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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强手林立的国际环境中增强

我国基础研究竞争力

乌家镶

基础研 究一旦获得重大突破
,

必将推动整个科学技术的发展
,

进而 带来生产方式与

产生结构的巨大变化
,

并引起社会生产力的新 飞跃
。

周恩 来同志生前曾经指出
,

没有一

定的理论科学研究做基础
,

技术工作就不可能有根本性质的进步和革新
。

随着世 界新技

术革命浪潮的波及
,

以及各国科学技术竞争环境的剧烈变化
,

现在基础研究工作的重要

性 已经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
。

走向世 界
,

在强手林立的国际环境中增强我国基础研究工作的竞争力
,

这是中国科

技工作者的光荣责任
,

也是 使整个中华民族科学技术事业繁荣昌盛的重要环节
。

解放 以来
,

我国基础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
,

为国民经济的发展 和国防建设作出了重

大贡献
。

在理论数学
、

高能物理
、

结构化学
、

地球物理 和地球化学
、

生物科学等领域
,

都取得了若千高水平的成果
。

19 6 3年
,

我国世界时服务的精确度就已进入国际先进行列
。

我国于 19 5 9年发现 了反西格马负超子
,

1 9 6 6年
,

首先提出了层子模型理论
,

19 7 2年又发

现了一个重粒子
。

我国最早实现了胰岛素的人工合成
,

最先完成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

酸的全人工合成
。

所有这些 表明
,

我国已初步形成 了一支水平较高的科研 队伍
,

在某些

学科的若干 重要前沿领域
,

已经作 出了国际第一流水平的工作
,

标 志着我国在基础研究

的一些领域已进入国际先进行列
。

但是
,

令人遗 憾而痛楚的是
, “ 左 ” 的思想干扰 和闭关锁国的做法

,

加上原有科技

管理体制的缺陷
,

在世界其他国家科学 技术高速发展的时候
,

我国基础研 究工作却大大

地落伍 了
。

在认识上
,

对幕础研究 工作探索性强
,

周期长
,

不确定 因素多
,

风险大
,

智

力密集等特点缺乏充分的认识
; 在管理体制 L

,

条块分割
,

各自为政
,

缺乏统筹规划
,

研究课 题
“
小

、

杂
、

散
” 、

以致低水平的重复
;
在资金分配上

,

吃 “ 大锅 饭
” ,

研究 单

位缺乏内在的压力
、

动力和活力
; 看不到差距

,

关起 门来搞科研等等
。

这一切都禁锢着

人们的思想
,

严重阻碍了基础研究工作的发展
,

拉大了我国同世界各发达国家的差距
。

今天
,

科学已从爱迪生带两个助手 搞发明的状态到 由几十名
、

上百名科学家从事研

究活动的类似美国 贝尔实验室的状态
.

进 而又发展到如今类似美国硅谷的状态
。

科学的

信息量 以几乎 每五年翻 一番的速度在激增
,

边缘学科在蓬勃兴起
,

跨地 区
、

跨领域
、

跨

学科的研究项 目不断涌现
,

现代化大科学越来越显示 出其国际性的特点
。

据有关资料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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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

