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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基金保证了我校基础研究

工作的开展

陶忠宝
`

古 瑶
*

科学基金制是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
,

它提供了在同等条件下 的竞争环境
。

在我校的实践证明它对稳定基础研究队伍
,

保证基础研究工作的开展和更新教学内容
,

促进老

学科发展
,

扶植新科学
,

培养人才诸方面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

一
、

基金制促进了我校基础研究工作的开展和科研水平的提高

我校是一所以工科为主
,

文
、

理渗透的综合性大学
,

拥有 21 个系
、

54 个专业和 27 个研究

所 (室 )
,

其中只有 4 个研究所属理科专业
。

这样的专业结构
,

决定了我校历来是重视应用研究

的
,

基础研究因无充足的经费保证
,

处于
“

断奶
”

状态
。

科学基金制的设立
,

为我校基础研究工

作增添了生机
,

提供了较为充裕的经费
,

保证了我校基础研究工作的顺利开展
。

科学基金在广

大教师心目中的威信越来越高
,

我校得到资助的项 目也越来越多
。

到 198 6 年
,

我校申请基金数创最高记录
,

达 2 10 项
,

批准 52 项 (批准率近 25 % )
,

相当于

19 8 4 年的 2
`

8 9 倍 ; 获资助总额 162
.

9 万元
,

相当于 1984 年的 .2 2 4 倍
,

在全国
,

我校获得资助

总金额的名次为第五位
。

19 8 7 年我校的名次由第五位上升到第四位 (见表 1 )
。

而在 19 8 8 年

学校名次跃居全国第三位
。

这三年
,

我校获得资助总金额一直为全国工科院校的第二位 (仅次

表 1 19 82 一 198 7 年我校获准资助项目情况

序序号号 年 度度 项 日日 经 费费 在 全国国

获获获获获获获获获获获获获获获获获获获获获获获获获获获获获获获获准经 费费申申申申报项 目数数 获准项 门数数 命中率%%% 获准总额额 项均额额 (总额名次 )))

(((((((项 ))) (项 ))))) (万元 ))) (万元 / 项 )))))

11111 1 9 8 222 3999 l 555 3 8
,

555 7 4
.

666 4月 777 888

22222 19 8333 4 lll 2 555 6 1
.

000 9 2 222 3
.

777 888

33333 19 8 444 7 000 l 888 2 5
.

777 7 2 777 4
一

0 444 l 222

44444 19 8 555 10 777 2 lll 19
、

666 5 8刀刀 3
.

0 999 l lll

55555 19 8 666 2 1000 5222 2 4名名 16 2月月 3
.

1 333 555

66666 19 8 777 19 000 4 999 2 5 7 999 13 1
.

777 2
.

6 999 444

合合合 计计 6 5 777 18 000 2 7
.

444 59 2
.

111 3
.

5 33333

注 : 重大项 目和青年基金项 目未列人本表
。

于清华大学 )
,

进人年计划的基金项 目数占全年课题数的 20 %
,

年度拨款额占全校全部基础研

*

天津大学科研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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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包括应用研究中的基础性工作 )科研经费的 50 % 左右
。

据统计
,

我校近 80 % 的博士生和

硕士生导师承担或参加过科学基金项 目的研究工作
,

研究生的选题大部分也出 自基金项 目 ;有

近 50 % 的教师承担或参加过科学基金项 目的研究工作
。

目前我校广大教师对申请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非常重视
,

对能得到基金委资助感到荣幸和 自豪
。

以上数字和事实说明
,

科学基金已

对我校的基础研究提供了可靠的经费来源
,

成为我校基础性研究的主要支柱之一
,

并对我校科

研水平的提高和培养高层次的人才起到 了良好的作用
。

几年来
,

在基金委的资助下
,

除按计划

高质量
、

高水平地完成了一批课题外
,

还获各类奖励 (见表 2)
。

表 2 1985一 19 8 7 年我校基金项目的获奖情况

获获奖类型型 自 然然 国 家家 国家科技技 教委科技技 部委级奖奖 天津大学科技技

科科科学奖奖 发明奖奖 进步奖奖 进步奖奖奖 进步奖奖

等等 级级

气
等等

气
””

几
”” 一等等 二等等 几等等 了了 资资项项 数数数数数 222 222222222

我校王清月教授承担的
“

脉冲碰撞锁模环形染料激光器的研究
”

基金委资助 7 万元
,

学校

投资 3 万元
,

经过两年多的研究完成了任务
,

并使锁模脉冲宽度指标达到 O
.

