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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蓉生

根据我国所特有的国情
,

选准适合我国具体条件的自然科学领域作为优先发展的领域
,

集

中优势力量突破难关
,

是使我国科学技术走在世界前列的根本措施
。

具体地说
,

我认为从现在

起到 2 0 0。年这段时间内应选择以下领域作为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的优先发展领域 :

一
、

生命科学 这是本世纪末下世纪初将取得重大突破的领域
。

这一突破不仅有巨大

的科学价值
,

而且会形成巨大的生产力
,

促使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发生巨大的变化
。

我国在生物

学方面有一定基础
,

如有意识地使我国物理
、

化学和数学等方面的力量与之结合
,

就会形成

一优势力量
。

在 2 0 0 0 年前后在这一领域取得一些突破
,

使我国在这一领域迎头赶上先进国

家
。
与高能物理

、

宇航研究等一类领域相比
,

生命科学是花钱较少
、

获利更快
、

适合我国财力和

人力条件的发展领域
,

也是与解决十亿人 口吃
、

穿
、

住
、

医及生育等问题密切相关的领域
,

我们

理应把它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
。

二
、

信息科学 人类社会将带着
“
信息

”
的特征跨人 21 世纪

。
信息是现代化社会的标

志
,

是当代高科技的集中代表
。

我国要在 21 世纪末实现经济翻两番
,

达到小康生活水平和在

下世纪中叶赶上先进国家的水平
,

不可不重视信息科学的发展
。

这一领域犹如体育队伍中的

女排
,

如能突破
,

则能把我国科学水平提高到世界水平
,

为我国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和全面进人

世界先进行列打下基础
。
采用引进一消化一创新一输出和集中精锐力量进行小面积的突破

,

然后逐步展开的方针
,

是有条件在这方面搞出特色的
。

要切忌搞群众大办
,

一窝蜂上那种劳民

伤财而无效果的做法
。

三
、

海洋科学 这一领域总的来说还处于初创阶段
,

但各国均已认识到它的重要性了
。

因为我们所处星球表面的绝大部分是海洋
,

它蕴藏着的巨大能流
、

矿藏
、

食物 等将是人类取之

不尽
、

用之不竭的新源泉
,

而人类至今仍对它知之甚少
。
因此

,

人口 众多
、

耕地面积缺乏
、

海岸

线绵长的我国应努力在这一领域捷足先登
,

充分开发这一巨大的聚宝盆
,

使其为我国四化服

务
。
当世界各先进国家把精力集中在宇航研究企 图开发太空之时

,

我们如把力量放在更现实

得多的海洋科学研究上
,

把 海洋开拓出来作为我国人民生存的新领域
,

必将使我国实力大大增

强
,

使广大人民获得更多的利益
。

除了这些优先发展的领域
,

其它领域如能源
、

材料
、

环境等科学领域自然也不能忽视
。

在

安排规划时
,

应处理好点面关系
,

做到协调发展
。

在这些优先发展的领域中
,

下列基础研究课题
,

我认为应作为战略重点来安排
:

1
.

生物分子 (基因
、

蛋 白质等 )结构和功能相互关系的研究 ;

2
.

基因遗传密码的剖译 ;

3
.

生物化学电子学与生物信息科学 (包括神经传输过程和机制
,

思维过程
,

生物电子计算

机
,

各种智能生物传感器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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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农业分子生物学 (在分子尺度上研究粮食
、

畜牧和各种农业生物工 程的基础课题 ) ;

5
.

物质相互作用 (物理的
、

化学的或生物的 ) 过程中产生的各种信息与物质的宏观和微观

组成
、

结构
、

状态
、

运动变化情况等的因果关系研究 ;

6
.

光通讯基础研究 ;

7
.

各种信息库 (数据
、

图谱
、

基因
、

种子等 )的建立和检索解析 (联机联谱检索解析 ) ;

8
.

海洋生物和化学资源调查 ;

9
.

海洋物理化学研究 ;

1 0
.

海洋生物学和海洋生物工程研究 ;

11
.

海洋能源和资源综合开发利用 ;

12
.

新型生物有机光电材料 (如有机感光
、

光导
、

光纤材料
,

有机半导体
、

导电
、

超导材料等 )

的研究 ;

1 3
.

激光光谱学研究 ;

14
.

自然科学决策和自然社会学研究
。

为使我国基础研究健康发展
,

建议采取以下措施
:

1
.

