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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聚攻坚克难的强大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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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历者说亲历者说

家国情怀 使命担当
杜祥琬

在我国的科学技术发展史上，
“ 国 家 高 技 术 研 究 发 展 计 划 ” 即
“863”计划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在我国科学技术需要奋起直追的年
代，它的实施有力推动了我国高新
技术的进步，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在“863”计划中，我曾参加并
负责激光技术领域的项目。1985年3
月，中共中央印发了 《关于科学技
术 体 制 改 革 的 决 定 》， 之 后 的

“863” 计 划 贯 彻 了 这 一 决 定 的 精
神，成立了由跨部门的专家组成的
激光技术专家组，由有优势的研究
单位联合组成研究团队，协同攻
关 。“863” 计 划 激 光 团 队 就 是 由
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的相关研究所和一些高校等单位组

成的。
这种新模式把竞争机制和国家

战略目标下的协作机制相结合，把
自主创新和开放交流相结合，提高了
实施的效率和科学性。同时，“863”计
划也传承了“两弹一星”的成功经验，
以实现国家目标作为团队的精神支柱，
贯彻“公正、献身、创新、求实、协
作”的精神，体现全国一盘棋，加强
学术民主，建设纠错机制，重视基础
研究、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等。

项目组走出了一条我国发展高
能激光系统的新型道路。十几年
间，从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研究
基本物理问题和分析关键技术起
步，通过科学论证、技术路线选
择、关键技术突破和技术集成实验

等，专家组验证了高能激光系统的
可行性。在此基础上，专家组进一
步演示验证，使满足多种实际需求
的应用成为可能，产生了一批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的实用成果。

“863”计划是培养和锤炼人才
的大学校和演兵场。30 年来，一代
代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为“863”计
划激光技术的发展作出贡献。如
今，越来越多的单位和人才参加到
激光技术事业中来，这是国家强大
和事业发展的必然结果。

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从
“两弹一星”到“863”计划，爱国奋
斗的精神一以贯之。如果说，求真是
科学精神的核心，创新是科学精神的
特征，那么家国情怀、使命担当就是
中国科学家精神的灵魂。弘扬爱国精
神和创新精神，我国广大科学家和科
技工作者一定有信心、有意志、有能
力登上科学高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作者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原副
院长，应用核物理、强激光技术和
能源战略专家）

图①：2017 年 6 月 13 日，在西
太平洋海域，“蛟龙”号载人潜水器
离开“向阳红 09”科学考察船准备
进入水中，进行中国大洋 38 航次最
后一潜。

新华社记者 刘诗平摄
图②：2020年8月4日，江西省

赣州市会昌县周田镇杂交水稻制种
基地，工人驾驶农机收割水稻。

朱海鹏摄 （影像中国）
图③：2018年2月1日，动车组

停靠在武汉动车段的存车线上，准
备进行检修和保温作业。

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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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3”计划在科技创新史上具有独
特价值，制定的过程已成为一段佳话，
取得的成就已成为一段传奇。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863”
计划的非凡历程，彰显了中国建设世界
科技强国的坚定信心。

“863”计划彰显使命初心。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要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作为科技创新的落脚点，把惠
民、利民、富民、改善民生作为科技创
新的重要方向。这集中体现了科技创新

“以民为本”的价值导向。“863”计划始
终坚守初心，深刻体现“以民为本”。从
选定的重点科研领域、主题项目、科研
成果来看，杂交育种、海水养殖、干细
胞、创新药物、新能源汽车等一大批与
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科研项目
被纳入其中，取得突出成就。从一定意
义上说，“863”计划普惠民生。

“863”计划彰显壮志雄心。作为战
略性高科技发展计划，“863”计划顺应

世界科技革命趋势、适应国际科技竞争
格局，旨在让我国突破一批关键技术，
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对于
当时的中国来说，这无疑极具挑战性。
有志者，事竟成。经过一代代人接续奋
斗，目前，我国在超级计算、载人深
潜、高速铁路等领域已挺进世界前列，
为科技的进一步自立自强奠定了基础，
积累了经验。

“863”计划彰显举国同心。“863”
计划的成功，再次证明勠力同心是实现
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必要前提之一，有
力诠释举国体制是实现科技跨越的一大
可靠手段。正是有了国家财政大力稳定
支持，国家有关部门持续探索科研项目
组织实施模式，积极培育产学研结合的
技术创新体系，“863”计划才汇聚起攻
坚克难的强大合力，成功探索出具有中
国特色的高科技创新发展之路。这一经
验对于今天持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进
一步激发创新动力，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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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 年 2 月的一个夜晚，中科院学部委
员、无线电电子学家陈芳允来到位于北京中关
村的中科院宿舍区，敲开了中科院学部委员、
光学家王大珩家的门。陈芳允和王大珩不会想
到，他们当晚的谈话翻开了中国科技发展史上
的重要一页。