09 P S
,

属当时的国

际先进水平
。

该成果论文在国际会议上宣读后
,

在国内外同行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

《中国日

报》
、

《人民日报》均在头版做了报道
,

获得国家教委 19 8 7 年度科技进步二等奖
。

电子工业各种元器件的制备
,

需要高纯度
、

高密度以及宏观和微观上具有高度均匀性的陶

瓷粉体
,

这种粉体主要依赖进 口
。

为使电子元器件早 日国产化
,

我校葛庆仁教授于 1986 年向

基金委提 出了
“

超细粉体的制备及其反应性能和宏观动力学研究
”

的申请
,

获得资助后
,

于

1 9 8 7 年开始执行计划
。

经一年多的努力
,

现 已完成了 5 项研究内容 : ( l) A U C 粉体化学计量

性研究
。

( 2) 球形化 A U C 粉体的制备研究
。

( 3) 高浓解稳液制备及其反应器的结构形式的研

究
。

( 4) 球形化均匀化电容瓷基料粉体的研究
。

( 5 ) iT 一N d 复合作用研究
。

其中第 4 项研究工

作已于今年 3 月份通过小试鉴定
,

小试产品的性能达到美国和 日本进 口产品的指标
,

解决了我

国电子原材料生产中长期未能解决的技术难题
。

以上阶段工作已向国家基金委做了汇报
,

基

金委认为该项研究应用前景明确
。

已决定追加 2 万元经费
,

以期进一步地深人研究
,

争取尽快

应用到生产实际中去
。

我校薛玺成教授承担的
“

水电
、

矿冶
、

土木岩体工程的初始地应力场研究
”

首次提出了
“

数

学模型多元回归岩体初始应力场法
” ,

用该方法求出的我国鲁布革
、

拉西瓦和二滩等大型水电

工程的初始应力场与实测资料
、

地质条件和原位试验资料基本相符
,

为发电厂的总体布置
,

断

面优化设计和轻型喷锚支护设计提供了科学依据
,

为国家节约了上千万元的投资
。

取得了重

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

本项成果已通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材料与工程学部主持的鉴

定
,

并获水电部一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

国家教委 19 8 7 年度科技进步一等奖
。

二
、

我校在科学基金管理工作中的几点做法与体会

1
.

做好宣传工作
,

把好申报关

科学基金制是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产物
,

也是我国科技史上的新生事物
,

科技人员对其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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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有个提高的过程
,

也有一个 了解的过程
。

为使我校广大教师对科学基金有深人的了解
,

我们

管理人员带领教师主动到基金委的有关学部去请教
、

学 习
,

了解科学基金的宗旨
、

方针
、

政策和

资助范围 ;主动将基金委的同志请进学校检查指导工作
,

召开座谈会
,

进行直接对话
。

几年来

我们先后请科学基金委主要负责人以及材料与工程学部
、

信息学部
、

化学学部
、

综合局
、

政策

局
、

外事局等有关领导和同志来到学校
,

为广大教师和直接主管基金工作者接触提供了机会
。

这样做不仅对我校教师申请项 目起到了指导作用
,

而且对我校管理工作也起到了促进作用
。

组织好基金项目的申请
,

把好申报关
,

这是基金管理工作中的关键一环
。

所以我校在每年

申报工作开始之前
,

主管科研校长都要召开全校系级单位主管科研主任和科研秘书大会
,

通报

上年度基金委整个申报和批准情况以及我校在上年度申报工作中所存在的主要问题
。

着重讲

解本年度申报工作中应注意的新问题
。

校
、

系两级管理人员组织广大教师学习
、

掌握基金委发

布的《项 目指南》
,

查阅历年基金资助项 目目录
,

在做大量细致调研工作的基础上再填写申请

书
,

以保证课题内容的新颖性
。

我们还鼓励校内系级单位之间联合申请
,

若条件允许
,

还鼓励

和校外单位联合申请基金重大项 目
。

申请书是评审工作的重要依据
。

我们要求申请者在填写申请书时语言表达明确
、

字迹工

整
、

书面整洁
,

要阐叙清楚课题的科学依据
、

意义
、

技术路线
、

理论分析和实验步骤等
,

对不符合

基金申报要求的
,

坚决返回重新填写
。

通过大家的努力
,

我校申请书的质量都是较好的
,

得到

了基金委同志的好评
。

由于我们管理人员专业知识范围有限
,

很难对申请课题的学术水平进行审查
,

所以我们将

学术水平的审查下放到系级单位的学术委员会
,

让他们把好这一关
,

科研处主要抓格式手续审

查
。

几年来的实践
,

我们认为这种做法还是切实可行的
。

2
.

