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期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深化改革
,

在创新中发展基金工作

李光临

l摘要】 基金制在取得了很大成绩
、

得到了科学家广泛承认的同时
,

也面临着资金短缺
、

社会理解不

够等许多问题
。

为了不断开创基金工作的新局面
,

必须深化改革
、

发挥和发展基金工作具有比较权

威的专家系统和学科齐全的优势
,

加强基金工作的指导性
,

提高资助强度并与国家战略需要挂钩
,

抓

好重点
、

重大项 目和软科学研究
,

做出有较大影响的成果
,

为科学的繁荣服务
,

为国家的长远利益服

务
。

为此
,

还需采取措施提高基金工作人员的素质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立三年来
、

成绩是巨大而明显的
,

科学基金制已在中国站住了脚
,

取

得 了全社会
,

特别是全体科学家的信任和支持
,

基金制的创建时期是成功的
。

三年来
,

在大多数科技工作者积极投身经济建设主战场的时候
,

基金制吸引少数科研精英

为科学事业和国家的长远利益 而默默无闻地工作
,

对稳定一支精干的基础研究队伍起到了十

分宝贵的作用
。

同时
,

基金项 目大都取得了良好的成果
,

不少项 目达到了国际前沿水平
,

为繁

荣科学和振兴中华做出了贡献
.

在基金支持下培养了数以万计的研究生和青年科研人员
,

成

为中国新一代经过严格科学训练的人才
,

达到了输送高水平人才的重要 目标
.

在不少重点基

础研究部门
,

基金已成为主要课题经费来源
,

基金项目已成为国家级学术水平的重要标志
,

基

金制在我国基础研究中已处于主导地位
。

基金制中最核心的是引人了竞争
,

改变了基础研究的气氛
,

带来了活力
,

形成了学术上你

追我赶的局面
.

科学基金委健全
、

权威而又公正超脱的专家系统是保证良好竞争秩序的关键

因素
,

是基金制取得成功的中心环节
,

也是科学基金委在全国基础研究经费渠道众多
,

缺乏统

一协调环境中可 以独树一旗的主要优势
。

发展科学需要竞争
,

竞争必须有权威的专家评审系

统作保证
。

为了促进基础研究的健康发展
,

应当充分运用和不断完善专家系统
。

但是
,

基金工作也面临着很大的矛盾和严峻的局面
。

主要矛盾是经费不足
,

一方面造成资

助率低
,

许多优秀项 目得不到必要的资助 ; 另方面使资助强度低
,

研究项 目有小型化
、

分散化趋

势
,

难以取得有影响的成果
,

不能真正为科学发展做出突出贡献
。

严峻的局面在于
,

如何才能

获得社会对基础研究和基金制的大力支持
.

一方面是
,

为了得到更多的支持
,

获得自身发展必

须的基本条件
,

必须使全社会理解
、

认识基础研究和基金制的巨大价值和深远意义 ;另方面
,

基

础研究以认识自然
、

探索规律或积累数据为目标
,

一般没有社会能马上看得到的经济效益
,

即

使应用基础研究
,

距离实用的距离也还很远
.

这就客观上使基础研究不易得到社会的足够理

解
。

因此
,

基金工作既面临着如何更有效地发挥现有经费作用的问题
,

也面临采取什么样的方

针才能使科学基金工作才能得到社会更多理解和有力的支持
.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政策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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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这些难题
,

