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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性科学研究需要稳定

顾功叙
*_

_
摘要 本 文 论述了建国 0 4苹来

,

我国的基础性科学研究工作由于各种原因屡受挫折和冲击
。

文

中建议
,

在现今党和国家强调和重视基础性科学研究的大好形势下
,

首先要统一明确基础性科学研

究的概念和含义
,

保证经费 来源的长期稳定和公平合理的加以使用
,

以使我国的基础性科研工作能

长期稳定下来
,

力争取得近期的和远期的最佳实效
。

思想认识的稳定

在我国
,

基础性研究的概念和含义长期 以 来一 直 是 模 糊不 清 的
。

直 到 最 近
,

40 年快

过 去了
,

还在议论基础性研究的特点和名词
。

去年国家科委 委托 中 国 科 学 院 调 查 研 究 我

国基础性科学研究工作的现状和问题
。

在调研报告 中
,

首 先 论 述了基础 性 研 究 的 概 念 和

作用问题
,

可见基础性科学研究在我国还处于不知是 怎 么 一 回事 的状态
。

报告中是这 样

写的
: 基础性研究的特点具有继承 性

、

探 索性
、

创 造性
、

结果不确定 性
。

并将 过 去
“

基础

研究
”
和

“
应用基础研究

”
的名词统称为

“

基础性研究
” 。

报告中还提到
,

在我国基础性研究工作存在的问题有
:

1
.

由于政治和政策上的原因
,

基础研 究曾屡受 冲 击 和 干 扰
,

一直处于摇摆之中
。

在政

策上
,

由于长期以来形而上学思想的影响
,

政策变化不定
,

时而强调
,

时而冷落轻视
。

加之

不 尊重基础性科学研究的特点
,

过分强调经济效益
,

使部分科学研究人员在心理上受到压力
,

缺乏稳定感
。

2
.

投资强度过低
,

且不配套
。

3
.

科学研究人员待遇太低
。

中国科学院本身自 1 9 4 9 年成立以来
,

在基础与应用
、

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总是搞不对头
,

反复无常
,

每遇政治运动
,

必然受到冲击
。

文化大革命以后
,

全院科学研究的方向定为
“
两侧重 ”

(侧重基础
,

侧重理论 ) 和
“
两服务

”

(服务于经济建设
,

服务于国防建设 )
。

当时确实想把

全院科学研究工作的主攻方向稳定下来
,

但到现 在 又 不 是 这 样 提 了
,

使 人 怀 疑似 乎又变

了
。

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后
,

提 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

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
,

科学技

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
,

要尊重知识
,

尊重人才等等带有国策性的原则
。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政

府工作报告中则提到要保持一支精干的高水平的研究队伍
,

继续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
,

推

动新兴技术和高技术的发展
。

成立了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

其主要资助方向是基础性研

究
。

但是
,

尽管党和政府如此强调和重视基础性科学研究
,

人们仍感不够踏实
,

仍不无带有等

国家地震局地球物理所研究员
、

学部委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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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瞧的疑虑心理
。

原因很明显
,

如果到现在连什么是基础性研究的概念都没有固定的认识
,

如何谈得上重视
和加强

。

再如过去 40 年中在基础性名词方面就是变来变去
,

已真够不稳定了
。

虽然只是名诃

的定义问题
,

但如其含义不明确
,

在工作中势必造成极大的紊乱
。

中国科学院过去曾将科学研
究项 目分为基础研究

、

应用基础研究等
。

基础研究定义为应用目的还不清楚的
,

是探讨和认识
`

自然规律的研究
,

如生命起源
、

地球起源之类
,

听占项目为数极少
,

可由少数人长期或毕生从事

探索
。

应用基础研究则定义为应用目的是清楚的
,

但必须经过长期创新和探索的基础性研究

工作
,

才能达到 目的
,

且允许失败
,

它所占项目是绝大多数
。

对这样分类和定 义
,

大家认为是比

较明确的
。

但是
,

后来突然出现了一个
“ 应用研究

”
的名词

,

把应用基础研究中的
“
基础

”
二字挖去了

,

好象应用与基础是矛盾的
,

引起了不该产生的误解
。

有人就 以为
“
应用研究

” 无须开展基础性
_

研究
,

拿来就用
,

等同于
“
开发

” 。

另外
,

又出现了
“

有应用前景的基础研究
” ,

括号内注解即
“
应

用基础研究
”

