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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回忆录形式叙述当年在改革开放大潮推动下，中关村科技人员冲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和旧传
统观念，走出大院、大所、大学，在中关村地区“下海”创办科技产业，对新中国科技体制改革做出
宝贵的探索，为科技成果商品化和产业化做出了重要贡献，使知识经济成为我国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
党中央、国务院、北京市委、北京市政府和海淀区委、海淀区政府的各级领导，对科技企业家的改革
创新给与积极引导和大力支持，为他们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使科技企业成长起来。
叙述者情感的起伏，牵引着阅读人情感的起伏。
全书以时间为序，分15部分，再现新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历史画面。
    需要本书的读者，请与北京清河6号信箱（邮编：100085）发行部联系，电话：010-62978181（总机
）、010-82702660，传真：010-62702698，E-mail：tbd@bhp．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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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中关村首家民办科技机构与华夏所服务部的酝酿与成立1980年8月28日晚，陈春先来到我的家中
，商议如何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学习美国硅谷和“128号公路” （公路边有很多知名大学，属于科技
人员密集地区）的经验并移植它们的模式，利用中国科学院的资源，争取像深圳那样，搞个“中关村
科技特区”作为新技术扩散的开发试验区。
当年陈春先48岁，我38岁。
陈春先是中国研究核聚变的几大魁首之一，时任中国科学院物理所一室主任、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副理
事长。
我是物理所一室的核聚工程方面最年轻的工程师、我国第一个高比压环形核聚变实验装置GBH-1主体
工程结构设计人、北京等离子体学会核聚变工程分会秘书长。
希望此生能做成大事业，报效自己的国家，这是我们俩共同的理想。
面对当时中国经济的落后局面，我们产生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时间紧迫感。
作为中华学子，眼看着中国科学院物理所围墙内现代化设备齐全，新技术成果累累，而围墙外却还是
那种刀耕火种、人扛马拉的小农经济，农田贫瘠，农舍荒凉。
这种鲜明的对比使我们产生了强烈的使命感，急于把科技成果转化成财富，为祖国贡献力量。
我们立志要冲破旧的科研体制的束缚，建立新的机构。
我与陈春先在同一研究室从事等离子体物理和核聚变工程研究，并承担总体设计工作。
在建造第一个高比压环形等离子体实验装置的过程中，我们体会到“协会”的作用很大。
例如，在研制耐高温高压的巨大陶瓷真空室的过程中，上海市的硅酸盐协会利用社会的力量，通过协
作完成了攻关任务。
这使我们联想到，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于是，我们萌发了在北京市科协的支持下，在北京等离子体学会下成立个扩散新技术服务部的想法。
我和陈春先在那天讨论的结果是，召开北京等离子体学会理事会，向北京市科协汇报，在中国科学院
体制外成立一个以科技咨询为主、技术扩散型的“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 （简称“
服务部”）。
1980年9月，我们开始进行服务部的筹备工作。
陈春先负责向北京等离子体学会理事会和北京市科协进行汇报请示。
服务部具体的筹备工作，由物理所崔文栋和我共同负责。
我们先后联络了中国科学院物理所、力学所、电子所、电工所及清华大学等单位的20多位科技人员参
加服务部的筹建工作。
陈春先在北京等离子体学会上汇报了筹建服务部的设想和计划，获得了全体理事的同意和支持。
学会委派陈春先作为代表主管服务部的工作。
力学所的王殿儒是学会的秘书长，物理所的汪诗金是学会的副秘书长，他们共同协助陈舂先管理服务
部的工作。
服务部的日常管理工作由领导小组负责。
我当时作为常务副组长主持服务部常务工作。
成立领导小组时没有任命组长，因为我们希望由北京市科协委派干部担任组长，以增加领导小组的权
威性，同时也使服务部与中国科学院的关系相对超脱一些。
北京市科协委派陈庆国担任组长，但他不参加服务部的日常管理工作。