放弃应有的主要任务
,

去追逐近期效益是错误的
,

也违背了国家的根

本利益 ;片面强调基础研究的特殊性
,

甚至把基础研究当作是可以与社会现实无缘的孤立体
,

也是行不通的
,

对基础研究的顺利发展也是十分有害的
。

为了使基金工作不断开拓前进
,

在繁

荣我国科学事业和促进社会发展中有较大作为
,

最重要的是根据国家发展战略和要求
,

实事求

是地确定自己的方针和 目标
,

先做好那些可以而且必须做好的事情
,

求得社会更多的理解
,

循

序渐进
,

去达到更多更大的目标
。

因此
,

以改革精神
,

采取一些重大步骤
,

已是基金工作的当务

之急
。

(一 ) 大力加强科学基金工作的指导性

加强基金工作的指导
,

既是基础研究中一个越来越明显的特点
,

也是在经费严重短缺情况

下必须采取的重大措施
。

在现代基础研究中
,

虽然还有少数研究工作可以象过去一样
,

采取个

体
、

独立的工作方式
,

但由于现代研究需要巨额投资
、

各种贵重仪器设备以及众多人员的协调

配合
,

成功的研究工作必须有严密的组织和规划
。

由于投资大
、

风险多
,

就不能不采取谨慎方

针
,

有选择地支持那些最重要的
、

影响最大而又具备必要条件的研究方向或项 目
。

有限的经费

要求更多的国际和国内分工
,

实事求是地确定自己有限的目标
。

指导
,

是对目标和方向的指导
,

而不是对研究工作的行政干预
。

基金工作从总体上必须与

国家长远目标和发展战略挂钩
,

必须与国家发展计划的重大行动 (如重点实验室和重大科学设

施建设 )协调配合
,

根据科学发展规律的需要和特点
,

确定 自身的目标
、

学科发展方向
、

重点优

先领域和任务
,

并指导基金项 目的申请
,

变被动性的择优为主动性的择优支持
。

这种指导与基

础研究工作中必须有的和学术自由是相辅相成
,

而不是相互排斥
.

对择定了的课题
,

科学家有

完全的自由
,

发挥自己的想像力和智慧去开拓创新
。

对目标和方向的指导
,

将使学者有更多的

成功机会和更好的条件保证
,

指导
,

是科学家集体智慧的表达
,

而不是行政的或个人的命令
。

基金工作的指导思想产生

于权威专家对未来和现实统一认识的基础上
,

它在大多数情况下优于个别学者的认识或者某

些随机灵感
,

因而可以少走许多弯路
,

也有利于加强基金在基础研究中的主导作用
。

指导
,

有利于基础研究精干队伍的相对集中
,

形成若干强大的学科研究群体
、

科研中心或

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的国家队
,

以避免解决课题过小
、

力量过于分散
、

难以形成优势的局面
,

从而

促进有影响的重大成果的涌现
。

为了加强基金工作中的指导作用
,

最重要的是要加强和扩大基金委已有的专家评审系统

的作用
。

应明确地赋予它指导学科发展的责任和权力
,

使它不但是评审机构
,

而且是学术和学

科发展的指导组织
。

发挥指导作用的主要方式是组织认真的
、

高学术水平的学科发展战略研

究
、

把握学科发展方向
,

确定优先领域和重点研究方向
,

并用以指导申请和评审工作
。

应逐步

做到
,

学科发展战略研究工作以各届评审委员为主
,

吸收其他专家参加的办法
。

应当把项目评

审会改为学科发展动态研讨会暨项目评审会
,

充分利用评审委员集中的机会讨论发展动态
,

并

确定次年的定向课题
,

使会议成为兼有工作性和学术性的例会
.

必要时
,

也还可以组织其他研

讨会
。

为了发挥学科发展战略研究对基金的指导作用
,

必须不断地将研究内容更新
。

学科发

展战略研究成果要作为系列参考书出版发行
,

指导研究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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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基金委年度《项 目指南 》的水平
,

