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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基金制为出成果出人才创造了条件

从 19 82 年中国科学院受国家委托试办自然科学基金和 19 8 6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建立以来
,

截止 1 9 86 年底
,

我校共获得资助项 目 61 项
,

经费近 20 0 万元
,

占我校基础研究经费

的 51 多
。

参加的科研人员达 2 65 人次
。

几年来
,

共发表论文 2 71 篇
。

其中在国外发表交流 5 3 篇
,

评审
、

鉴定成果 17 项
,

获得各级奖励 14 项
。

广大科技人员把得到国家科学基金的资助看成

是一种荣誉
,

因而充满了荣誉感和责任感
。
最近

,

学校科研处对今年的科研计划进行了检查
。

基金项目普遍进展 良好
,

有些已经提前完成 了计划
,

取得了可喜成果
,

事实证明
,

科学基金制是

成功的
。

科学基金对我校的科学研究工作的推动和影响是很大的
。

一
、

促进了基础研究工作的发展

四川大学是有悠久历史的综合性大学
。

多年来已形成了一些基础好
、

实力强的科研重点
。

科学基金的资助使我校基础研究项 目有了可靠稳定的经费来源
。

保证了科研活动的 健 康 发

展
。

改变了学校在吃
“
大锅饭

” “
平均主义

”
那个时期

,

一些基础研究项目得不到重点支持的情

况
。

现在在国家科学基金项 目指南的指导下
,

我校基础好实力强的项 目大都得到了资助
,

为研

究工作创造了必需的工作条件
。

保障了更快地取得研究成果
。

譬如
,

我校的数学系和数学研究所
,

从 1 9 8 2年至 19 8 6年已有 15 个项 目获得了资助
。

在

老专家的带领下
,

已形成了结构合理的科研梯队
,

并产生了高水平的中青年学术带头人
,

他们

都已成为科研骨干
,

有些已成了国内外知名人士
。
五年来

,

他们指导了 30 多名博士生和硕士

生深人开展科学研究
,

在拓扑学
、

算子理论
、

数论
、

组合论等方面取得的科研成果达到了国际先

进水平
。

近几年来在国内外已发表学术论文 100 多篇
,

其中在国外发表和交流 20 多篇
,

他们

还多次被邀请到法
、

美
、

日
、

比
、

西等国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上宣读论文
,

并获得好评
。
进行拓扑

学研究的中年教师刘应明教授
,

近几年已成为国际著名的科学家
。

孙顺华
、

魏万迪
、

孙琦等几

位教授的研究成果也多次获得国家和四川省的科技进步奖
。

又如
,

化学系先后获得了 14 个基金资助项 目
。
从事化学热动力学研究的邓郁教授领导的

科研集体
,

进行了热动力学理论研究
,

并已取得成果
,

研究出的
“ 无量纲参数法

”
新方法

,

富有创

新意义
,

在国际进行同类研究中属世界先进水平
,

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
。

其他研究如 : 冠醚
、

昆

虫性息素等方面的研究也达到了较高水平
。

科学基金的资助使这些本来基础较好的学科锦上

添花
、

更上一层楼
,

使得有些领域的科研水平更快地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

二
、

为发现和培养人才创造了条件

由于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坚持
“
竞争

、

择优
、

高门槛
”
的原则

,

这就使得所有的申请人

都具有相同资格进人一个平等的竞争环境中
,

这有利于发现优秀人才
,

特别是为一些资历浅
、

无名望的
“ 小人物

”

创造了发挥才干的条件
。

前几年
,

我校一些学科的学术带头人 (老教授 )大都

获得了科学基金帮助
。

近几年
,

一些优秀中青年在竞争中崭露头角
,

以学术思想新颖
,

独立开

拓能力强等优势获得了基金资助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坚持公正择优的评审原则
,

摈弃

了过去那种因袭传统
,

只看辈份
、

资历的消极影响
。
对这些有创见有希望的年轻人给予了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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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视和热情的支持
。

