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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必须成为提高全国科学技术

水平的有力杠杆
“

”
众所周知，旧中国的工业基础相当薄弱，绝大

多数工业产品不能自给。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大力开

展工业建设，想要尽快建立自己独立的工业体系。

为此，“一五”计划采取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指导

方针。

与此同时，国家开展了以“156 工程”为中心

的工业布局，“一五”计划共安排大中型建设项目

694 个，实际准备施工的有 921 个，其中有 156 项是

由苏联援建。这是一个宏大的建设计划，包括了军

工、航空航天工业、电子工业、兵器工业等等领域，

这项计划的实施在我国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基础工

业体系和国防工业体系的骨架，奠定了我国工业化

的初步基础。

工业建设迅速展开，大批新建扩建工厂的陆

续投产，以及生产建设中越来越多地采用现代科

学技术，使各行各业人才匮乏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根据统计，1952 年底全国总人口近 5.75 亿人，其

中科技人员仅 42.5 万人，全国平均每万人口中不

到 7 个半科技人员。在校高等院校学生，我国每 1

万名居民中只有 5 个，此时苏联是 86 个，波兰也

有 50 个。

1956 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党中央总结“七大”以来的经验。蒋南翔作为“八大”

代表出席了这次重要的会议，并作了题为《为提高

高等教育的质量而努力》的发言，他在发言中着重

讲了发展高等教育中提高质量的重要性。他说：“如

果我们长时期内不能依靠本国培养的专家来独立解

决工业建设中的重要关键问题，如果我国的科学技

术水平长时期内远远落在世界各个工业先进国家之

后，那就将给我国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带来严重的

后果。科学技术的落后，意味着工业建设和国防建

设的不能独立。我国的高等教育，应该而且必须成

为提高全国科学技术水平的有力杠杆。”

围绕为核工业服务创建新专业

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大规模的经济建

设取得显著成效。在教育方面，党和政府提出“整

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方针，

强调教育工作的重点是高等教育，中心是培养人才，

特别是培养高、中级技术人才。为加强科学研究工作，

1955 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学科性的学部，第一批聘任

了 233 位学部委员。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我国开始

制订 12 年科学发展规划，提出力求最急需的科学部

门能够在 12 年内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在 12 年发展

规划中确定了 12 个重点项目，其中包括原子能的和

平利用和电子学方面的半导体、电子计算机、遥控

技术等，这一规划的提出为清华设立一批与高精尖

技术相关的新专业提供了大的社会背景。

1955 年 1 月 15 日，毛泽东主席主持召开了中共

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做出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的

伟大战略决策，它标志着我国崭新的核能事业从此

开始。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亟需培养大批相关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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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中央指派刘杰、张劲夫、钱三强、蒋南翔、