使其发挥更大指南作用
,

是增强指导性的另一个重要

途径
。

项 目指南中的学科综述应指明最新动态
,

明确学科发展指导思想
。

一般资助范围可以

比较广泛
,

但鼓励领域就不宜太全面
,

定向研究课题则必须明确定向
。

项目指南各部份内容的

撰写工作应成为各有关学科组
、

评审组的一项主要的年度学术研究内容
。

项目指南不但是申

请的指南
,

而且必须成为评审指南
。

为了增强指导性
,

必须更好地发挥委内专家作用
。

委内专家要积极参加学科发展战略研

究
,

在评委讨论的基础上负责搞好项 目指南的研究撰写
。

学部主要负责人既要是学术权威
,

不

脱离学术研究工作
,

也要在一段时期内能集中精力指导本学部工作
,

与其他专家一道充分发挥

学部的指导作用
。

(二 ) 在保持适度资助面的同时
,

首要的是提高资助强度
,

突出抓好重点和重大项目

设面上 自由申请项目是基础研究的特点所决定的
,

但在目前条件下
,

只有提高资助强度才

能保证它在高水平上竞争
。

基础研究中新思想
、

新苗头
、

新人才的出现有很大偶发性
,

只有在

比较广泛的人员
、

部门
、

地区中去物色培养
,

才有较多的成功机会
,

因而基金资助的面上项目不

能太少
。

但在资金短缺的情况下
,

关键的不是维持较多的人来申请
,

而应是吸引更多高水平项

目参加竞争 ;通过基金制也不只是要稳定一支基础研究力量
,

而是要稳定一支精干的队伍
,

宁

肯少一点
,

但必须是富有创造性的
。

当前社会上对人才的争夺十分剧烈
,

只有较充分的资助强

度才有可能吸引一批较高水平的人才参加竞争
。

反过来
,

基金资助强度太低
,

首先失去的常常

是水平较高
、

条件较好的部门和学者
,

即使申请数量不减
,

申请水平也难以保持
,

客观上仍然是

削弱了基础
,

降低了门槛
。

因此
,

在当前情况下首要的是提高对面上 自由申请项目的资助强

度
,

争取近年内达到 4一5 万元
。

重点项目是促进研究工作深人发展的一个关键环节
,

今后应当加强
。

在面上项 目的基础

上
,

对于少数方向比较明确
,

予计可以达到较高水平的项目
,

应扩大资助成为重点项目
。

有些

重点项 目将可能发展成为重大项 目
。

每个学科每年都应根据自己的发展战略培养并发现几个

重点项目
、

重点单位和重点人才
。

应当特别注意强化前沿和交叉学科点
。

重点项 目的资助强

度应达到 10一巧 万元
。

学科组对重点项 目也需要重点管理
。

重大项 目应在条件成熟的领域
、

方向做出影响大的成果
,

促进学科发展
,

起到学科发展的

带头作用
,

也为科学进步和国家需要做出突出贡献
。

重大项 目应根据学科特点确定 自己的目

标
,

或者是理论
、

学术上的突破
,

或者是直接推动技术研究和应用
,

或者直接与国家发展战略
、

国家重大计划挂钩
,

但都必须有明确的目标
。

重大项 目应与学科发展战略研究中明确的重点

领域
、

方向一致
,

一般应在面上或重点项目的基础上发展深化而来
。

对于有些全新的方向
、

领

域
,

可用面上项 目或重点项 目的方式进行预研
,

避免可能发生的被动
。

重大项目在组织上急需

解决的是优化组织结构问题
。

应尽量以一个单位为主
,

联合或吸引其他人员参加
,

为建设基金

项 目的骨干单位和专家群体打下基础
。 “

拼盘
”

式的项目要避免
,

与其
“

拼
” ,

不如分立为若干个

有联系的独立课题
。

重大项目申请过程中的竞争性必须加强
。

抓好重大项目应当是基金工作

的一项最重要工作
。

为了保证重大项 目做出重大成果
,

资助强度可保持在 10 0一 150 万元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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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
,

