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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In April 1951, the Beijing Municipal Government "reserved considerable development land" in the area of 
"south of Tsinghua, east of Haidian, west of Beijing-Suiyuan Railway, north of Daniwan". In October 1953,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settled there, and since then, there has the "formal name"-Zhongguancun. 
As of 1966, there were 118 research institutes directly in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28 in Beijing, 
22 of which were at Zhongguancun. In October 1980, Chen Chunxian's "Advance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Service Department of Beijing Plasma Society" was founded there, which opened the 
prelude to "Zhongguancun Electronic Street". In May 1988, the Beijing New Technology Industry 
Development Experimental Zone was born on the basis of "Electronic Street". In May 1999, the State 
Council decided to speed up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Zhongguancu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ark. Since 
then, Zhongguancun has transcended the concept of geography and has become a symbol of high 
technology. The glory of Zhongguancun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development and institutional reform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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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Years of Chin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oad and Experience

20 世纪 80 年代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
中关村科学城的兴起
（1951—1999年）
杨小林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  北京  100190

摘要     1951 年  4 月，北京市政府在“清华以南，海淀以东，京绥铁路以西，大泥湾以北”地带为中国

科学院“保留相当发展用地”。1953 年  10月，中国科学院入主此地，这里从此有了“大名”——中关

村。截至 1966 年，中国科学院直属研究机构 118 个，分布在北京的有 28 个，其中 22 个在中关村地区。

1980 年 10 月，陈春先在此创立“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并拉开了“中关村电子一条街”

的序幕。1988 年 5月，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在“电子一条街”基础上诞生。1999 年 5月，国务院决定加

快建设中关村科技园区，从此，中关村超越了地域的概念，而成为高科技的象征符号。中关村的辉煌是与中国

科学院的发展与体制改革密不可分的。

关键词    中关村，科学城，电子一条街，体制改革，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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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村科学城的建设，始于 1951 年。经过近半

个世纪的发展，中关村从一个不为人知、史无定名的

农业聚落，逐步成为共和国发展现代科学技术的重要

基地、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继而又超越了地

域的概念，而成为高科技的象征符号。它的飞速发展

也成为新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一个缩影。在新中国成

立 70 周年之际，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科技 70 年

的发展，中关村具有典型的代表性。而为中关村铸就

辉煌的真正力量是它的“学根”，是与中国科学院

（简称“中科院”）的发展与体制改革密不可分的。

1 中科院选“永久院址”

1949 年 4 月，在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

时候，中共中央作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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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战略决策。

11 月 1 日，中科院与政务院各部级机关同时正式开始

办公，后来即以此日作为中科院成立日。

中科院成立之后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接收并整

合原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等民国时期旧有的国立

研究机构。当时原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主要分布在

上海和南京，而北平研究院各研究所，则分散在北京

的东黄城根和三贝子花园（现“北京动物园”）内。

关于中科院在北京的“永久院址”，最初有意选在三

贝子花园内，“毛主席和周总理都很同意”①。但是北

京市不愿放弃对三贝子花园的管理权，且 1950 年 5 月

确定研究所调整方案之后，有些南方的研究所须迁

京，在京的各研究所也需要扩充，这样一来，三贝子

花园就显得地盘太小了。摆在当时中科院领导们面前

最紧迫的一项任务，就是要在北京为中科院的长远发

展选择一个有较大发展空间的科研基地。

1951 年 1 月 20 日下午，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在中南

海召开会议，兼任中科院计划局局长的竺可桢副院长

代表中科院汇报 1951 年度工作计划时，提出“……

（2）准备条件开展研究工作。建造近代物理、应用

物理、地球物理大楼各一座。……”，其中“近代物

理与地球物理大楼预算已做好”[1]。在经过实际踏勘

之后，4 月 4 日，中科院致函北京市政府，“我院因工

作日益发展，原有院址不敷应用。且各研究所分散各

处，多无适当房屋。为集中办公，便于各所图书仪器

之相互调用，研究工作之相互联系及训练工作人员起

见，拟在北京西郊清华大学以南，海淀以东，农业科

学研究所（现“中国农业科学院”）以北，铁道以西

划用基地 5 000 亩建筑我院所需房屋，以应将来科学研

究工作发展的需要……”

中科院为何提出在此选址呢？原来新中国成立之

初，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邀请专家讨论未来的建设

规划时，已大致形成了将高等学校较集中地安排在西

北郊的共识。中科院领导认为，中科院的研究基地应

靠近大学，以充分利用将要形成的交通条件和电力条

件，使建楼工程和日后科研工作得以迅速走上轨道。

更重要的是，中科院的发展必须注重与大学的合作，

地理上的接近，便于开展学术交流。

1951 年 4 月，北京市政府批准“在清华以南，

海淀以东，京绥铁路以西地带，为你院保留相当发

展用地”。后明确南沿为大泥湾以北，可用地约

为 4 500 亩。此“四至”范围大体为现今的“东至京

包线铁路，南至知春路，西至中关村大街，北至成

府路”。批复收讫，中科院旋即决定首先在保福寺北

修建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近代物理

所”）大楼（即后来俗称的“原子能楼”），并于当

年 11 月初正式动工。1952 年 2 月，中科院建筑委员会

成立，主席吴有训，副主席陶孟和、竺可桢，秘书钱

三强、曹日昌，院内外委员有李四光、金涛、严济慈、

丁瓒、庄俊、梁思成、郑振铎、林徽因、秦力生、杨廷

① 樊洪业，《中国科学院史事汇要（1949）》，中国科学院院史文物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北京，199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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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武衡、陈宗器等 20 余人。其中常务委员 9 人，包