江隆基等 8 位同志组成培养核科技人才领导小

组。1955 年初，教育部成立了以清华大学校长蒋

南翔为首的核教育领导小组。在这样的形势下，

蒋南翔深入思考中国的高等教育应该如何适应科

学技术发展的需要，应该怎样培养新兴科学技术

发展需要的人才。他认为清华只搞传统工科是不

够的，要建新专业，搞新技术。

之后经国务院批准，由蒋南翔和钱三强负责，

在苏联和东欧的中国留学生中挑选与核事业相近

专业的学生，学习核科学和核工程的专业。1955

年 9~10 月，蒋南翔率领中国高等教育代表团访

问苏联，这个代表团的成员有北京大学教务长周

培源、清华大学教务长钱伟长等五人。代表团访

问了莫斯科大学和一些科学研究机构，还到列宁

格勒一些大学访问，就和平利用原子能和培养人

才、专业设置等问题进行考察。

这次考察对蒋南翔启发很大，让其对在清华

创立一批新专业有了初步想法。11 月 5 日，蒋南

翔完成《高等教育考察团访苏报告》，报告中详

细报告了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设置新专业的计划

和采取的措施。其中拟定在清华大学当年设立实

验核子物理、同位素物理、远距离自动控制、电

子学技术、无线电物理等专业。次年增设半导体

及介电质、空气动力学、固体物理、热物理及稀

有元素分离工艺等专业。他特别强调培养原子能

人才要平地起家，任务十分艰巨，要求高教部加

强领导，给予大力支持，要求高教部在留苏学生

中为新专业培养必需的师资。并具体提出了要从

已经在莫斯科大学、列宁格勒大学一二年级学习

的留学生中选拔业务上政治上优秀的学生改学清

华、北大所要建立的新专业。

蒋南翔对在清华创办一批新专业有很多思

考，这些新专业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都是围绕

1955 年 9月至 10 月，蒋南翔率中国高等教育代表团访问苏联，就

和平利用原子能和人才培养、专业设置等问题进行考察。

1955 年蒋南翔（右 1）陪同刘少奇同志视察清华大学。

200号（清华大学原子能研究基地）年轻的建设者（摄于19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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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核工业服务建立起来的，这批新专业又是服务于

