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odern Management 现代管理, 2021, 11(9), 988-995 
Published Online September 2021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mm 
https://doi.org/10.12677/mm.2021.119124  

文章引用: 陈修高, 雷凤利, 于博. 从“两弹一星”工程的三位一体模式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力[J]. 现代管理, 2021, 
11(9): 988-995. DOI: 10.12677/mm.2021.119124 

 
 

从“两弹一星”工程的三位一体模式看中国共

产党的组织力 

陈修高1，雷凤利1，于  博1,2 
1上海科技管理干部学院，上海 
2上海科学技术政策研究所，上海 

 
 
收稿日期：2021年8月23日；录用日期：2021年9月16日；发布日期：2021年9月23日 

 
 

 
摘  要 

中国共产党组织力作为中国共产党动员、组织和整合人民群众、党员干部以及社会组织以贯彻落实党的

路线方针政策的力量，主要包括政治引领力、组织协调力、社会动员力等。“两弹一星”工程作为中国

共产党领导组织的大科学工程，其政治管理体系、行政管理体系和技术管理体系有机结合组成的三位一

体模式，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独有创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已经基本形成了较为完备的集中型大科学

体制，这种体制在整合国家各方面资源、进行重大科研项目攻关的过程中发挥了显著作用，具有明显的

体制优势。未来，应借鉴和发挥好三位一体管理模式的效能，走好科技自立自强之路，探索和构建好关

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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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rganizational power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s the driving force to mobilize, organ-
ize and integrate the people, party members and social organizations, which ultimately implement 
the Communist Party’s principles and policies. It mainly includes political leadership, organizational 
coordination, and social mobilization. As a major scientific project organized by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two bombs and one satellite” project is a unique innova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hich organically integrates the political management system, ad-
ministrative management system and technical management system.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 relatively complete centralized big science system has been basically 
formed, which has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integrating resources from all aspects 
of the country to tackle key problems in major scientific research projects. This mode has obvious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In the future, we should learn from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trinity manage-
ment model, encourage independent research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explore and build a new 
nationwide system for tackling key and core technolo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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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中国建国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什么敢于实行独立自主的国家现代化方针？敢于在工业

化刚刚起步就提出“超英赶美”的口号？敢于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去实施“两弹一星”工程？这一切都

离不开当时中国共产党强大的组织力。 
从管理学角度，组织力本质上指组织所具有的高效协调合作以顺利实现目标的一种力量，这种力量

由多种要素构成。中国共产党组织力即中国共产党动员、组织和整合人民群众、党员干部以及社会组织

以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力量[1]。从历史发展和作用发挥的角度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力主要体

现在政治引领力、组织协调力、社会动员力等方面。本文将从中国共产党“两弹一星”工程的组织实施

来探讨和研究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力、中国共产党在重大科技工程上的管理特色以及政治管理体系、行政

管理体系与技术管理体系有机结合的三位一体模式。未来，应学习、借鉴和发挥好这种三位一体管理模

式的效能，坚持好自己的特色，走好科技自立自强之路，探索和构建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 

2. 中国共产党组织力在“两弹一星”工程上的体现 

2.1. 政治引领力：集中体现在科学决策、集中统一领导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引领力，在“两弹一星”事业中主要集中体现在科学决策和统一领导上。“两弹

一星”工程自始至终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两弹一星”工程是在当时国内极端困难情况中上马的，毛

泽东主席亲自挂帅，周恩来总理任原子弹研制专门委员会的主任，党中央最高层始终领导着这项伟大工

程；围绕“两弹一星”工程，中共中央还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推动战略决策能够在最短时间内得

以贯彻和落实。“两弹一星”工程的成功离不开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科学决策，“如果没有中央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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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党的领导，两弹一星是干不成的”[2]，这是当时参与“两弹一星”研制的科学家们的共识，今天我

们回顾这项中国科技发展的辉煌伟业和这段特殊时期，可以讲“两弹一星”工程，从决策到实施的整个

过程，无不展示了强大的战略组织能力[2]。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两弹一星”工程并不单纯是一个大的科学工程，而是一个增强综合国力和

国际竞争力的大战略，该战略带动了整个国家的人才、科技、经济、国防、社会等各项建设的快速发展，

以此搭建了自己的科学与管理体系[3]。党中央一开始对于“两弹一星”工程的政治决策和战略考量，就

是从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出发，从当时的国际格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高度出发，从带动整个国家现

代化发展的角度出发，这是在当时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实施“两弹一星”工程的战略基点，今天我们回顾

这项国家重大科技工程，更能理解党的统一领导和科学决策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3]。 

2.2. 组织协调力：集中体现在大力协同、集中力量办大事 

“两弹一星”工程涉及到核武器研究、生产、试验、使用的各个部门，这是一项技术复杂、综合性

强的巨大系统工程，需要有特别强的政治协调力才能实现这些工程，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在其中发挥