括主席、副主席、秘书，还有庄俊、梁思成、杨廷宝

和金涛 4 人②。中关村科学城的建设即发端于此。

几乎在中科院获准“保留相当发展用地”的同

时，原在城内沙滩地区的北京大学得到获批的新校

址，就在中科院用地的南面，即大泥湾以南至农业科

学研究所以北的地段上。1951 年 11月，教育部召开

了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拟订了全国工学院院系调整

方案，揭开了全国院系大调整的序幕，北京大学将与

燕京大学合并。同年 12月初，由教育部副部长兼高

教司司长曾昭抡出面，要求北京市将北京大学的用地

与中科院用地对调，或中科院让出北面一部分给北京

大学，这样北京大学新校区可与燕京大学连成一片。

但此议提出为时已晚，因为中科院的建设规划已经确

定，作为优先重点工程的“原子能楼”已经破土动工

一个多月，地基已完成。该楼因核科学研究的需要，

设计与建筑规格很高，为五层钢筋混凝土结构（这在

当时的建筑中是很少见的，1976 年唐山大地震时，

北京地区很多建筑都有不同程度的受损，但是这座楼

毫发未损，可谓“坚如磐石”），耗资颇巨，工程概

算 128.9 亿人民币（新中国成立初价格），当时已付

款 70%。如改变计划势必造成极大的浪费，科研计划

也会因此而拖延，且整个建筑计划也都要推倒重来。

为此，1951 年 12 月 7 日，中科院副院长竺可桢、吴有

训及近代物理所所长钱三强等陪同教育部副部长曾昭

抡、刘皑风一同到“原子能楼”工地视察。教育部方

面遂将意见改为希望在燕园东侧为新北大扩展用地。

这样，中科院就从 4 500 亩中划出西北角 1000 亩左右

给了北大，这就是现在北大的“中关园”。

2 中关村“大名”的由来

中科院的 4 500 亩发展用地，几乎涵盖了当时整个

保福寺村。当时保福寺村下设 11 个闾，“原子能楼”

的建设地点是保福寺村的  8 闾，当时称为“北保福

寺”。1952 年 10 月 16 日，中央文委同意中科院将原

定在王府井大街九号兴建的社会科学 4 个所（考古、

社会、语言、近代史）的大楼移建至“西直门外保

福寺村近代物理所大楼以西。”后来大家都称这 4 座

二层楼为“四所”，此地为保福寺村的 6 闾。当地人

称 5 闾、6 闾为“中官儿”（图 1）。此地在中科院

入主之前没有规范的名称。从民国初年到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初期出版的各种地图、地形图以及村志、户

籍调查表中，计有“中宫”“中湾”“中关”“中关

村”“钟关儿”“中官”和“中官村”等名称。据保

福寺乡第一任乡长邓启祥老人回忆：“在解放前并没

有‘中关村’这么个地名，‘中关村’是在（中国）

科学院到了以后才叫出来的。……北京天文台（现中

科院学术会堂所在地）东南有家小杂货店，墙上写有

‘中官’二字。”而 1950 年代初到此地的“科学院

人”回忆，此小卖部墙上写的或“中官屯”或“中官

图 1    1951 年“中官聚落”示意图

② 薛攀皋、季楚卿，《中国科学院史事汇要（1952）》，中国科学院院史文物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北京，199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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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或“中官邨”，还有人见到“在后来的中关村二

小与科学院幼儿园之间有一条小路，旁边原来有几间

农家房，山墙上挂着一个木牌子，是歪着的，上面写

着‘中官屯’三个字”[2]。

1953 年 10 月中旬，因成立不久的中科院《中华

地理志》编辑部没有办公用房，中科院把已建好的

“四所”先给了他们使用。10月22日，《中华地理

志》编辑部入主“四所”，可以说该编辑部是最先入

驻中关村的中科院单位。因为编辑部对外联系很多，

入驻“四所”后就需要印制一批带有单位名称和地址

的信封、信纸。印好后，才发现编辑部的地址写的是

“中关村”。原因是什么呢？原来负责此项工作的编

辑“问当地老百姓这地方叫什么，人家告诉他了，他

上海人，听不大懂北京话，就把‘中官屯’听成‘中

关村’。而且还印了很多。”1952 年搞“三反”运动

以来，其中有“反浪费”一条，因此就没敢重印，将

错就错了。不久各所陆续搬来，也就这么叫了[2]。从

此，这个只有 40 家农户、“史无定名”的农业聚落有

了大名——“中关村”！

3 “共和国科学第一楼”――“原子能楼”

