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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共产党科技思想与实践研究:从建党时期到新中国成立》是一部系统研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
国共产党领导科技事业的思想、政策与实践活动的专著。著作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综合运用多学科理
论与方法，全面考察了这一时期党的科技思想与实践活动的发展历程及主要内容，指出党在创建时期
就开始对科技问题有所认识，土地革命时期开始初步实践，抗战时期党的科技思想逐渐走向成熟，解
放战争时期科技工作逐渐转向系统化和正规化的历史进程，分析了早期科技事业创建发展的历史特点
、重大意义、基本经验以及为新中国科技事业发展所奠定的人才基础和思想政策基础。全书最后编写
了“革命根据地科技英才录”和“中共领导科技事业大事记”，翔实再现根据地及解放区科技事业发
展的主体力量和历史线索，对研究中国共产党早期科技思想与实践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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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邱若宏，1966年8月生，安徽岳西人，历史学博士，科学技术史博士后，现为广东商学院政治与教育学
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校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广东实践研究中心主任，系
广东省高等学校优秀人才“千百十工程”省级培养对象，广东省宣传思想战线优秀人才“十百千工程
”第二层次人选，长期从事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领域的教学与学术研究，已主持完成国家
社科基金项目1项，出版《传播与启蒙——中国近代科学思潮研究》、《民国学案》等著作4部，在《
中共党史研究》等国内外重要期刊发表论文4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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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 论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对“科学技术”问题的早期认识  第一节 新文化运动中的科学思潮 一、科学
思潮的形成 二、科学思潮的主要內容 三、科学思潮的意义与局限 第二节 建党前后中国共产党人的科
学观 一、早期中共党人的科学素养 二、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新科学观  三、对“社会科学”的确认 四
、科学与宗教迷信 第三节 在“科玄论战”和大革命洪流中  一、评析“科玄论战” 二、瞿秋白对马克
思主义科技思想的进一步阐释 第二章 中共领导下的科技事业在革命根据地初创 第一节 医疗卫生科技
事业的创立 一、井冈山和中央苏区的医疗技术工作  二、其他苏区的医疗技术工作  三、红军卫生学校
和卫生研究会的成立  四、苏区的群众性卫生防疫运动  第二节 军需工业技术的初步发展 一、井冈山和
中央苏区的兵工生产技术  二、其他根据地的兵工生产技术  三、无线电通讯技术的运用  四、其他军需
和民用工业技术 第三节 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 一、中央苏区的农业技术推广  二、其他苏区的农业科技
工作 第四节 革命根据地科技事业创立的原因与特点 一、创立的原因与条件 二、主要特点 第三章 抗战
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科技思想与政策 第一节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科技观 一、思想来源 二、什么是科
学 三、科学技术的功能与价值 四、科学与社会、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 第二节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
科技发展方针 一、为革命战争和边区建设服务的指导思想 二、科学、教育、生产三位一体的发展方
针  三、大众化的人民科学发展道路 四、各科技部门的协调合作与集中统一领导 五、重视基础、土洋
并重与学术争鸣 第三节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科技人才政策 一、欢迎科技人才的基本方针 二、“团
结、改造、使用”旧科技人才的政策  三、科技人才优待制度 四、科技奖励制度 第四章 抗战时期中国
共产党的科技实践活动 第一节 科技组织的建立及其活动 一、科技教育机构的创立及实践  二、科技团
体的形成与发展 三、科学大众化运动 四、科学考察与资源调查活动  第二节 农业科技的试验与应用 一
、方针政策与主要机构 二、兴修水利与农具改良 三、选育推广优良品种 四、防治病虫害 五、林业技
术的实验和运用  六、畜牧兽医技术的推广 第三节 工业科技的研发与推广 一、轻工业生产技术的创造 
二、日用化工技术的发展 三、重工业技术的进步 第四节 军工科技的创造与提高 一、陕甘宁边区的军
工事业 二、晋察冀边区的军工生产  三、其他边区的军工技术 第五节 医药卫生科技的提升与发展 一、
卫生防疫运动与医药卫生知识传播  二、医疗卫生技术的应用与提高  三、中西药物的研究与试制  第五
章 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科技事业的继续发展 第一节 解放区的科技政策与科技组织 一、科技政策 二、
科技组织 第二节 解放区的农业科技工作 一、农业科技工作的方针及部署 二、农业科学技术的研究与
推广  三、农业科技工作的成就 第三节 解放区的工业科技工作 一、西北、华北、华东解放区的工业科
技工作 二、东北解放区的工业科技工作  第四节 解放区的军工科技事业 一、西北及华北解放区军工科
技的发展  二、山东解放区军工科技的创新  三、东北解放区军工科技的进步  第五节 解放区的医药卫
生科技事业 一、西北和华北解放区的医药卫生科技事业 二、东北解放区的医药卫生科技事业  三、山