做好基金课题的管理和监督工作

有某些教师认为基金课题
“

申请难
,

交帐容易
” ,

为防止申请获准后产生松懈情绪
,

我校除

设专人负责管理外
,

还注重了年度检查工作
。

每年 6 月和 12 月两次对全校基金项目进行全面

检查
,

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

少数课题因某种原因不能完成年度计划的
,

要求提前三个月提出延

期报告
,

上报基金委有关学部
。

我们还采取分层次管理课题的办法
,

即分校
、

系两级重点管理
。

在学校定出重点管理课题
-

的基础上
,

要求系级单位也要定出重点
,

保证每年有一批高质量
、

高水平的基金课题完成
。

3
.

抓好基金课题的总结

如果将申请工作比做
“

播种
” ,

执行管理过程比做
“

田间管理
” ,

那么结题则是
“

收获
” ,

谁都

希望金秋的收获果实丰硕
,

但总有优劣之分
,

需要有关专家去鉴别
。

我们要求每个基金课题在

结束时都要进行鉴定或评议
,

以求对所做的工作给予科学的评价
。

三
、

对科学基金委管理工作的几点建议

1
.

落实申请者权益
,

加大资助项目强度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
、

科技体制的改革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

目前存在着从事基础研究工作的

科技人员较从事应用研究
、

开发研究的科技人员个人收人均偏低
,

建议能对承担基金项目的同

志给予一定的补贴
。

面对当前原材料
、

仪器设备的全面涨价
,

平均经费万元 / 年左右一项的基

金研究工作是很难深人的
,

我们建议基金委增加项目资助强度或向国家争取增加用于基础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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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财政拨款
。

此外
,

建议在每年的评审中留一定比例的活动经费
,

主要用于追加结转课题和

提高某项新增课题的强度
。

2
.

关于科学基金项目成果的奖励

科学基金项 目提交的成果大多为理论成果
,

但以理论成果申报奖励受到经济效益等条件

的限制
,

形成了基金项 目成果的水平虽然很高
,

但获奖的项 目很少的局面
。

因此我们建议基金

委是否可考虑为基金项 目设专项奖
,

以进一步提高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
。

3
.

加强基金成果的管理工作

基金委 (88 )国科金发综字第 02 1号文《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研究成果评议鉴定试

行办法 》中
,

对第十四条所规定的主要四种情况
,

可不专门组织评价
,

可视同鉴定和评议
。

但此

类情况的成果是无法申报各类奖励的
,

所以请基金委与国家科委或其它部门协商解决
。

此外
,

我们建议基金委加强成果的跟踪管理
,

对经过资助确有转化为技术商品的成果
,

应

继续资助再研究 (即二次开发 )
,

促进科学研究成果向技术商品转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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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关于设立地区科学基金的暂行规定

(1 9 8 8 年 11 月 7 日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委务扩大会议通过 )

一
、

为了加强对边远地区
、

少数民族地区和科学基础薄弱地区科研工作的支持
,

促进全民

族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从一九八九年起试设地区科学基金
。

二
、

地区科学基金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划出一定额度经费
,

在规定地区范围内平等竞

争
,

择优资助部分省
、

自治区所属单位科研人员从事的基础研究和部分应用研究工作
,

重点支

持结合当地自然资源和 自然条件特点开展 的研究工作
。

三
、

一九八九年地区科学基金资助的地区范围暂定为内蒙古
、

宁夏
、

青海
、

新疆
、

西藏
、

广

西
、

海南等省
、

自治区
。

今后
,

将根据财力和地区科学基金的试行情况
,

进行调整
。

四
、

地区科学基金申请人条件
、

申请手续
、

申请书格式等
,

均与自由申请项目相同
,

但须在

申请书的左上角注明
“

地区
”

字样 ;填写申请书简表时
, “

项 目类别
”

的选择在
“

D
”

处打
“

侧
” 。

五
、

国务院各部委
、

中国科学院和中国人 民解放军所属单位的科研人员
,

不得申请地区科

学基金
,

但可以应邀参加地区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的研究工作
。

上述单位科研人员结合我国 自

然资源和自然条件特点的研究工作
,

可参加自由申请项目的竞争
,

并将受到鼓励
。

六
、

地区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的管理办法与报表格式
,

按自由申请项目的有关规定执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