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 期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总结科学基金工作 促进基础研究

的发展和繁荣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第四次全委会议综述二

本刊编辑部 一一习

!提要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第四次全委会议
,

是在全国基础研究工作会议召开前夕
,

以及本

委委员和领导成员行将届满准备换届之际
,

举行的一次重要会议
,

会议涉及和提出了关于基础研究

工作
,

基金制和基金委工作方针
,

任务的许多重要问题
。

会议的文件和讲话很多
,

本刊特综述其要

点 : 一
、

主要根据胡兆森副主任的会议总结
,

综述关于会议的概况 ;二
、

关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 19 88 年工作的进展
,

即唐敖庆主任工作报告提出的七项工作要点 ; 三
、

关于对基础研究的认识
,

即综述了师昌绪副主任讲话和其他委员发言的有关内容 ; 四
、

关于基金制和基金委在基础研究中的

作用
,

综述唐老
、

师老和与会委员的报告
、

讲话
、

发言
,

归结为稳定作用
、

促进作用
、

激励作用和培养

人材的作用 ;五
、

关于 19 89 年的工作
,

会议讨论同意
,

( l) 高举基础研究的旗帜
,

(2) 发挥专家系统作

用
,

(3) 加强基金管理工作
,

(4) 增设地区科学基金
,

( 5) 增强透明度主动接受监督
,

(6) 总结工作以准

备换届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在成立届满三年之际
,

于 19 8 8 年 12 月 26 日至 28 日在北京召

开 了全委会议
,

认真总结科学基金工作
,

分析基础研究工作和基金制的形势
,

提出建设性意

见
。

这次会议很有成效
,

统一了认识
,

增进了相互了解和理解
,

对科学基金制和基金委的工作

起了推动作用
。

一
、

关于会议的概况

会议历时三天
。

出席会议的有 国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委员和基金委各学部
、

各局 (办 )的

负责同志
。

各报社和电台十多名记者列席了会议
。

国家科委副主任阮崇武
,

中国科学院院长

周光召
,

国家教委副主任滕藤等出席了开幕式 ;光召
、

滕藤同志讲了话
,

对基金制和基金委的工

作作了充分的肯定
。

《人民 日报》
、

《光 明日报》
、

《人民 日报》 (海外版 )
、

《科技 日报》等报及时发

布了会议新闻和消息
,

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

这次会议的议题主要是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唐敖庆教授
,

作关于
“

认真总结工

作
,

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科学基金制
”

报告 ;副主任师昌绪教授作关于
`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在发展我国基础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
”

讲话 ;副主任王仁教授
、

秘书长黄坚同志以及基金委有

关部
、

局负责同志作专题工作汇报 ;各位委员对上述报告进行 了充分讨论 ;最后
,

常务副主任胡

兆森作关于
“

同心同德
、

克服困难
,

为进一步发展科学基金制再作努力
”

总结
。

各位委员对这次会议 比较重视
,

都在会议上发 了言
,

有的发言二三次
,

谈基础研究工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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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基金制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

提了许多有深度的意见和建议
。

胡兆森同志在总结时说 :这些

意见和建议
,

对改进基础研究和基金委的工作具有深远的意义
,

为基金委参加全国基础研究工

作会议作了很好的思想和认识准备
。

二
、

关于基金委 19 88 年工作的进展

唐老在工作报告 中着重谈了基金委 19 8 8 年工作的进展
,

并概述了基金委 19 8 6 年成立三

年以来的资助状况
。

基金委 19 8 8 年主要抓了七项工作 :

( l) 学科评审组成员的换届
。

(2) 科学基金项 目的受理与评审
。

其中
,

自由申请项 目共受理 9 445 项
,

实际资助 2 997 项

(金额 1
.

19 亿元 )
,

青年科学基金共受理 6 41 项
,

实际资助 170 项 (金额 533
.

9 万元 ) ; 高技术探

索课题共受理 822 项
,

实际资助 178 项 (金额 801 万元 ) ;重大项 目共批准资助 17 项 (金额 2 2 7 5

万元 )
。

( 3) 接受委托评审
。

其中
,

19 8 7 年国家自然科学奖的复审
,

受理 777 项
,

建议奖励 186 项
,

最终评出 178 项 ; 非教育系统回国留学人员资助的评审
,

受理申请 105 项
,

按照人事部要求的

控制数
,

建议资助 50 项 (金额 229
.

35 万元
,

其中外汇 fl
.

