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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位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出国留学、又第一批回国的“海归”赤子，一位
在我国经济特区建设与重大科技领域自主创新攻关中作出重大成就的拓荒者——江上舟曲折奋斗而又
精彩传奇的一生。
    我与江上舟相识有24年之久，前后曾有过两次共事的经历，之间有过很多交往；我比江上舟年长十
多岁，某种意义上，我们是忘年的朋友。
我们最初相识，缘起于上世纪80年代为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一起参与经济发展战略的调研与制定工
作。
    20世纪80年代，我国改革开放实现的重大突破之一，是以兴办经济特区和开放沿海14个城市为代表
的对外开放。
1980年，设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和开放大连、青岛等14个沿海城市，取得了显著
效果。
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在会见南斯拉夫客人时公开向外界宣布：“我们正在搞一个更大的特区，这就
是海南岛经济特区。
海南岛和台湾的面积差不多，那里有许多资源，有富铁矿，有石油天然气，还有橡胶和别的热带亚热
带作物。
海南岛好好发展起来，是很了不起的。
”海南建省办特区，这是我国对外开放的又一重大决策。
    为了办好这件事。
中央批准先建立海南建省筹备组。
由时任广州市委书记的许士杰等五人组成，许士杰为组长，曾担任过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的梁湘为副
组长。
这个筹备组成立后，决定做好三件事，即制订一个施政纲领，设计一套全新的组织机构，起用一批新
人。
为了做好第一件事，特邀请国家最大“人才库”之一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派一个专家组前去帮助制订海
南经济发展战略。
1987年10月在党的十三大会议期间，许士杰、梁湘当面向出席会议的社科院领导提出邀请。
社科院决定派出以副院长刘国光为首的专家组前去完成这个任务。
专家组成员主要由社科院经济片各所抽调，主要成员有经济所的沈立人、戴圆晨、张曙光，工经所的
陈栋生，财贸所的李茂生。
数量技术经济所的我。
课题组还有三位特邀专家，他们就是国家经委外企处副处长江上舟、数量技术经济所的廖逊、北京大
学刚毕业的经济学硕士张高波。
由刘国光担任组长，我为副组长。
三位特邀专家被邀请，各有特殊的原因。
张高波是梁湘在北大招聘人才时选定将来做他秘书的人选，廖逊是因为在“小政府，大社会”课题上
的深入出色研究，为设计海南新的行政体制所急需：江上舟则是刚刚从海外归来，又是学理工科的，
有国际视野。
当然，直接的原因。
还是本书首次披露的，是他在火车上向毛立本说“海南建省先要做好规划”，“谁出主意，拉谁来干
”，所以江上舟就参加了课题组。
    我们专家组于1987年8～9月到达海口，住在省委招待所里，许士杰曾任广东海南行政区书记，对海
南情况比较熟悉，因此由他亲自向我们做第一次介绍。
梁湘在深圳任市长时，曾邀清刘国光带领中国社科院专家组去帮助制订了深圳的第一个发展规划，他
和刘国光及其他同志比较熟，他着重谈了对我们的要求。
我们除了听取海南建省筹备组的意见外，还深人到10个县市的30多个企事业单位，以及一些黎村苗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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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情况。
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在1988年初，写出了《海南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总报告和9个分报告。
我们建议海南在全国率先实行社会主义的有指导的市场经济；实行工农贸旅并举，建成三次产业协调
发展的外向型、综合性的“自由经济区”；实行“小政府、大社会”的行政管理体制；并对近中远期
的发展目标进行了规划。
海南建省筹备组接受了这一建议，并决定付诸实施，并由许士杰、梁湘赴京向中央汇报，在由当时的
