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典语录昨天凌晨昨天凌晨，，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
长长、、著名经济学家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科学院大学管理学中国科学院大学管理学
院院长成思危先生与世长辞院院长成思危先生与世长辞，，享年享年8080岁岁。。

成思危被媒体称为成思危被媒体称为““创业板之父创业板之父”，”，主要主要
研究领域为化工系统工程研究领域为化工系统工程、、软科学及管理科软科学及管理科
学学，，近年来致力于探索及阐明虚拟经济的特近年来致力于探索及阐明虚拟经济的特
点与发展规律点与发展规律，，并积极研究和推动风险投资并积极研究和推动风险投资
在中国的发展在中国的发展。。由于他为中国新兴的风险由于他为中国新兴的风险
投资业做出奠基性贡献投资业做出奠基性贡献，，业内人士亲切地称业内人士亲切地称
他为他为““中国风险投资之父中国风险投资之父”。”。

成思危生平

1951 年至 1952 年 在

广州南方大学工人学院

学习政治理论，后任广东

省总工会组织部科员、广

州珠江区“五反”指挥部

民船业分队长

1952 年至 1956 年 先

在华南工学院无机专业

学习，后并入华东化工学

院无机物专业学习

1981 年至 1984 年 在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

校学习，并获得工商管理

硕士学位

1993 年至 1994 年 任

化工部副总工程师兼科

研总院总工程师

1994 年至 1997 年 任

化学工业部副部长、民建

中央主席(自1996年12月

起)

1997 年至 1998 年 任

民建中央主席

1998 年 任全国人大

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

央主席、中华职业教育社

理事长

2003 年 3 月 在十届

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

选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副委员长

曾任 第七届、八届全

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八

届四次会议增选为常务委

员。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副委员长，第十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据《法制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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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选择
跨越两个世纪报国之旅

