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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科技外事风云录》是新中国科技外事头40年的创业史以及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历程写实的专著
。
论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对科技外事的运筹帷幄，叙述了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的发生、发展、意义、地
位及其国别合作与交流的概况。
《科技外事风云录》取材于具体数字和真实史料，并结合科技外事干部的实践经验，以此作为写作的
依据和基础；写作时间跨度大，既有历史记录，又有现实写真。

　　《科技外事风云录》可供科技领域和外交战线的广大干部、国际科技关系教学和研究人员以及其
他所有感兴趣的朋友们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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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新民，1930年正月二十五日生，湖南省安仁县人。
青少年时代，曾就读于安仁县立中学、国立祖安中学和湖南省立第二中学，1954年1月毕业于东北人民
大学（今吉林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
从1954年2月起，先后任职于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冶金工业部、对外贸易部和国家
科学技术委员会（今科学技术部），从事翻译工作和科技外事工作。
曾被评为助理研究员和副译审，系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会员和北京科普创作协会会员。
先后翻译出版了近20种约220万字的科普读物，还参加过马克思主义著作、词典和百科全书等的翻译工
作。
半个多世纪以来，为国家科技外事的光荣事业，为中外科技合作与交流的崇高使命，恪尽职守，殚精
竭虑，真诚奉献自己的美好年华。
近十多年来潜心编辑回忆录《国际科技合作征程》丛书。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科技外事风云录>>