了重要的协调、协同作用。据统计，国家先后组织了 26 个部(院)，20 个省、市、自治区，900 多家工厂、

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参与到了两弹一星工程中去，进行科技会战[4]。“两弹一星”工程中的几个重要阶

段和“战役”节点，比如：苏联专家留下原子弹数据的“九次计算和纠正”、氢弹原理突破中的“群众

大讨论”、“上海百日攻坚战”等等，都充分显示了全国上下群策群力、各行各业集体攻关的力量和优

势所在[5]，这种组织协调力保障了在实施“两弹一星”工程过程中攻克面临的一个又一个的技术难关。 
在旧中国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领导科技人员攻克一个个难关，实现

尖端技术的突破，离不开大力协同，勇攀高峰的科学精神，离不开科研人员无私奉献，团结协作的精神；

“两弹一星”工程的每一次进步与成功，都凝聚着全国科研人员和所有参与部门人员的汗水，体现着全

国各方面大力支援和配合，是各行各业集中智力和物力协同攻关的结果，“两弹一星”工程的背后是这

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这是中国“两弹一星”工程之所以成功的秘密所在，是中国共产党的组

织力量所在，这也是新中国建立后，能取得一系列伟大成功的重要保障[6]。 

2.3. 社会动员力：集中体现在组织全国的资源、人力物力等的能力 

社会化大生产的背后，是国家组织动员能力的高下，谁能组织动员更多的资源和人力来搞工业化，

谁就能胜出。因此，一个国家的组织动员能力就是其核心竞争力。随着组织动员动力的悬殊，国家之间

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表现的越发明显[7]，我们从新旧中国的历史比较中就特别明显地看到这点。 
满清末期和民国时期的积贫积弱，根本原因是国家组织动员能力太低下，所以在强敌入侵面前，只

能是被动挨打。1921 年中国共产党的出现，是以全社会的组织者出现的，对全民族进行彻底的组织和动

员(夏斐君，2019)。这种组织动员能力，在战争期间，表现为人民群众的踊跃参加，大力支持和拥护，表

现为能够组织起强大的社会力量去战胜旧制度，建立新制度，并在一系列挑战面前敢于斗争，敢于胜利。

贫穷落后、一穷二白的中国要在弱肉强食的世界中生存并壮大，需要的正是中国共产党的这种核心竞争

力——组织动员能力[7]。 
至于动员全社会力量，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以及设计和组织如“两弹一星”这样的重大科学工程，

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是不可能顺利实施并迅速完成目标任务的，也正是因为这种

组织动员能力，在西方封锁、中苏破裂之际，我们依然能组织全国的资源、人力和智力，搞出了“两弹

一星”，才让中国免于被西方任意宰割和支配。没有超强的组织动员能力，以及随之建立起来的核心工

业体系，就无法为新时期的改革开放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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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力我们用图 1 整合和表现出来。 
 

 
Figure 1. The embodiment of the organizational power of the CPC 
图 1. 中国共产党组织力的体现 

3. 从“两弹一星“工程看中国重大科技工程的管理体制 

“两弹一星”工程在实施中，形成了一套从中央政治局、中央军委、国务院、国防部到国家科学技

术委员会、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到中国科学院及其下属研究院所，到相关厂家的完整管理体制[8]，这

套体制是由行政管理体系、技术管理体系和政治管理体系结合而成的一体化组织结构，这种体系对以后

中国重大科技工程的管理体制有重大影响，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3.1. 政治管理体系 

在“两弹一星”工程的政治管理体系中，最高领导机构是中央政治局，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各

军事机构中，中央军事委员会是其代表；同时，全国各部、院、委员会的党委(组)，中科院及其下属各

研究所、研究室等基层党支部，军队各部门党组织均在以上政治框架下接受领导，并从事日常管理活

动[8]。 

3.2. 行政管理体系 

在行政管理体系中，最高领导机构是中央人民政府和国务院，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七机械工业部和

中国科学院等，作为直接负责“两弹一星”研制的业务单位接受中央人民政府和国务院领导，中央政府

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任命相关部门的部长或院长，同时，根据形势和任务需要，为协调各单位的关

系，还经常配套设置面向不同管理口径的办公室。 

3.3. 技术管理体系 

在技术管理体系中，依托于行政体系，“两弹一星”工程的各级研制部门，行政副主官往往由科技

专家担任，分管科研工作，如，气象学家竺可桢同志曾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分管科学研究工作；物

理学家钱三强同志曾担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是我国著名的空气动力学家、

系统科学家钱学森同志[8]，钱三强、钱学森同志都直接负责了我国核武器的研制工作。 
综上所述，我国的科技水平和工程组织管理水平在“两弹一星”工程中得到了极大地锻炼和提高，