805 万美元 ) ;协助组成国家计委专家

组
,

对第六批世界银行
“

重点科学发展项 目
”

建立国家重点实验室进行复审
.

(4 )加强对科学基金项 目的管理
,

已对历年科学基金项 目所取得成果进行了清理
.

( 5) 国际合作研究工作稳步开展
。

与有关部门联合资助在国内召开的会议 94 个
,

资助了

4 3 位国外学者
、

专家来华交流
、

讲学
,

派出 l巧 位基金资助项 目科技人员出访
,

资助 45 名科技

人员出国进行短期进修
。

已同十个国家和地区有关机构签订了合作协议或备忘录
,

纳人协议

的合作项 目有 51 个
。

( 6) 促进研究成果向生产转化
。

现已有偿资助 25 项成果向生产转化
,

可创产值 20 00 余万

元
,

使基金增值 100 余万元
。

全委会议表示 同意和支持基金委 目前开展的小规模转化工作
,

认

为这是贯彻
“

依靠
” “

面向
”

方针的具体行动
。

为使基础研究人员对基金委资助重点和资助方向

更加放心
,

胡兆森同志在总结时代表基金委明确以下原则 : a
.

坚持只应用暂歇基金的时间差和

使用很小的额度
,

b
.

确保基金及时发放
,

各种资助工作不受任何影响
,
c

.

坚持转化工作人员少而

精
,

不牵扯基金委大的精力
,

d
.

坚持使转化收益回到基金上去
,

促进基础研究工作
。

( 7) 加强了机关建设工作
。

三
、

关于对基础研究的认识

基础研究究竟包括哪些范围
,

一直众说纷纭
。

对此
,

师老在会议讲话中作了系统地阐述
,

引起与会 同志热烈讨论
,

统一了认识
。

大家认为
: 基础研究应包含三部分内容

。

一是没有直接

应用背景
,

只以认识 自然
,

揭示客观规律为其主要内容的纯基础研究
。

二是有应用背景的定向

基础研究
,

也就是技术科学
。

这类研究方式和所用工具与纯基础研究没有多大差别
,

只是具有

较强的应用 目的
。

通过这类研究往往可 以开拓新的学科领域
,

发展 出新 的学科方向和新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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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手段
,

或提出新的科学原理 ; 同时
,

可以发展出富有创造性的新技术
、

新材料
、

新物
、

新流程或

新元器件的雏形
。

三是以基础数据的采集和资料 的积累为主的基础性工作
,

根据所得到的基

本数据和资料进行综合分析
,

从而探索 自然界的基本规律
。

上述三类的
“

一
” “

三
”

属基础研究
,

“

二
”

属应用研究的一部分
,

三类都属于科学基金的资助范围
。

同意和采用基础研究这种广义的定义
,

不但丝毫不损害纯基础研究
,

而是在更深的意义上

强调纯基础研究的重要
。

应该看到
,

纯基础研究的重大突破
,

往往产生划时代的影响
,

对培养

人才
,

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
,

有着不可估量 的作用
。

然而
,

把基础研究限制在纯基础研

究的狭小圈子里
,

作茧 自缚
,

不但不符合基础研究 的特点和实情
,

也与
“

面向
” “

依靠
”

的方针相

驳
,

难以得到国家的有效支持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基础研究的狭义定义
,

不但在中国不合

适
,

就是在国际上
,

甚至在美国和联合国本部也未行得通
。

日本一直将应用研究包括在基础研

究之 中
。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一 向以支持基础研究为宗 旨
,

其基础研究是把所有非商业 目的

科学研究工作包括在内的
。

联合 国的某些文件
,

也把某些定 向基础研究列入基础研究之 中

了
。

诺贝尔科学奖被认为是基础研究的最高奖励
,

但从 19 01 年起授奖 80 余届物理奖来看
,

多

数是新理论和新发现
,

但也有 l / 5 左右是属于新技术
、

新材料
、

新仪器或新器件
。

诸如无线电

报的发展
、

航标灯的 自控
,

超导体的发现
,

相衬光学显微镜
,

全息技术等等
。

当然
,

这些多数是

大量基础研究而引伸出来的
。

从这个意义上说
,

基础研究不仅是后劲
,

而且对经济有直接作

用
,

不重视或不狠抓基础研究
,

其它研究开发工作都搞不好
,

经济也上不去
。

委员们在发言 中
,

引经据典
,

应用现实中的大量例证
,

说明基础研究在现代科技中的重要

地位和作用
。

陈芳允委员说 :卫星上天
,

控制指令成千上万条
,

没出问题
,

没有控制理论怎么控

制准
。

卫星测距
,

用 的韩信点兵— 剩余定理
。

现在用星光制导
,

天文定轨
,

这与天文
,

空间物

理
,

时间系统的关系都很密切
。

曲绵城委员说 : 外科现在搞体外移植
,

但若不搞细胞移植的基

础研究
,

是根本不行的
。

要研究免疫问题
,

排斥问题和麻醉问题
。

不研究基础性课题
,

疗效很

难提高
,

现时某些新医药
、

器件 的进 口状态就改变不了
。

黄文虎委员认为
,

科技与经济是
“

面

向
”

