方针、审定学科发展规划、评议学术成果

等，由此确立了其“全国科学领导中心”的地位。

A 樊洪业：《中国科学院编年史（1949—1999）》，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0 页。

B 《中国科学院院史研究与资料丛刊·薛攀皋文集》，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院史研究室

2008 年编印，第 3 页。

C 郭金海：《院士制度在中国的创立与重建》，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302
页。

D 樊洪业：《中国科学院编年史（1949—1999）》，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6—17 页。

E 《全国植病会议及中国植病学会代表大会联合会总结》，《科学通报》1953 年第 4 期。

F 《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开幕》，《人民日报》1955 年 6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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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与全国科联的关系

如前所述，科代会筹备早期是打算建立一个全国科学界的联合组织，暂时承担

领导全国科学工作的职能，但这一想法很快随着中国科学院的筹建而发生改变。中国

科学院被确立为“全国科学领导中心”后，如何协调与全国科联的关系、全国科联如

何定位以配合中国科学院的工作就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科技领导体制的主要问题。

中国科学院要确立其领导地位，首先要解决与全国科联的关系问题。1952 年，

在中宣部的指示下，“动员全国科联与全国科普与科学院合署办公”，这一举措被认为

是让全国科联接受中国科学院党组领导的开始。A 全国科联和全国科普协会的常委虽然

接受了这一决定，但思想上并没有完全搞通。据薛攀皋回忆，“科联党的系统归科学

院党组管，但他们的主要领导人陈康白却一直闹独立，要把科联给弄出去”。B 因此，

虽然中国科学院、全国科联、全国科普协会合署办公，党的关系也都归中国科学院党

组领导，但在行政上仍保持各自独立的状态。

这一时期的全国科联虽然在行政上保持独立，但在组织定位上是作为中国科学

院的“群众基础”而存在的。1954 年 1 月，《关于科联方针任务及今后工作意见要点》

提出：“各自然科学专门学会应是科学家的专门性学术团体，科联是专门学会的联合

组织，并具有一定的统一战线性质”，“中国科学院即是中国人民的科学研究中心，也

就是科学家自己的组织，为了使它能真正负担起发展科学研究工作的领导责任，科联

及各专门学会应与科学院及各相应的学部、研究所取得密切联系，使各专门学会成为

科学院各研究所工作的群众基础”。全国科联主席李四光也多次表示：“科联应当成为

科学院的群众基础”。C

1954 年，中国科学院开始筹建学部后，科学界曾就全国科联及各专门学会是否

还有必要作为中国科学院的“群众基础”进行了讨论。当时全国科联内部有两种意见：

一是“中国科学院吸收全国有代表性的科学家组织了学部，今后并将建立院士制度，

民主推选科学院的领导机构，科学院将逐渐加强其民主性及群众性而成为全国科学家

自己的组织，无论学术领导和政治号召都可以而且应当由科学院来做，因此科联无存

在必要”。二是“科联这一组织事实上已经存在，并是全国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选举

A 何志平等：《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538 页。

B 薛攀皋口述、熊卫民整理：《科研管理四十年——薛攀皋访谈录》，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66 页。

C 何志平等：《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531、532、
5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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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在国家政权的组成上来说，它还是人民政协的成员之一。取消它不容易、不

必要、也没什么好处”。A

1956 年，中国科学院党组在给中宣部并中央的报告中认为：“科联是科学工作者

代表会议选举产生的组织……有一定的群众基础，不少科学家对科联的组织形式是比

较喜欢的。通过它可以更广泛地联系各方面的科学工作者。有些活动由科联来出面可

以更好地发挥科学家的积极性。特别是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家来往，由科联出面，

更有特殊的作用……因此，我们应当肯定科联这一组织存在的必要”。为避免全国科

联与中国科学院的工作重复，中国科学院党组提出，全国科联今后的任务是：“领导

各学会的会务工作（审查会章、办理立案、整理会籍等）”；“办好‘科学家俱乐部’，

加强科学家之间的联系和团结”；“出面参加国际科学活动（具体工作由科学院联络局

办理）”；“对各学会的学术活动及科学家的政治理论学习，科联应在可能范围内，适

当配合科学院及政府有关部门，起一定的动员号召作用”。B 学部制度建立后，中国科

学院在科学界的领导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据曾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张稼夫回忆：