“两弹一星”工程实施周期长，涉及部门多，人力、物力投入巨大，在需要不同学科、专业、领域密切

配合中，科学家、技术专家、工程师和各级管理者担负了不同的角色和任务。“两弹一星”工程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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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为国家培养造就了一大批精通科学、技术、工程并能将三者很好结合起来的卓越人才。如果与美国、

苏联等国家的管理模式相比，“两弹一星”工程的管理模式和体系不同于国外的模式，“两弹一星”工

程体现出来的管理模式有更高的效率、更多的成果；该模式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政治要素在大科学工

程中发挥了重大和特殊的作用，与其他国家的大科学工程相比，从来没有如此直接、如此广泛、如此深

入地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在大科学工程中，从计划到实施，政治与科学技术之间做到如此的紧密结合，

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科学技术管理的独有创新[2]。 
经过不断探索和完善，至 1958 年底，中国已经基本形成了较为完备的集中型大科学体制。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不久的特定历史时期，这种大科学体制在整合国家各方面资源，特别是科技资源以及集中

力量进行重大科研项目攻关的过程中发挥了显著作用，具有较大的体制优势。在新中国科技发展历史中，

“两弹一星”工程是新中国科学技术奠基与发展的核心动力，在“两弹一星”工程中形成和发展出来的

科学技术管理模式深刻影响着中国的科学技术和工程活动，即使在今天，无论是思想理论层面、体制架

构层面还是实践操作层面，中国的科学技术与工程管理依然遵循着“两弹一星”工程中的模式和方法，

印刻着“两弹一星”时代的影子。所以，如果说要认真总结和概括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技术与工程管理

思想、管理理论和管理模式与体制，“两弹一星”工程必然是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考察对象[2]。
对“两弹一星”工程中体现出来的管理经验的总结、概括，对其管理理论和管理思想的提升，也将是构

建新时期中国特色科学技术与工程管理体系的一项重要工作。 

4. 政治、行政与技术管理有机结合的三位一体模式 

一般科学技术工程、尤其是大科学工程的典型管理体制遵循的是传统的技术＋行政的模式，例如“曼

哈顿”工程实施过程中，着眼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对抗法西斯国家的战争背景，针对极其有限的人

力和物质资源，工程领导者在其职权范围内，通过行政指令调动所需人才的加入，很大程度上要依靠行

政的影响力和同行的介绍与推荐，而相关资源的获取，需要依靠相关人员的游说和宣传，在政治影响上

没有强制力以达成目标[2]。 
在中国的“两弹一星”工程中，是进行的政治–行政–学术三条闭合路线的运作，政治、行政与学

术的三条路线是有分工、有合作的，甚至有兼管，有时候行政主管可以担任党书记或政委，而技术负责

人往往也是党委或党组成员之一，在重大决策时候，采取党委集体讨论、民主集中的方式，这三种管理

路线达成了一种“有机结合”(见图 2)。 
 

 
Figure 2. Comparison between the “Manhattan” project and the “Two bombs and one satellite” project [2] 
图 2. “曼哈顿”工程与“两弹一星”工程的对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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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政治挂帅”，以政治领导为主导。始终坚持“政治挂帅”是科技事业发展的基本原则和要求。

政治领导表现在几个方面：首先，是党委(组)的最后决定权。行政、技术方面的决策，都要经过党委或党

组集体讨论，做最后决定，党的一元化领导原则是一直强调的[9]；其次，是党委(组)的思想政治工作，

思想政治工作是生命线，是保证任务完成的“法宝”，是统帅，也是灵魂；中国共产党历史告诉我们，

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不能有丝毫放松，反之，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可能走到不正确的道路上去。第三，

