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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距与不足

1985，吹响改革冲锋号

　　1978 年以前，中国基本上模仿苏联的科技发展体制，实行

自上而下的计划式科技体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一体制

基本上是成功和有效的——新中国成立后的短短十几年间，相

继取得以“两弹一星”为标志的一系列重大科技成果，在整体

上以较快的速度显著缩小了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

　　对此，杨振宁先生曾中肯地评价道：“新中国通过人才的

训练，通过科研机构的建立，通过工业的发展，可以讲近代的

科技在中国本土化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的发展战略也转变为有较强经济

指向的赶超型战略，这些都对科学技术提出了多层次、多元化

的迫切需求。而当时的科技体制，已经拖了社会发展的后腿。

　　1980 年代初，上海宝山县彭浦家用电器厂厂长李七华，对

此有着自己的体会。夏季来临，本来是卖电扇的季节。由于市

场饱和，他们厂生产的 1 万多台电扇积压，濒临倒闭。一个偶

然的机会，同济大学副教授郑万烈来到厂里，建议工厂转产工

业部门急需的半导体制冷设备。李七华马上聘请郑万烈担任技

术顾问。郑万烈平时在学校上课，带研究生，星期日便骑上自

行车赶到彭浦家电厂“上班”。到了暑假，他还要在厂里住上

一段时间。在郑万烈的帮助下，新产品开发出来，工厂很快摆

脱了困境。

　　像郑万烈这样，业余时间为乡镇企业工作的科技人员，在

当时被称为“星期日工程师”。在上海郊区、苏南、浙江以及

珠江三角洲，成千上万的乡镇企业里，到处活跃着他们的身影。

在这种合作中，乡镇企业得到技术支持，科技人员有了用武之

地。可惜，“星期日工程师”只是科技与经济自发结合的产物。

虽然他们为乡镇企业从田野里崛起立下了汗马功劳，但由于缺

乏政策支持，大多数人却只能隐姓埋名，生怕被所属单位发现。

　　怎样解决这种矛盾？人们寄希望于改革。

　　1985 年 3 月 2 日至 7 日，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召开，讨论科

技体制改革问题。3 月 7 日，邓小平在会上发表讲话，对新的

科技体制提出要求：“经济体制、科技体制，这两方面的改革

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新的经济体制，应该是有利于技术进步

的体制。新的科技体制，应该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双管

齐下，长期存在的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有可能得到比较好

的解决。”

　　3 月 13 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

按照“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

的战略方针，对科技体制进行改革。

　　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物理化学家、无机化学家、

教育家徐光宪的求学生涯，大多是在他半工半读的情形

下坚持完成。在上海交大的本科学业是一边读书，一边

晚上做家教，并积极争取奖学金坚持完成学业。大学毕

业两年后，他参加并通过了当时全国各地区公开招考出

国留学的考试，并于 1947年底只身赴美，先到圣路易

斯城的华盛顿大学化工系学习，一个学期后到哥伦比亚

大学研究生院的暑期班试读，以第一名的成绩，获得校

聘助教奖学金。

　　1951 年 3月，徐光宪凭借论文《旋光的量子化学

理论》获得博士学位，从入学到获得博士学位，他只用

了短短的两年零八个月。面对着锦绣的前程，徐光宪毅

然选择回国。4月15日，“戈登将军”号轮船汽笛长鸣，

徐光宪和妻子高小霞踏上归国的行程。

　　回国后，徐光宪一直在北京大学工作，既从事大学

教学，也做科学研究。在他看来，个人的研究兴趣以及

对研究前沿的把握固然重要，但最关键的是，科学研究

既要立足于基础研究，还要面向国家需求。

　　1972年，为扭转我国稀土工业的落后状况，徐光宪

开始稀土分离方法的理论和实验研究。稀土元素，又称

稀土金属，有工业“维生素”之称，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上世纪 80年代中期，徐

光宪创立串级萃取理论，并运用于实际生产。这一全新

分离方法，使我国单一稀土产量猛增，一时间，国际单

一稀土产品价格暴跌，国外的稀土垄断公司不得不减产、

停产甚至破产，中国的世界稀土强国地位，一举确立。

　　凭借创造的稀土“中国传奇”，徐光宪荣获国家最

高科技奖，成为中国化学、化工界首位获此殊荣的科学

家。而那年，徐光宪已经88岁，但他仍然活跃在科研一线。

　　2015年 4月 28日，徐光宪与世长辞。斯人已去，

但徐光宪的话却被学生口耳相传：“现在是中国历史上

最好的时期 ,但也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 ,未来需要年

轻人担负起来。”

徐光宪：中国稀土之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