和
“

依靠
”

的关系
,

基础研究与
“

高科技
”

也有个
“

面向
”

和
“

依靠
”

的问题
。

然而
,

大家对我国

基础研究水平与世界水平有拉大的趋势甚表忧虑
。

邹承鲁委员说二我国基础研究的队伍和成

果比 4 0 年前有进步
,

但人家 4 0 年来进步更快
。

我国论文数 已落在印度后面 ( 50 年代不是这

样 )
.

都认为数学不错
,

实际上
,

国外引用我国生
、

化
、

医比数理多
。

其原因
,

有的委员认为国家

对基础研究的重视程度不够
。

章综委员说
:
我国某些时期对基础研究的冲击程度大于重视程

度
.

冯端委员说 : 中国基础研究不如先进国家
,

主要是不能持续
,

受国家起伏影响
,

从事基础研

究的人少
,

经费少
。

因此
,

委员们建议基金委一定要实事求是地估量基础研究工作的形势
,

一定要千方百计呼

吁国家重视基础研究工作
,

增加基础研究经费
,

争取把基础研究经费和科学基金增加到适当的

比例
。

要求给基础研究人员一定的自由度
,

帮助建立一个宽松和创新的环境
。

要求基金委更

加关注基础研究的新特点和新趋势
,

对交叉学科
、

软科学和国际合作加以更大的注意
,

利用和

发挥自己的优势
,

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交叉的促进派
,

为我国基础研究做更多的工作
。

基金委领导同志在会议中表示
,

一定要认真对待大家的意见和建议
,

对基金委权辖范围内

满办的
,

即着手研究落实
,

办起来 ;对涉及或需要中央和其他部门理解
、

配合的
,

也将积极反映
,

主动做工作
,

争取得到解决或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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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关于基金制和基金委在基础研究中的作用

唐老和师老在他们的报告和讲话中
,

都谈到基金制和基金委在基础研究 中的作用
,

得到委

员们的一致赞同
。

冯端委员说 : 基金委依靠专家系统
,

以基金形式资助到各科研单位和各部

门
,

成效显著
,

应让领导上了解
,

应在 中国大大提倡
。

卢 良恕委员说 : 基金委做了大量工作
,

其

运行机制建议在其他部门学习采用
。

路甫祥委员说
:
基金委以出色的工作

,

在科技界赢得了声

誉
,

做出了突出成绩
,

高校受益最大
,

稳定 了队伍
,

培养了研究生
,

并创造了适合中国特点的基

金工作方针
,

为科技管理工作作出了典范
。

曲绵城委员说
:
基金委的作用很大

,

没有基金
,

研究

生队伍就垮了
。

北医大研究生 800 多名
,

博士生 2 0 0 多名
,

靠的是基金
。

基金千万不能再减
,

减就更 困难 了
.

陈芳允委员说 :基金委机构工作效率高
,

组织各项工作也最好
,

基金工作很有

希望
。

黄文虎委员说
: 基金委在稳定基础研究

、

稳定学校
、

稳定教师方面作用很大
,

贡献很大
,

“

基金委也是一块比较干净的地方
” 。

章综委员说 : 基金委领导不批条子
,

行政不干预
,

充分发

挥专家作用
,

参加基金委组织的活动心情舒畅
。

汪家鼎委员说 : 上面对基金委的工作似乎不够

重视
,

有的人对基础研究和基金工作有这样那样的说法
,

这不公平
。

基金制和基金委受到这样的好评
,

不是偶然的
,

实际上
,

是大家对中央 19 8 5 年科技体制改

革决定关于科学基金制和成立基金委方针的肯定
,

是对科学基金制优越性和基金委几年工作

的肯定
。

科学基金制和基金委是改革的产物
,

当前对改革遇到某些不同认识是必然的
。

为此
,

师老在讲话中系统地阐述了基金制和基金委的地位和作用问题
。

师老认为
,

从试行全国范围

的科学基金制六年以来
,

特别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成立三年以来
,

科学基金制和基金委不仅

起了在全国推广基金制的示范作用
,

而且对许多科研单位的基础研究
,

起了稳定
、

促进
、

激励和

培养人才的作用
。

稳定作用
。

在国家贯彻
“

面向
”