是党委(组)的后勤保障工作，从党的角度协助好服务工作，保障行政和技术管理体系的运转，党组织对科

研一线人员要多给予事业和生活等多方面的关心与帮助[10]。 
二是“技术负责”，以学术领导为核心。在学术和技术问题，始终尊重科研人员，认真听取专家意

见，技术民主基础上的技术责任制是“两弹一星”工程成功的重要因素。具体实现方式和程序是：每周

固定时间，集中所有专家或部门学术带头人，讨论重要问题，所有人都可畅所欲言，意见一致的，当即

形成决策，意见不一致的，若事情紧急，急需决定，由组织者当场拍板，各部门分别组织实施，如果无

需马上决策，则留待下次再进行讨论解决[2]。在“两弹一星”工程中，由中央下令确立技术专家负责制，

目的在于把技术上的最终决定权交给真正懂技术的专家，这样可以保证技术上的决策由“内行”全权负

责，避免被其它因素不合理干扰。 
三是“行政支撑”，以科研单位的行政管理体系为骨架。“两弹一星”工程中，在政治-行政-技术

管理框架下，行政管理体系支撑了一个部门的基本运转架构，这个体系中，行政主官为部门最高领导，

一般会设置一名负责技术的行政副主官，同时，还会另有若干名分管行政的副主官[11]。在政治与行政

管理体系，可能会存在着分工不细、条框分割、职责不清等现象，无论是政治领域，还是行政管理，

都需要积极处理好与科学研究、技术管理的关系，如果处理不好，可能会对科技工程方面产生一些干

扰的因素，这表现在行政领导或者是政治领导干预到了技术管理工作，两者可能行为一致，也可能不

一致。 
如图 3 所示，政治、行政与技术管理有机结合的“三位一体”模式体现在政治领导者、行政管理者

和技术管理者互相学习，政治、行政与技术管理形成一个整体关系，缺一不可。在“两弹一星”工程中，

中央和各级领导人都强调，决策者、管理者和执行者分别代表了政治、行政与技术，三者应该统一目标、

统一认识，成为一个整体，不需要外在调控，而能够协调高效地完成任务，实现政治、行政和技术从宏

观到微观、从形式到内容的全面融合，这是“三位一体”的真正含义所在[2]。 
 

 
Figure 3. The trinity mode of the organic combination of politics, administration and technical management 
图 3. 政治、行政与技术管理有机结合的三位一体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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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管理启示 

5.1. “综合集成”的管理智慧 

在“两弹一星”工程中，国家依靠自身独有的政治、行政与技术＂三位一体＂的管理模式，在这个

团队中，党委领导并不代表着党委书记单独领导，而是民主集中制下的集体领导，领导集体不仅包括政

治领导人，还包括行政领导人和技术领导人等。“三位一体”模式将人力动员、资源调配、科研管理和

科学顾问等功能都集中到了同一管理团队中，形成了一个领导与管理的统一整体，发挥了更好的效用[2]。 
政治、行政与技术管理的有机结合，使擅于政治、精于管理和专攻技术的各种“内行”形成一个领

导集体，能够集合各种类型人才的智慧，做到集思广益。钱学森院士在“两弹一星”科学管理实践的基

础上，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提出了“综合集成”的理论与方法，科学大师为我们面对复杂问题、认识复

杂世界、处理复杂系统提供了一套科学的方法论与操作工具。 

5.2. 自主创新意识和能力 

“两弹一星”工程时期，正处于美苏对中国科技严密封锁的国际背景下，从研制到实验的各个环节

都只能依靠中国自己的力量进行，所需的仪器设备只能自己设计制造，所以“两弹一星”工程从一开始

就体现了极强的自主创新意识与能力，比如，第一颗原子弹的设计和制造，包括各种测试方法和设备，

与美国和苏联的有很大不同。氢弹的研制工作是在于敏等科学家的自主创新下，走出了一条更高级的热

核武器研制道路，用世界最快速度独立研制出氢弹。人造地球卫星能发射成功是由于我们坚持自主开发

和研制，同时借鉴发达国家先进技术，使我国的航天科技从无到有，迅速跟上世界发展。我国“两弹一

星”的成功实施证明，如果没有自主创新意识和能力，按部就班地发展，就不可能实现大的创新和突破，

从而保证发展的高起点[2]。 
回顾历史，自主创新意识与能力是我国在像“两弹一星”这样的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的重

要基石。我们要深刻认识到，只有自己掌握核心技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才能将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

手中；在倡导国际合作和开放创新的今天，我们也要认识到，尖端技术也是不可能从国外直接拿来的，

即使有的从外国引进到国内，如果我们自己不能做到消化和吸收，并进行新的创造，最终还可能会被西

方“卡脖子”[2]。 

5.3. 新型举国体制的建设 

如前所述，“两弹一星”工程的成功实施，充分体现了党的统一领导、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

攻关等鲜明的中国体制特色，正是这些，帮助我们攻克了一个个尖端科技难关，为我国在短时间迅速赶

上世界科技先进水平奠定了基础。以“两弹一星”工程为代表，这种模式和特色曾经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也造就了“举国体制”这种模式[2]。对于“举国体制”来讲，尽管时代发生了变化，我们已经进入了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阶段，但过去成功的经验和管理方法依然值得好好学习和借鉴[12]。 
今天，我们提出建立“新型举国体制”和“国家创新体系”，在向西方积极学习其科学技术和制度

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善于从自己过去的成功模式中汲取经验，学习方法，以便建立新的创新体系，实现

新突破。要认清未来的科技发展规律，坚持自主创新，又要搞好国际合作，既要学习西方长处，又要避

免丢失自己的特色；如何利用我们不可复制的、独特的优势，排除干扰，继续坚持我们自己的道路，将

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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