加强人才培养
。
对优先发展的领域

,

设立研究生基金
,

吸引优秀人才
。

改革教学内容
,

使培养出的人才具有发展该领域所必须的知识结构
。
例如

,

现代生命科学是一个生物
、

化学
、

物理
、

医学等多学科交叉的领域
,

只由具有经典生物学知识结构的教师来培养学生 (这是目前

国内大多数大学的实际情况 )
,

则学生素质再好 (目前各大学生物系招收的多是尖子学生 )也培

养不出合格的人才
。
只有按交叉学科要求改变师资构成

、

改革教学内容
,

按交叉学科知识结构

组织教学 (像国外的 iL b e r al A srt E d cu iat on 一样 )才有可能培养出合格的人才来
。
此外

,

我国

目前的教育有利于专门人才的培养
,

对于培养能纵观科学全局
、

运筹帷惺的科学帅才却很不得

力
,

建议设立科学决策学专业专门承担此项培养任务
。

2
.

设立专项研究基金
,

鼓励优先领域和重点课题的研究
。
例如

,

可设立遗传密码剖译基

金
,

优先批给进行多学科联合研究的单位和人员
。
应提倡企事业部门也设立研究基金

,

资助开

发性基础研究
。

3
.

人员政策上应放宽搞活
,

决策过程要听取第一线工作的中青年专家的意见
。

要打破大

学生考大学一次订终身的做法
,

允许学生改换所学专业
,

允许学生学多个专业
,

使有才华的青

年能选择最适合自己的专业
,

学其所爱
。

要真正允许人才流动
,

国家可利用经济杠杆和其它手

段调节控制人才流向
。

在人员奖励和提升晋级等政策措施上要真正体现鼓励协作
、

支持有能

力的中青年的创新精神
,

打破论资排辈
、

论名行赏的有害做法
。

现在科研中盛行的单千
、 “
开夫

妻店
”
和相互保密

、

相互挖墙脚之风是现行奖励和人员提职考核政策的消极反映
,

不利于交叉

学科和重大课题的研究
。
应设法消除现行政策中的这些消极影响

,

真正做到论功行赏
、

论才提

拔
、

论成就排序
。
造成适于有创造能力

、

敢冒风险
、

勇于攀登的中青年科学工作者顺利成长的

条件和环境
。
此外

,

还要大力清除科学领域中的封建影响
,

如师徒相袭
、

近宗繁衍
、

封建门户

等
,

提倡学校
、

科学院
、

企事业单位的科技人员经常性的长短期交换
,

以达到相互取长补短和利

于交叉
,

前沿学科成长的目的
。

目前我国在科学发展决策过程
、

基金审批过程中的一些做法
,

并不利于前沿和交叉学科的发展
。
例如

,

据说世界银行第四批教育贷款的最初意向是支持高

等院校中前沿学科的发展
,

但在征求了老专家们的意见后
,

改成重点支持有博士点的学科
。 :

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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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周知
,

只有那些老学科
,

如工科院校的机械
、

电机才有最多的博士点
。

而新的前沿交叉学科
,

主要成 员都是中青年
,

是很少有博士点的
,

因而这笔教育贷款自然就把支持的重点从前沿转向

了老学科
。

这种前沿变后沿的情况
,

在自然科学基金的审批上也表现得很突出
。

一些有创见

的研究课题得不到支持
,

而为审批者所熟悉喜爱的领域的研究课题或是某某老专家署名的课

题
,

即使没多大科学意义
,

也较容易批准
。
因此

,

为了有利于交叉学科和前沿学科的发展
,

保证

优先发展领域和重大战略课题
,

建议采用以下具体做法 :

( l) 决策机构 (如科学基金委员会 )的专家成员中吸收一部分奋战在优先发展领域和战略

重点课题第一线的中青年参加 ;

( 2 ) 决策机构的专家成员由各学会选择推荐 ;

( 3 ) 决策过程尽量多依靠群众
,

多征求在第一线工作的科学工作者的意见 ;

( 4 ) 学科的划分和硕士
、

博士后学位的设置应考虑新学科 (多半是前沿
、

交叉学科 )的发

展
,

不要僵化不变
。

斗
.

基金课题的申请
,

应立法保证申请者的权利
,

防止申请者提出的新思想
、

新方法被有条

件的审查人员窃取
。

据了解
,

许多人在 申请时都不敢把新的想法和计划如实地填写在申请表

上
。

这样就妨碍了基金审批的准确率的提高
,

也使一些新思想因得不到必要的支持而延误
,

甚

至夭折
。

5
.

