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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制在我校基础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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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摘要 I本文以大量事实阐述了科学基金制实施以来对该校的教学

、

科研等方面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

显示了科学基金制的优越性和生命力
.

同时也提出了在实施基金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

希望有关领

导不断总结改进
,

使其更加完善
。

自然科学基金制的实施使高校科技人才得以充分利用
,

高校的综合学科优势得以充分发

挥
。

作为医学院校
,

长期以来医
、

教
、

研不能协调发展的矛盾
,

由于研究生制度与科学基金制配

合发展
,

矛盾趋于缓和或部分解决
,

而得以逐步地成为名副其实出成果出人才的基地
。

多数专家认为
,

我国的科技体制与教育体制的改革是有效的
,

是相辅相成的
。

但两者相比

科技体制改革较为成功
。

科学基金申请制依靠专家
,

择优支持
,

公平合理
,

打破了大锅饭
,

鼓励

竞争机制与横向联合
,

以项目指南为指导
,

促进了医学基础研究近十年来的飞速发展
,

缩短了

与国外的差距
。

高校科技人员多年梦寐以求进行基础性研究的愿望开始成为可能
,

更重要的

是在实践中培养出一支科研队伍
。

对基础研究重要性的认识
,

也逐步深人
。

更多的人越来越

感到不重视基础研究
,

要解决目前医药卫生科学面临的问题是不可能的
。

一
、

基础性研究是医药卫生科学发展的核心

从历史上看
,

医学发展至今无不与基础研究的突破紧密相关
。

医学科学是在 16 世纪 (文

艺复兴时期 )维萨里的
“

人体构造
”

解剖学发展基础上
,

经过了 17 世纪生理学
,

18 世纪病理解

剖学
,

19 世纪细胞学
、

细菌学等发展
,

以及 19 世纪末预防医学及临床医学的发展才形成的
。

20 世纪医学分科越来越细
。

从 1901 年到 198 4 年已有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 139 项
,

这些成

就反映出医学科学在 20 世纪的进展
。 “

6 0 6
” “

9 14
”

抗生素的发现使大多数传染病和感染得到了

有效的治疗
,

手术后感染也得到基本控制
。

免疫学的发展制造出各种疫苗
,

使多种烈性传染病

得到有效的预防与控制
。

现代免疫学已发展为包括免疫化学
、

免疫生物学
、

免疫遗传学
、

免疫

病理学
、

分子免疫学
、

移植免疫学
、

肿瘤免疫学等多个分支领域
,

其研究无疑对生物学
、

生命科

学的进一步发展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

对器官移植
、

肿瘤的化学治疗
、

各种生物药品

的制造等已起着重要的作用
。

此外如营养学的发展是与蛋白质中氨基酸
、

维生素
、

微量元素的

研究分不开的
,

它使
“

完全胃肠外营养法
”

成为现实 ;心肺功能的研究使体外循环成为可能
,

解

决了心内直视手术问题 ; 肾功能研究
,

为人工肾的制造提供了理论基础
。

40 年代以来现代科学技术生物学
、

电子学
、

化学
、

数学
、

力学
、

高分子化学等进人医学领

域
,

横向联合融为一体
,

开拓出生物医学工程崭新的领域
。

各种人工器官如人工肾
、

人工心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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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晶体
、