“1955 年 6 月 1 日，中国科学院召开了学部成立大会……各学部机构成立以后，把名

单一公布，科学界感到震动。科学界的重心就进一步倾向于科学院了。在这以前，许

多科学家认为科学界的真正领导是科联……学部一成立，他们看到学部委员都是科学

家，甚至还有他们自己的名字，这一来他们觉得真正有了得力的依靠”。C

由于全国科联的会员是各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这些学会是由科学家组成的专门

学术团体，具有团结凝聚科学家、审定学科规划、评议科研成果等作用，这与中国科

学院具有的学术领导功能有一部分重合。保留全国科联并将之定位为中国科学院的

“群众基础”，消除了二者功能定位的冲突，进一步加强了中国科学院“全国科学领导

中心”的地位。

中宣部科学（卫生）处、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对中国科学院的领导

为了加强对全国科学工作的领导，在中国科学院成立之初，中宣部科学（卫生）

处和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即担负起对中国科学院的领导工作。从组织结构来看，中

宣部科学（卫生）处和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是指导相同业务领域的党、政机构，中

宣部科学（卫生）处是党为领导全国科学工作而在中宣部设立的一个部门，而政务院

文化教育委员会是从行政角度指导中国科学院的事务，在实际工作中，中宣部及其下

A 何志平等：《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543 页。

B 何志平等：《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563 页。

C 张稼夫：《我与中国科学院》，《科学新闻》1999 年第 1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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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的科学（卫生）处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A

中宣部是中共中央主管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部门，从中国科学院筹建开始中宣

部就领导其工作。据钱三强回忆，在新政协筹备会期间，“中央已决定由宣传部部长

陆定一负责筹建科学院。协助他工作的是恽子强和丁瓒”。B 1951 年，中宣部副部长胡

乔木向理论教育处副处长于光远提出：“科学也是中宣部管的一个领域”，中宣部“应

该管科学院的工作”，先由理论教育处承担此项工作。C 11 月，中宣部科学卫生处成

立 D，担负起联系中国科学院的工作。1954 年中央和地方党政机构调整期间，中宣部

在编制扩大的基础上重新调整，把科学卫生处改组为科学处，负责与中国科学院党组

联系，“代科学院起草报告和文件”，中国科学院“学术、科研方面的重要问题也是科

学处重点参与的领域”。E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宣部科学（卫生）处在对中国科学院的领导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据钱三强回忆：“当时科学院行政上隶属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实际上是中央宣

传部的陆定一和胡乔木在管，重要的事都是由中宣部向中央汇报同意后就定了”。F 据

薛攀皋回忆，在中国科学院的对外关系中最主要的就是与中宣部的关系。中国科学院

在行政上的领导机构是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郭沫若，而中国科学院院长也是

郭沫若。在党的系统上，中国科学院从筹建开始就归中宣部领导，先是由中宣部部长

陆定一管，后来中宣部副部长兼秘书长胡乔木也参与管理，再后来由科学卫生处、科

学处联络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的许多决策都要报中宣部审批。G 张稼夫也指出：“从

党内系统来说，科学院属于中宣部直接领导。具体和我们联系的是中宣部科学处。科

学院的一切重大的决策，都事先通过中宣部传达给我们，再通过院党组在全院贯彻执

A 张藜等：《科学处与新中国早期的科学领导工作（1951—1956 年）》，《中国科技史杂志》

2015 年第 4 期。

B 钱三强：《筹建科学院前后我参与的一些事情》，《中国科学院院刊》1992 年第 1 期。

C 李真真：《中宣部科学处与中国科学院——于光远、李佩珊访谈录》，《百年潮》1999 年第 6 期。

D 关于科学卫生处成立的时间，于光远和何祚庥的说法不同，一说为 1952 年初，一说为 1951
年 12 月。参见李真真：《中宣部科学处与中国科学院——于光远、李佩珊访谈录》，《百年潮》