据《人民日报》2013年8月报道，成思危是成家

五个孩子中的独子，父亲成舍我是杰出的一代报

人，母亲萧宗让曾留学法国。书香门第的他自幼便

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

成思危在北平时，已深受鲁迅、茅盾、巴金等进

步作家的影响，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当数《家》、

《春》、《秋》“激流三部曲”。在《家》这部著作中，觉

慧毅然决然离开家，寻得了人生道路。在成思危看

来，他人生的第一个转折，就像是觉慧的真实写照。

当时，国民党统治下的北平，人民生活在水深

火热之中，少年时代的成思危对国民党的统治甚为

反感。1948年底，随父亲举家搬迁到香港后，成思

危就读于左派学校。受社会进步思想的影响，1951

年，年仅 16 岁的成思危做出了他人生第一个重要

转折，毅然决然地抛弃了优越的家庭生活，抱着对

新中国的憧憬和理想，回到广州。自此，他开始了

漫长的跨越两个世纪的报国之旅。

成思危先是进入叶剑英兼任校长的南方大学

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广东省总工会工作，还曾在

新中国成立前在水上、处境悲惨的民船业中工作

了一年，上了“最好的社会大学”。由于良好的工

作表现，成思危被选送到华南工学院、华东化工学

院学习。

毕业时，成思危被分配到沈阳化工研究院工

作，满怀抱负地投入到“向科学进军”的祖国建设高

潮中。正当成思危雄心勃勃要干一番事业时，“文

革”开始了。戴着“出身官僚资产阶级”帽子的成思

危，被下放当了锅炉工，后因周恩来总理评价他父

亲的一句话，才最终摘掉戴了20多年的“帽子”。

“文革”结束后，成思危做了他人生第二个重要

的决定，选择去美国读书。当时已在化工界小有名

气的他，却改行学了工商管理。

毕业时，他推辞了美国公司和研究机构的邀

约，也婉谢了父亲希望他回台湾继承家业，而是选

择回国继续为新中国的建设出一份力。他将风险

投资的理念带回国内，成为了后来享誉国内外的

“中国风险投资之父”。

1994年，临近退休之年的成思危本打算安度晚

年，去看看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姐妹。但是，作为知识

分子的成思危，最大的希望是自己的建议和意见能

够达至高层，对国家和人民有所贡献。于是，成思危

欣然接受邀请，加入了民建，并在1996年民建六届

五中全会上当选为民建中央主席。1998年3月，成

思危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生的第三

次转折，也让成思危从一名学者走向了政坛。

“创业板之父”
成思危逝世

最后声音:驳国际金融阴谋论

6月11日，成思危八十寿辰当日，他赋诗一首，抒
发感怀：

畅游人间八十年，狂风暴雨若等闲。

雏鹰展翅心高远，老牛奋蹄志弥坚。

未因权位抛理想，敢凭刚直献真言。

最后声音:
驳国际金融阴谋论

昨天上午，记者与中国科学院大学

取得联系，校方工作人员感慨道：成老

生前真心是投入这份事业中。

昨天上午，国科大发文悼念成思危：

自 2002 年 9 月起，成思危教授担

任中国科学院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其

间，成思危教授为管理学院的发展做出

了巨大的贡献。他亲自参与制定管理

学院的发展战略，致力于将学院建设成

为有国际影响的、国内一流的研究型管

理学院。

多年来，成思危教授积极推动管理

学院金融学等相关学科的建设与发展，

推进与国内外著名高校和研究机构的

交流合作，关注青年教师的成长、研究

生的培养和教育。他坚持每两周开设

一次现代金融研讨班，并为研究生连续

开设了经济学、金融学、中国特色经济

学等课程。

成思危教授的座右铭是“慷慨陈词

岂能皆如人意，鞠躬尽瘁但求无愧我

心”。在经济学领域，他用渊博的学识

和理性的思维为国家发展建言献策，在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培养青年人才、探

索理论前沿上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将

其一生的才华献给了中国改革与发展

大业。

媒体关于成思危最近一次的报道

是2015年6月11日。据民建中央网站

消息，2015年6月11日上午，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孙春兰带

着中共中央的关怀和温暖前来为民建

中央原主席成思危祝贺八十寿辰。其

乐融融的气氛中，成思危赋诗一首，表

达谢意，抒发感怀。

今年 5 月 21 日的《人民日报》曾刊

出他的文章，谈金融改革战略观问题。

他认为，一些人在金融领域国际合作上

主张“阴谋论”，与实际情况不符。金融

安全既不能麻痹大意，也不能草木皆

兵，金融改革不可错失良机。

而在4月的智库研讨会上，成思危

指出，智库要“实事求是，要多讲真话实

话，少说空话套话，不说大话假话。如

果智库来讲大话假话，那就非常危险。”

“创业板之父”
“中国风险投资之父”

1998 年，成思危就提出创业板，

并一直为之努力推动，终于，2010 年

创业板推出。成思危因此被称为“创

业板之父”。

1998年，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

上，成思危代表民建中央提交了《关

于尽快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提

案》，这就是后来被认为引发了一场

高科技产业新高潮的“一号提案”。

此后，国内掀起了风险投资的热潮。

在风险投资在我国方兴未艾之

际，成思危意识到，风险投资在中国

还是年轻的事业，需要从理论、实务、

政策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为此，他

在繁忙的公务之余著书立说，自著和

主编了大量书籍，写了为数众多的论

文，研究和探索风险投资在中国的发

展路径。

成思危指出，中国风险投资的发

展面临严峻挑战，发展风险投资事

业应实行三步走战略：首先是建立

风险投资公司，为国内外投资者提

供咨询与服务管理；第二步是建立

风险投资基金，并制定相应的法规

及管理办法，从国内外吸收资金；第

三步是建立包括二板市场在内的风

险投资体系。与此同时，成思危强

调，风险投资的重点领域应当是高

技术领域，支持的重点阶段应是创

业阶段。

2003 年，在成思危的积极倡导

下，中国风险投资研究院正式成立，

从而建立起国内风险投资领域政策

制定者与实务界沟通的重要桥梁。

2004年6月，深圳中小企业板正式开

盘，迈出了“三步走”战略中的一步。

成思危强调，中国风险投资事业成功

的关键因素是培养自己的风险投资

家，从培养项目经理入手。由此，风

险投资在中国才真正开始引起政府

和国人的关注和重视，并进入了一个

高速发展时期。

由于成思危为我国新兴的风险

投资业做出奠基性贡献，业内人士亲

切地称他为“中国风险投资之父”。

我毕生的抱负就是能为富国强民做点事。

我们要努力做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务实的理

想主义者、审慎的乐观主义者。

多研究少开口，多学习少应酬，多办事少出头，多

协商少独谋。

勤奋学习，自强不息，淡泊名利，知足常乐。

多说真话实话，少说空话套话，不说大话假话。

做人要正直，做事要认真，做学问要勤奋。

慷慨陈词岂能皆如人意，鞠躬尽瘁但求无愧我心。

没有风险投资，建设创新型国家难以实现。

经济只能保证我们的今天，科技能保证我们的明

天，只有教育才能确保我们的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