采取有力措施加强科研的组织管理
,

优先发展领域和战略重点课题由专项基金委员会

直接管理
。

对于申请了基金而不开展工作的单位或人员
,

或显然无力完成申请课题的单位或

个人应追回所申请的基金
,

并记录在案
,

以备以后审批基金项目时参考
。
对于进展迅速或突破

苗头的单位或人员
,

可以再批给一定数的基金
,

以示鼓励和促进
。

6
.

提高科研后勤供应的效率
,

保证第一线科研人员能专心致志地高效率工作
。

后勤服务

跟不上是我国科研效率不高的主要原因之一
,

故必须着力加以解决
。

建议专项委员会可招标

相关的厂商
,

专门承担优先发展领域和战略重点课题的后勤供应工作
。
对中标的厂商要求他

们能快速优质地供应前方研究的需要
。
基金委员会指定获得基金的单位和人员在这些中标的

厂商那里使用基金
,

并定期评定厂商的供应质量和态度
,

优秀者可优先享受研究成果的转让和

以后的供应权
,

效率不高或态度不好者要处以罚金直至取消资格
。

基金委员会根据这些评定
,

对厂商进行奖惩
,

以确保后勤供应的及时和质量
。

7
.

重视高等院校科研力量
,

利 用经济等杠杆鼓励高等院校
、

科研机关和企事业部门之间的

横向合作
,

充分发挥合作单位多学科人才和仪器设备优势
。
也可参考美法等国那样

,

规定研究

生学位授予权只给学校
、

科研单位和企事业单位的科研人员
。
只有在相应学校兼职者才可指

导研究生和有学位授予权
。

8
.

加强国际学术交流
,

兼容并蓄各国之所长
。

由于我国还很穷
,

尽管国家很重视
,

我国和

其它国家的学术交流仍很不够
,

建议今后除往外派遣留学生和聘请专家来华讲学外
,

应注意加

强国内外经常性的学术交流
。
国内同行间除了定期的学术会议外

,

应加强经常性的学术互访

或长
、

短期地交换研究人员
、

互相开放实验室
。
与国外的交流

,

应扩大民间的交流
,

重点放在信

息和资料方面的交流
,

也应有一定比例的研究人员互访
。

建议在专项研究基金和研究生基金

中拨一部分外汇指标供进行国际学术交流使用
。

应该看到
,

这种投资是有效益的
,

产出会比投

人大的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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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在科研方面的投资仅 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0
.

7一 1多
,

到 2 0 0 0 年应力争达 到 大于
2 多

,

起码应达到印度的水平
。

由于实行学衔制的时间不长
,

目前我国科研人员中具有学衔的

人还很少
,

到 2 0 0 0 年时
,

中级职称以上的科研人员中具有博士学衔的应达到半数以上
。

我不

赞成以论文的数量论优劣
,

应注重论文的质量
,

应使我们的一级学术刊物能与先进国家的相应

刊物争高低
。

我在美国密执安大学化学系
、

物理系和生物系 (生物物理所 ) 的图书馆里未见到

过一本中国出版的学术刊物
,

而其它国家如西欧各国
、

苏欧国家
、

日本
、

印度等的学术刊物在那
·

里都可查到
。

我们应争取在 2 0 0 0年时使美国
、

日本
、

欧洲各先进国家的学者感到
,

在他们的图

书馆里不订阅中国学术刊物是信息检索的一大损失
。
至于包括诺贝尔奖金在内的各种学术奖

,

我相信只要在优先发展的几个领域中我们取得 了突破
,

是肯定可以获得的
。

9
.

建议建立一些跨研究所和高等院校的重点开放型实验室
,

鼓励申请到专项基金的人员

到这些实验室做研究
。

这种开放型实验室应有计划有步骤地在全国合理布点
,

切忌一窝蜂而

上
。

实验室的人员结构和仪器装备都应是多学科综合组成的
,

由专项 基金委员会直接领导
,

从

全国抽调人员组建或改造
、

完善现在已初具条件的某些实验室来承担
。

这些开放型实验室建

成后
,

即应成为发展优先领域
、

攻克重大战略课题的研究基地
。

以这些基地为依托
,

就可以
.

把全国相应力量组织到一起
,

形成一支浩浩荡荡的科研大军
,

又有何难不 可 胜
,

何 险 不可

摧 !

O P I N I O N S O N T H E P R I O R I T I E S O F N A T U R A L

S C I E N C E S I N C H I N A

( S h e n g R o n g s h e n g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