1953 年 12 月，中关村第一座现代化科研建筑“原

子能楼”竣工（图 2）。1954 年 1月，钱三强率中科院

近代物理所全体员工入驻“原子能楼”，这成为保福

寺村向中关村科学城转变的重要标志。

“原子能楼”是中国核科学发育生长的摇篮，凝

聚和培育了中国核科学的几代英才，为研制原子弹

奠定了早期的科学基础，被誉为“共和国科学第一

楼”“中国核科学的发祥地”和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核

爆的“塔座”。中科院近代物理所“裂变”出我国的

一批重要核科学和物理学研究机构，包括今日中科院

系统的高能物理研究所、理论物理研究所、上海应用

物理研究所、兰州近代物理研究所等高水平研究机

构，也包括现在国防系统的核科学技术研发机构群。

1959—1965 年，该所有关研究室、组，成建制地划归

出去，输送给外单位的科技人员就达到 914 人。钱三

强将此形象地比喻为“老母鸡下蛋”（图 3）[3]。而

今，可能又有“蛋变鸡后又生的蛋”吧。

几十年来，“原子能楼”里走出了 7 位“两弹一

图 2    原子能楼

图 3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钱三强凭记忆勾画出的核科学技术
机构沿革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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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共 23 位）：于敏、王淦昌、

邓稼先、朱光亚、陈芳允、钱三强和彭桓武（以姓名

笔画为序）。“原子能楼”还走出了几十位中国科学

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如：1955 年当选的钱三

强、王淦昌、彭桓武、赵忠尧、贝时璋，1957 年当选

的汪德昭和张文裕，1980 年当选的于敏、王承书、邓

稼先、朱洪元、李正武、杨澄中、肖健、何祚庥、何

泽慧、金建中、唐孝威、黄祖洽、谢家麟、戴传曾、

陈芳允，1991 年当选的吕敏、李德平、胡仁宇、王方

定、夏培肃、方守贤、丁大钊，1993 年当选的陈佳

洱、王乃彦，1997 年当选的李惕碚、张焕乔，1999 年

当选的张宗烨，2007 年当选的柴之芳和 2011 年当选

的张肇西等中国科学院院士；1995 年当选的叶铭汉

和 2001 年当选的陈森玉等中国工程院院士。此外，我

国放射辐射化学奠基人杨承宗，及丁渝、冯锡璋、郑

林生、陆祖荫等著名科学家也曾在该楼工作学习过。

“原子能楼”的科学历史文化价值，在共和国乃

至全世界都是首屈一指的。

4 从“中官聚落”向“中关村科学城”的飞跃

1954 年底，中科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大楼建成，该

所自南京迁来。1955 年，中科院化学研究所科研大楼

建成，化学研究所筹建委员会、化工冶金研究所筹备

处、实验生物研究所北京工作组（1956 年改称中科院

北京实验生物研究所，1958 年成立中科院生物物理

研究所）相继迁入。同年，文学楼和哲学楼建成；次

年，文学研究所自北京大学迁入，哲学研究所自经济

楼迁入。1956 年 10 月生物楼建成，中科院昆虫研究

所、动物研究室、地理研究所北京工作站、应用真菌

研究所相继迁入。中关村开始“热闹”起来。

1956 年 1 月，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

号召“向现代科学进军”，周恩来总理在报告中指出

“要用极大的力量来加强中国科学院，使它成为领导

全国提高科学水平、培养新生力量的火车头”，会

后着手制定了《1956—1967 年科学技术远景发展规

划》（以下简称“12 年规划”）。此后，中科院配合

“两弹”攻关，开创人造卫星事业，落实《发展计算

技术、半导体技术、无线电电子学、自动学和远距离

操纵技术的紧急措施方案》（以下简称“四大紧急措

施”），部署和组织全国自然资源综合考察等具有战

略意义的重大科研项目。中科院从 1953 年入主中关

村，陆续有了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地球物理研究

所、化学研究所、动物研究所等的实验大楼。

“四大紧急措施”对“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和

国防现代化的发展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中关村科学城

能迅速兴起，与之密切相关。为执行“12 年规划”，

落实“四大紧急措施”，1957 年中科院建立一批新研

究机构，并在中关村大兴土木。

在北区已有基础上，除向东扩展外，多数新建研

究所布局在南区（即今北京北四环西路以南），并随

之形成南区的生活服务设施和宿舍楼群。

1958 年 2 月，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科研楼建

成，该所与中科院数学研究所同时自北京西苑大旅

社迁入；不久，中科院化工冶金研究所科研楼建成，

中科院化工冶金研究所正式成立；8 月，中科院电子

研究所科研楼建成，该所也自北京西苑大旅社迁入；

10 月，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原“近代物理所”）物

理实验 2 号楼竣工，10 月5日—11 月 9 日期间在此楼内

举办中科院“自然科学跃进成果展览会”。毛泽东、

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

导人亦先后来此参观。展览结束后，该楼由中科院生

物物理研究所（原“北京实验生物所”）和中科院微

生物研究所（由应用真菌研究所与北京微生物研究室

合并成立）使用。同年11月，中科院地理研究所本部

自南京迁入生物楼；年底，中科院力学研究所科研楼

建成，中科院力学研究所、自动化研究所同时迁入。

这一年，在中关村成立的还有主要承担探空火箭、地

空导弹、人造卫星等军工任务的中科院科学仪器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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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北京天文台。