服务部副组长：崔文栋，物理所一室技师；曹永仙，力学所工程师。
服务部成员：陈首粲，电工所室主任；吴德顺，电子所工程师；罗承沐，清华大学讲师。
会计和出纳分别由物理所的潘英和刘春城担任。
服务部的筹备工作和成立工作得到了北京市科协领导田夫、孙洪和赵绮秋等同志的明确支持。
1980年10月23日，服务部正式成立，地点设在物理所西北角一室仓库的角落里。
这是个无人问津的、常年堆放废旧物资的小库房，到处都是尘土和蜘蛛网。
我组织物理所一室宛振斌、蒋涛等工程技术人员利用星期天休息的时间，把废旧的东西堆积码放在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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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仓库里，中间挂个蓝色的塑料布，另外半间收拾出来就作为服务部的办公室。
服务部的成立大会就是在这个由半间库房改成的办公室里举行的。
到会的除了我们服务部的主要成员外，还有当时北京市科协咨询部副部长赵绮秋。
赵绮秋是到会的主要领导。
在会上，陈春先、赵绮秋和我做了发言。
自此，中关村第一家民办科技机构宣告成立。
初期的工作和运行机制服务部成立后，立刻得到中国科学院科技人员的响应。
他们可算找到发挥自己知识才能的平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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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部的第一项工作，是为海淀区的地方经济发展服务。
服务部的首家合作对象是海淀区劳动服务公司。
由海淀区劳动服务公司提供场地和人员，服务部出技术人员，共同建立了“海淀新技术工厂”。
服务部和海淀区劳动服务公司在北大的南墙外还合作开办了“西颐电子服务部”。
在中关村街道的空地上，海淀区劳动服务公司搭建了两栋蓝色的木板房，与服务部联合开办“电子电
工培训班”。
服务部的第二项工作，就是利用科技人员掌握的技术，承担高科技产品的咨询、设计、研制等工作。
当时，服务部承担了用于电子工业的高压长脉冲电源、用于电子对撞机的高压火花间隙开关、用于冶
金工业的等离子体冶金技术和用于锅炉安全的保护系统等科技项目。
服务部在这个阶段只有少数专职人员，大部分工作都由兼职人员完成。
经常参加工作的有物理所的栗达仁、蒋涛、宛振斌工程师，清华大学的杨津基教授，力学所的谈镐生
教授，电工所的严陆光、陈首粲教授，电子所的郭和忠教授等。
他们都是服务部的顾问或项目负责人。
一种新的强大的力量把这些知识分子们吸引在服务部周围。
服务部从一开始就建立起“自筹资金、自由组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民营运行机制和管理模式
，在奖酬办法等方面也都做了积极的探索。
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些做法都是原创的，没有现成的东西可参考，尽管很不成熟，但极具探索意义。
记录这些改革措施的文件我至今保存完好，很有历史参考价值。
为让服务部的领导敢于领取津贴，在陈春先和汪诗金的动员下，纪世瀛、崔文栋、曹永仙每人每月领
取津贴7元人民币，领取时间有两年。
陈春先在这期间分文未取。
服务部遭受挫折服务部的影响越来越大，参加服务部的科技人员日益增多。
由于主要创始人和骨干大都是物理所的科技人员，因此在物理所引起不小的风波，各种风言风语开始
在物理所乃至整个中关村地区不断传播，打破了中国科学院的宁静。
1982年1月，北京市科协召开全体科协委员大会。
市科协委员、当时的物理所所长对服务部的工作提出了批评，批评北京等离子体协会下属的服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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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指责引起了一片议论，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也提出不少疑问。
“扰乱了科技人员的思想，扰乱了科研秩序”的罪责非同小可。
市科协的委员们希望有关领导把问题调查清楚。
当时，在全体职工大会上，物理所领导对陈春先和我进行点名批评，认为陈春先办服务部说什么移植
硅谷经验扩散新技术，实际上跟卖菜卖肉的“二道贩子”差不多。
把国家几十年积累的科研成果贩卖出去，是“科技二道贩子”。
物理所领导还上报中国科学院领导，说纪世瀛、崔文栋等人四处活动，搞内部项目承包，扰乱了科研
秩序。
还说服务部账目有严重问题，陈春先动用室主任的权力挪用科研经费，应该彻底核查服务部的账目。