书籍目录

第一编 科技外事在运筹帷幄之中
第一章 毛泽东关于学习外国和开展国际合作的论述
第二章 周恩来指引科技外事工作者前进的道路
一、为中国对外科技合作事业奠基
（一）为对外科技合作奠定第一块基石
（二）首倡向苏联派遣实习生和索取技术资料
（三）批准签订第一批中外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
（四）指示组建第一个科技外事职能机构
（五）筹划签订第一个中外长远科技发展合作协定
二、为中国对外科技合作与交流导航
（一）要坚持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
（二）既要自力更生又要争取外援
（三）要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
（四）对外提供援助不要求任何特权
（五）因势利导“文化大革命”中对外科技合作与交流工作
三、亲自参加科技外事活动
（一）参观大型展览会
（二）会见来华的外国科技代表团
（三）接见来华的外国科学家和外籍华人学者
（四）接见出访的中国科技代表团
（五）出席招待会
（六）亲手栽种友谊苗
四、外交风格垂范科技外事工作者
（一）平等对待他国的外交风格
（二）高超的外交斗争艺术
（三）严谨的外事工作作风
（四）讲求实效的外事风范
（五）宽容豁达和平易近人的外交家风度
第三章 邓小平承前启后名垂科技外事青史
一、协助周恩来决策科技外事工作
（一）关于对锡兰提供技术援助的问题
（二）关于处理中苏关系恶化后两国科技合作的问题
（三）关于联合原子核研究所的问题
（四）关于太平洋西部渔业、海洋学和湖沼学研究的问题
（五）关于开展同亚非国家政府间合作的问题
（六）关于“北京科学讨论会”的问题
二、坚持毛泽东关于学习外国和开展国际合作的思想
（一）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
（二）坚持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的思想
（三）坚持吸取与扬弃、学习与创新并行的科学态度
三、开创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新局面
（一）对外开放政策丰富了我国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的内容和形式
（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提升了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的地位
（三）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拓展了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的空间
四、开拓通往西方的政府间科技合作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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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签署中美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
（二）出席中法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签字仪式
（三）审批中德、中意、中比、中澳科技合作协定的签订
（四）肯定签订中日科技合作协定是个好想法
（五）希望中英、中希、中加发展友好合作关系
五、指导科技外事管理体制和规章制度的改革
（一）重新确立科技外事统一归口管理体制
（二）推动国际科技合作主体多元化
（三）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四）注重出国考察实效
第四章 胡耀邦与科技外事工作
一、寒意料峭中送来和煦春风
（一）勇对科技界和科技外事的困局
（二）重新提出“科技是生产力”的论断
（三）提倡实行“拿来主义”
二、拨乱反正时号召打破枷锁
（一）打破精神枷锁
（二）打破组织枷锁
⋯⋯
第二编 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概述
第三编 新中国科技外事40年创业史（1949—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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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三）严谨的外事工作作风 从我们接触的周总理审批的文件可以看到总理对外事工作的严
密谨慎的作风。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总理审批文件时总是亲笔圈点，这里举一个例子。
1961年8月7日国家科委呈国务院外办并报总理、陈毅副总理《请示有关中苏科学技术合作问题》的报
告中有一段话：“对苏方项目要求，仍应本着国际主义精神和加强团结合作的原则，除直接用于国防
的科学技术和牵涉到我全国资源情况的以外，凡是我们[确实]能够承担[而又不妨碍我们目前调整工
作]的成熟的科学技术和必须利用我国自然条件（如热带条件）进行科学技术研究工作等，都采取给予
满足的态度。
”总理在这段话下面划上波纹线，并加上了方括号中的字样突出应注意之点。
在这个报告中还有一段话原文是：“对接待来华考察专家拟少答应些，并尽量地安排在明年初，而人
数控制在30～50人。
”总理把“尽量地”改为“尽量地分别”，并划掉“初”字，又把“30～50人”改为“30人左右”。
 进而言之，凡涉及外交原则问题，重大外交事务的决策问题以及总的方针政策问题，总理除自己认真
审批以外，还总是请毛主席、刘主席最后审批，或者请有关副总理核批。
下面举3个例子。
1961年11月6日国家科委和二机部向总理报告关于对联合核子研究所拟采取的方针，报告提出“采取继
续维护、充分利用的方针”，总理当日批示：拟同意，即送聂总审阅后送刘、林、邓、彭核阅退刘杰
办。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国对东欧有的国家的科技合作例会曾一度中断，1971年11月23日外交部和外
经部呈国务院《关于举行中匈科技合作委员会第十一届会议的请示》报告提出：拟恢复中匈两国科技
合作委员会例会，邀请匈牙利科技代表团来北京开会、商签议定书和参观访问。
总理1971年11月30日批示：⋯⋯拟同意，即呈主席⋯⋯剑英同志批示。
1971年12月底，中央气象局写报告建议进入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周总理于1972年1月12日在报告上批
示：拟同意，即呈主席⋯⋯剑英、先念同志批示，退外交部办。
对这两个报告，毛主席均圈阅，以示同意。
 据原外交部部长姬鹏飞的回忆，在1972年7月间周总理多次将他们找去开会研究中日建交问题，姬鹏
飞说：“在毛主席那里决定了大政方针后回来，总理又和我们一起研究、安排，事无巨细总理一一过
问，一一想到。
他常说：‘外交授权有限’，‘外交无小事’。
这时他已是74岁的高龄，并已查明身患癌症。
他就是这样带病工作，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
这种情况当时几乎毫不为人所知，这是一种何等的忘我献身精神。
”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科技外事风云录>>

编辑推荐

《科技外事风云录》共分三编。
第一编“科技外事在运筹帷幄之中”，写的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有关科技外事以及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
的论述、指示和决策，说明科技外事工作是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运筹帷幄之中奠基、开拓和发展的，
是全书新增的重要内容。
第二编“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概述”，是概括地从历史和当代的角度论述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的历史
作用、历程、地位、一般原则、组织管理和效果，是在“1986年初稿”的基础上改写而成的。
第三编“新中国科技外事40年创业史”（1949—1989年），叙述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头40年科
技外事走过的风云变幻但充满机遇的征程，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和所采取的方针政策，以及国际科技
合作与交流的国别概况，特别珍贵的是，其内容都是科技外事以及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的真实史料和
客观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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