1959 年年初，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科研楼建成，

该所（原称“应用物理所”）自北京东黄城根迁入；

6 月，中科院遗传研究所在文学楼成立；12 月，中科

院自动化研究所迁入新建成的科研楼。

此时，中关村科学城已成为共和国发展现代科学

技术的重要科研基地。1954 年，中科院宿舍区 14 号

楼、15 号楼建成，与次年建成的 13 号楼，一起被俗称

为“特楼”。之所以被称为“特楼”，并不是它们比

其他宿舍楼的内部条件好，而是入住这 3 座楼的大都

是特级研究员。很快，以特楼为中心的北区宿舍区居

住了大批学术精英，如钱学森、钱三强、郭永怀、赵

忠尧、贝时璋、钱崇澍、秉志、柳大纲等[5]。

从 1956 年下半年开始，中关村内有了中科院医

务室（1962 年 1月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中科院中关村医

院）、餐厅、新华书店、外文书店、邮电所、合作

社、大操场、电话局、游泳池、幼儿园……，保福寺

小学也迁到了村内，并更名为中关村小学，还有了现

在北京市民趋之若鹜、至今让老中关村村民念念不

忘、郭沫若院长倡议成立并亲自题写牌匾的“中关村

茶点部”。

1959 年中关村派出所成立，1961 年中关村街道办

事处成立，从此“中关村”作为社会建制纳入国家行

政区划的基层单位。从 1951 年开始，中关村内的科研

建筑循序按北区、南区、东区扩展。宿舍楼群则先有

北区、南区，后来延伸出黄庄小区和东南小区。在地

域上，与当年国家划给中科院的用地范围基本相同。

在此范围之内，中科院扩建到哪里，哪里的原有名称

或是渐渐消亡，或是被“降格”而隶属于中关村。

截至 1966 年，中科院直属研究机构有 118 个，

分布在北京的有 28 个，此中有 22 个集中在中关村地

区。由此可见，中关村科学城的基本格局已经在“文

革”前形成，它的飞速发展也成为新中国科学技术事

业的一个缩影。

为中关村铸就辉煌的真正力量是它的“学根”。

在这里，有科学家科技报国的感人故事。20 世纪 50 年

代初，赵忠尧冒着风险从国外千方百计带回一些设备

建造我国第一台粒子加速器，并用这台加速器研制了

2.5 MeV 高气压型质子静电加速器，培养了我国大批

核物理研究和高能物理的重要骨干人才；杨承宗用在

国外省吃俭用带回来的科研设备资料和约里奥 · 居里

夫人赠送的老居里夫人亲手制作的 10 g 碳酸钡镭标准

源建立起来的我国第一个放射化学实验室，为我国核

燃料化学研究及开展放射性核素的应用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并建立起一整套金属铀的质量检验方法，培养

了我国第一代放射化学中坚骨干。在这里，有专门组

织和协调卫星、火箭探空任务的“581”组，有专门负

责“东方红一号”人造地球卫星研制工作的“651”设

计院。在这里，20 世纪 50 年代末，诞生了被誉为我国

研制原子弹的“功勋计算机”——我国第一台大型电

子管计算机 104 机，以及在现代航空、导弹、火箭、

宇宙航行有广泛应用的、我国第一块氟橡胶；20 世

纪 60 年代，诞生了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中发挥重

要作用的专用无线电测高计、同步脉冲监测仪，为发

射卫星、运载火箭和导弹提供了高可靠、长寿命空间

功率行波管……

然而，那时候的中关村，还只是中科院的中关

村，一提起中关村，人们必将先想到中科院。当时人

们这样形容着中关村：“海淀区的中国科学院各大研

究所的高墙深院内，是日新月异的高科技，我国的导

弹、卫星、原子弹都在那里诞生；而高墙外面是中世

纪田园风光，牛耕马拉的小农经济处处可见。”[6]这

里所说的“海淀区的中国科学院各大研究所”绝大多

数集中在中关村。

5 科技人员的“下海潮”与“中关村电子一
条街”的兴起

1978 年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正式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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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观点。是年底，

