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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委科学家就当前基础研究工作

存在的问题发表重要谈话

本刊编辑部

l摘要 l 对基础研究在整个科技体系中的重要性应该怎样看? 我国的基础研究领域存在着些什么问

题? 基金委四位科学家就此发表看法
。

他们指出
,

基础研究虽不能给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立竿见影

的巨大的效益
,

但基础研究也不是完全脱离实际的东西
。

基础研究的发展不仅可以促进我国高科技

产业的发展
,

引起技术上的重大突破
,

提高我们在世界科技竞争中的应变能力
,

而且也是有效利用引

进技术的前提
。

同时基础研究也是培养四化人才的最有效的途径
。

鉴于基础研究领域所存在的问

题
,

四位科学家一致呼吁
,

各级领导要提高对基础研究在科技与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认识
,

进一步提

高基础研究经费在整个科技投资中所占的比例
,

稳定我们的基础研究队伍
。

19 88 年 10 月 27 日
,

中科院学部委员唐敖庆
、

师昌绪
、

王仁
、

徐光宪等四位教授在接受《光

明日报》和本刊记者采访时
,

就我国基础研究领域的一些问题发表了谈话
,

现将他们的谈话内

容分题综述如下 :

一
、

对一个常见观点的看法

前一个时期常有这样一种观点
,

认为基础研究并不一定能给国民经济带来多大益处
,

因而

我们的基础研究可以缓点搞
。

其根据是
,

日本和亚洲
“

四小龙
”

都不重视基础研究
,

但仍然发展

迅速 ; 相反
,

英国很重视发展基础研究
,

但其工业却越来越落后
。

我们认为
,

这种观点只是看到

一些表面现象
。

日本和
“

四小龙
”

确实是主要依靠引进和发展个别技术而进人国际市场
,

并很

快富裕起来的
。

但我们却不能模仿他们
,

走他们所走过的路子
。

原因就在于
,

日本和
“

四小龙
”

都是些
“

孤立体
” ,

他们能够靠引进技术立足于世界
,

而且他们在两次亚洲地区的战争中吸收了

西方国家的大量投资
,

这对他们的经济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

同时他们都是依附于资本

主义体系的国家和地区
,

西方国家对他们没有技术保密和技术封锁
。

而我们则不同
,

作为一个

大国
,

我们必须有自己的基础研究
,

而且在基础研究方面已有了相当的基础 ; 必须在实行对外

开放
、

引进技术的同时
,

走独立 自主
、

自力更生的道路
,

毫不放松地进一步发展自己的基础研

究
,

单靠引进
、

引进
、

再引进是不能使我们赶上先进国家的
。

在这一方面
,

我们有过许多经验和

教划11
。

“

两弹
”

研制成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

在当时资本主义国家对我们实行技术封锁
,

苏联

专家又撤走 的情况下
,

我们下狠心
,

在理论研究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

同时又经过工程技术人员

具体实现
,

方以很快的速度高质量地完成了两弹的任务
。

成功的原因就在于我们有了基础研

究的实力
,

把我们所掌握的原理加以开发
,

什么问题都可以自行解决
。

我们再举几个反面的例

子
。

50 年代
,

我们引进的 156 项苏联的先进技术
,

的确使我国的工农业生产大大提高了一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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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时我们没有
、

甚至也没有想去消化这些技术
,

别人说圆的
,

我们都不敢说成方的
,

只知其然

而不知其所以然
,

一点也不敢改进
,

因而 30 年一贯制
,

很少使这些技术得到发展
。

又如
,

世界

上有许多种合金很相似
,

可以相互替代
,

但由于我们没有理论上的把握
,

不敢用我们自己的合

金代替引进的合金
,

只能引进一个机种仿制一批合金
,

从而打乱了我们 自己的合金体系
。

另一

方面
,

国外对飞机发动机不象两弹那样保密
,

今天想引进一个
“

斯贝
” ,

明天又想引进一个
“

幻

影
” ,

而忽视了自己的基础工作
,

自行设计的发动机舍不得投资
,

所以我国的航空工业没有像两

弹那样激动人心
。

因此
,

单靠引进
,

技术上依赖外国
,

引进的技术得不到消化
,

最终也不可能得

到很好应用
。

我们认为
,

基础研究与引进技术
,

二者既不矛盾
,

又不能互相替代
。

雄厚的基础研究是技

术引进的前提
,

没有足够的基础研究
,

就不可能获得国际上最先进的技术
。

一旦我们在基础研

究中有所突破并且能够发展为新技术了
,

人家就会把更先进的技术卖给你了
。

虽然我们的基

础研究与国际最高水平还有差距
,

但这种差距比工业上的差距要小得多
,

所以我们还有与世界

对话的能力
,

有了对话
,

才能引进
,

否则别人只会把一些 已经过时或即将过时的技术卖给你
。

实际上
,

引进技术也并不全是能够省钱的
。

当我们引进一项国外技术时
,

我们实际上把人

家搞基础研究的投资也付了
,

而且付得很高
,

同时
,

还要认识到
,

在技术引进之后
,

这项技术的
“

根
”