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等中央领导同志听取了汇报并原则同意后，提交海南省第一次党代会和省人民代表
会议上讨论，并得到了充分的采纳。
    江上舟当时刚满40岁，从国外刚回来，对国内发生着的一切都感到新鲜。
当时海南岛的气氛非常活跃，几乎在每天都有不少各界朋友到调研组来打听消息。
然后把种种有关的信息散布到社会上去，成为人们的谈资，有些传闻甚至惊人地准确。
在省委招待所大院，人来人往络绎不绝，有许多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投资者，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党政
干部，甚至中央各部门、各行业的“勇敢分子”也纷纷来信要求“参加开发海南岛”。
而在机关大院以外，街头上到处充斥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求职者。
我们做过很多地方的经济研究，但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研究发展战略还是头一回。
除了完成自己的专题研究外，江上舟在这段时间好像有用不完的精力，他与各方面的人接触、交谈、
筹划，常常与人谈到近天亮才睡觉，同时留下一大堆的烟蒂。
我感到，当时他是我们专家组中最不安分，急着要为海南做事，而且是一下子想做很多很多事的人。
他那风风火火、日日夜夜全身心投入工作的“拼命三郎”样子，时至今日，仍不时鲜明地显现在我眼
前。
后来，我干脆和他商量，请他对此提交一个文件。
他同意后设计了一个海南特区对人才需求和引进的数学模型，以此为依据对外宣传，以安定人心，有
序地引进人才。
    1988年初课题结束并完成了“发展战略”起草任务后，建省筹备组向我们正式提出了一个要求：希
望从课题组中留下几位同志，帮助贯彻落实这个“发展战略”。
结果是我们专家组“一分为二”，我和一部分年纪较大的同志返回原来的工作单位，另一部分，主要
是三个特邀专家，被新成立的海南省留下担任了一定的职务，投身热火朝天的大特区建设中去了。
江上舟自报和被任命为三亚市分管土地规划建设与旅游的副市长。
1993年初又到我国首个由外商成片开发的洋浦经济开发区担任首任管理局局长。
在这两个岗位，他以科学的态度，火一般的热情，旺盛的精力，在中央的支持与上级正确领导下，克
服一般人意想不到的各种困难与挫折，面对众多压力，带领干部群众顽强地做了很多拓荒性创新性的
工作。
几次关键时刻，他在工作中碰到棘手困难，曾向刘国光组长与我诉说，我们都尽力给予全力支持与帮
助。
    江上舟对海南是无比热爱的。
现在，当年的边陲小渔村三亚变成了国内外著名的美丽的热带滨海国际旅游城市，洋浦也从一片仙人
掌的荒芜之地变成了海南最重要的新兴I临海工业基地与环北部湾的重要航运枢纽。
这些历史巨变，凝结着江上舟付出的忠诚、坚持、青春、智慧与汗水。
如果说梁湘等人是当年深圳特区开发建设的拓荒牛，那江上舟则可以说是开发建设海南大特区的一头
拓荒牛。
江上舟不仅是海南建省办特区的最初规划设计参与者，国际旅游胜地三亚的前期规划与开拓奠基者，
也是洋浦这个新兴工业基地的开拓奠基者。
    我第二次与江上舟共事，是在新世纪最初几年，共同参加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的编
制。
2003年6月全面启动编制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是我国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对科学
技术发展进行的第一次全面规划，是指导未来15年我国科技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这个规划的编制由温家宝总理为组长、陈至立国务委员为副组长，国家23个部门主要领导参加规划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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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小组，11个部门组成的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同时，规划领导小组成立了由高层次专家组成的规划战略专家顾问委员会。