不论哪一个大国的科技成果都不会超过国际总成果的百分之二十五
。

因此
,

走出国

门
,

积极开展国际合作
,

是发展基础科学研究的必由之路
。

科学是无国界的
,

现代科学技术是人类共 同劳动的成 果
。

尤其在基础研究领域内
,

许多工作不是一个国家能够独立完成的
。

参加最近 在我国举行的中美大气科技合作工作

组会议的美国科学家
,

对与我国开展合作研究表现出很大的兴趣
。

其道理很简单
,

因为

地球和大气层是一个整体
,

只研究本国的天和地
,

得出的结论是不全 面的
,

不完整的
。

同样
,

在其它一些领域
,

大到海洋
,

小到分子生物
,

都存在共同揭示科学奥秘的问题
。

在很多独立研究的领域
,

各国科学家也 在广泛地进行交流与合作
。

基础研究工作在国际上一般是开放 的
,

研究成果大多能公开共享
。

随着现代化大科

学时代的到来
,

已不可能由一
、

二个国家在所有领域中居于领先的地位
,

即使在某些领

域已 占有领先的地位
,

如不加强 国际合作也难 以得到巩固和向纵深发展
。

先进的科学实验手段是现代化大科学的一个重要标志
。

近代自然科学理论研究是从

有了实验科学之 后才真正形成的
,

许多重大基础研究之所以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和成就
,

首先是由于有了新的实验手段
。

随着基础研究在宏观和微观两个方向上向更深的层次发

展
,

科学仪器
、

实验设备越来越大型
、

精密和昂贵
,

人力
、

财力需求越来越大
,

组织统

筹工作越来越复杂
,

这对于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沉重的负担
。

而开展国际合作
,

正是解决

这一难题的好办法
。

利用已有的实验条件而不必 自己耗费巨资再建
,

借鉴现有的研究成

果而不必一切从头做起
。

欧洲发展高技术的
“
尤里卡

”
计划就是一个在各个领域广泛开

展国际合作
,

共同发展高技术的宏大计划
。

二次大战后 日本经济振兴的一条重要经验
。

就是大胆引进技术
。

联邦德国后来居上
,

也正是大量采用英
、

法两国的先进技术武装 自

己
,

才有可能创造出惊人的发展速度
。

我国基 础研究费用远远低于世界发达 国家
,

而国家又不可能在短期内投入更多的资

金
。

在有些领 域
,

我国有优秀的人才
,

但由于缺乏仪器
、

设备
、

试剂
、

材料而不能使研

究工作顺利地开展
。

我们研制的有些设备
,

由于某些关键的元 器件不能过关
,

而长期不

能使用
。

解决这些问题的出路之一
,

在于广泛开展 国际合作
。

通过国际合作
,

可以对外

开放我们的研究所和实验室
,

为各国科学家提供我们已有的实验条件
。

中国科学院 已于

1 9 8 5年正式宣布首批对国内外开放 两个研究所和 17 个研究实验室
。

同时
,

我们也可 以利用

别人 的夹稗条件
,

交换科技资料
,

开展我们的基础研究工作
。

通过国际合作
,

我们可 以博采各国所长
,

将国际上先进的东西学来
,

提高我们的研

究起点
,

逃 过某些阶段
,

加快我国基础研究工作 的步伐
。

广泛开展 国际合作
,

我们可 以

少花钱
,

多办事
,

有助于缩短我们同科学发达国家的差距
,

跟踪并在一些领域超过世界

先进水平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加强 我国的基础研究和部分应用研究
,

运用

基金机制
,

推动联合
,

鼓励竟争
,

搞活科研
。

它的设立 是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重大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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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着我国科学技术活动的管理水平 又有了新的提高
。

国家科学基金委的成立
.

受到国

内各科研单位 和广 大科技工作者的热情欢迎 和支持
。

不少国家的科学基金组织 和科技界

人士积极与我们联系
,

表示愿意与我们开展交流与合作
。

国家科学基金委成立 后
,

当年

即受理科学基金的申请项目达 12 0 0 0项
,

申请金额达 10 亿元
,

相当于 1 9 8 2年至 19 8 5年中国

科学院科学基金申请项目总和的 1
.

28 倍
,

申请金额总和的 1
.

59 倍
。

国家科学基金委一方面要做好国内评审工作
,

另一方面则要贯彻
“
对外开放

”
的方针

,

积极开展国际合作研究和学术交流
,

加速 我国基础科学研究工作走向世界的步伐
。

为此
,

首先我们要有面向世界的眼光和战略
。

要了解国际上基础研究的最新动向
,

利用国际上的先进科学技术成就提高我们的研究起点
,

促进 我国的基础研究进入 国际竞

争的舞台
,

及时采取适应国际竞争的灵活策略
。

总之
,

要遵循国家科技发展总体战略和

统一布署
,

结合科学基金委员会的实际情况
,

积极稳步地开展 国际合作与交流工作
。

在

具体方法上
,

我们可以灵活多样
,

走出去和请进来
,

从短期考察到互访讲学
、

合作研究
、

双边和多边的学术讨论会
,

派遣研究生 和进修生
,

举办讲习班等
。

第二
,

把重点放在项目的合作研究上
。

通过合作研究
,

达到出成果
,

出人才
。

在合

作研究项目的选择上
,

我们要处理 好目前和长远
、

面向和储备
、

应用和基础的关系
,

坚

持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
,

科学技术工作 必须面 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
,

优先支持

以下的合作项目
:

有利于促进我国科研工作合理布局
、

纵深配备
、

增加储备的项 目
,

有

重大学术价值
、

确属科学前沿领域
、

对科学技术 自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

经过努力可以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研究项 目
,

思想新颖
、

应用背景明确
、

在国民经济中有举足轻重的

前景项 目
,

有利于发挥 我国 自然资源优势
、

可望获得重大经济效益的项 目
。

在科研队伍的组织 上
,

要打破部门所有制
,

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
,

尤其要

充分利用人 才
、

经 济
、

科研力量雄厚的高等院校
、

科研 单位
、

军工部门的有利条件
,

大力

加强跨地区
、

跨部门
、

跨学科的横向联合
。

同时
,

重视发挥 目前正 在国外学习和进修的

我国学者的作用
。

第三
,

要积极与世界各国科学基金组织及相应的学术团体
、

国际性学术机构建立联

系
,

开展广 泛的交流与合作
,

并吸引在我国举办国际学术会议
。

热忱欢迎 国内外人士的

捐款和赠款
,

并将根据捐赠者的意愿和我国的有关规定
,

设立专项基金或名人基金
。

“
问渠哪 得清如许

,

为有源头活水来
” 。

我国对外开放政策在经济领域里取得 了成

效
,

同样
,

随着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 和具 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基金制的逐步完善
,

对外开放的政策也一定会促进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
,

一定会大大促进和加强我国的

基础研究工作
。

浙江大学设立科学基金

19 8 6年
,

学校设立
“
浙江大学科学基金

” ,

支持立题新颖
,

学术思想及技术路线有

独到之处的课题
,

鼓励发明创造
心
基金金额暂拨70 万元

。

当年经评审有85 个项 目获得资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