仍在国外
。

二
、

基础研究要不要得到持续稳定的支持?

当谈到这个问题时
,

我们实际上就涉及到了基础研究的重要性问题了
。

粗略地说
,

基础研

究有以下四个方面的作用
。

1
.

提高我们的应变能力

在很多情况下
,

基础研究虽然不能为我们提供立竿见影的巨大效益
,

但它却是技术突破的

基础
,

科学技术虽然可以预测和估计
,

但如果遇上实然变化
,

只有足够的知识储备才能使我们

应变自如
。

超导现象并不是我们发现的
,

但由于我们有这方面的理论基础
,

所以我们的高温超

导研究很快就赶上来了
。

因此
,

有了雄厚的理论基础
,

才会有较强的应变能力
。

如果我们想在

将来的高科技领域中占有一席之地
,

为人类作出应有的贡献
,

我们就必须发展自己的基础研

究
。

高科技产业是知识密集型的新产业
,

没有理论的高科技只能是仿制
,

只能是跟着别人跑
,

不可能是尖端技术
。

2
.

促进学科的发展

基础研究对学科发展的促进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

任何一门学科所研究的对象都有其基本

的规律
,

只有掌握了这些基本规律
,

才会发展出一 门学科
,

基础研究则正是掌握这些规律的手

段
。

单靠解决生产中的问题是不能促进学科发展的
。

3
.

促进生产的发展

基础研究的任务是认识世界
,

只有认识了世界才能改造世界
,

促进生产的发展
。

当然基础

研究对生产发展的促进作用多数是间接的
,

长期的
,

但是随着时代的进步
,

不少基础研究不但

可以指导生产
,

而且很快会转化为生产力
。

譬如
,

超导现象是 20 世纪初发现的
,

直到去年才实

现了高临界温度的超导
,

于是人仃
,

」便想方设法去应用它
。

可以想象
,

超导技术一旦在生产中得

到 了实际的应用
,

那将引起整个工业技术的巨大变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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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培养人才

人才培养是实现 四化的关键
,

科技现代化要有高质量的科技人才做保证
。

通过基础研究

培养人才是最有效的
,

如果我们不开展基础研究
,

不能把人才培养与基础研究结合起来
,

那我

们就难以培养出一大批知识面广
、

有深厚理论修养又有较强应变能力的人才
。

只有通过基础

研究和工作实践
,

才能改变我们目前所存在的
“

注人式
”

