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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两位大科学家在管理方面的卓越的成就，不得不令人钦佩，同时也对毛主席的大智慧，尤其是超级识才用材之气慨，

感佩至极。新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创造了那么多令世界惊叹的建设成就，不是偶然，除了革命精神外，还有科学态度，

而像华罗庚、钱学森这样的大科学家的身体力行，这完全是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管理方式，值得我们永远记取，认真总结学

习。

新中国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我们中国人民在管理上作过十分有益的探索也实践。其中数学家华罗庚推广统筹法、优选

法，钱学森推进系统工程，起到了难以估量的积极作用。

毛主席和华罗庚、钱学森在一起

（一）



1956 年 2 月，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期间毛主席和政协委员中的民盟中央常务委员童第周（左四）和民盟中央委员胡愈

之（左三）、华罗庚（左二）、费孝通（左一）亲切交谈。

华罗庚经常去工厂和工人一起总结生产实践中的经验，进行科学研究工作，使科学研究工作为生产服务。这是他在北京第

三无线电器材厂和工人陈炳才一起，研究用统筹优选法提高生产效率问题。

钱学森（右三）与系统学讨论班学员们在一起。中国航天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院供图

钱学森是我国系统工程理论与应用研究的奠基人和倡导人。1978 年 9月 27 日，钱学森的一篇理论文章——《组织管理的

技术：系统工程》问世，由此而创立“系统工程中国学派”。

1980 年代初期钱学森提出国民经济建设总体设计部的概念，坚持致力于将航天系统工程概念推广应用到整个国家和国民经

济建设，并从社会形态和开放复杂巨系统的高度，论述了社会系统。他发展了系统学和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方法论。

（二）

华罗庚推广的统筹法实际上就是现在我们说的项目管理的重要内容。华老当年已经是世界顶级的科学家，然而却以普通劳

动者的身份深入到工厂车间，和一线的工人师傅打成一片。



1956 年 6 月 14 日，华老与其他参加制定全国科学发展规划的科学家们到中南海，受到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的接见。

在热烈的掌声中，毛主席感谢科学家们为发展新中国科学事业所作的贡献并和大家合影留念。这之后，《中国科学发展规划》

出台，计算技术、半导体、电子学、自动化、喷气技术被列为国家急需的紧要项目，华老负责制定新中国计算技术发展规划。

华老认为，“五朵金花”要开放得鲜艳夺目，必须用毛泽东的实践思想统揽整个研究过程。

1955 年 3 月 1 日，他在《人民日报》发表体会文章说：

【“毛主席的《实践论》是对科学研究工作最有用的文章，任何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人都必须精读此文，这

不仅在目前，并且在将来，在科学研究的一生中都会得益匪浅的。”】

《实践论》的核心是理论联系实际，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在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过程中获得真理。

1958 年，华老得知毛主席在谈到“卑贱者最聪明”时曾举他为例，他便自愿到中国科技大学开设应用数学系并兼系主任，还

亲自授课，以培养骨干人才，为数学应用早打基础。这一期间，他千方百计地探索数学为经济建设服务的途径，经过北京、山

东的“线形规划中的数学方法”，应用试点“投入——产出法”在制定国民经济计划时的运用阶段后，他怀揣着《实践论》一头埋进

北京电子管厂。

最初成效甚少，这时有人幸灾乐祸：

【“华罗庚这样做是沽名钓誉，哗众取宠！”】

华老感到压力很大，想来想去，他鼓起勇气给毛主席写了第一封信，表达了“走和工农相结合道路”的决心。

毛主席对这位数学家的志愿予以肯定，他在 1964 年 3 月 18 日复信华老：

【“ 诗和信已经收读。壮志凌云，可喜可贺。”】

华老心定了，他毅然走向工厂和农村，出版了通俗读物《统筹方法平话及其补充》，在贵州安顺、成昆铁路建设中的成都

一甘洛运输方案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他多次谈到：

【“我在日常繁忙中搞些工作，开始于 1958 年，但真正开始却是 1964 年接到毛主席的亲笔批示后。”】

他把成功的喜悦和在大西南受到的教育及《统筹法平话》一书寄给了毛主席。

1965 年 7 月 21 日，毛主席又亲笔复信：

【“ 你现在奋发有为，不为个人而为人民服务，十分欢迎。”】

1966 年 5 月，华老对南京师范学院的学生说：



【“提起统筹法，这里还有一段小故事：那是两年前的事，一位日本朋友送给毛主席一份礼物，其中有一本

书的第一页，指名要给我华罗庚看一下。我看后，经过琢磨，并结合中国的国情，开始了推广统筹法的实践

活动……统筹方法是一种为生产建设服务的数学方法，是想为毛主席所提出的统筹兼顾的全面统筹原则做一

个小小的注脚。”】

华老为何把“组织生产管理的问题”叫上一个“统筹法”的名字？因为当时在国外至少有近 30 种命名，如国外军用工业采用的

pert，叫“计划评审”，华老也沿用过洋派叫法，“由于毛主席再三提出过统筹兼顾……我看还是叫统筹方法好，就是中国气派，中

国语言，不一定用洋名词”。

可见，“统筹法”实际是根据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命名的。华老体会道：

【“理论和实践本来是认识论的一个命题，只有具备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才能迎刃而解实际中的难题，而实