这次，我担任规划总体组顾问委员会委员，江上舟则是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成员兼重大专项组组长。
    这次共事与上次共搞海南建省规划已相隔16年时间，各方面的情况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我作为顾问，工作相对专一；江上舟作为办公室成员兼重大专项组组长事情多而杂，特别是重大专项
组的工作很关键。
重大专项是为了实现国家目标，通过核心技术突破和资源集成，在一定时限内完成的重大战略产品、
关键共性技术和重大工程，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中之重。
历史上，我国以“两弹一星”、载人航天、杂交水稻等为代表的若干重大项目的实施，对整体提升综
合国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江上舟这次的任务，就是要依靠各方面的专家在重点领域中确定一批优先主题的同时，围绕国家目
标，进一步突出重点，筛选出若干重大战略产品、关键共性技术或重大工程作为重大专项，并根据国
家发展需要和实施条件的成熟程度，逐项论证启动。
这项工作，不仅要有专业的判断力，要有宏观的战略眼光，更要有协调各种意见与利益的决断能力。
与16年前在海南一样，这次他还是那个“拼命三郎”样子。
由于放不下上海正在进行的工作，他常常不断地往返京沪两地，有时一周要数次，有人说他坐飞机像
坐公共汽车一样。
严酷的是，2001年江上舟已查出患有肺癌，他是一边治疗一边吃药，一边奔走一边工作。
对时间抓得比任何时候都紧，谁也劝不住他。
唯一与以前最大不同的地方就是，烟再也不抽了，药都准时吃了。
就这样，江上舟抱病主’持组织论证了列入《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包括极大规模集
成电路制造技术及成套工艺、大型飞机、载人航天与探月工程等16个重大专项的全部论证工作。
    2007年，《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编制完成后，我曾想推荐江上舟到相对松闲一点
的大学去搞学术，然而，他与上次一样又进人新的专业领域去实干苦干了。
近年，他在中芯国际危难之时担任其董事长。
带病着力实施芯片攻关计划，想争取用五年时间解决中国缺“芯”这一难题。
同时他还关心着上海高新技术产业化的进展。
2011年6月，江上舟病情恶化。
友人相告。
他在弥留之际，念念不忘的是这些国家重大专项的进展情况，对未能亲眼看到国产大飞机飞上天，未
能亲眼看到三亚太阳能光热项目发电而感到遗憾。
64岁，还正是可以替国家做更多大事的时候，他却不幸离我们而去。
这是我国科技产业界的重大损失，更是我们这些作为江上舟好友的人的重大损失。
    我感到很悲痛，但也很骄傲。
孙中山先生当年曾说过，国民党员要立志做大事，而不是做大官。
江上舟可以算得上是“立志做大事而不是做大官”的真正共产党人与海归知识分子中的突出一员。
他是一个忠于信仰的人。
凭他的能力与条件，他不是没有做官的机会，但他不屑为谋取自己个人的名利去奔走钻营，而是把自
己全部的精力与心思，都放在了做事、做大事上，始终以一颗赤子之心，为祖国的现代化崛起，为人
民的幸福富裕，热血拓荒，奉献自己。
终其他回国后先后做的那些事，都是当时当地与国家发展的热点重点，直接反映了我们国家在走向现
代化过程中的重大进步。
在告别仪式上的大幅挽联：“散英魂寄千万雄鹰翱翔神州，尽智魄载十亿慧芯呼唤华夏”①，就是对
他为我国实现现代化和发展我国高新技术产业方面所作贡献的高度概括。
    江上舟生前曾开玩笑地自嘲：“一生超前，不逢其时。
”从一般世俗的眼光看，或许是这样。
但从做事的角度看，或许恰恰相反，是“一生超前，恰逢其时”。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芯>>

像江上舟这样的人，是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先锋人物，是我们这个时代幸运的人，也是值得尊重的人
。
不论怎样，读完本书，他对国家的忠诚，他对别人的真诚，他对事业的执著，将会长久地激励着一切
真心做事的人；他的正气，他的睿智，他的故事，将会让一切善良向上的人难以忘怀。
    2011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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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主人公江上舟同志，是一位经历曲折又硕果累累的时代先驱人物。
