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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发动的贸易战，让国人深切
感受到自主掌握关键核心技术的重
要、“两弹一星”的重要，也让我想
起第一次给我科普“863 计划”伟大
意义的人，是该计划的倡议者之一杨
嘉墀院士。

1999 年，我因为采访中国载人
航天计划而走进杨嘉墀院士在中国空
间技术研究院里的办公室。面对我这
个战略问题“小白”，他竟耐心地用
了一个多小时给我讲什么是“863 计
划”，要怎样中国人才能不受欺负。

当时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刚刚被
炸，杨嘉墀院士说了一句现在看来很
有前瞻性的话：“这说明美国早就将
中国当作21世纪的潜在对手。”

他希望年轻人不要满足于舒适的
生活，他告诉记者，没有两弹成功爆
炸，没有卫星升空，中国就不会有今
天的国际地位。

是“两弹一星”将中国稳稳地推
进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这

么说对吗？我问。“这种说法虽然失之
偏颇，但说明了航天技术和其他高科技
成就能够极大地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发
言权。我们必须有新的航天成就。所
以，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我们更要注意高
科技的发展。”

杨院士力主把空间技术写入“863
计划”。他解释：“空间技术的发展程度
是综合国力的一个标志，中国人何时能
坐上自己的航天飞机涉足外层空间，这
个问题一直为国人所关注。有人认为，
联合国的条约对于月球与南极的政策是
一样的，规定月球属于地球人类，谁先
进入就归谁占领，如果中国人不及早勘
测月球，对太空的研究就可能步步赶不
上。”也因此，航天技术领域的预算占
了“863计划”100个亿的40%之多！

他当时提到的“月球也只是人类探
索宇宙的第一站”，跟这些年欧阳自远等
院士强调的观点一样。中国的天问一号
造访火星，其实在制定“863 计划”的时
候已经在这些战略科学家的谋划里了。

有一个小插曲—— 杨院士谈到，
美国的一位女科学家创办了一家探索月
球的民间航天公司，准备开私人探索太
空之先河。中国多次成功发射“长征四
号乙”，证明了自己研制运载工具的可
靠性。我当时就问：美国最老的宇航员
葛瑞 77 岁仍漫游太空，您今年 80 岁了
有没有这个雄心呢？

杨老立刻笑了，说：“我当然希望
自己能有机会飞上太空，打破吉尼斯纪
录。”22 年后的今天，我仍然能清晰地
记得他厚厚眼镜片后面真诚的笑容。

然而，报道发出第二天，杨老给我
打电话很委屈地说，他国内外的孩子和
学生都批评他了，“那么大岁数了，你
有这个身体吗”“你是老顽童啊，怎么
在报纸上瞎说啊”⋯⋯

我却能理解他，这是多么可贵的赤
子之心！没有这份天真，4 位科学家根
本不敢给邓公写信，也不能坚守这个信
念一直到生命最后一息。

那时候，国家刚说拿出 100 亿发展
“863 计划”，国内就有人质疑：粮食都不
够吃，还拿出这么多钱搞什么高科技？国
外也有认识的人嘲笑：美国一家大企业
1 年的科技投入就是 30 多亿美金，相当
于 100 多亿人民币，中国拿这点钱 15 年
投入 8 个领域 （原来 7个领域，1996年
增加了海洋技术领域——编者注） 数千
项技术，不是开玩笑吗？

4 位科学家为此而不懈地奔走和鼓
动。从 1986 年 3 月 3 日上书之后到去世，
王淦昌 12 年为科技布局和发展给中央
主要领导同志和主管部委的负责同志写
了15封信（参见《王淦昌全集》）。

两年前，在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
一个实验室采访，进门的时候陪同人员
叫住我，让我看门口一个简陋的张贴
栏，“这是王淦昌王老的书法，我们每
天进门都要看一看”。

上面有一张照片：王淦昌先生正在
埋头题字。今天，与世界先进国家并跑
的激光打靶实现核聚变的设想，就是王
淦昌 1964 年首先提出的。这一技术路
线，后来被称为“人造太阳工程”，影
响了中国核工业几十年，甚至关系到人
类文明未来的千年大计。