物理所领导还组织人到合肥等离子体所、电子部各所进行调查，一时闹得满城风雨，使我们处于极为
被动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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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服务部的负责人，我坚决反对物理所派人查账。
理由很简单，学会服务部是北京市科协系统的下属部门，物理所无权派人查账。
我还到市科协领导孙洪和田夫的办公室，向两位领导陈述自己的理由。
两位领导都表态支持服务部，认为服务部的账北京市科协查过，没有什么问题。
过去北京市科协不让物理所查账，是为了保护服务部；今天又同意物理所来查账，也是从另一个侧面
保护、支持服务部。
查了账没有问题，物理所就再也无话可说了。
物理所向服务部派出查账小组，翻阅全部账目并对账目进行复印。
此时，服务部人心惶惶，尤其是拿过服务部津贴的知识分子们，都害怕被扣上经济问题的帽子，怀着
十分惶恐的心情，纷纷把津贴退给服务部以求清白。
最后，他们甚至纷纷退出服务部，服务部终于被搞得溃不成军。
最糟糕的是，物理所不公布查账结果，以致不负责任的小道消息满天飞。
服务部差点被封杀在社会舆论之中。
新华社北京分社记者上书中央在物理所查账期间，北京市科协主要领导一直关心着服务部，委派北京
市科协咨询部副部长赵绮秋向北京市委、中国科学院党委说明情况。
赵绮秋的心情也很沉重，她向丈夫周鸿书倾诉心中的苦恼。
周鸿书听完，说：“咱们把陈春先和服务部的事情写篇情况反映，让中央领导看看，听听领导怎么说
。
”赵绮秋的丈夫周鸿书，当年任新华社北京分社副社长。
1982年底，周鸿书派记者潘善棠两次采访陈舂先和我。
周鸿书还亲自对采访文章进行审阅和修改，使文章更有说服力。
最后，文章的题目定为《研究员陈春先搞“新技术扩散试验”初见成效》。
以下是潘善棠这篇情况反映的主要内容：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等离子体物理研究室主任、研究员陈春先
，从1980年开始在北京市海淀区进行科技成果和知识向附近地方扩散的试验，近两年来，这个试验已
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一个类似国外的“新技术扩散区”开始在北京市海淀区出现。
所谓技术扩散，是指把集中在一个地区的科学技术和人才，扩散到缺少科学技术人才的地区去。
在美国，在集成电路微电子学、先进科学仪器闻名于世的旧金山附近的硅谷和波士顿附近的“128号公
路”地区，就是由麻省理工学院等著名大学、研究中心把新技术、新的科研成果扩散到那里的小工厂
群的。
这些小工厂（有的是科学家或教授们办的）由于接受了科研单位或大学的最新技术和成果，以极低的
能源和材料消耗，生产“技术密集型”小批量新产品，行销全世界，在有的重要领域里起到了技术革
命的带头作用。
这些产品的价值，主要是“物化的”专门科学技术知识。
北京市海淀区是我国科学技术和各种自然科学人才最集中的地区，著名的清华、北大和中国科学院的
许多研究所以及许多著名科学家，都集中在这一地区。
许多科学论文、科研成果也出自这里。
但是，这些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与社会上的各种生产活动的联系很少，使大量的科学技术、科研成果
和技术知识，长期停留在论文、样品、展品阶段，处于“潜在财富”状态，不能迅速生产，无法取得
经济效益。
在海淀区中关村居住和工作了20多年的陈春先通过几次短期国外考察，了解到国外“技术扩散区”的
积极作用，便决心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探索一条在我国扩散新技术、新科研成果的路子。
陈春先同志的这个想法，得到了北京市科协的大力支持。
1980年10月23日，陈春先与其他一些科研人员合作建立了“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并开展有经济合
同的科技推广、咨询和新产品开发工作。
近两年来，这个“服务部”先后与有关单位签订了27个合同，目前已完成一半以上。
与海淀区四个集体所有制的小工厂建立了技术协作、帮助开发和移植新产品的关系，帮助海淀区创建
了海淀区新技术实验厂和三个新技术服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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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散新技术和科研成果的一些机构建立后，陈春先又与海淀区培训中心合作，办起了行业知识青年技
术专修班，培养为扩散新技术和科研成果所必需的人才。
第一期电子技术培训班于1981年10月开学，学员60人，学制一年半（全日制）。
第二期专修班于1982年10月招生开学，学制三年，分工业与民用建筑、科学仪器设备和电子计算机应