近30年来，他在我国改革开放与自主创新方面的实干事迹，生动、鲜活、广阔地反映着我们伟大时代
的风貌与精神。

江上舟同志是一位中央苏区老红军的后代，生于战火纷飞的建国前夕，与新中国一起成长起来，“文
革”前进入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1970年分配到云南省电信局一个通信工厂工作，后调四机部所
属的北京电声电视技术研究所。
从某种意义上说，江上舟这一代人，是我们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代儿女。

江上舟的特殊感人之处，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代。
正如本书所记述的，他这30多年特殊人生经历，可用“闯海外、闯海南、闯上海”这样三次“闯海”
来形象反映。

《中国芯(战略型科学家江上舟博士传)》由高陶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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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俄语系。
历任教师、编辑、研究人员，曾应聘在莫斯科大学任教，现为某杂志编审。

主要著作：纪实、报告、传记文学：《天涯萍踪》、《萧三》、《黄土地的儿子》、《众里寻她千百
度》、《长歌远行》、《彩虹的脊梁》、《阳光伉俪》著译：《萧三佚事逸品》散文集：《我的莫斯
科房东》、《巴顿》、《在欧罗巴邂逅音乐》翻译作品：《金钟的秘密》、长诗《我当过女警察》、
《蒋经国在苏联》主编了六本书；散文作品曾多次获全国性文学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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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芯片其实挺美的！

第八章 中国“运10”沉睡了20年
第九章 “大飞机”立项的推动者
第十章 上海第一列轻轨车辆
第十一章 内河上的“平底船”
第十二章 不是魔术：煤制油
第十三章 燃料电池汽车：与万钢一拍即合
第十四章 新一代移动通信在招手
第十五章 中国第一个聚焦光热发电企业
第十六章 大爱无边——中国第一个“残健融合”学校
第十七章 王国维如是说
第十八章 “我遇上了50年一遇的好机会”
第十九章 生命的约定
第二十章 尾声：时代的胎记
附录：江上舟简历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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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故事从这里开始：1965年9月。
 18岁的男生，壮实帅气，眉宇间透着英气。
老红军的后代，他叫江上舟。
从北京四中考进清华大学。
 刚满18岁的女生，文雅清秀，眸子里满是聪慧。
教授的女儿，她叫吴启迪。
从上海位育中学考进清华大学。
 从这一刻起，命运之神竞把两个遭遇相似，性格不同的青年人，渐渐地推到了一起。
 “文革”时期，清华大学的一些系“搬”到了四川绵阳。
没有学到该学的专业知识。
政治运动、思想改造和政治学习不断。
江上舟必须在自己写的一切“报告⋯‘总结”“检查”中，在自己姓名前冠之以“可教育好的子女”
的定语，要不“过不了关”。
吴启迪这个教授的女儿“靠边站”。
尽管如此，两个人最大的心愿还是要学到科学知识。
 江上舟、吴启迪在毕业分配时公开了恋爱关系，于是便要求分配在一起，这就必须服从到边疆省份工
作的分配原则，他们很幸运地被分到虽远却并不荒凉的边疆云南昆明的一家电讯器材厂，当工人。
 不久，他们筑起了和谐美满，永远可以依托、可以栖息的家园。
 他们从不相信停办大学、藐视知识和摧残知识分子的荒唐社会状况能持续下去。
从1970年走进工厂大门的第一天起，两个人就开始坚持自学大学全部理论课程，八年不断。
他们不仅认真地做了几十本笔记，还私下拜了被打倒的“右派”教师为师，他就是曾经留美的无线电
专家常迥先生。
自学，是“文革”后期他们共同做的最富有意义的一件事，也是对自己的救赎，对逝去宝贵时间的弥