际问题的解决，又能使理论得到进一步丰富和提高。”】

华老排除万难，顶着讥讽去搞从“数学家们的理论数学”到“人民大众的百万人的应用数学”的演绎工程，绝非是“江郎才尽”，

其目的也绝非仅仅在于丰富和提高自己的理论。毛主席信中倡导的“为人民服务”已成为他的信条和天职——“不为个人为人民，

主席教导记心底。”

1975 年 10 月 5 日，82 岁高龄的毛主席在百忙中看到华老的来信当即复函，派专人直送哈尔滨。毛主席说：

【“意思很好、大病新愈，宜多修养一时期，待痊愈后，再去较为适宜。”】

领袖对科学家的关怀之情，跃然于纸张上，铭刻在华老心中。他感慨道：

【“往事历历知多少，衷情难述描，莫过今朝。只觉得盈耳歌声满眼笑，如孺子又得慈亲教。主席年高，国

事辛劳，无微不至，明察秋毫。扶危解困惑，飞示下九霄。掌舵领航有主席，哪怕风狂雨骤浪滔滔。虽今日，

还淹留病榻上，论斗志，早已直上九重霄。”】

（三）

毛主席和钱学森的交往，我们都很熟悉。

1956 年，菊香书屋。

【“主席，”】

周恩来进门后满面笑容:

【“我将你久盼的贵宾请来啦！”】

毛泽东走上前去，

【“ 啊！钱学森同志，” 】



紧握着站在周恩来身旁有点拘谨和紧张的钱学森的双手，

【“ 盼了你好久啰！我们的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和火箭专家！”】

钱学森激动地望着紧握着他双手的毛泽东，

【“ 我也早想来拜会主席了， 怕你太忙，不敢来打扰。”】

毛泽东诚挚地说，

【“ 你说反啰！是我考虑到你才回国，要处理的事太多，不敢过早相约。” 】

毛泽东伸出五个手指头，

【“ 听说美国人把你当成 5 个师呢！ 我看呀，对我们说来，你比 5 个师的力量大多啦！我现在正在研究

你的工程控制论，用来指导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呢！”】

毛泽东的平易近人，减少了钱学森初来时的拘谨和紧张。

毛泽东望着钱学森，

【“ 学森同志， 你那个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天工业的意见书》，我仔细看过了。写得很好呀！ ”】

钱学森谦和地笑了笑，

【“主席， 我刚刚回国，对国内情况不甚了解，我只是根据我的工程控制论，对我国的国防建设特别是航

空工业的建设提了不少很不成熟的意见，其中错误一定不少啊！”】

毛泽东摆了摆手:

【“ 学森同志，提出了这么多好建议，怎么是错误啊！这是十分难得的呀！这些精辟独到的建议，只有你

这位工程控制论创始人才提得出呀！”】

毛泽东顿了顿，接着说道:

【“ 我们国家决定根据你的工程控制论，组织各个学科各个部门一起奋力搞导弹。学森同志，我想请你这

个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来牵这个头，有信心吗？”】

钱学森有点紧张:

【“主席，这么重要的任务，我怕干不好啊！”】

毛泽东又说：

【“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攀登。”】

毛泽东用筷子在空中重重一晃，



【“ 你钱学森是工程控制论的开山鼻祖，还怕干不好！”】

在毛泽东磅礴气势的感染下，钱学森终于坚定地点了点头:

【“主席，我一定努力工作。”】

毛泽东与钱学森深谈后，对钱学森精准的总结概括系统工程的规划、设计、组织、论证、评估、选优、决策、实施、控制、

反馈、再控制、再论证、误差修正、进步提高等十分赞赏。觉得这也是毛泽东等人在指挥解放军实施“三大战役”时的控制过程

的精辟的理论总结。之后，毛泽东请周恩来组织老帅们集中起来，听钱学森授课。

在周恩来、聂荣臻的具体组织实施下，根据钱学森的系统组织思想，中国的核武器、弹道导弹、战术导弹（包括地空、空

空、空地、岸舰、舰舰等）中远程轰炸机、核潜艇、远程预警系统、反弹道导弹系统、首区末区的武器试验基地，包括科研、

教学、生产系统在中华大地全面启动了。

系统发展的理论，加上钱学森本人直接参与指导的弹道导弹、运载火箭、卫星等工程。到上个世纪 70 年代初期，中国的中

远程弹道导弹、核弹头武器化实用化、多弹头分导、核潜艇、远程警戒系统、系列防空、海防导弹系统，人造卫星（包括卫星

回收）等确立中国为核军事大国地位的武器系统的部署已经初步完成！

这一切，当然包含了研究院、研究所、院校、相关的工厂、部队等全体科研、生产、研制、实验的英雄群体的共同努力的结果。

但是，钱学森的系统的组织控制的完整理论并用于实践，是使得我国得以在短时期内确立军事大国地位的领导保证。

（四）

华罗庚和被他发现的数学家陈景润

十年前，中国日报网中国在线消息：他培养和教育影响了新中国几代数学家，他是第三世界科学院创始院士、美国科学院

120 多年来第一位中国籍院士。数学家贝特曼著文称他“是中国的爱因斯坦，足够成为全世界所有著名科学院院士”。国际上以

他命名的数学科研成果就有“华氏定理”、“怀依一华不等式”、“华氏不等式”、“普劳威尔一嘉当一华定理”、“华氏算子”、“华一

王方法”等。他就是中国解析数论、矩阵几何学、典型群、自守函数论、多复变函数论多方面研究的创始人和开拓者，解放后第

一个从国外回归新中国的世界著名学者华罗庚(1910～1985)。他出生在金坛，其父为取“进箩避邪，同庚百岁”的吉兆，取名罗庚。



少年时华罗庚即对数学产生浓厚兴趣，通过自学，1930 年发表的《苏家驹之代数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论文，

引起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教授高度重视。在清华时他工学兼顾，用 6 年半时间学完高中、大学全部课程，破格被聘为讲

师。1936 年留学英国剑桥大学，两年间写了 18 篇论文，其中“华氏定理”使著名数学家哈代修改了自己即将出版的著作。他还

彻底解决了 19 世纪数学之王高斯提出的完整三角合估计问题，轰动剑桥，被视为“剑桥的光荣”。返国后任西南联大教授、中央

研究院院士。

1942 年完成的巨著《堆垒素数论》获一等第一名特奖。后赴苏、美讲学，被聘为普林斯顿研究所研究员、伊利诺大学终身

教授，中国科技大学数学系主任、副校长，中科院数学、应用数学研究所所长，学部委员，副院长，中国科协副主席等职。1957

年他的《多个复变数典型域上的调和和分析》获国家发明一等奖。

60 年代初把数学方法创造性地应用于国民经济领域，筛选出以改进工艺问题的数学方法为内容的优选法和处理生产组织和

管理问题为内容的统筹法，并亲自率小分队在全国 20 多个省市讲学指导运用，取得显著经济效益。毛泽东主席赞他“壮志凌云，

可喜可贺”。1985 年在日本东京大学作学术报告即将结束时，因心脏病猝发而逝世。

回顾两位大科学家在管理方面的卓越的成就，不得不令人钦佩，同时也对毛主席的大智慧，尤其是超级识才用材之气慨，

感佩至极。

新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创造了那么多令世界惊叹的建设成就，不是偶然，除了革命精神外，还有科学态度，而像华

罗庚、钱学森这样的大科学家的身体力行，这完全是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管理方式，值得我们永远记取，认真总结学习。

感召力(charisma)亦称“领袖气质”。个人具有的一种人格特质，尤指那种神圣的、鼓舞人心的、能预见未来、创造奇迹的天

才气质。具有这种气质的人对别人具有吸引力并受到拥护。具有此人格特质的领导者，称为魅力型领导。

对于像华罗庚、钱学森这样的大科学家，毛主席无疑具有无与伦比的感召力。

这么多年过去了，回过头来看，有两点必须明确，第一，毛主席领导新中国创业过程中，我们的管理工作，无论是微观还

是宏观，都不差，华罗庚搞的统筹法重点在微观管理，钱学森搞的系统工程重点在宏观管理，这还有假？第二，毛主席一贯主

张学习外国的先进管理经验，但前提是我们作为主体来学，而不能学来学去把自己学迷糊了。后来这么些年的确有人学迷糊了，

而且相当迷糊。这些人，是否还能够在毛主席的道器变通那里，稍微清醒一点呢？

【李克勤，察网专栏学者。本文原载于微信公众号“济学”，本文原标题《两位大科学家与新中国管理》，写于 2010 年 11 月，

授权察网发布。】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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