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4期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青年数学家与 1 2世纪中国数学展

李

[摘要〕 在最近举行的
“
1 2世纪中国数学展望

”
会议表明

,

我国已有相当数量的具有扎实基础的青

年数学家
,

并且有较好的发展势头
。

其中很多留学生都很热心于回国服务
。

同时
,

我国自然科学基

金对数学科学的资助比其他学科更为有效
。

“
21 世纪中国数学展望

”

会议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资助下
,

于今年 8 月 2 0 至 24

日在天津南开数学研究所召开
。

与会者中有青年数学家 1 00 多人
,

其中 39 人是来自海外的留

学生 ;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数学重大项目的参加者
、

评审者以及其它方面的代表
。

许多

老一辈的数学家和大学的校长副校长也出席了这次会议
。

会议的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
,

一是学术交流
,

一是讨论我国数学事业发展的有关问题
。

会

议的主题是加快步伐
,

争取我国数学率先赶上国际先进水平
。

与会的留学生们介绍了国外数学的最新发展
、

动态和规划
,

引起了广泛的兴趣
。

从他们的

报告可以看出
,

他们在国外经过艰苦的努力
,

已经取得 了可喜的成果
。

有许多留学生在出国时

起点较低
,

和国外尤其是数学上先进的国家相比有相当大的差距
。

为了迅速赶上数学上先进

国家的步伐
,

他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

留学生们时时关心着祖国数学事业的发展
,

正因为如

此
,

他们刻苦学习了所在国家很先进而国内又很需要的学科
。

他们很关心这次会议
,

认为这是

和国内外同行增进相互了解
、

促进交流和互相学 习的极好机会
。

也是拜见国内老一辈数学家
,

联系回国后的工作
,

以及建立一些合作关系的好机会
。

他们是我国数学事业发展的一支重要

力量
。

自 1 9 7 8 年以来
,

基于改革
、

开放的政策
,

我国数学事业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
。

在培养人材

方面
,

除向国外派出留学生和访问学者 (其中很多人 已经回国并且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

和为了

开阔眼界
,

邀请不少国际上优秀的数学家来我国讲学外
,

同时在国内也培养了很多研 究 生
口

1 9 8 3 年 5 月 27 日
,

我国首批共 18 名博士学位获得者在人民大会堂接受博士学位证书
,

就标

志着从此结束了我国完全依靠外国培养博士生的时代
。

在这 18 名博士中
,

有 12 名是数学博

士
,

一名工学博士也是学数学出身的
,

计算机软件专业
,

也与数学 密切相关
。

据不完全统计
,

我国在数学和应用数学专业
,

目前已有 3 3 0 0 人获得硕士学位
, 1 00 余人获得博士学位

,

还有十

余人做了博士后
。

在人才数量上远远超过 1 9 76 年前 的总和
,

而且很多人素质很好
。

如我国留

学生中已不乏获得 T e
un

e T r ac k 以上职位的人
,

获得芝加哥大学数学系正教授职位的林方华

就是其中之一
。

在此条件下
,

使许多在我国原来十分薄弱的学科大大加强了
,

空白的学科也一

个个被填补上了
。

许多青年数学家也得以从较高的起点开始做研究工作
。

这一切都说明
,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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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
、

开放的政策加速了我国数学事业的发展
。

可以预料
,

今后成效将会更为显著
。

因此
,

长期

稳定地坚持上述培养人才的方针对发展我国的数学事业是非常必要的
。

到 21 世纪初
,

我国数学事业的重任将历史地落在今天这批青年数学家身上
。

他们是有能

力
,

有条件担当起这个重任的
。

不少年轻的硕士
、

博士们怀着热忱的工作热情
,

已经或者即将

走上工作岗位
。

他们面临的不仅有数学界前辈们开创的工作基础和条件
,

也有各种各样的困

难
,

譬如工资低
、

出版难
、

学生来源每况愈下等等
。

不过他们首先关心的还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问题
。
目前很多大学的数学系和数学研究部门都需要新人

,

从现在起到 21 世纪初
,

我国高等院

校约需补充数学教师 2 0 0 0 0 人
。

按照国家教委的规定
,

这些教师都必须具有硕士以上的学位
,

而在这一段时间内我国自己培养和留学归国的硕士
、

博士
,

预计将有 1 6 0 0 0 余人
,

即使全部补

充到高等院校
,

仍缺 3 0 0 0余人
。
因此

,

如果不注意加强培养人材和发挥青年数学工作者的作

用
,

到 21 世纪初必将发生数学教师匾乏的情况
。
解决这一类问题

,

固然需要青年数学工作者

和各有关单位努力
,

更需要政府有关部门的关心
。

这次大会就体现了这种关心
。

除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大力支持和资助外
,

国家教

委
、

我国驻外使领馆
,

也给予了积极的协助
。

国家教委
、

国家科委
、

中国科学院
、

科协
、

基金委的

一些主要负责同志出席了这次会议
,

给予关心
。

李铁映同志在会上的讲话表示
,

要从资金支持

和政策优惠等方面促进数学事业的发展
。

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
,

是我国数学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一个十分有利的条件
,

也是青年数

学家推进数学事业发展的支柱之一
。

在第一次科学基金资助的数学重大科研项目中
,

有 7 位

参加者是青年数学家
。

国家青年科学基金对数学研究项目的资助和批准率也大大超过平均水

平
。

老一辈数学家对青年人的精心培养
,

热情扶植
,

学术空气的民主
,

为青年数学家发挥作用

创造了条件
。

事实上我国数学研究的这支很好的队伍中
,

有些年轻人 已经担起重任
,

如肖刚
、

堵丁柱已经是学科评审组成员
,

博士指导教师
。

条件和队伍
,

都是我国数学事业发展的前提
。

会上提供的资料还表明
,

在我国数学科学事业上
,

无论投人的人力还是财力
,

都具有比其他学

科更高的效率
。

如 :

— 在整个
“ 六五 ”

期间
,

数学科学的授权学科
、

专业点仅 占全国总数的 4
.