1999 年第 6 期；李真真：《何祚庥先生访谈录——在科学院和中宣部科学处之间》，《院史资料与

研究》1993 年第 1 期。根据《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 5 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0 年

版）第 62— 63 页关于中宣部 1949—1966 年的沿革变化，笔者认为中宣部科学卫生处建立的时间

为 1951 年 11 月。

E 龚育之：《回忆中宣部科学处》，《中国科技史杂志》2007 年第 3 期；张藜等：《科学处与新

中国早期的科学领导工作（1951—1956 年）》，《中国科技史杂志》2015 年第 4 期。

F 钱三强：《筹建科学院前后我参与的一些事情》，《中国科学院院刊》1992 年第 1 期。

G 薛攀皋口述、熊卫民整理：《科研管理四十年——薛攀皋访谈录》，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67 页。



· 81 ·

1949—1956 年中国科技领导体制探析

行”。A 据于光远回忆，他“从来没有看到过有中央文件规定中宣部同科学院的关系，

只在中宣部内部规定的各处职能的文件中有一条‘党对科学工作的管理’。当时有一

种观念，中国科学院应该有一个党的机构来管理，中宣部正是这样一个机构”。B 中宣

部科学处的人员可以列席中国科学院党组的会议，但在会上一般不发言。中国科学院

的许多工作也多向陆定一、胡乔木汇报，而陆定一、胡乔木则通过中宣部科学处做出

回复。曾在中宣部科学（卫生）处工作过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回忆道：“科学院

和中宣部往来很密切，大事、小事恽子强、丁瓒都要请示乔木，乔木下达到赵沨 C，赵

沨下达到我，我老是跑腿，做了好多调查研究”。D 中国科学院给中央的报告也要经过

中宣部科学处，经中宣部领导讨论同意后再呈报中央。而中央对中国科学院党组报告

的批示也由中宣部科学处代拟，经中宣部领导同意后报中央签发。E 

按照当时的组织管理原则，中国科学院还有一个行政管理的上级机构，即政务

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的前身是华北文化教育委员会，中国共产

党接管北平后，华北文化教育委员会承担了接收北平城内的大学、研究机构和博物馆

等方面的工作。1949 年 9 月，在政务院下设文化教育委员会，负责指导文化部、教

育部、卫生部、科学院、新闻总署和出版总署的工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为

郭沫若，他同时也是中国科学院院长，副主任为马叙伦、陈伯达、陆定一、沈雁冰。F 

12 月 5 日，《中共中央关于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党的文化教育工作问题的指示》指出，

设立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目的在于使中央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及其所属各部门，

在党（通过政府党组）的领导和党外民主人士的参与下负起管理全国文化教育行政的

任务，以便党的中央宣传部和各级宣传部能够摆脱行政事务，集中注意于党内外的思

想斗争，党的宣传鼓动工作的领导和党的文化教育政策的制定”。G 可见，设立政务院

文化教育委员会的初衷是要使中宣部摆脱行政事务，可是在实际工作中，虽然政务院

文化教育委员会也相应地设立了科学卫生处，但“发挥重要作用的在中宣部这边”。H

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与中宣部人员的交叉使两个部门对中国科学院的管理可

A 张稼夫：《我与中国科学院》，《科学新闻》1999 年第 1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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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协调一致。如在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中，郭沫若为主任，陆定一为副主任，实际

工作由陆定一主持。这样，“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不仅领导了科学院的筹建工作，也通

过文委（即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笔者注）这一机构肩负科学院的行政指导与管

理职能”。又如，陈伯达既是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同时也是中宣部副部长、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胡乔木既是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党组副书记、秘书长，同时也

是中宣部副部长。1954 年 9 月，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撤销，但中央并没有设立相