方针时
,

没有这块专款专用基金
,

基础研究队伍很难维持
。

基金
,

百孟苏郭些单位科研经费的主要来源
,

卫生系统科研部门从基金得到两倍于该系统 的科

研费
,

全国基础研究的课题费有一半是基金
。

促进作用
。

目前资助项 目发表论文 3 13 9 6 篇
,

专著 521 册
,

取得一批重要成果
。

在 1 9 8 7

年 1 78 项国家 自然科学奖中有 54 项受到基金资助
,

国家发 明奖
、

科技进步奖等国家级奖励有

59 项
,

省部级奖有 9 14 项
。

由于基金资助
,

已使高 cT 超导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
,

使光敏核不育

水稻研究脱颖而出
,

还取得其他许多重要成果
。

激励作用 , 主要是科学基金在全国采取
“

高 门槛
” “

优 中择优
”

的竞争机制
,

提高了受资助

单位和资助人员的价值感和荣誉心
,

从而促进了科研工作
。

培养人才的作用
。

19 82 年 以来
,

基金资助了 2 7 000 名博士后
、

博士生
、

硕士生的研究工

作
。

同时通过各种类型的基金资助
,

提高了学术水平
,

培养和成长了一批学术带头人
。

师老还在讲话中
,

对现存的有关基金工作的不同认识问题
,

作了必要的说明和解释
。

这主

要是 : ( l) 基金资助项 目是否过于分散 ; (2) 基金制是否有利于科学研究的稳定 ; ( 3) 关于基金 自

由申请课题是否会影响资助单位的领导权 ; ( 4) 关于基金资助率与资助强度的矛盾问题
。

通过

讨论
,

委员们同意师老的意见
,

对于资助率
,

今后拟基本维持在 25 % 左右
,

政府对基金所增加的

拨款将主要用于提高资助强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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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关于 19 89 年的工作

唐老的工作报告
,

师老的讲话
、

兆森同志的总结
,

都表示基金委要在三年工作成绩的基础

上
,

更上一层楼
,

把 19 8 9 年的工作搞好
。

主要是 :

1
.

更高地举起支持基础研究的旗帜

要从基础研究和部分应用研究的特点出发
,

坚决贯彻
“

面向
” “

依靠
”

方针
,

做好科技三个战

场研究 的衔接工作
,

进一步明确资助的范围和重点
。

把支持重点放在纯基础研究中具有国际

科学前沿水平的项 目
,

应用基础研究中具有明显应用前景的项 目
,

基础数据和资料研究中具有

我国自然资源特点的项 目
。

要坚持高门槛
、

有限目标 ; 要研究学科发展战略
,

重点支持可望形

成学科优势和单位特色的课题
,

努力稳定一支精干的高水平的研究队伍
。

2
.

进一步发挥科学基金专家系统的作用

将与有关部门研究
,

争取科学基金专家系统主动承担全国性重要的基础研究工作领域的

评审和咨询工作
,

以加强全 国基础研究工作的协调作用
,

减少重复和浪费
。

同时
,

也要进一步

发展 52 位国内外知名学者
、

科学家和管理专家组成的顾问委员会
,

在基金资助方向
、

政策方面

的咨询作用
。

3
.

全面地加强科学基金的管理工作

在继续做好科学基金前期 (申请
、

评审
、

批准 )管理工作的同时
,

加强后期管理工作
。

一抓

重点
,

在当前支持 1 0 0 0 个单位
、

1万个项 目和 10 万人次的规模中
,

着重抓好约 10 00 个重点项

目和由 5 6 个重大项 目中的 40 0 个子课题
。

二抓成果
,

即抓评价
,

抓应用和抓转化
。

三抓动态

管理
,

通过抓好的和差的两头
,

提高资助项 目的研究质量和效率
.

为此要依靠专家
,

依靠各种

学术活动
,

依靠资助单位
。

继续充实
“

项 目指南
” ,

完善各种基金制度
。

4
.