补。
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的艰苦努力和他们内心深处的憧憬很快都得到回报和实现。
 关键的1978年。
翩翩一少年，忽忽已三十。
三十年在生命的年轮上是漫长又珍贵的时光，“高考恢复”，“开始招考研究生”，多么惊人的消息
！
决不能与这梦寐以求的机缘失之交臂！
这时大儿子已经7岁，需要考小学，年届30的夫妇俩又同时考清华大学“文革”后首届研究生。
三个人同时都经历着初试、复试又都被录取的过程。
那些日子实在是具有喜剧意味。
 这是他们命运大转折的一年。
 清华读了一年，1979年，江上舟从清华大学考取联邦奖学金，到瑞士联邦苏黎世理工学院攻读研究生
。
 江上舟在瑞士留学八年，学习期间，被父亲着着实实地“骂”回了瑞士。
 瑞士，一个几乎是纤尘不染的美丽国度。
生机盎然的绿树草地，阿尔卑斯山顶的皑皑白雪，身边盘桓的鸽子，洁净的木质长椅，清脆的钟声⋯
⋯让人流连，让人沉醉。
正是这个美丽的国度，对他俩今后的命运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大作用。
 这个学校历史悠久，是欧洲著名的理工大学，它拥有一流的教学条件，诞生过许多誉满全球的卓越学
者、科学家，除了爱因斯坦外还有20位获得了诺贝尔奖。
这里治学严谨，有阶段性考核与淘汰制度，学生假期要参加工厂实践，一个电工专业的学生从入学到
毕业至少要做60多个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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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设备更新也快，毕业论文要结合实际工业项目。
这里的博士学位决不可能一蹴而就轻易获取。
 吴启迪晚江上舟两年（1981年）到达。
她是新中国第一批拿到硕士学位的人，研究生毕业后以“访问学者”名义赴瑞士进修，一年后继续深
造。
两个人学的不是一个专业，他学通信，她学自动控制。
但所遇到的困难却是一样的。
一个大学本科不是按部就班学完、“先天不足”的中国学生，也没有学过德语。
吴启迪用了一年时间从小孩子学话开始，基本具备了用德语听课的前提条件，被教授留下攻读博士学
位。
 1985年，瑞士联邦苏黎世理工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第一个女博士证书被一个中国女学者领取，1986年她
回国到同济大学任教，这就是吴启迪。
 而江上舟则不然。
在瑞士，就在这个可爱的国度里，先通过了德语考试，又完成了硕士课程，最后完成了博士论文工作
，取得了博士学位，用了漫长的八年！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江上舟还没有取得学位之前曾一度萌发过中断学业回国的想法。
那是在1982年他硕士研究生毕业、回国探亲的时候，他敏锐地看到国内蓬勃的改革大潮已经涌来，便
告诉父亲他不想再读下去，想早点回国干，国内需要他⋯⋯ 父亲江一真一听，猛地站起，把脸一板，
提高嗓门，斩钉截铁地说：不行！
”老爷子手摁在桌上，狠狠发话：“我是说过‘你们谁出去都行，但是出去学成后都要回来’的话，
但前提是：一定要完成学业，否则甭想回来！
，，接着老爷子叹了口气，规劝道：“我们那时没有机会，你现在有这样好的条件，可以成为有本事
的专家为国效劳⋯⋯你决不可以半途而废！
你给我老老实实回去，把学业完成！
” 是啊，父亲没有念过几年书，长期的战争又粉碎了他的读书梦，他是全靠实践中刻苦努力成长起来
的出色的外科医生，常为知识不够抱憾终生。
他把全部希望寄托在自己身上，我怎么能让老人家失望呢？
 这时吴启迪也已决定继续深造，江上舟只好返回瑞士接着攻读博士学位。
 用江上舟的妹妹江效松的话说，哥哥在瑞士读书“一开始是孜孜以求的，可是到后来却变为不得不读
，要不回不了家”。
 江上舟是怎么搞的？
是学习基础太差跟不上吗？
不是！
一个爱学好学，博闻强记，历来学习成绩名列前茅者，清华的底子加上聪明的脑瓜，足矣。
那么是不喜欢瑞士这个国家？
当然不是！
这里天蓝地绿，纤尘不染，他赞扬瑞士风景“是躲不过的美丽”。
高福利，生活安逸，令世界人民瞩目又羡慕的地方，江上舟又非草木。
是他的人际关系不好待在那里无趣？
更不是！
江上舟在留学期间当选为瑞士留学生联谊会主席，这可是完全的民主选举，人缘不好怎可能当选？
 奇怪呀，奇怪！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一个自幼就爱读书会读书，深得父母喜爱同学钦佩，而且是在世界一流学府里深