用三个班，每班50余人。
教学工作由清华、北大和科学院各研究所的教师、研究人员担任。
这些高中毕业的社会待业青年，经过专修培训后，一部分将安置在他们创建的新技术实验工厂和新技
术服务部，一部分将按合同安置在科学院有关研究所和一些大学，为它们提供技术服务。
陈春先与有关科研人员、教授在海淀区进行的高新技术和科研成果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的“扩散”试验
，已初见成效。
在有关科研人员、专家、教授的指导和帮助下，新技术实验工厂已经生产出了一些供科研单位、大学
试验用的仪器和设备；新技术服务机构为海淀区的一些工厂传授技术，解决了一批生产技术问题；还
为科学院一些单位承担了过去主要由中高级科研人员担负的若干技术服务工作；一批待业青年学到了
一定的专业技术，得到了安置。
此外，一些科研单位、大专院校的科研和教学人员，也能把自己的知识、技术和科研成果从本单位、
从论文上、从实验室里逐步扩散到社会上用于发展生产。
但陈春先进行高科技成果、新技术扩散试验，却受到本部门一些领导人的反对，如科学院物理所个别
领导人就认为，陈春先他们是搞歪门邪道，不务正业，并进行阻挠，使该所进行这项试验的人员思想
负担很重，严重地影响了他们继续试验的积极性。
中央领导同志批示与支持陈春先和服务部的成员，对这篇文章没抱什么希望。
赵绮秋和周鸿书夫妇也只是想让中央领导人知道有这件事，没想到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国
务院副总理方毅、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先后做了批示。
中央领导在批文中指出，陈春先同志的做法是完全对头的，应予鼓励。
陈春先同志可能走出一条路子。
中央领导的批示使服务部的同志们受到极大鼓舞。
1983年1月25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明确指出，陈春先带头搞技术扩散，服务部的大方向完全正
确，应当予以支持。
《经济日报》连续几天大篇幅报道，陈春先从事新技术扩散未取分文，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账目没有
问题。
春风化雨，中关村第一家民办科技机构在党中央的直接关怀和支持下复活了。
创办华夏所中央领导的批示使中关村沸腾起来，改革热情空前高涨。
陈春先、崔文栋和我几个人，紧锣密鼓地策划新的行动，不谋而合地想光明正大地成立民办研究所，
甚至梦想要成立一个研究院。
不久，在海淀区工业总公司会议室里，北京市科协、海淀区科委、海淀区工业总公司和服务部召开紧
急会议，研究落实中央领导批示，进一步扩大并发展服务部。
会议最后决定，在服务部的基础上，联合成立“北京市华夏新技术开发研究所”。
1983年4月15日，在海淀区花园路6号乙门二楼，北京市华夏新技术开发研究所（简称“华夏所”）正
式宣布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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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关村改革风云纪事》将介绍：凝望中关村街头，村的痕迹荡然无存，曾经的角，背影已经远去，
当年的艰苦创业，渐渐成了传说的故事，翻开这本回忆录，改革大潮扑面而来，尘封的记忆被打开，
曾经上演的故事，又变得鲜活生动，后人得以慢慢走近前人。
《中关村改革风云纪事》从中关村第一家民办科技机构的诞生，到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成立
后，1980年至1992年间的15件大事，特邀这15件大事的21位主人公、组织者或主要参与者亲自撰写回
忆录，把第一手回忆资料奉献给读者。
其中作者有四通公司开拓者之一的印甫盛、四通公司董事长段永基。
联想公司开拓者之一、董事长柳传志。
科海公司开拓者之一、首任总裁陈庆振。
京海公司开拓者之一、首任总裁王洪德。
中关村首家民办科技机构“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服务部”开拓者之一纪世瀛。
中共中央调研室主任、《希望的火光》作者于维栋, 原海淀区区委副书记、常务副区长邵干坤，原上
地开发区实创公司首任总裁、原海淀区副区长王思红，原试验区首任主任、原北京市副市长胡昭广，
原海淀区区委书记、原司法部部长张福森等人。
他们一篇篇感人的文章,给读者亲身触摸历史的感觉。
文章中还首次披露中关村早期政治、经济、企业金融运作、党中央对中国首家科技园区的批准过程，
读后让人感慨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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