国家下决心发展自己独立的核工业体系这个总体目

标的。这些新专业有些和原子能的利用直接相关，

比如核子物理、放射化学、稀有元素工艺学等，有

些是配合原子能的研究工作和实际运用所必需的，

比如无线电物理方面的专业。这些新专业之间有什

么关系？它们应该采取何种方针来发展？当时有分

散和集中两种发展思路：相对分散的原则，就是把

这些新专业分散到比较多的学校分别开设；相对集

中的原则是指首先在北京建立第一个训练中心，在

北大设立理科方面各有关专业，采用莫斯科大学的

教学计划及教学大纲。在清华设立工科方面的各有

关专业，参考采用列宁格勒多科性工学院的教学计

划和教学大纲。等到北京的训练中心打好基础之后，

再扩展到其他的训练中心。

蒋南翔在 1955 年 12 月 19 日写给彭真、刘仁并

报中央及周总理的信中表达了他的观点，他建议在

创办这批新专业时采取相对集中的原则，中央同意

了蒋南翔的意见。从 1955 年末，清华陆续建立了实

验核物理、同位素物理、放射性稀有元素工艺学、

电子学、无线电物理、电介质及半导体、热物理、

空气动力学、固体物理、自动控制等 10 个新技术专

业；1956 年设立工程物理系，1960 年随后几年又相

继增设了工程化学、工程力学数学和自动控制等系，

并有意识地发展应用理科。到 1965 年，清华大学已

发展为 12 个系 40 个专业。

高新技术专业的创建凝聚着蒋南翔的大量心

血，学校从全校各系和校机关抽调优秀教师和干

部充实新系和新专业，其中包括何东昌、滕藤、

李传信、余兴坤、吕应中等许多同志；从原有的

系选调优秀学生进入这些新专业学习，后来担任

清华大学校领导的张孝文、梁尤能、王大中等都

是从其他系调入的学生。由于本校资源有限，还

从上海交通大学等校抽调三年级学生到计算机专

业学习。这样，这些新专业一开始就有高水平的

师资和干部队伍，又有好的生源，培养起点较高，

为以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清华高新技术专业的科学研究取得丰硕

成果

蒋南翔对于清华大学新专业的建立有长远的打

算，既考虑国家建设的需要，又要符合教育规律，

建立新专业要高标准、严要求。他强调要集中优势

力量，调集优秀的干部、教师、学生，在很短的时

间里把一个专业、一个系建立起来，尽快地达到较

高的水平。他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在清华建立

起来的一批新技术专业，到 80 年代、90 年代成为

学校发展高技术的雄厚基础。

蒋南翔强调新技术专业要适应国家重点尖端工

业和科研部门的需要，主动去配合国家这方面的部

署。1957 年初，尖端工业的科研部门负责人林爽来

到清华，建议与清华合作，蒋南翔很重视这件事。

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的钱学森与清华大学校长蒋

南翔签署了合作协议，确定清华的自动控制专业与

计算机专业同他们配合，为其培养人才，并派骨干

教师参与他们的工作。同年 9 月，为了满足尖端

工业的人才需求，国家从全国十所高等院校抽调了

287 名四、五年级学生，到清华自动控制系学习，

为五院（航天工业部前身）和二机部（核工业部）

对口培养，这批学生在 1960 年到 1962 年陆续毕业，

成为我国尖端工业的第一批技术骨干。到 1971 年，

工程物理系就向国家输送了原子能方面的科学技术

人才 2000 余名，大都到西北、西南等艰苦地区工作，

为发展我国的国防事业与和平利用原子能做出贡献，

工程化学系、工程力学系、自动控制系等专业培养

的毕业生也都为“两弹一星”( 原子弹、氢弹、人造

卫星 ) 事业的成功默默地做出贡献。

除了人才培养和储备，清华高新技术专业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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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究也取得了丰硕成果：

核能研究方面，2 兆瓦池式实验核反应堆于

1964 年达到临界，这是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首批反

应堆之一；完成核燃料后处理提取钚萃取法的实验

研究，并成功应用于我国的核工业；开创了我国离

心法分离铀同位素的研究等。

电子系从 1956 年至 1966 年的十年中，完成了

600 / 1200 波特数传机、8 路 PCM 通信终端、3cm

周期磁场聚焦宽频带小功率行波管、10cm 固态低

噪声参量放大器等当时属国内领先的项目，并在国

内率先开始了硅晶体管制造和集成电路的研究工

作。

蒋南翔校长明确指示自动控制系要为“一尖（航

天）一圆（原子能）”服务，因此，计算机专业同

自动控制专业紧密结合，以国家急需的核工业与航

天工业为主要服务对象。1960 年研制出的我国第一

台六阶非线性小型模拟计算机曾在波兰国际博览会

上展出。1961 年自动控制系与机械系合作研制出我

国第一台三自由度飞行模拟实验台，曾在我国新型

歼击机驾驶仪的研制中起到重要

作用。1959 年开始研制，1964 年

正式投入运行的电子管计算机 911

机是我国高校自行研制成功的第

一台通用电子数字计算机，标志

着清华大学计算机专业在全国处

于领先地位，参加研制者的平均

年 龄 只 有 25 岁。1965 ～ 1966 年

研制成功晶体管小型通用数字计

算机 112 机，后由北京计算机三厂

投产，当年的产品即到日本展出，

是我国第一台在国外展出的第二

代数字计算机。1964 年研制成功

核反应堆的控制系统。

1965 年 5 月蒋南翔在学校的

干部会上提到：军事上取胜，要占领高地，科学上

也是如此，当代科学技术上的高地有原子技术、喷

气技术和计算机技术。从清华情况看，我们已经建

起了一整套原子方面的专业。喷气技术国家另有安

排。我们应把发展计算机技术作为自己的特点。他

还提出要在四川绵阳分校建设有相当规模的计算机

研究与生产基地，并要加强半导体专业，把它的方

向对准计算机技术。可惜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扰，

既定目标当时未能实现，但这一阶段开展的研究工

作，为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特别是当时培养的

一批学术骨干成为后来清华大学发展计算机技术的

中坚力量。

蒋南翔在 1963 年 9 月的一次报告中曾谈道 :“历

史证明，社会主义国家在正确的思想指导下，能够

以比较短的时间在科学技术上赶上先进的资本主义

国家。我们目前的科学技术水平还比较落后，但从

长远来看，随着国家建设的发展，我们一定能够在

学习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接近和赶上世界科学技术

的先进水平。”后来我们国家的科学技术发展，也

充分印证了这一点。

1966年上半年，蒋南翔校长视察清华大学绵阳分校建设工地，前排右2为原副校长、

时任学校筹建绵阳分校负责人解沛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