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

济建设上来，由此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改革大潮

也直接冲击着中国最大的高智力知识密集区——中关

村。

1980 年 10月23日，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陈春

先在 3 次考察了美国的“硅谷”和波士顿 128 号公路

后，移植美国硅谷的新技术扩散模式，用北京市科协

借给他的 200 元人民币，在中关村创办了我国第一家

民营科技企业——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

务部，实行“不要国家编制，不要国家投资，自筹资

金，自负盈亏，自担风险”的“两不三自”原则，最

早以一种准企业的方式尝试将科技成果直接转化为现

实生产力。应该说，这是“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起

点，而“一条街”的地域概念也第一次超越了中关村

的行政辖区。

此举打破了中科院以往的宁静。立刻有一批“不

甘寂寞”的科技人员在服务部的周围开始了创业尝

试；但同时也受到了不少人的责难，认为服务部“搞

咨询工作乱发津贴，扰乱了科技人员的思想，扰乱

了科研秩序，腐化了科技队伍”。陈春先创办服务部

及其艰难的状况，被新华社北京分社的记者潘善棠

用题为《研究员陈春先搞“新技术扩散”试验初见

成效》的内参在 1983 年 1月6日新华社《国内动态清

样》刊出。1月8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

处书记胡启立作了批示：“陈春先同志带头开创新

局面，可能走出一条新路子，一方面较快地把科技转

化为直接生产力，另一方面多了一条渠道使科技人员

为四化作贡献。一些确有贡献的科技人员，可以先富

起来，打破铁饭碗、大锅饭，当然还要研究必要的管

理办法及制定政策。此事科协要大力支持。如何定，

请耀邦酌定。”随后，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总

书记胡耀邦批示：“可请科技领导小组研究出方针政

策来。”1983 年 1 月 25 日《经济参考》头版刊发了

《“一个新科技扩散区”在北京海淀区出现》的相关

报道（图 4）。

中科院的领导即刻领会了中央精神，深感自己肩

负的重任，希望能通过创办科技企业来带动现行科研

体制的改革。1983 年 3 月8日，中科院成立了科技咨

询开发服务部，其与中科院计划局成果处是“一个

机构，两块牌子”，专司中科院的科研成果推广应

用 [6]。

科技咨询开发服务部成立不久，中科院计划局成

果处副处长兼科技咨询开发服务部主任钟琪和中科院

力学研究所研究人员范良藻提出了联合开发中科院科

技优势的新思路。1983 年 5 月4日，时任中科院副院长

叶笃正和北京海淀区委书记贾春旺在海淀区四季青乡

礼堂签订新技术联合开发协议，成立“中国科学院北

京市海淀区新技术联合开发中心”，即后来的“科海

新技术公司”，并由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的陈庆振出任

总经理。这是中科院在国内创办的首家科技公司[6]。

1983 年 7 月，中科院计算机技术研究所的王洪德

等 8 名科技人员和海淀区联社联合，成立了民办的京

海计算机机房技术开发公司，为机房装备工程进入市

图 4    1983 年 1 月 25 日《经济参考》的报道——《“一个新
科技扩散区”在北京海淀区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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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起到了开路先锋的作用。

1984 年 5 月，中科院计算中心万润南等几名科技

人员走出了研究所，向海淀区四季青乡借款 2 万元创

办了四通公司。

1984 年 11 月，中科院计算机技术研究所、科学仪

器厂与海淀区农工商总公司联合组建信通电脑公司，

金燕静任总经理。

“两通两海”的成立与发展标志着“中关村电子

一条街”的兴起。在此期间，中科院京区研究所很多

都成立了技术开发公司或服务部，它们基本都集中在

中关村地区。中科院的科技人员在“中关村电子一条

街”的形成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成为在此创业者的

领头人和主力军。

6 中科院办院方针的调整与“中关村电子一
条街”的腾飞

在改革实践的同时，中科院的办院方针也开始调

整。1983 年底，中共中央书记处就中科院今后一个时

期的方针和任务作出指示，要求中科院“大力加强应

用研究，积极而有选择地参加发展工作，继续重视基

础研究”。1984 年 11月7日，中科院将《关于改革问

题的汇报提纲》（以下简称《汇报提纲》）上报中共

中央、国务院。11月22日中央批复原则同意，希望各

地区和部门对中科院的改革工作给予支持。

《汇报提纲》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中科院的指

导思想，即放手鼓励与支持研究所和科技人员投入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多出成果，快出成果，多出人

才，快出人才。第二部分是中科院对下一步的改革提

出的意见，即扩大研究所的自主权，大力推广科研成

果，加速人才的流动等。第三部分是拟采取的主要措

施，即采取科研经费分配的基金制与合同制，实行所

长负责制，院属各单位的新技术开发公司，要积极利

用外资与引进技术，开拓新的科研和生产领域等。

在《汇报提纲》和中央批示的推动下，中科院出

现了开办公司的热潮。1984—1985 年，中科院及所属

各研究所开办的公司数量已接近 400 家，有的研究所

开办的公司达五六家。而且开办公司的速度非常快。

例如，1984 年 10 月，时任中科院副院长周光召到中科

院微生物研究所考察工作时就当场签字批准了该所申

请成立公司的报告，该公司就这样当场成立。该公司

在成立后的 3 年内，签订了 40 多项技术转让和技术服

务合同，为我国生物产业增加效益 1 亿多元，为研究

所创收 100 多万元。

《汇报提纲》使中科院各研究所的领导解放了思

想，有了充分的自主权。时任中科院计算机技术研究

所所长曾茂朝曾说过：“我们这里的科技人员，除了

正在承担国家重要科研项目的外，凡有要求出去办科

技企业的，我都支持；我们这里的科研成果，除国家

要求保密的外，都可供科技企业研究开发。”[6]