的名词
,

现在则又用
“
应用研究的基础部分

” ,

括号内也注有即
“
应用基础研究

”

的

名词
。

还有人一提到基础研究就说成
“ 基础理论

” ,

而
“

理论
”
的含义只是人的思维

,

包括假说
、

推

理
、

演算等
,

是只动脑的工作内容
,

这样就把科学上许多基础的东西都说成来自
“

理论
” ,

把
“

基
-

础
”
等同于

“

理论
” ,

这 当然是不对的
。

为了使基础性研究在思想认识上稳定下来
,

建议参照上述国家科委委托中国科学院的基

础性研究调研报告中所提 出的论点和名词
。

否则
,

调研归调研
,

认识归认识
,

那么调研工作就

起不了任何实际作用
。

这次国家科委委托中国科学院 (由院科技政策局 具 体 负 责 ) 所 进 行

的调 研 工 作 是 相 当认 真 严 肃 的
,

其 结 果 不 应 置 之 不 理 或 不 算数
,

否 则就是多此一举

了
。

二
、

经费保证的稳定

为使我国基础性科学研究的工作稳定下来
,

另一个关键因素是研究经费必须长期不间断

地保证
,

不如此就谈不上稳定
。

根据基础性研究工作的性质
,

如果经费今年有明年就没有
,

断

断续续
,

或是要用很大力气去争取才能得到
,

这样就不可能使研究人员安心思考科学 问题
,

就

不可能做好研究工作
。

对于应用 目的不清楚的基础研究
,

必须得到细水长流的经费保证
。

就是应用目的清楚的

应用基础研究工作
,

除了一些研究项 目可以取得阶段性成果转变为商品
,

而可接受产业部门的

经费资助以外
,

大多数也必须由国家拨款或有其他来源
,

以保证研究经费
,

特别在探索初期还

没有获得应用成果的时侯
,

尤需如此
。

世界 上 任 何 国 家都要从国库中提出一定比例的科学研究经费预算来发展基础性研究工

作
。

基金会并不是唯一资助基础性研究工作的部门
,

国家和企业的科学研究部门都应拔给经

费来开展基础性研究
。

那种提倡基础性研究也要自筹经费
,

自负盈亏的设想是极不现 实的
,

不

符合基础性研究工作性质的
,

要误大事吃大亏的
。

当然
,

国家拨款或其它来源的经费都应该用在刀刃上
,

要讲求实效
,

杜绝浪费
,

必须按需要

和实效来评选资助项 目
。

尽管未知因素太多
,

不容易评选好
,

但要尽量做到按科学原则办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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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国家拨款再多
,

也不过是增加浪费而已
。

我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原则
,

有些现在似乎可以定下来了
。

例如基金会主要资助基

础性研究项 目 ;看准了的重点项目与未看准的大批一般项 目要结合起来资助
,

两者的经费分配

应准确安排
,

重点项 目就得切实长期保证
,

一般项 目经过一段时期
,

视情况中止或继续
,

区别对

待 ; 现在僧多粥少
,

必须从选择资助重点和一般项 目的实际效果来考虑
,

力求少花钱
,

多出成

果
,

做到公平合理
。

评选资助项 目最大的困难是在于研究项 目本身未知因素太多
。

因此
,

就是专家内行对之

也不过是按照申请或所提出的论据
,

凭借本人固有的学识和经验来推测判断
,

当然
,

只能尽量

做到公平合理
,

最客观的评定
,

在此
,

评选人的责任心至关重要
,

外国的基金资助评定也不过如

此
。

总之
,

当前我国的基础性研究的第一步需要稳定
,

否则就谈不上重视和加强
,

就是再增加

一点经费
,

如果管理不善也是徒然
。

经费只是硬件
,

需有适用的软件来使用才能取得近期的和

远期的最佳实效
,

稳定就属于软件性质的重要一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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