人工关节
、

人工韧带以及各种新的诊断技术 C T
、

核磁成象
、

超声诊断
、

以光导纤维

的材料制成的各种内窥镜等
,

其发展之快如雨后春笋
,

使人目不暇接
。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分子

生物学的发展与研究
,

促进了分子医学的发展
。

用基因工程治疗某些遗传病 (特殊贫血病 )已

成为可能
。

癌基因与转座因子的发现
,

为征服癌症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

在这里不难看出
,

医药

卫生科学发展的核心是医学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
,

否则就会变成无米之炊
、

无本之木
、

无源之水
。

二
、

基金制的实施加速我校成为教学和科学研究中心

北 医大是一所我国 自己创办的有 76 年历史的医学院校
。

学科齐全
,

基础深厚
,

师资力量

较强
。

现有副教授以上的教师
、

医生 1 300 人 ;硕士点 44 个
,

硕士导师 4 74 人 ;博士点 27 个
,

博

士导师 68 人
。

科研人员 900 人
,

研究生 7 11 人
。

北医大是国家重点建设的院校之一
,

国家要

求重点院校既是教育中心
,

又是科学研究中心
,

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上担负起重要任务
,

在

国内起示范作用
,

在国际上是我国教育与科学技术的橱窗
。

小平同志讲
“

教育必须面向四化
、

面向世界
、

面 向未来
” ,

这就非常明确地为我校指出了办校的任务和方针
。

即北医大必须办成

一所多学科
、

多层次
、

多种形式培养高质量医药卫生人才的医学院校
,

只有这样才能适应新技

术的高速发展
。

而要达到这个目标
,

必须加强医学基础研究
,

在我校主要是应用基础研究
。

我校一贯十分重视科研工作
,

坚持教育与科研紧密结合
。

19 8 7一 1 9 8 8 年申请科学基金中

标课题达 172 项
,

获得科研经费 667
.

3 万元
,

其 中基础研究的课题
、

人员
、

经费比例约为

30 %
。

19 8 7 年获各级科研成果奖 29 项
,

其中基础研究课题 7 项
,

占 24
.

14 %
.

1988 年获各级

科研成果奖 28 项
,

其中基础研究课题 4 项
,

占 14
.

3%
。

在实践中我们深有体会
,

科学研究特

别是基础研究的开展
,

有助于提高师资水平
,

更新教学内容
,

形成较深厚的理论储备
,

使学生获

得坚实的理论基础
,

更能适应
“

四个面向
”

的要求
。 .

同时
,

由于我校在基础研究中集中了一批多

学科
、

多层次的科技人员
,

学术思想活跃
,

也有利于开拓新兴
、

交叉的学科
。

十年来
,

我校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走过了一条学科发展的道路
,

在学科体系上是
“

微分化
”

和
“

积分化
”

并进
,

精细分科与交叉综合共存
。

建立了 15 个研究所
,

13 个研究中心和 9 个独立研

究室
。

这些研究所既有以大学科为中心的传统的老所
,

如肿瘤防治研究所
、

精神卫生研究所
,

运动医学研究所
、

泌尿外科研究所等
,

又有微分化的研究室
,

如心肺内分泌研究室
、

针麻原理研

究室
、

天然药物与仿生药物实验室 ; 既有综合性的包括独立的基础研究分科实验室
,

预防
、

临床

工作的实体研究所
,

又有基础和临床横向联合
,

发挥各自优势的功能性研究中心
,

如神经科学

研究中心
、

心血管研究中心
、

生殖医学研究培训中心
。

这些研究所
、

室的科研成果与学术活动
,

对学校医疗
、

教学
、

科研的良性循环
,

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

应当指 出的是这些科研机构的建立
、

建成与发展
,

与各种基金会的支持分不开
。

其中自然

科学基金会的项目在我校基础研究中占有突出的地位
,

自然科学基金起了主要的支持作用
。

自 19 82 年以来
,

我校共获自然科学基金 262项
,

累计资助金额 825 万元
,

年均 12 0 万元
,

(见表

l)
。

约占学校同时期各类科研经费 (除事业费 )的 1 / 4
,

为北医大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基础

工作的主要经费来源
。

加上基金制其他渠道所得资金
,

约为全校科研究经费的 3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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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科学基金制促进我校出成果
、

出人才

1
.

基金制为基础研究提供了较为稳定的持续发展的条件
,

有利于形成长期的研究方向
,

促

进学科的发展与新的学科的建立
,

并获得了一批重要的成果
.