每年根据经费情况决定十几个
。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
,

每年的面上项目可保持在 2000 个左右
,

重点项 目 200 个左右
,

重大项

目 15 个左右
,

逐年略有增加的国家拨款主要用于增加资助强度和重点
、

重大项目
。

(三 ) 发挥综合
、

交叉优势
,

大力加强对软科学研究的资助
,

直接为国家需要服务

软科学是一门在我国正在蓬勃兴起的科学
,

它是如何充分发挥国家投资
、

设备
、

物资
、

机

构
、

企业
、

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作用
,

提高效益和效率的科学
。

在我国目前情况下
,

它是投资

少
、

效益高的工作
,

因而受到了广泛的重视
。

软科学的严格定义
、

系统完整的理论尚待建立
,

但

因它对国家
、

地区
、

部门
、

行业的作用已经十分明显
,

中央也十分关心和鼓励软科学的发展
。

软科学是属于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范围的科学
,

它把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
,

把自

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

科学的各个不同领域综合起来
,

运用科学的知识和方法去解决某些跨度很

大
、

综合性很强的科学和社会问题
,

其中不少是为国家长远决策
、

战略利益服务的
。

管理科学
、

战略和政策
、

予测与决策
、

综合性的环境发展
、

人 口
、

食品等
,

都是属于软科学领域
。

基金委在

多学科方面的综合优势是开展软科学研究的有利条件
,

也是基金工作为国家长远战略利益服

务作出贡献的重要领域
。

基金委从一开始就设立管理科学组
,

面向全国择优资助研究工作
,

是对软科学发展的促

进
,

也是认识上的一次飞跃
。

基金委应该适应形势需要
,

发挥自己的优势
,

扩大软科学研究范

围
,

不断增加对软科学的项 目投资
。

基金委管理科学组的工作应不断加强
、

继续发展
。

在抓好管理科学系统理论和方法研究
、

提高我国管理科学理论水平的同时
,

今后要重点抓好具有一般指导意义的应用管理科学的研

究
,

为提高我国管理水平做出贡献
。

应用性研究必须与实用部门联合资助
。

对于刚起步的战略政策研究
,

要给予更多的关心和支持
,

在总结初步经验的基础上组织 1

一 2 个重大项 目
,

直接与国家重大政策研究挂钩
,

争取为国家解决几个重大战略问题
。

建议逐步开展跨学部的综合交叉性新兴学科的发展研究
,

如环境
、

资源方面国家和社会面

临的某些重大基础课题
。

(四 ) 不断提高科学基金工作干部的素质是搞好基金工作的重要保证

国家科学基金委既是管理机构
,

又是学术性很强的机构
。

为了更好发挥基金委内部专家

在基金工作过程中的积极主动作用
,

要增加委内的学术气氛
,

鼓励专业人员参加某些软科学研

究工作
,

不断提高学术水平
,

使委内干部成为能跟踪本学科发展动态
、

掌握专业方向
、

训练有素

的专家
,

同时也使整个基金委成为充满活力的学术工作机构
。

全委专业人员都应参加结合本职工作的软课题研究
,

例如学科发展战略研究
、

基金管理研

究
、

科技及基础科研政策研究等
.

应建立专业干部个人年度工作报告制度
,

总结自己对本学科

发展动态
、

方向的看法并提出政策和工作建议
。

委内开展多种多样的学术报告活动
,

活跃学术

空气
,

促进研究工作
。

建立个人年度工作报告档案制度
,

成为考核干部的重要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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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专业管理干部深人实际调查研究的制度
,

规定每年必须到课题组学习
、

了解情况的周

数
,

把深入调查
、

管理和学习结合起来
。

建立干部脱产进修制度
,

使干部知识不断更新
。

应当把委内主要专业管理干部看作像研

究所的科研人员一样
,

而不是像行政机关那样
,

去安排进修学习
。

专职
、

兼职
、

兼聘制是基金委的一项十分重要
、

非常成功的制度
,

应在解决好某些具体矛盾

的基础上继续完善
、

发展
,

而不是后退
。

专职干部对保持连贯性
、

处理各项具体工作是十分必

要 的
,

但应采取少而精的原则
。

专职
、

兼职
、

兼聘干部的合理分工是一个重要问题
,

应制定办

法
,

使基金委干部保持一定的流动性
、

权威性
,

使基金委永葆青春活力
,

永不沦为学术官僚机

构
。

T O IM P R O V E T H E M A N A G E M E N T O F S C IE N C E F U N D

T H R O U G H A D J U S T IN G T H E P O L I C I E S C O N C E R N ED

L i G u a n g l i n

(oP licy B u r e a u
,

N S厂’C )

A b s tr a c t

T h e a PP l i e a t i o n o f s e i e n e e fu n d i n g s y s t em h a s w o n g re a t s u e ee s s
,

b u t i t s t i l l m e e t s w i th

d i iff e u l t i e s o f la e k o f i n v e s t m e n t a n d l a c k o f u n d e r s t a n d in g o f th e s o e i e t y
.

T h e w a y fo r er a e h
-

i n g n e w a s P e e t 15 t o a dj u s t t h e P o l i e i e s co n ee r n de
,

t o ig v e fu l l P l a y t o the isc e n t i s t s y s t e m o f

P e e r一 r e v ie w e r s a n d s u bj
e e t e v a l u a t i n P a n e l s

,

t o s t er s s th e g u id e P ir n e iP l e s o f s u bj e e t

e v a l u a t i o n
,

t o i n e r e a s e t h e i n v e s tm e n t fo r e a c h P r o g r a m
,

t o s e t r e l a t i o n w i th th e s r t a t e g i c

n e e d s o f th e s t a t e
,

t o im P r o v e th e m a n a g em e n t o f k e y a n l m aj o r P r o g r a m s
,

t o s u PP o rt m o er

P r o g r a m s o f
“
s o ft s e i e n c e

” ,
a n d a t th e s a m e t im e

,

t o t a k e s teP s t o il ft ht e a ca d em i C lVe e l o f the
s t a ff m e

m b e r s o f N S F C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