中科院为了加强对院属各研究所及开发公司的组

织与管理，1984 年 7 月19 日，院党组会议决定，由周

光召副院长兼任“中科新技术发展总公司总经理”。

该总公司的主要职责是任免中科院院属各公司的主要

干部，为各公司提供必要的服务和监督检查，实质上

是总公司[7]。1985 年，中科院还专门设立了新技术开

发局，其主要任务是：掌握技术开发、成果推广、生

产经营和分配等方针政策，配合计划局制订院级开发

项目计划，并组织实施；组织与省市的横向合作；为

各开发公司和开发部提供必要的信息、资金和其他服

务，并对其经营范围进行组织协调、监督和检查；归

口审查和管理与外资联合进行的经济实体，为各所和

公司打开对外联系渠道。

1986 年 11 月，中科院院长办公会议通过了《中

国科学院新技术开发性公司开办与管理的暂行规定》

和《关于新技术开发公司与院、所关系有关事项的规

定》，首次将“一所两制”（所内的计划体制和所办

企业的市场体制）写进文件，重点解决市场化的技术

开发公司与计划体制的研究所之间的体制性矛盾。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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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一所两制”原则，公司有了经营自主权，发展与

管理有章可循，为中科院院属公司的健康成长创造了

环境条件[6]。

为了解决科研人员创办公司的后顾之忧，中科院

还推出许多优惠政策，如研究所副所长、处长可兼任

公司经理，原职务保留；科研人员创办公司期间可以

停薪留职，不愿在公司工作时允许回研究所，退休后

视为中科院工作人员，一切待遇不变；公司可以采用

5 : 3 : 2 的分配制度，即 50% 为发展基金，30% 为福利

基金，20% 为奖励基金。这些优惠政策对促进科技人

员创办公司起了很大作用。

1986 年，中科院成立了改善与整顿公司领导小

组，支持兴办新技术企业，加快科技成果转化进程，

支持科技人员办科技企业。改制后的公司，原保留中

科院编制人员依据所在地政策逐步脱离事业编制，按

双向选择的原则接受公司的劳动合同聘任，参加属地

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系统。

1987 年 1 月，时任中科院院长周光召提出了顺应

改革开放大潮的中科院的新的办院方针——“把主要

的科技力量投入到国民经济建设主战场，同时保持一

支精干力量从事基础研究和高技术跟踪”。这是中

科院办院方针的重大调整。2 月 29 日，中科院党组将

《关于中国科学院进一步改革的请示》上报国务院。

该请示中，中科院改革主要目标是“通过放活科研机

构和科研人员，加强宏观组织协调，把全院主要的科

技力量投入到国民经济建设主战场，促成科研与生产

之间的良性循环，同时保持一支精干力量从事基础研

究和尖端技术跟踪”。而完成这一目标，就要“从体

制上进行一下改革：技术开发和一部分应用研究工作

要从市场需要出发，采取与企业结成联合体、进入企

业、自办或合资办高技术公司等多种途径，使科研成

果直接转化成能在国际市场上竞争的商品，并为开拓

和发展我国高技术密集型产业作出贡献。……希望

中央能给中国科学院较大的自主权和必要的政策优

惠”。该方案得到了中央的肯定和批准。

1987 年 7 月30日，国家经委和中科院联合集资创

建的非营利性社会经济组织“科技促进经济发展基金

委员会”在北京正式成立。国家经委出资 1 亿元，中

科院出资 7 000 万元。其主要任务是：促进科技与经济

的紧密结合，推动科研单位与生产单位的横向联系，

主要以贷款和投资方式，对促进经济发展的有关科技

成果推广提供财力资助，加速科技成果的商品化。时

任国家经委副主任朱镕基对该基金委员会的成立给予

很大支持，在基金委员会正式成立之前就强调，“这

些资金全部用于中科院的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工

作，不要把这个钱丢了”。

科技促进经济发展基金委员会对中关村地区的

中科院所属公司在资金方面支持很大，如对计算所

新技术发展公司（联想公司前身），曾一次就支持

了 1 000 万元。

除了制度和政策外，中科院在资金上也给予科技

公司大力的支持。从 1984 年开始，每年 3 000 万元的

专项投资，延续了10 年。其中大部分资金投放给了

“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上的中科院所属科技公司。随

着这些科技公司的不断壮大，它们带动了海淀区的经

济繁荣。

一系列改革举措有力地推动了中科院科技企业

的发展。例如，科海新技术公司以  10 万元起家，

到 1987 年营业额超过 2.1 亿元，利润 2 066 万元；京海

计算机机房技术开发公司到 1987 年共完成产值 2.8 亿

元，创利税 5 000 多万元；四通公司则是借款 2 万元

起家，第一年就赚到 143 万元，以后每年以 300% 的

速率增长，到了 1987 年利润达到 2 500 万元；信通

电脑公司 3 年中的销售额平均以 330% 的速率递升，

到 1987 年销售额达到了 7 700 万元，利润达到 440 万

元。

截至 1987 年，“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从 1983 年

的 11 家科技企业，发展到了 148 家高科技企业，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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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系统创办的开发公司就有 55 家，如联想公司、