造的人，变得如此心猿意马，厌倦读书？
 如果把镜头拉回夫妇两人在苏黎世的生活，你就会彻底懂得，江上舟读不下去的缘由就是一个，一个
让许多国人甚为不解的缘由：国外生活太好，国内老百姓太穷，他急切地想回国尽快改变这一切！
唉，傻不傻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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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苦恼是真实的，决非浪子远游倦于风尘的轻率，也非子虚乌有精神家园的幻灭，这是一种深沉思
维的觉醒，是一种清醒、成熟的爱国主义思想的升华。
他实在是太想念自己亲爱的祖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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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是我流泪最多的一本书。
    2005年到洋浦采访，江上舟的团队大多都在。
那时江上舟的肺癌已经转移，不少被访者说着说着就唏嘘起来，眼里滚着泪花，我听着听着也潸然泪
下。
后来我写到某些章节、改到某些章节时还禁不住流泪，几年过去还是难以自制。
    江上舟是一个“感动中国”的人。
    他不做大官，却为国家做了许多大事。
他有本事，“本事”是靠他自己刻苦学来的。
恶病十年，多次转移，除了治疗，他没有一分钟停止过工作，他没有想过自己。
他是生生累走的。
读了本书，若有人一点儿不感动。
是我之过。
    这是我耗力最多、历时最久的一本书。
    前后拖了八年，采访一百多人，若以人次计，不胜数了。
迟迟未出，其中主要原因是：江上舟总说“我也没干出多少事”。
我曾为此郁闷过。
    非常感谢被我采访过的一百多位朋友同志、专家学者们所给予的热情支持和帮助，由于篇幅所限，
书中不能一一提名，又由于种种考虑，多数人只写姓、职务，不写名，敬请原谅！
    书中有许多数字、文件、讲话等较为枯燥难读，然而正是它们构筑了我们主人公生命轨迹的一部分
。
删去易，得到难，一旦它们被岁月的风吹得烟飞尘灭，就可能永远消失了。
这是笔者宁肯牺牲一些“可读性”的原因所在，有些数据也不一定都准确。
敬请读者谅解！
    最后，还要说说中国青年出版社。
这是我最喜爱的出版社之一，我有三本书是这里出的(其中两本被美国“谷歌⋯‘侵权”)。
老编辑早已一代代更迭，现在的，我基本都不认识了。
可不知怎的，在感情上总觉得近，总有点牵挂似的。
我特别感谢现中青社社长兼党组书记续文利同志、社长助理王瑞同志对于拙著的关心重视与大力推动
，感谢责编彭迎、责编李滢、美编李鸿飞和正美工作室的辛勤劳动，使得拙著得以很快并高质量地出
版。
    在撰写过程中，南通市政府给予热情的支持与帮助，曾为笔者安排过数十天幽静美丽的写作环境，
上海市闵行区政府、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为笔者提供了采访与写作的种种方便条件，不少企业
老总也曾伸出过援助之手，夏博士自始至终鞍前马后地做了许多细致周到的工作⋯⋯这些，笔者一一
铭记，并表示由衷地感谢！
    笔者才疏学浅，又是“科盲”，真诚地欢迎批评指正！
谢谢！
    高陶    2012年2月8日于北京翰乐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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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芯:战略型科学家江上舟博士传》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位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出国留学、又
第一批回国的“海归”赤子，一位在我国经济特区建设与重大科技领域自主创新攻关中作出重大成就
的拓荒者——江上舟曲折奋斗而又精彩传奇的一生。
《中国芯:战略型科学家江上舟博士传》由高陶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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