他的题词是：“继续努力，必须超
过美国。”落款 1996 年 10 月 14 日。此
时距他仙去只有两年的时间。

说到王淦昌，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
杜祥琬院士眼圈是红的。

1998 年的一天，杜祥琬接了一个
电话，“王老直接说，让你爱人接电
话！然后对我爱人说，听说祥琬最近身
体不好，你要照顾好他！那一年，我才
60 岁，但他已经 90 出头了，还在担心
我的身体。”此后不久，王淦昌院士就
去世了。因为这位 90 岁的老人深知，
国家培养一个科学家不容易，当时的科

技人才青黄不接，希望杜祥琬能身体健
康地多为国家做贡献。

其实，在 4 位科学家写给邓公的信
里就明确说了人才问题：“由于从事两
弹及人造卫星等尖端任务，对各项新技
术包括激光技术，已有一定的基础，并
已培养了一支攻坚的队伍。这是我国多
年来精心培养出来的宝贵财富，我们应
该组织他们继续前进，而不宜任其分
散。否则，现在散了，以后要重整旗
鼓 就 难 了 ， 那 将 是 使 用 人 才 的 大 浪
费。我们还担心，如果不用好这些人
才，其中有些干才难免有给美国拉去
的可能。”

当时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就面临着
巨大的人才流失风险。最难的时候，很
多人才去了附近的长虹电视机厂。为了
活下去，他们生产过洗衣机、塑料制
品、衣服架等等民品。跟地方企业签了
合同，不少大科学家和高工帮着他们卖
货站台。

在红砖厂房边听年轻的工程师介绍
当年的苦，耳边是《追梦赤子心》的旋
律。“向前跑 迎着冷眼和嘲笑/生命的
广阔不历经磨难怎能感到/命运它无法
让我们跪地求饶/就算鲜血洒满了怀抱/
继续跑 带着赤子的骄傲/生命的闪耀不
坚持到底怎能看到⋯⋯”

无论是学部委员、院士，还是“两
弹一星元勋”的头衔，对这 4 位老人来
说，为国家科技发展争取空间和舞台的
时候那些头衔光环可以戴上，但也可以
摘下，甚至可以摔个粉碎。因为他们

“不让中国人受欺负的志向”从未改
变。年轻时王大珩马上就要拿到谢菲尔
德大学博士学位了，但有个光学玻璃企
业招人，他义无反顾地去当了技术员，理
由简单：因为这个技术将来祖国需要。

别人的误解嘲笑和指指戳戳，又算
什么？进与退，荣与辱，得与失，都是服务
于内心大目标的。“九层之台，起于累
土”，如果说“两弹一星”是中国科技发展
的地基，“863 计划”就是搭建平台的第
一层！万事开头难，他们为了中国科技的
大厦，吃了太多的苦，但他们内心坦然、
心态平和，结果都很长寿。

正如杜祥琬院士说的那样，“‘863
计划’传承了‘两弹一星’的成功之
道。”比如在共同的国家目标下联合多
家单位一起做事；全国一盘棋、建设国
家队，建设纠错机制、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重视基础研究、学科建设和人才培
养，“这些过去成功经验的传承在改革
开放新时代也结出了丰硕果实”。

2016 年，随着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的出台，“863 计划”结束了自己的历
史使命。令人欣慰的是，这几位老人像
爱惜眼睛一样护佑着的火种，在之后的
岁月中，一个个迸发出来，连绵在一
起，助推着走向强大的中华。