希望电脑公司、鹭岛公司、中自公司、百泰公司、科

里高技术公司、电气高技术公司、三环新材料公司、

大恒公司等。这些公司活跃在“中关村电子一条街”

上，是“国有民营”地推进科技成果转化的中坚力

量 [6]。

7 中科院的体制改革与我国第一个高新技术
开发区

从中关村的科技人员下海创办科技企业，到科技

企业的蓬勃发展，科技促进生产力发展始终受到科技

界、经济界、理论界人士的高度关注。

1983 年 11月下旬和 1984 年 3 月下旬，国务院在

北京先后召开了两次“世界新的产业革命与我国对

策”讨论会。中关村地区由于智力密集区的优势，得

到不少与会学者的关注。在第二次会上，中科院赵文

彦、陈益升、柳怀祖、唐世耀、马幼芬 5 位学者提出

“应该借鉴美国硅谷和我国经济特区的经验，充分利

用中关村智力资源，建立科技特区的建议”[3]，具体

为：① 国家应把这个地区的技术工作作为一项紧急

的战略任务加以考虑，列入“七五”规划和北京市总

体规划。② 在国家重点支持下，在这个自然科学综

合研究中心和知识最密集的地区，利用现有条件，结

合引进技术，建立一批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小型高技术

企业群。建设这种企业群，花钱少，见效快。在半导

体研究与生产、计算机硬件和软件的开发、大型精密

电子仪器和测试设备、新材料的研制与生产、尖端技

术的开发与利用以及生物工程技术的开发等重大科

技领域，带动全国技术生产水平的提高。③ 打破部

门所有制，实行学校、科研机构向社会开放，建立教

学、科研、产业部门互相渗透的新体制；学习经济特

区的建设经验，采取特殊政策，建立科技特区。④ 清

理研究课题，实行人员流动，教学和科研单位实行客

座制，允许科技人员兼职，促进科技人员（特别是中

年科技人员）利用自己的专长，从事技术开发事业。

⑤ 鼓励教学、科研人员以个人或集体的形式，承包国

家任务，创办工厂企业，进行技术咨询服务，消化引

进技术，技术培训，科技出版事业等。⑥ 对于智力

和技术的开发工作，舆论上要加以鼓励，政策上要加

以支持。对于技术开发者的工作待遇，采取逐步过渡

的办法，凡是开发收入稳定并超过原工资者，在原单

位即行留职停薪；对于病残或到期退休者，或因故不

能继续参加开发工作者，可以回原单位，并享受在职

干部同等待遇。总之，要尽力解除技术开发者的后顾

之忧。对于为社会作出贡献者，要加以表彰。⑦ 创

办“中关村高技术开发公司”。近期重点放在开发计

算机软件、精密机电仪器、高级医疗器件、生物技术

方面。国家可以作为试点，给公司以充分自主权。公

司成立董事会，实行经理负责制。资金来源可以向国

家部分贷款、引进外资、自筹资金、实行股金制。公

司可以实行特殊的人事制度和公司制度，有权决定人

员录用与解聘、工资等级及其升降。公司可以直接对

外，与外商联系业务。公司不需要国家投资，3 年后

还清贷款，5 年后以缴纳税款的方式为国家作贡献[8]。

1984 年 3 月 28 日，“世界新的产业革命与我国对

策”讨论会会议秘书组整理的书面材料以《充分开发

中关村地区智力资源，发展高技术密集区》为题刊发

在《会议简报》第 36 期上。4 月4日，新华社《经济

参考》头版头条套红标题转发了这一建议。该建议，

引起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的重视，要求有关专家研究

和论证。很快，这份建议得到全国学术界，尤其是首

都科技界的支持。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宦乡，

在给中央的信中第一句话就是：“我认为中国科学院

几位同志的建议是值得重视的，可以采纳的。”并且

针对当时的形势提出了“中关村地区已经有一个现成

的科学城架构，只要下决心对它进行规划和调整，加

强有关各部、厂、科学院、各研究所之间的分工和协

作，就有可能在较短时间内建立起我国最大的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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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和开发区。”中科院 5 位学者的建议，对促进中