6外
,

博士指导

教师占总数的 5
.

9 %
,

而所完成的任务即培养出的博士却占总数的 15
.

1多
。

— 在 19 8 , 年以前
,

获博士学位的青年数学家几乎都未受过完整的大学教育
。

其 中有十

余名是插队知识青年或工人出身的
。

他们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靠自学打下了数学 基 础
,

并

在短时间内迅速成为我国数学界的佼佼者
。

这样的人所占的比例比其他任何学科都高
。

—
国际上最权威的一套数学丛书

,

斯普林格
一

佛拉格公 司 出 版 的 《 eL
c t u r e N o t e : in

M at he m a : i。 s 》
,

我国 3 位青年数学家肖刚
、

时俭益
、

王小麓就各写了一本
。

在这样的权威丛书

里有著作的学科
,

在我国还是不多的
。

—
获国家级自然科学奖的 斗。 岁以下的科学家全国仅有 2 人 ( 肖刚

、

郑伟安 )
,

都是数学

家
。

— 我国派遣的留学生学数学的学成后回国的比例很高
。

例如 1 9 8 0 年左右为建立我国

代数几何事业而派 出的几名留学生
,

已全都按计划回国
,

并开展了工作
。

有的留美数学博士
,

尽管已能获得绿卡 (永久居留权 )
,

他们仍按原计划回国工作
。

也是难能可贵的
。

上述有利条件
,

是我国数学率先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基础
。

但是
,

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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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巨的
。

到 12世纪只剩 12年了
,

时间紧迫
。

因此
,

希望国家对数学事业给予更多的投资和政

策上的优惠
,

只要我国数学事业保持现在的势头顺利发展
,

那么
,

到 21 世纪跻身于世界数学先

进国家的行列
,

是大有希望的
。

Y O U N G M A T H E M A T I C I A N S A N D C H I N E S E M A T H E M A T I C S

VVI T H I N 2 1 S T C E N T U R Y I N P R O S P E C T

L i K e z h e n g

( N a n k a i I n s t it ut e o f M a th e m a t i e s )

A b s t ar e t

1t w a s s h o w n i n th e r e e e n t e o n f e r e n e e t i t l e d a , “ C h i n e 、 e M
a th e m a t i e s w i t h i n 2 1s t C e n t u r y i n

P r o s p
e c t , ’ t h a t C h i n a h a s a l r e a d y a e o n s i d e r a b l e a m ou n t o f p r

呱i s i n g y ou n g m a t h etn
a t i e i a n s w iht

s t r o n
g b a e k g r o u n d

.

Am o n g t h e rn m a n y st u d e n t s s t u d y i n g a b r o a d a r e v e r y i n t e r e s t e d t o s e r v e i n

C h i n a i n th e n e a r f u t u r e
.

F u r th e r m o r e , t h e s u p P o r t o f N S F C t o m a t h em a r i e a l s e i e n e e 15 m o r e e f
-

f e e t i v e n th a n t h a r t o a n y o t h e r d s e i Pl i n e
.

19 8 7 年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项目按学科类别分布情况

地理学

地质学与地球物理学

大气与海洋科学

材料科学

信息科学

工程科学

5
.

6 2

6
.

7 4

12
.

3 6

2
.

2 5

14
.

0 5

1
.

6 9

4
.

4 9

2
.

8 1

10
.

1 1

4
.

4 9

6
.

7 4

8
.

9 9

10
.

1 1

获获奖项数数 占获奖总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
(((((务))) 一等等 二等等 三等等 四等等

数数 学学 l 555 8
.

4 333 222 333 999 lll

天天文学学 222 1
.

1222 lll 111 111 444

力力 学学 1000 5
.

6 222 lll 111 555 333

物物理学学 l 222 6
.

7 444 333 111 777 111

化化 学学 2 222 12
.

3 666 111 999 l lll lll

化化 工工 444 2
.

2 555 111 777 333 999

生生物学学 2 555 14
.

0 555 111 lll 666 111

农农 学学 333 1
.

6 999 lll 222 lll 333

医医 学学 888 4
.

4 99999 111 666 333

地地理学学 555 2
.

8 11111 222 333 333

地地质学与地球物理学学 1888 10
.

1 11111 222 1222 555

大大气与海洋科学学 888 4
.

4 99999 333 222 777

材材料科学学 1222 6
.

7 44444 333 66666

信信息科学学 l 666 8
.

9 99999 333 88888

工工程科学学 l 888 10
.

1 1111111 77777

总总 计计 1 7 888 1 0 0多多 1 lll 3 9

111
8 7

}}}
4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