火 种
记者眼中的“863计划”倡议人

□ 堵 力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堵 力

“863 计划”的全称是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

划。

上世纪 80 年代的中国，脑体收入倒挂人们戏

称“造导弹不如卖茶叶蛋，拿手术刀不如拿剃头

刀”。同时期的很多国家，却在砸下巨额资金，组

织大量人力物力，把发展高技术列为国家发展战略

的重要组成部分，认定只有这样才能在国际竞争中

占 有 先 机 。 1983 年 美 国 率 先 推 出 战 略 防 御 计 划 ，

即 “ 星 球 大 战 计 划 ”、 苏 联 制 定 “ 高 科 技 发 展 纲

要”、法国及西欧推出尤里卡计划，日本也出台了

今后十年科学技术振兴政策等。

中国怎么办？当时，有两种声音：一种观点

是，谁能把握住高科技领域的发展方向，谁就能在

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因此我国应该拥有自己的高

科技；而另一种意见则推崇“拿来主义”，毕竟当

时中国还很穷，发展有轻重缓急，科技方面可以先

搞一些短期见效的项目，等美国搞出来，我们也有

了经济实力，直接利用他们的成果。

作为参加过“两弹一星”研制工作的科学家，

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深知，真正的高

科技是永远不可能用钱买来的。他们非常着急，经

过反复商量，最后决定给中央写信。1986 年 3 月 3
日，4 位科学家递出了“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

高技术发展的建议”。

这份报告很快呈送到邓小平的案头。邓小平两

天后作出批示。他指示：“宜速决断，不可拖延。”

在全国 200 多位专家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党中央、

国务院果断决策，于 1986 年 11 月启动实施了“高

技 术 研 究 发 展 计 划 ”， 旨 在 提 高 我 国 自 主 创 新 能

力，坚持战略性、前沿性和前瞻性，以前沿技术研

究发展为重点。因该报告提交时间是 1986 年 3 月，

所以又叫“863 计划”。朱光亚是“863 计划”的总

负责人，参与了该计划的制定和实施。

这个计划当时选择了对中国未来经济和社会发

展有重大影响的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等 7 个领域，确

立了 15 个主题项目作为突破重点，以追踪世界先进

水平。

今天让中国人骄傲的高性能计算机、第三代移

动通信、北斗、深海机器人与工业机器人、制造业

信息化技术、天地观测系统、海洋观测与探测、新

一代核反应堆、超级杂交水稻、抗虫棉、基因工程

药物、新材料等一大批世界公认的高技术都受益于

“863 计划”。

而在当时，还是物质匮乏的年代，方方面面都

需要钱，能递交这个报告也需要极大的勇气。

王大珩执笔起草时，陈芳允打了一个比方：国家

与小家一样，要精打细算过日子，得把钱用在刀刃

上，有些钱是可以不花的，但有些钱是必须要花的，

“涉及国力竞争，牵涉到国家命运的钱就不得不花”。

所以，他们在信中只提出要一到两个亿元人民

币，还解释，这相当于美国同期投资的千分之一

二。在信的最后一段，他们明显怕给中央出难题，

写道：“我们寄希望于能从国家节约中的一部分来

支持这项费用 （例如少进口一些小轿车或者减少运

输包装损耗）。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因事关我

国今后国际地位和进入 21 世纪后在经济国防方面

能否进入世界前列的问题，特此报告。”

让他们没想到的是，邓小平和中央批的专款竟

是 100 个亿!而中国当年全国财政总支出才约 2000
亿元。这在当时粮票尚未完全取消的中国不啻为天

文数字。阻力很大。王大珩曾表示，担心这个计划

推进不下去。

1991 年，邓小平又挥笔为“863 计划”工作会

议写下了题词“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王大

珩这样给大家做政策解读：邓小平同志提的产业化

怎么理解呢？我的理解，不只办工厂才是产业化，

产业化里应当包括技术上的现代化或改造。此外，

公益事业上的现代化也要靠高技术支撑，比如环境

污染、防灾问题，这些问题在高技术方面也是产业

化。产业化是靠全民来工作的，而不只是办工厂。

“863 计划”的实施，是中国共产党科教兴国

的一个重大战略部署，为中国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

有一席之地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吃水不忘挖

井人”，当享受着今天的科技繁荣时，我们要致敬

小平同志的果断决策，也不能忘了这份报告的起草

人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 4 位院士。

如今，习近平同志寄望院士时谈道：要瞄准世

界科技前沿，抓住大趋势，下好“先手棋”，打好

基础、储备长远，甘于坐冷板凳，勇于做栽树人、

挖井人，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

大突破，夯实世界科技强国建设的根基。

中国在任何时期都需要这样的战略科学家。

不过，王大珩曾谦虚地说：“我们几个人顶多

是起了些催化剂的作用，或者说是为‘863 计划’