关村地区智力资源开发、建立中关村科技园区起了先

导作用，并且有力地推动了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的建立和发展。

至此，中国该不该圈定一个高技术开发区，高技

术开发区按什么模式发展，应采取什么样的政策，以

及应具备哪些必要的条件等问题，开始从理论层面提

到议事日程。1984 年 6 月19日，国家计委副主任张寿

邀请国家科委、中科院、教育部、北京市及海淀区

的有关负责同志开会，讨论如何进一步开发中关村地

区智力资源问题[6]。1985 年 4 月，国家科委提出了试

办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报告，准备全国选定若干地

区和项目，为积累我国兴建高技术开发区的经验进

行探索和尝试[8]。该报告得到了中央的肯定。为此，

1986 年，在时任国家科委副主任吴明瑜的支持下，

国家科委筹备召开“试办新技术开发区座谈会”的

同时，设立了“中国高技术开发区研究”课题，委托

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承担，课题负责人

正是赵文彦和陈益升，而分课题之一就是“北京中关

村建立高技术开发区的调查与研究”。分课题组用了

一年半时间，1987 年 8 月完成了调查研究任务。分课

题报告提出：中关村开发区有两种发展方向，一是将

高技术开发区与中关村的科教中心区有机结合，相辅

相成，使中关村成为科教与高技术一体化的“科学

城”；二是为保持科教中心区优美的环境，不在区内

发展更多的高技术企业，主要力量是组织研发和搞科

研成果转化，把高技术辐射到海淀区、北京市及全国

有条件的地区，将中关村办成高技术伞形辐射区。这

个报告为 1987 年底成立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联合

调查组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和理论依据[6]。

1987 底，新华社记者在内参上连续刊登了 4 篇有

关“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报道。这些报道引起了中

共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并批示由中共中央办公

厅调研室牵头，国家科委、国家教委、中科院、中国

科协、北京市科委、海淀区政府 7 个单位组成“中关

村电子一条街”联合调查组，再次对“中关村电子一

条街”进行调查。调查组肯定了中关村发展高新技术

企业的方向，提出兴办中关村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

的建议。

1988 年 5 月10日，经国务院批准，我国第一个国

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

验区终于在“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基础上诞生了。

几乎同时，1988 年 3月，周光召在全国科技工作

会议上，提出“一院两种运行机制”，也就是后来被

称为“一院两制”的建院模式构想。这是新办院方针

下的重大体制改革。

周光召在论述“一院两制”模式时指出：“中国

科学院的发展，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遵循科学技

术自身的发展规律，走适合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道

路。依据‘一院两制’的模式，中国科学院科学研究

体系的改革目标是打破封闭体系，形成开放的、流动

的、联合的、富有活力的新局面，通过引入择优汰劣

的竞争机制，保持一支精干的富有创新精神的研究队

伍；高技术开发体系的改革目标是建立一支适应市场

机制的宏观调控体制、生产经营体制及相应的支持系

统，并与国内外企业界建立广泛的合作与联系，使中

国科学院的开发工作进入经济领域，为国家产业结构

调整以及开拓和发展中国高技术产业作出贡献。”

1988—1991 年的 3 年时间，中科院系统就在试验

区成立了 142 家高新技术企业。其中，最大的联想公

司到了 1991 年创下了技工贸总收入 3.9 亿元的骄人业

绩，雄踞试验区 50 个大企业的第 2 位；大恒公司居

第 7 位，获得了 1 亿多元的总收入。这些企业为当时

试验区的发展起了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中央领导

同志多次视察试验区。可以说，这是与中科院的科技

体制改革密不可分的[6]。

试验区经过了10 余年的探索、开拓之后，1999 年

5 月，北京市、科技部联合向国务院递交了《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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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e of Science City in Zhongguancun (1951—1999)

YANG Xiaolin

（Institutes of Science and Development,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90, China）

Abstract     In April 1951, the Beijing Municipal Government “reserved considerable development land” in the area of “south of 

Tsinghua, east of Haidian, west of Beijing-Suiyuan Railway, north of Daniwan”. In October 1953,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settled there, and since then, there has the “formal name” - Zhongguancun. As of 1966, there were 118 research institutes directly 

in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28 in Beijing, 22 of which were at Zhongguancun. In October 1980, Chen Chunxian’s 

“Advance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Service Department of Beijing Plasma Society” was founded there, which opened the prelude to 

“Zhongguancun Electronic Street”. In May 1988, the Beijing New Technology Industry Development Experimental Zone was born on 

the basis of “Electronic Street”. In May 1999, the State Council decided to speed up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Zhongguancu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ark. Since then, Zhongguancun has transcended the concept of geography and has become a symbol of high technology. 

The glory of Zhongguancun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development and institutional reform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Keywords    Zhongguancun, science city, Electronic Street, institutional reform, experimental zone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加快建设中关村科技园区的请

示》。同年 6 月，国务院批复决定加快建设中关村科

技园区，在“一区五园”（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

中关村科技园区丰台园、中关村科技园区昌平园以及

原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区域范围内的北京电

子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6]的格局中，以海淀园

为主体和核心，“中关村科学城”为核心区诸多板块

中的一块。5 个科技园区虽然皆以“中关村”冠名于

前，但其地域不仅超越了中关村，也超越了海淀区。

在此过程中，据报道甚至北京之外也曾有以中关村冠

名的开发区或公司之类。至此，“中关村”这 3 个字

已完全超越了地域概念而成为高科技的象征符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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