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钱学森与中国航天事业的起步 



前  言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美军先进的装备和强大的
火力给志愿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图为朝鲜战
争中的美国航空母舰和舰载机编队。 

三个问题：  

• 党中央是在怎样的国内外背景下作出研制导弹核武器的战略决策？ 

• 为什么钱学森主张重点研制导弹？而不是飞机。 

• 为什么只有钱学森能担当起中国航天事业技术领导人的重任？ 

1955年9月27日，解放军实施了历史上第一次授衔，加快了军
队现代化和正规化进程。图为1955年10月1日国庆阅兵仪式。 



中央面临的两大难题 

• 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党和国家领导人确立
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迫切希望发展国防
尖端武器。1955年1月15日，中国最高领导
层毅然做出了研制核武器的重大决定。然而
，光有核弹是“有弹无枪” ，必须配套地研
制导弹或飞机作为运载工具。 

• 以当时的综合国力，中国应该优先发展导弹
还是飞机，成为困扰中央的第一个难题。飞
机已经有50多年的发展历史，而导弹在1944
年才投入实战。在大多数人看来，中国应该
优先发展技术相对成熟的飞机，而不是新奇
而神秘的导弹。中国能否独立自主地研制导
弹成为随之而来的第二个难题。钱学森的回
国最终破解了这两大难题。 

 “中国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大炮，而且

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
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毛泽东 

1955年10月1日国庆阅兵 



重点发展导弹还是飞机之争 
• 中国航空界对钱学森的质疑 • 1956年，在制订《十二年科学规划》时，大家对

中国应该重点发展导弹，还是发展飞机，存在不
少争议。钱学森力排众议，认为中国应该重点发
展导弹，并最终得到中央的认可。 

• 中国航空界有专家认为正是钱学森提出的“导弹
优于飞机”的观点，影响了主持国防工业的聂荣
臻元帅的判断，导致中央决定集中仅有的技术力
量用于导弹方面的研制。此后，由于只重视导弹
，作战飞机的研制在很大程度受到了冷遇，极大
地阻碍了我国航空技术的发展。这一不利影响所
造成的后果至今犹存。 

1955年5月钱学森等与苏联专家讨论喷气和火箭技术的科学规划问题。 



为什么历史选择了钱学森？ 
• 钱学森不是第一个向中央提议

发展导弹的人。 
• 1955年11月，哈尔滨军事工程

学院的任新民、周曼殊和金家
骏联名向中央军委提出了《对
研制火箭武器和发展火箭技术
的建议》，上报后引起了国防
部长彭德怀、总参谋长黄克诚
等的重视。他们决定向刚回国
的钱学森咨询。 

• 钱学森是世界著名的喷气推进
专家和人类航天史上的先驱者
。 在1955年回国前，他已经是
集航空与航天科技理论、战略
规划、工程实践、科学管理于
一身的世界级大科学家。 

• 钱学森给了中央当时最需要的
东西——研制导弹的信心。 
 1956年钱学森在中国科学院力学所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