战略眼光
4位科学家联名提出建议

登门到访的陈芳允带着几分忧虑，因为他
之前参加国家有关部门组织的会议时，虽然听
到大多数专家认为应尽快采取对策，积极主动
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但是也听到另一
种观点，认为我国当时经济实力薄弱，在科技
发展方面应采取“拿来主义”，先搞一些短期见
效的项目。他担心这种论调会对国家科技发展
大局产生不利影响，这次造访就是要与王大珩
就此交换意见。

在发展高科技方面，王大珩和陈芳允都认
为，时不我待，中国必须积极跟踪国际先进水
平，发展自己的高技术。他们的判断既源于中
国研制“两弹一星”的成功经验，又源于对当
时世界科技发展趋势的准确认知和对当时国际
竞争格局的深刻把握。

20世纪80年代初，以高技术发展为核心的
新一轮科技革命对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产生了
巨大影响，引起了经济、社会、政治、军事
和文化等领域的深刻变化。为了适应和迎接
科技革命的挑战，世界很多国家都在寻找对
策和出路，科学技术，尤其是高技术的发展成
为首选。

当夜的长谈让两位科学家取得了更多共
识，他们一致认为，面对世界科技的蓬勃发
展、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严峻挑战，中国必须
尽快提出自己的高科技发展计划，并决心就此
直接提出相关建议。约 1 个月后，由王大珩执
笔，陈芳允参与修改的 《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
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 完成。他们将该建
议送核物理学家王淦昌、航天技术及自动控
制专家杨嘉墀过目并赢得二人高度认同、支
持。1986 年 3 月 3 日，王大珩、王淦昌、杨嘉
墀、陈芳允等 4 位中科院学部委员联名提出了
这一建议。

科技强国

“863”计划迅速出台

1986年3月5日，邓小平就4位科学家的建
议作出批示，指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并指示
找些专家和有关负责同志讨论，提出意见，以
凭决策。邓小平还在批示中要求，此事宜速作
决断，不可拖延。

根据邓小平的批示，国务院旋即召集有关
方面负责人召开讨论会。在接下来的几个月，
相关部门组织了200多位专家，进行全面、严格
的论证，最终形成了 《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

要》（以下简称《纲要》）。
《纲要》 旨在通过集中部分精干科技力量，

在几个重要高技术领域瞄准世界前沿，缩小与
发达国家的差距，带动相关领域科学技术进
步，造就一批新一代高水平技术人才，为未
来形成高技术产业准备条件，为 20 世纪末特
别是 21 世纪初中国经济和社会向更高水平发
展和国防安全创造条件。为此，有关方面根
据国际发展趋势和国内现状，选择了大力推进
的若干重点领域并从中确定了一系列研究主题
方向。

1986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
《纲要》。1987年，《纲要》正式实施。一幅面向
21世纪的中国战略性高科技发展计划的宏伟蓝
图展现在人们面前，它召唤激励、组织动员科
技战线努力奋斗，开创中国高科技发展的新局
面。由于王大珩等 4 位科学家提出建议的时间
和邓小平作出批示的时间都在 1986 年 3 月，这
个计划又被称作“863”计划。

30年奋斗

高科技发展硕果累累

曙光超级计算机、数字化家庭样板间、星
载合成孔径雷达天线模型、焊接机器人、消防
机器人……这些是 2001 年“863”计划 15 周年
成就展推出的展品。数天内，展览吸引了约
20 万人次前来参观，琳琅满目的高科技成果
给人们以极大震撼和鼓舞。今天，当我们翻
阅当年报道该展览的资料时，依然能分明地
感受到这一点，依然能够体会到刚跨入新世
纪的国人对国家高科技发展取得重大成就的
欣喜与自豪，对高科技变革未来生活的憧憬与
渴望。

“863”计划始终瞄准世界高技术发展前
沿，在事关国家长远发展的重要高技术领域，
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把具有战略
性、前沿性、前瞻性的高技术方向作为突破
口，集中优势力量，持续攻关，实现了一系列
重大技术突破，特别是在高性能计算机、第三
代移动通信、高速信息网络、深海机器人与工业
机器人、天地观测系统、海洋观测与探测、新一
代核反应堆、超级杂交水稻等方面，大大提升了
我国高技术的创新能力。尤其值得称道的是，
一批“大国重器”由此诞生：从“神威·太湖之
光”超算到高铁列车，从大型盾构机“先行
号”到高温气冷核反应堆，从 4500米级深海无
人遥控潜水器作业系统“海马”号到 7000米级
载人潜水器“蛟龙”号……“863”计划带动我
国高技术研究领域实现由点到面、由跟踪到创
新发展的跨越。

2016 年，按照中央财政科技计划管理改革
的统一部署，“863”计划被纳入新设立的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但是
它已成为中国科技自强自立的一段重要历程，
30 年间取得的科技成就，形成的“公正、献
身、创新、求实、协作”的“863”精神，始终
是推动中国科技强国建设的磅礴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