教学方式
。

如果我们的中学教师都受

到过科学研究的训练
,

我们的高校能把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结合起来
,

那么
,

培养出来的人才

的水平才会大大提高
。

三
、

应该抛弃的两种论点

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
,

我们不能搞
“

阶段论
” 。

有人认为目前中国的问题是有些科技成果

不能转化为生产力
,

这固然是对的
,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 面
。

如果我们不 同时重视基础研

究
,

到一定时侯就会吃掉几十年的积累
,

再也不会有新的科技成果可供转化了
。

所以我们不能

现阶段只搞技术开发
,

等国民经济发展之后再去搞基础研究
。

还有人似乎觉得现在我国基础研究的 比例大了
,

搞基础研究的人太多了
,

技术开发和推广

工作受到了影响
。

这也是一种片面的观点
。

我们现在还有一批高水平的科技工作者在从事基

础研究
,

非要把他们都推下去搞开发推广
,

这不仅是很不合适的
,

而且对整个科技以致生产的

发展也是十分不利的
。

基础研究与应用技术应有一个适当的比例
。

国家把大量投资投向应用

研究
,

这当然是必须的
,

但对基础研究也必须保持应有的比例
。

科学技术是一个不可分的整

体
,

如果把科学技术比作一座大厦
,

那么应用开发就是地面上的建筑
,

它看得见摸得着
,

基础研

究则是大厦的地下基础
。

不能设想
,

没有坚实的基础能够建起高楼大厦
。

我们要用两条腿走

路
,

在这一点上应毫不动摇
。

我们的目标是在 21 世纪中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

只靠引进是不能实现这一 目标的
。

要实现

这一 目标
,

我们必须能够跟踪世界最新科技发展
,

并能在相当数量的一些技术上有所创新
,

才

能达到领先
,

这就要求我们在基础研究方面给以足够的重视
,

到那时才会有大量学科在国际上

处于领先地位
。

四
、

令人忧虑的几个问题

在基础研究领域中
,

首先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对基础研究的认识问题
。

当前人们对

科学技术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认识还是很不够的 ;对基础研究在整个科学技术中

的地位和作用认识得就更不够了
。

小平同志自 19 7 7 年以来
,

多次对科技工作作出了具有远见

的指示
,

最近他又提出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
。

但现在许多同志还没有达到小平同志那

样的认识高度
。

我们认为
,

现在的问题是把各级领导同志的认识水平提高到小平同志的认识

高度
,

并把这种认识贯彻到政策制订中去
,

那种
“

一工
、

二农
、

三财贸
,

腾出手来抓文教
”

的作法

是眼光短浅的反映
。

我们可 以花大气力投大量资金去搞体育
,

却拿不出钱来支持科学研究 !

一块块体育金牌的获得者可以人人皆知
,

而科学上拿到一块金牌却无人知晓 ! 这应该引起我

们的重视
。

21 世纪的国际竞争将集中于科学技术的竞争
,

我们现在要考虑一下我们如何才能

在这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

其次是经费问题
。

我国的科研经费应该占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的多大 比例
,

这很需要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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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无疑现在的比例是太小了
,

基础研究还不到整个科技投资的 10 %
,

这也太小 了
。

我们的科

技投资所占的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的比例还不如印度
、

巴西等国
,

整个基金委的基金还不如美国

一个实验室的科研经费多
,

依靠这点投资我们如何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 我们认为科技投资还

要提高
,

基础研究的投资也不应少于科技投资的 巧%
。

三是研究队伍不稳定的问题
。

我们现在还有三十余年的研究积累
,

还有一批 50 年代
、

60

年代毕业的科研人员拼搏在科学研究的第一线
,

但问题已经显露出来
。

研究生招不上来
,

招上

来的又有多少人安心于研究学术呢 ? 年轻科研人员生活条件很差
,

科研条件得不到保证
,

科研

工作难以开展
。

出国
、

改行
、

进公司
,

整 日为生活奔忙
,

对他们个人来说
,

无可厚非
,

但对国家而

言
,

这就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

等现在的这一批五六十岁的科研人员一退休
,

我们就会面临一个

后继无人的局面
,

技术可以引进
,

人才却不能引进
,

到那时
,

要想恢复就困难了
。

如此下去
,

我

们的基础研究队伍就会慢慢跨掉
,

一旦基础研究搞不下去了
,

那我们还能指望什么发展我们的

科技与经济呢?! 年轻人正是思想活跃
,

易出成果的时候
,

如果他们不能安心搞科学研究
,

那就

难出新思想
,

这种损失对一个民族而言是无法弥补的
。

现在研究机构都要讲创收
,

没有创收
,

就没钱解决科研经费问题
,

没钱解决职工生活问题
,

这使我们的许多宝贵的科技潜力白白耗

掉
。

我们现在迫切需要稳定科研队伍
,

稳定科研环境
,

只有让科技人员心情舒畅
,

无后顾之忧
,

他们才能搞安心科学研究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通过这几年的资助工作
,

稳定了 10 万人

次的科技 队伍
,

但没有更多一点的经费
,

实难对稳定基础研究作出更大的促进
。

四是研究质量问题
。

如何提高我们的研究质量
,

仍是当前科学研究面临的一个重要问

题
。

实行基金制是一个好办法
,

几年来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
。

基金制引进了竞争机制
,

避免

了低水平重复
,

提高了科学研究的起点
,

有效地发挥 了国家科技投资的效益
。

提高科研质量的

另一方面是把青年人逐步推向科学研究的第一线
,

成为学术带头人
,

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

启发

他们的创造性
,

促发他们的新思想的产生
。

同时
,

我们要把科研工作放到国际水平上去衡量
,

基础研究要加强与国际的交流和合作
。

在我们的基金申请中
,

好的申请项 目有不少是一些从

国外回来的年轻人提出的
。

鉴于基础研究领域所存在的这些问题
,

我们呼吁各级领导能对这些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
,

制订出行之有效的措施和办法加以解决
,

以促进我国基础研究的发展
,

推动整个科技与经济的

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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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t i t u t e t h e P r e e o n d i t i o n fo r th e e ffe e t i v e u s e o f im P o r t e d t e e h n i q u e s
.