应的部委管理全国科学工作。因此，中国科学院的很多重要事项仍通过中宣部科学

（卫生）处上报中央。可以说，“通过科学处，中宣部在人事、思想政治、党组工作、

机构设置等诸多事务方面指导了科学院相关工作的展开”。如 1955 年中国科学院建立

了学部制度，中宣部科学处参与了院章的起草，自然科学学部委员的名单也要经过科

学处的审核。由上可见，中宣部科学（卫生）处“既非行政部门，又非专业性的领导

机构，在当时‘党领导科学工作’的格局中，是一个发挥‘实际影响力’的机构”。A

这种“实际影响力”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宣部科学（卫生）处将中央关于科

学工作的意见进行总结，并使其在科学领域政策化；另一方面是中宣部科学（卫生）

处针对科学工作中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上报中央，从而使中央领导了解科学界的动

态。实际上，中宣部科学（卫生）处更侧重于对中国科学院政治方向的引领，而不涉

及具体的研究工作。1956 年以后，随着中国科学院党组织力量的加强以及国务院科

学规划委员会的成立，中宣部科学处不再具体负责中国科学院的领导工作。

从上述分析中可知，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曾试图设立一个组织来统领新中

国的科学工作。在科代会筹备会召开初期曾酝酿成立一个全国科学界的联合组织来规

划国家科学工作，但随着中国科学院的筹备建立，中央明确了中国科学院既是新中

国科学工作的行政管理机构，又是“全国科学领导中心”的定位。尽管 1954 年 9 月

后中国科学院不再是“国家科技行政最高管理机构”，但通过之前“主管国家科学事

业的政府职能部门”和“全国科学领导中心”的双重定位，以及中国科学院探索建立

的专门委员制度、专业工作委员会和学部制度等，逐渐确立了中国科学院在新中国科

学事业中的学术领导地位。同时，党和政府设立了中宣部科学（卫生）处和政务院文

化教育委员会领导中国科学院的工作，其中中宣部科学（卫生）处发挥了更为重要的

作用。通过中宣部科学（卫生）处领导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再领导全国的科学工 

作，由此建立了党和政府对全国科学事业的领导体制。这种领导体制随着 1956 年 3

月建立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并于 1958 年 11 月与国家技术委员会合并成立中华人

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委员会而被再次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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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Between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a Import and Export Fair (1957-1991)	 …………… Ouyang Xiang(61)
Abstract: China Import and Export Fair is one of the platforms for the mainland to carry out 

economic and trade work with Taiwan. In its early days of founding, China Import and Export Fair 
worked mainly through Taiwan Ban Zhuang and Taiwanese businesses in Hong Kong. At the end of the 
1960s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1970s, Taiwan-related economic and trade work was carried out through 
Overseas Chinese merchants.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the mainland actively developed trade 
with Taiwan and Taiwan businessmen indirectly participated in China Import and Export Fair. In 1987, 
Taiwan opened people to visit relatives in the mainland, which created conditions for Taiwan businessmen 
to directly participate in China Import and Export Fair. The summary of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the 
policy evolution and practical development of Taiwan businessmen in China Import and Export Fair is 
of reference value for promoting cross-strait economic and trade exchanges and accomplishing the great 
cause of the reunification of the mother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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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China’s Leadership System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1949-1956
……………………………………………………………………………………… Han Jinfang(72)
Abstract: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ow to organize and the way to 

lead the scientific work was an important issue facing the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 As a “functional 
department of the Government in charge of national science” and “the leading center of national 
science”,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has explored to establish the special committees system, 
the professional working committees and the academic departments system, gradually established its 
academic leadership position in New China’s scientific cause. The National Federation of Science was a 
joint organization of special societies of natural sciences and the “mass base” for the academic leadership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The Science (Health) Department of the Publicity Department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Culture and Education Commission of the Government Administrative 
Council were the main organs to lead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work by the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 in which the Science (Health) Department of the Publicity Department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had played an even more important role in practical work.

Keyword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ystem, National Federation of Science,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the Science (Health) Department of the Publicity Department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Marching to Modern Science: the Re-understanding of Zhou Enlai and Scientific Planning from 
1956 to 1967	 ……………………………………………………………………… Chu Zhuwu(83)
Abstract: In 1956,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goal of marching to modern science, Zhou Enlai 

personally led the scientific planning work during 1956-1967 and poured lots of hearts and blood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in New China. It could be said that Zhou Enlai was an active promoter of planned 
science in New China, a direct leader of the 12-year scientific planning work and a strong supporter of 
the 12-year philosophical and social science planning work. Looking back to the “original aspiration” o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