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 期

科学基金机构与管理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山西省科学基金工作简介

1
.

省基金委的成立及其背景

为适应科技体制改革的发展
,

加强对自然科学基础研究和部分应用研究的资助
,

山西省人

民政府于 1986 年 9 月 8 日
,

决定设立自然科学基金并成立基金委员会
。

经过约三个月的紧张

筹备
,

山西省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于同年 12 月 l 日正式成立
。

两年来
,

省基金委做了大量工

作
,

受到广大科技人员的好评
。

山西是中国最大的能源基地
,

资源丰富
,

经济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

其煤炭储量占全国的

三分之一
,

产量占全国的四分之一
。

但山西地处黄土高原
,

山地和丘陵占总面积的 80 %
,

水土

流失严重
,

而且十年九旱
。

山西的产业是超重型结构
,

以开采地下资源和初级加工为主
,

经济

效益差
,

环境污染严重
。

为了扭转这种局面
,

必须对原料进行深加工
,

使产业多元化
。

为此
,

必

须加强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
,

促进产业的技术进步
。

自然科学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中的基础性工作 (以下简称基础研究)是科技工作的一个重

要方面
,

但由于它一般不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
,

因此往往被忽视
。

我省近年来非常重视科学技

术
,

白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建立
,

保护和促进了基础研究
,

为基础研究的开展提供了基本保

证
。

.2 基金委的机构及职能

山西省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是省人民政府的下属机构
。

基金委主任由省人 民政府任命
。

基金委现有委员 11 名
,

都是本省知名的科学家和科技管理专家
。

基金委聘任 37 名学术造诣

深
、

办事公道
、

热心科学基金事业的专家教授组成数字物理
、

化学
、

农业生物
、

医学和技术科学

5 个学科组
,

作为项 目评审的基本力量
。

还设立 了承办日常事务的秘书处
,

挂靠于省科委
。

山西省自然科学基金的经费主要来自省级拨款
,

也接受团体和个人的捐赠
。

科学基金面

向全省
,

本省和驻晋单位的科技人员均可申请
。

项 目申请书由秘书处受理
,

初审后送同行专家

进行评议
。

然后 由学科组复审
,

最后 由基金委员会审定
。

资助项 目主要由承担人所在单位管

理
,

基金委定期检查
。

项 目完成后
,

由基金委或受委托单位组织验收或鉴定
。

3
.

工作中的经验教训

基金委于 198 7 年 1
.

月开始受理项 目
。

到 2 月底截止时
,

共受理项 目 222 个
,

总经费约

100 0 万元
。

经评议和评审
,

最后确定 80 个课题作为 87 年度资助项 目
,

当年拨款 76 万元
,

总

经费为 108
.

5 万元
。

虽然资助课题数占申请数的 36 %
,

但经费只占申请额的 10 %左右
。

19 88

年加强了对申报项 目的筛选
,

共受理 171 项
,

总经 费约 600 万元
。

经评审
,

确定 19 88 年度资助

课题为 79 个
,

经费 95 万元
,

资助率和资助强度均有提高
。

基金委制订了基金管理条例
,

并在工作中认真贯彻执行
,

充分发挥专家在基金管理中的作

用
。

本着
“

依靠专家
,

发扬民主
,

择优支持
,

公正合理
”

的原则
,

首先仔细选择同行评议专家
,

并

引人定量评分办法
。

在评审过程 中
,

专家们各抒己见
,

充分发扬 民主
,

最后表决
。

项 目的取舍

完全由专家通过民主程序决定
,

排除了行政干扰
。



60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198 9年
2

在评选项 目时
,

同时考虑项 目的必要性
、

可能性
、

研究能力的适应性和经费预算的合理性
,

分别打分
,

然后再加权和综合处理
。

由于采取 了定量评审法
,

提高了民主化和科学化程度
,

选

出的项 目都具有较高的质量
。

根据 19 88 年 9 月份进行的一次普查
,

两年来所列的 159 个课题

中
,

超过计划进度和成绩突出的占 21
.

3%
,

按计划进度进行的 占 76
.

2%
,

未完成计划的仅占

2
.

5%
。

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绩
,

除了课题承担者的主观努力之外
,

资助项 目选得准确也是一

个重要因素
。

我省的科学基金组织成立比较早
,

可供借鉴的经验不多
,

只能摸索前进
,

工作中也走过一

些弯路
。

由于基金总经费少
,

而申报项 目多
,

造成单项资助强度过低
,

仅 1 万元左右
,

影响了一

些项 目的迅速进展
。

同时
,

申报过程中
,

一些环节把关不严
,

增加了评审工作量和开支
。

此外
,

基础研究的经费来源单一
,

成果得不到应有评价
,

都给基金工作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

.4 对基金工作的展望

基金委成立后
,

曾发布过项 目指南
。

但由于对本省现状和政策了解不够
,

因此该指南只是

应急性的
。

为了有计划地开展基础研究
,

还必须研究发展战略
,

发挥科研在山西经济中的作

用
,

适应山西的特点和优势
,

针对存在的问题
,

超前开展基础性研究
。

从基金的角度来说
,

要把

眼光放得远些
,

现在就应考虑本省在本世纪最后 10 年的技术需要
,

及早确定重点
,

安排项 目
,

争取在 3一5 年内取得成果
。

科研项 目的成败和管理水平有密切关系
.

以往的办法是让基层单位申报
,

逐级审查
,

再由

主管部门从中选择
。

这是一种被动的方法
,

效率比较低
。

较好的办法是提前发布项 目指南来

指导申报
,

对重点项 目应实行招标
。

基础研究风险大
,

周期长
,

如果按行政隶属关系逐级上报
,

有些好项 目就可能被埋没
。

科学基金的直接申报法减少了层次
,

提高了竞争性和透明度
。

充分发挥专家在基金管理中的作用
,

是搞好基金工作的关键
。

基金制的特点
,

就是由专家

作裁判来开展公开竞争
。

在基金项 目评审中
,

起核心作用的是专家
。

他们是相应领域中的权

威
,

受到同行的尊重和信赖
。

基金委成立两年来
,

专家们认真完成了基金委分配的任务
,

受到

广大科技人员的称赞
。

今后应进一步完善制度
,

充分发挥专家的作用
,

使基金工作更加科学化

和 民主化
。

加强基金项目的日常管理
,

严格验收
,

以保证资金项目的善始善终
。

由于人力的限制
,

基

金委不能具体管理基金项目
,

大部分 日常管理工作委托承担者所在单位代管
。

两年来
,

有关单

位认真负起责任
,

对项 目的进展起了推动作用
。

基金委今后应进一步加强和这些单位的联系
,

密切协作
。

基金委人员应经常深人基层
,

调查研究
,

总结和推广先进经验
,

及时发现和解决课

题进展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
。

对完成的项目
,

要及时认真验收
。

对有应用前景的项目
,

要协助

开展技术开发和应用
,

促进科研成果的商品化
。

(山西省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林文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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