T h e b a s i e er s e a cr h 15 a l s o

t h e m o s t e ffe e t i v e m a y o f t r a in i n g P e r s o n n e l fo r C h i n a
’
5 fo u r m o d e r n iz a t i o n s

.

I n v i e w o f th e

e x i s t i n g P r o b l e m s i n b a s i e r e s e a r e h
,

t h e fo u r s c i e n t i s t s u n a n im o u s ly e a l l o n t h e le a d e r s h iP a t a ll

le v e l s t o e n h a n c e t h e i r u n d e r s t a n d i n g o f t h e r o le o f b a s ic r e s e a r e h i n t h e s e i e n t i if e
,

t e e h n i e a l

a n d e c o n o m i e d e v e l o P m e n t
,

fu r ht e r r a i s e t h e P r o P o r t i o n o f b a s i e er s e a r c h e x P e n d i t u er s i n t h e

e n t i r e s e i e n t i if e a n d t e e h in c a l in v e s tm e n t
,
a n d s t a b i li z e t h e n u m b e r o f o u r b a s i e r e s e a cr h P e r

-

s o n n e l
.

思厂 ` 月2公 悦布 今了 乙公 巴偏
、

各兮 杏兮 乙节 漂公 乙
尸

矿 遭布
.

己佗 遭 Z石 之卜兮 之石
、

老洲了 之少了 遭 常 之
汾

二而
,

遭 尹宁 己
产

公 今公 遭有
.

己分 乙令 巴 i
、

之 公
、

巴个 之石 乙宁 之石
、

乙分 之
尹守 己夕

信息

一批重大项目进展情况令人瞩目

目前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组织 的
“

七五
”

期间重大项 目
,

已经有 56 项通过了论证和

批准
。

已经开始进行研究工作的重大项目进展情况 良好
。

截止 19 88 年底
,

有近 30 项重大项

目进行了阶段检查
。

前不久
,

科学基金委材料工程学部在天津对由吴仲华
、

史绍熙
、

陈学俊
、

王补宣等人主持的

重大项 目
“

工程热物理中关键性问题的研究
”

进行了阶段检查
。

各子课题的负责人对研究工作

进展情况分别进行了简要 汇报
,

并对各子课题工作状况进行了评比
。

出席会议的各位专家一

致认为
,

每个课题都能认真对待各 自担负的工作
,

在原有基础上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

都能完成

或提前完成任务书中规定的内容
。

有些课题在深度和广度上有所拓宽
,

有些专家还发现了新

的科学现象
,

从学术上提 出了新概念和新的构想
,

为本学科的发展增加了新的内容
。

有些课题

不但在理论上有深度
,

在应用上也取得重大经济效益
。

各课题的研究人员在经费不足
,

物价
、

劳务费用不断上涨的情况下
,

为了国家的科学事业
.

在忘我地工作
,

这种无私的献身精神是值得宣扬和大力提倡的
。

各课题都有数量不少的博士

生和硕士生在配合工作
,

这些青年人在老专家的帮助和可贵精神的鼓励下也在不断成长
。

他

们正在为研究工作做贡献
。

大家相信
,

我们这支受科学基金资助的国家队一定会带出成批的

德才兼备的新秀来
。

会上
,

对过增元和徐旭常等教授的工作提出了表扬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对于重大项 目要求有总体思想和 目标
,

各课题之间要有有机的

联系
,

要能发挥跨学科
、

跨单位合作研究的优势
。

所以对重大项 目实行重点管理
,

每个被批准

的重大项 目均以民主协商方式推选出由若干名专家组成项 目的学术领导小组
。

实行学术领导

小组负责制
,

给科学家较多的自主权
,

使他们不仅是科学研究计划的实践者
,

还是科学研究工

作的管理者
、

领导者
。

这种自我管理方式
,

有利于调动科学家的积极性
。

专家们认为
,

这种对重大项 目进行动态管理的作法是正确和必要的
,

它不仅能在研究过程

中了解情况
、

相互启发
、

拓宽思路
,

而且感到一种压力
。

这对项 目进展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

表

扬和奖励优秀课题组 ; 对情况不好
,

进展不力的课题组实行警告
、

处罚以至减拨
、

停拨经费的管

理作法
,

也为重大项 目增添了活力
。

(本刊记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