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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而地方志中的科技志更是科技史中的重要内容。《
北京科学技术志（上、中、下卷）》记述了由远古至现代，重点介绍1949年以来北京科
学技术发展的概况，各阶段有代表性的研究项目、科技活动、科技成果、有影响的科技
人物。由于北京地域的特殊性，北京的科技志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科技的水平。由
于志书本身的特点，《北京科学技术志（上、中、下卷）》更具有参考性和资料性。《
北京科学技术志（上、中、下卷）》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组织专人编写，历时12年
，参加编写、审稿的有中央在京科技管理部门、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北京市科研机构
等的专家及科技人员。
  《北京科学技术志（上、中、下卷）》分为上、中、下三卷，主体部分14篇，另有照
片、凡例、综述、大事记和编后记。
  本卷编有：照片、凡例、综述、第一篇科技资源与管理、第二篇科技团体、第三篇基
础科学、第四篇环境。《北京科学技术志（上、中、下卷）》可供科技史志工作者、教
育工作者、管理干部、设有科技史志专业的有关高等院校师生阅读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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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北京成立京师农事试验场，开始农事试验。1914年，国立
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北京农业大学的前身）创办了林场，进行林业科研试验。1916年，
在京建立了第一个专门从事科研工作的独立研究机构——中央地质调查所。其后，相继
建立了北京大学理科研究所、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
前身）理化研究所、数理研究所以及中央研究院、静生生物调查所、北平研究院等科研
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十分重视科学技术工作。1949年11月1日批
准成立中国科学院，继而对旧有的科研机构整顿、改组，并新建了一批部属和市属研究
机构和科技管理机构。到1955年，北京共有科研机构33个，其中中国科学院下属科研机
构11个，部委下属科研机构21个，北京市属科研机构1个。1956年3月、6月，先后成立了
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和国家技术委员会，负责全国科学技术管理工作。
  1958年，随着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委员会（简称“国家科
委”）、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简称“市科委”）等各级科技管理机构陆续成立。
  到1966年，北京共有科研机构203个，其中中国科学院属科研机构25个，部委下属科研
机构145个，北京市属科研机构33个。
  “文化大革命”期间，科技管理和科研机构遭到冲击，有些下放，有些停止工作或被
撤销。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以后，北京地区科研机构得到迅猛发展。随着科技体制改革的进
一步深化，北京地区科研机构和队伍有了新的提高和发展。到1990年底，拥有各类科研
与开发机构3151个，其中政府部门属461个，高等院校属169个，大中型企业属337个，民
办的2184个。形成了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科研条件和手段先进、学科配套、门类齐全
的多层次的科研与开发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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