东解放区的医药卫生科技事业  第六章 民主革命时期中共领导下科技事业的特点、意义与基本经验 第
一节 科技事业创建与发展的主要特点 一、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积极领导，各部门通力合作 二、科学
技术与革命战争、生产实践密切结合 三、因陋就简，土洋结合，自力更生，艰苦创业 四、尊重科学
，尊重人才，尊重创造，信任和优待科技人员  五、由临时性、军事性逐渐走向规范性和系统性 六、
与变革生产关系、进行社会改造密切结合 第二节 科技事业创建与发展的重大意义 一、为马克思主义
科技思想的中国化奠定了实践和理论基础 二、为打破封锁、赢得民主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技术
基础 三、为改善根据地面貌、赢得人民群众拥护作出了实质性贡献  四、为新中国科技事业发展提供
了可资借鉴的经验与人才基础 五、为后世留下了艰苦创业、乐于奉献、勇攀高峰的宝贵精神遗产 第
三节 科技事业创建与发展的基本经验 一、必须充分认识科学技术的巨大功能与价值 二、必须理论联
系实际，紧密适应社会需要 三、必须十分重视科技人才的培养与使用  四、必须切实做到科技、教育
、生产三位一体 五、必须坚持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并重，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 相结合 附 录 一、革命
根据地科技英才录 二、中共领导科技事业大事记 主要参考文献 索 引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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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东北战场的辽沈战役结束后，解放区广大科技人员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全力投入到生产恢
复和重建运动中去。在沈阳化工厂，技术人员和留厂职工团结协作，顽强拼搏，仅用1个多月的修复
，就使烧碱、盐酸、漂白粉3个车间复工了。技术人员还依靠自己力量，“自行设计、制造、安装了
当时具有先进技术水平的柏克曼漂白粉塔”，代替了日本人留下的落后装置“室式法”，从而大大改
善了生产条件。在葫芦岛硫酸厂，接管干部、科技人员和广大工人为了尽快复工，硬是在铁路还没有
修复、火车头开不进来的情况下，大家一起出动，将库存的不能直接人炉的大型硫铁矿装上火车皮，
日夜不停地用人工推到9公里以外的锦西水泥厂去破碎，然后再推回来，从而解决了复工生产的原料
问题。 根据地和解放区科技战线上涌现出了许许多多艰苦奋斗、乐于奉献的英雄模范人物，李光、吴
运铎是其中的两位典型代表。李光出生于美国芝加哥，曾先后就读于日本东京工业大学和美国芝加哥
大学，并曾在美、日两国技术部门任职。1940年，他来到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在边区政府工程处任技
术指导，为根据地的科技工作作出了很大贡献。他不计个人安危，在简陋条件下开展科学试验。“做
蓄电池因用氧化铝曾一度中毒，一年多未愈，现仍不能走远路。”但不久他又带病去采掘矿产，“不
顾一切，爬山过岭，足迹踏遍了七、八分区。”“他的劳动态度，一贯积极负责，善于以身作则。特
点是最能吃苦耐劳，身体本不很好，但一切工作都能亲自下手，并耐心教练工人练习生等。”吴运铎
于1938年参加新四军，先后在修械所、兵工厂工作。当时军工生产的条件十分困难，吴运铎依靠简陋
的设备研制出杀伤力很强的枪榴弹和发射架，接着又想方设法寻找火药原料的替代品，研制子弹。他
将红头火柴的头刮下来，用酒精泡开，制成火药。不久酒精也没有了，他就用老烧酒蒸馏后代替酒精
使用。由于这种火柴头爆炸力太强，他就用锅灶上的烟锅子掺在一起，配成合用的火药。后来红头火
柴用量大，根据地又供应不上，吴运铎就从药店里买来雄黄和洋硝，混合配制，才解决了难题。制造
弹头的材料在根据地更为缺乏，吴运铎就试着把铅熔化了注入模型，做成子弹头。但铅经不住高热，
使用这种子弹，步枪有炸毁的危险。于是他又改用铜元，把它放在弹头钢模里压成空筒，做成尖头的
子弹头，里面灌上铅，终于试验成功了。为了制造军工机床，吴运铎还组织大家利用旧钢轨和废钢铁
，加工成各种简易机床，装备军工厂。在极端艰难困苦条件下，吴运铎先后发明、研制出多种地雷、
手榴弹、火药和其他军工武器。他先后数次严重负伤，砸坏了左腿，炸断了4根手指，炸瞎了左眼，
身上大大小小留下了无数伤疤，但他从不言苦。吴运铎被称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是一位真正
把一切献给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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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共产党科技思想与实践研究:从建党时期到新中国成立》讲述了：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的科技工作是整个民主革命事业的重要方面，党的科技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
思主义科技思想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中共党人的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初步形成于建党后的20年代，成熟
于抗战时期。党领导下的科技事业初创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根据地，成熟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各
边区，发展于解放战争时期的各解放区。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科技思想与实践是新中国科技事业创建
和发展的基础，它为新中国成立以后、甚至是今天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都提供着重要的借鉴和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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