点了一根火柴。”

“863计划”
出台背后

邓小平，1997 年逝世；王淦昌，1998 年逝世；陈芳允，2000 年
逝世；杨嘉墀，2006 年逝世；王大珩，2011 年逝世。他们用生命的
最后十年二十年护佑着“863计划”顺利展开，并初见成果。

（上接 3 版）
1987 年 5 月 ， 谷 牧 专 程 前 往 广 东 ，

经仔细研究和讨论，提出了在海南建省

办特区的 《关于海南岛进一步开放的一

些初步设想》，并获中央同意。

再过一个月，1987 年 6 月 12 日，邓

小平亲自将海南办省建特区的消息公诸

于 世 。 他 在 会 见 南 斯 拉 夫 客 人 时 说 ：

“我们正在搞一个更大的特区，这就是

海 南 岛 经 济 特 区 ， 海 南 岛 好 好 发 展 起

来，是很了不起的。”

经过近一年的筹备，1988 年 4 月 13
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

议通过了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设立

海南省的决定》 和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关 于 建 立 海 南 经 济 特 区 的 决 议》。4 月

26 日，海南省委省政府正式挂牌。

由此，海南成为中国最年轻的省和

唯一的省级经济特区。

刘剑锋在回忆海南建省办特区前后

出现的“十万人才下海南”时说：“海

南建省后，人才来了不少，因为大家都

知道有深圳的经验，就都跑来创业兴业

了。但这些大学毕业生到了海南以后没

法 得 到 安 排 ， 因 为 省 里 没 有 职 务 给 他

们，工作岗位也很少。怎么办？这些年

轻 人 就 自 己 创 业 ， 开 饭 馆 的 、 包 饺 子

的、卖面的都有。”

迟福林是“十万人才下海南”大潮

中的幸运儿，全程见证了海南建省办特

区 33 年 来 的 所 有 重 大 改 革 事 件 。1987
年 12 月底，36 岁的迟福林受邀前来海

南主持海南体制改革办公室和省委政策

研究室，后来又主持中国 （海南） 改革

发展研究院。

迟福林回忆建省初期的改革举措时

很有自豪感，不少改革举措即是由他提

出并推动落实的。迟福林介绍，在他的

提议下，海南率先推进价格改革，在全

国率先放开粮食价格，“粮票”最早在

大特区消亡。

迟福林说起了一次关于“粮票”的

尴尬故事：1991 年 1 月 1 日开始，海南

省内停止使用粮票。1992 年春全国两会

期间，当 14 位海南代表风尘仆仆地去

大会报到时，会议组的一项规定难住了

他 们 ， 即 必 须 交 付 会 议 期 间 用 餐 的 粮

票。使用了几十年的粮票已经退出大特

区人的生活，谁会想到带着粮票出席全

国两会？这一下，吃饭成了大问题。在

有关部门的专门协调下，才解决了这一

问题。

进 入 2018 年 ， 海 南 建 省 办 特 区 已

30 年 ， 海 南 再 次 以 “ 特 ” 字 扬 名 天

下：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

济特区 30 周年大会上宣布，党中央决

定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

由贸易港建设。

由此，海南又成为全国唯一在全省

范围内建设自贸港的省份，亦成为国家

对外开放的新名片。

海南的这一新身份让中国 （海南）

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在接受采访

时数度哽咽流泪，哽咽镜头则出现在了

央视 《新闻联播》 的画面中。

1988 年 4 月 13 日，工作人员在庆祝海南省

成立大会前进行最后的挂牌准备工作。

黄一鸣/摄

向中央提出发展高科技建议（863 计划）的 4 位科学家。右起王淦昌、杨嘉墀、王大珩、陈芳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