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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提升国力

的轨道上，加速实现国家繁荣强盛。至 1997 年，党的十五大把

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确立为跨世纪的国家发展战略。

　　199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技术创新大会，部署

和贯彻《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

提出进一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构建企业技术创新主体、推动

应用型科研机构企业化转制、建设国家知识创新体系，以及加

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大力发展科技中介服务机构、

促进科技金融及风险投资发展等系列改革发展举措。

　　2006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作出

了《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发布

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简

称《规划纲要》），确定了“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

引领未来”这一新时期科技工作指导方针，提出了到 2020 年使

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战略目标。《规划纲要》立足国情

和远近需求，有所为、有所不为，选定了一批科技支撑发展的

重点领域，瞄准国家战略目标筹措实施若干重大专项，从应对

　　他是年迈的院士，但有人说他“还年轻’；他仍站

在学术前沿，却感叹自己过时了；他的记忆总是“焊接”

在西南联大上；他是个成功的大学校长，却惹来亲近下

属的“抱怨”；他仍不想退休，但反对院士享受“特殊

待遇”。

　　尽管已经91岁了，但“退休”仍然是件很遥远的事情。

每个早晨，他蹬起一辆半旧的电动自行车，“呼呼”地

穿行在清华大学校园里，从北边的宿舍楼，到机械工程

系的焊接馆——这座三层老建筑物的楼龄比这位院士还

要小 28 岁，建于 1955 年。那时，潘际銮在这里筹建清

华大学焊接专业。

　　与潘际銮相关的很多成就——20 世纪 50 年代末试

验成功板极电渣焊及重型锤锻模堆焊，应用于生产。60

年代初试验成功氩弧焊应用于核反应堆制造，完成我国

自己生产的第一套核反应堆焊接工程。研制成功我国第

一台电子束焊机，并对焊接的热裂纹的机理进行了深入

的研究。70 年代末研究电弧传感器，首次建立电弧传感

器的动、静态物理数学模型，并研制成功具有特色的电

弧传感器及自动跟踪系统。我国第一条具有完全自主知

识产权的高铁、第一座自行建设的秦山核电站都有潘际

銮的功劳……

　　这位中国焊接科学的奠基者，摊开双手，自信地说：

“我现在研究的课题，是焊接领域的前沿，比如“高超

超临界”，仍是没有解决的世界难题。”

　　这个西南联大 44 级校友说，“那时候读书，纯粹求

学问，不想功名和前途。” “爱国”从这位老科学家的

口里说出来，在他的很多学生和同事的耳朵里听着，“一

点儿都不空洞”。他这么大岁数，还想“干活”，是因

为自己“终身陷在这个事业里了”，仍然“可以为国家

做贡献”。他带着一个平均年龄 60 岁的团队，在墙皮有

些脱落的焊接馆里，研究世界上焊接领域的前沿问题。

    他反对“用行政化的方式来处理高知识分子人才问

题”。“院士是否退休，不能搞一刀切。个人情况不一样。”

潘际銮：“不合时宜”的老派院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