例如
,

我校生物系一位年仅 2 7 岁的青年教师
,

在 日本留学的五年间
,

在

植物生理方面的研究十分出色
,

发表了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研究论文
。
回国后

,

他申请了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

国家科学基金委生物学部专家组发现了这颗好苗子
,

十分重视
,

还专门派人来

我校调查落实
。
当面对这位青年教师进行考核

,

考察了所提项 目的研究工作的基础和素质条

件
。

他们认为
,

支持这项研究
,

可以使研究工作继续跟上和保持世界前沿水平
,

如果得不到有力

的资助
,

不仅研究中断会中断
,

而且也埋没了人才
。
因而一致同意给予重点资助

。

目前
,

我校其他学科的年轻科研人员得到科学基金资助的项 目一般都进展得很好
。
如

,

“

固体物理
” 、 “
模式识别

” 、

以及
“
快分子离子与固体相互作 用机制

”
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 了较好

的成绩
。

他们才华出众
,

有独特创见和实干精神
。

而且多数与国外学者和国际学术组织保持

着较多的联系和交流
,

信息灵通
。

对国内外的研究动态能及时掌握
,

从而避免了低水平重复
。

由此可见
,

科学基金
,

为出成果出人才创造了有利的环境和条件
。

三
、

有利于促进教学质量和学生质量的提高

获得科学基金资助的教师大多数既是科研负责人
,

也是教学的骨干
。

他们担负着培养大

学本科生
、

硕士生的重任
。

科研工作有力地促进了教师质量的提高
。

据统计
,

在我校基金项 目

中
,

共有 7 0 多名博士生和博士生参加了科研工作
。

每年还有不少大学本科生在参加研究工作

中做毕业论文
。

他们成了科研工作一支不可缺少的生力军
。

在教师的指导下
,

不仅在研究方

法
、

实验技术
、

理论分析等方面得到了全面的严格训练和培养
,

而且在工作中得到 了重要结果

和新的发现
。

例如
,

在量子化学
、

原子簇催化理论
、

有机合成等基金项 目中有 40 名研究生参加了科研工

作
,

由于进行了科研系统训练
,

具有较强的理论基础和研究能力
,

毕业后工作得很好
,

在教学和

科研上做出了成绩
。

数学系研究生罗惫康发表了四篇关于仿紧性研究论文
,

国内外专家很感

兴趣
。

在美国加州大学一位教授的推荐下
,

全部研究论文已在国外学术刊物上发表
。

另一位

研究生李中夫关于紧性方面的研究工作
,

已被国内外专家在教学科研中普遍 引用
,

现在李中夫

副教授正准备参加两项重大基金项 目的部分研究工作
。

综上所述
,

我们感到
,

几年来实行基金制在我校已收到了明显的效果
。
过去一些

“
闭门造

车
”

的研究工作
,

不仅方向旧
,

课题老
,

而且有些还是重复研究
。

浪费了人力
、

财力
。
与国家急

需和鼓励研究的方向相距甚远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发布科学基金项目指南

。

积极支持

那些有学术价值
,

思想新颖
,

属于世界前沿水平和对国家有重要应用前景的研究
。

这样就有利

于我国基础研究和部分应用研究在有目的
、

有计划的指导下进行
,

方向明确
,

形成了气侯
。

对

理论研究的发展和国民经济建设都会产生实质性的推动作用
。

在我们高等院校中科学基金制

的实行
,

对 出成果
、

出人才
、

促进教学和劳动新兴学科
、

交叉学科的发展更是产生了多方面的深

远影响
。

我们建议国家科学基金委还应加强对有重大应用前景的项 目的支持
,

加速基础科研成果

向应用方向转化
,

加强对材料
、

信息等技术学科的经费支持
。
用有限的科学基金

,

发挥最大的

经济效益
,

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
。

同时还可以多组织一些联合研究的大项目
,

将分散的力量组

织起来发挥优势
,

共同解决一些重大课题
。

(四川大学科研处 曹 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