增设地区独笔易缸一
基金资助 以往对我国边远

、ha
地区

,

、 、
·

。 等优先
·

方针
,

、 际上
·

同等
·

难以达

到
。

1 9 8 9 年先从国家科学基金划拨近 180 万元做地区科学基金
,

暂定对内蒙古
、

宁夏
、

青海
、

新

疆
、

西藏
、

广西和海南等 7 省 (自治区 )的高校和地方科研单位给予资助
,

促进全 民族科学水平

的提高
,

推进边远地区的经济发展和 自然资源开发
.

5
.

增强透明度主动接受监督

从 19 89 年开始
,

每年第一季度即通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年报》和其它多种方式
,

公布上年度基金委的资助和工作情况
,

广泛接受科技界和社会各界 的批评监督
,

不断改进工

作
。

6
.

认真总结工作为搞好领导班子换届做准备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委员和领导成员任期届满
。

唐老和其它领导同志表示
,

一定要

认真总结工作
,

善始善终
,

一要为新班子 留下一批好的基金资助项 目
,

二要 留下一个好的专家

系统
,

三要留下一套科学适用的基金工作制度和条例
,

四要留下一个好的工作作风
。

会议在团结热烈的气氛中胜利结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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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 e 4t h P l e n r a yN S F Ce o m mi t t e e me e t i n g 1n a 5i mP o r t n at me e t i n gh e l do n t h e e e vo f t h e

o P e n in go f t h e N at i o n al Co n fe r e n e e o f B a si e Re e r e s ah W o r k n a d at t h e t i me w h e n t h e l e a di n g an d

o t h e r me mb e r o sf t h e P r e se n t N S F Ce o m mi t t e e w o u l do o sn e o me t o t h e e n do f t h e i r te r m
o f o ffi e e

.

T h e me e t i n gi de u e s s s dn a dr ai se d mn a y m ajo r qu e st i o n c o sn e e r n in gt h e b a si e r e se r ae h w o r k
,

t h e

fo u n d a t i o n s y s t e m a n d t h e P ir n c iP le s a n d t a s k s o f fo u n d a t i o n c o m m i t t e e
.

T h e fo l lo w i n g 15 a s u m
-

m a r y o f t h e m a i n P o in t s fr o m a m o n g t h e n u m e r o u s d o e u m e n t s a n d s P e e e h e s o f t h e m e e t i n g : 1
.

A

g e n e r a l d e s e r iP t i o n o f t h e m e e t in g m a in ly b a s e d o n t h e s u m m i n g u P r e P o r t b y V i e e 一C h a imr
a n H u

Z h a o s e n
.

2
.

P r o g r e s s o f N S F C e o m m i t t e e w o r k i n 19 8 8
,
t h a t 15

,

t h e 7 m aj
o r P o i n t s o f w o r k P u t fo r -

w a r d i n t h e w o r k er P o r t b y C h a imr
a n T a n g A o q i n g

.

3
.

T h e u n d e r s t a n d i n g o f b a s i e r e s e a r e h
,
t h a t i s

,

a s u m m a
yr o f t h e r e l a t e d s t a t e m e n t s i n t h e s P e e e h b y V i e e一C h a imr

a n S h i C h a n g x u a n d t a l k s b y

o t h e r e o m m i t et e m e m b e r s
.

4
.

T h e r o le o f fo u n d a it o n s y s te m a n d fo u n d a t i o n c o m m i t t e e i n b a s i c r e -

s e a r c h b a s e d o n t h e r e P o r t s
, s P e e e h e s a n d t a lk s b y e o m m it t e e m e m b e r s ,

i n e lu d i n g T a n g A o q i n g a n d

S h i C h a n g x u ; t h e r o l e 15 s u m m a r i e d a s o n e o f s t a b i l i t y
,

P r o m o t i o n , e n e o u r a g e m e n t a n d P e r s o n n e l

t r a i n i n g
.

5
.

T h e 19 89 w o r k a g r e e d b y t h e m e e t i n g a

fet
r d i s e u s s i o n : ( l ) t o r a i s e h ig h t h e b a n n e r o f

b a s i e er s e a r e h
;

( 2 ) t o b ir n g th e s y s t e m a t i e r o le o f e x P e r t s i n t o P la y ; ( 3 ) t o s t r e g t h e n t h e m a n a g e -

m e n t o f fo u n d a t i o n ; (4 ) t o a d d lo e a l s e i e n e e fo u n d a t i o n s ; ( 5 ) t o in e r e a s e t h e t r a n s P a r e n e e o f w o r k

a n d a e t i v e ly a c c e P t s u P e
vr i s i o n ; ( 6 ) t o s u m u P w o r k in P r e P a r a t i o n fo r t h e n e w e o m m i t t e 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