如中国大陆第一例试管婴儿的

成功 ; 针麻机理的研究 ;新抗生素药物的发现 ; 胃癌
、

卵巢癌单克隆抗体的制成 ; 中国泌尿系结

石的成分研究及其与中国现食习惯的关系 ;关节软骨损伤的自家免疫反应 ;某些中药对增强机

体免疫功能的作用 ;心房肤的生物合成及临床应用等
,

这些都已进人细胞分子水平的研究
,

并

已迈人世界先进行列
.

2
.

基金制为稳定科研队伍
,

特别是基础研究队伍
,

培养基础研究的新兴力量和第一流水平

的科技人才创造了条件
。

基金制有利于巩固研究生制度 我校 目前研究生已增加到 7 11 人
,

其中博士生 232 人
,

博

士后科研人员 7 人
。

基础研究
、

应用研究与人才培养相结合
,

是研究生培养的必由之路
。

按国

家教委规定
,

每年培养费硕士生 4 00 0 元
,

博士生 60 00 元
。

除掉教职工工资
、

水电费
、

研究生自

身生活费以外
,

可用于课题研究的平均费用约 1 500 元 / 人年
.

而实际每个实验室博士生在我

校需课题费为 7 200 元 / 年
,

硕士生为 2 500 元 / 年
。

显然
,

教委所拨给的经费是不能完成培养

任务的
。

目前我校 80 % 的研究生是在各研究所做课题
,

研究所已成为培养高级人才的主要基

地
。

而这正是各项科研基金补助了研究生经费的不足
,

提供了研究生培养条件
。

以基础研究

项 目为主的自然科学基金为例 (见表 2)
,

1982 一 1 9 8 8 年间 53 % 的当年在校研究生参加了自然

科学基金的课题 ; 53 % 的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了研究生的研究费用
.

历年我校获奖项 目有

60 %是有研究生参加的
,

研究生已经成为科研的骨干
、

基础研究的新生力量
。

目前研究生的

工资平均每月仅 7任一80 元 / 人
,

生活费用紧张影响到研究生队伍不稳
,

基金资助虽少
,

但基本

解决了研究课题的费用
,

对研究生生活也有少许补助
。

而如果没有基金
,

研究生队伍很难巩

固
,

为 21 世纪准备人才将成为一句空话
,

导师制也将崩溃
。

科研事业后继无人
,

其后果是不敢

想像的
。

基金制有利于青年科技骨干脱颖而出 从 1987 年开始
,

我校已有 巧 人在青年科学基金

支持下
,

开展 了独立课题研究
,

改变 了青年科技人员 因无经费支持而不能充分施展才能的局

面
。

基金制对团结和吸引出国留学生 回国工作有积极的作用 目前在国外读博士学位的学

者
,

最大的顾虑是回国后无工作条件或无工作资金保证
。

我校学成归国人员现有 1 11 人次担

任了 自然科学基金课题负责人
,

并有许多人承担了
“

863
” 、 “

七五
”

攻关项目任务
。

有 11 名在国

外获得博士学位人员由于申请到基金稳定了情绪
,

回国开展了工作
。

如我国第一个在澳大利

亚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的陈慰峰教授
,

在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
,

研究 B 细胞的分化问题
,

由小

到大
,

目前已承担了
“

863
”

项 目中的介素 4 的研究任务
。

汤健教授从美国学成回国后
,

在基金

支持下
,

开展了心房肤的研究
,

证明了心脏不仅是血泵
,

而且是一个内分泌器官
。

现已建立卫

生部级的心肺内分泌研究室
,

在研究室同志们共同努力下
, “

心纳素和心脏内分泌功能
”

的研究

被中华医学会组织的专家评为建国以来 2 0 项医学重大科技成果之一
。

当然
,

影响出国留学人员及现有研究生队伍稳定的还有其它许多内外环境的因素
,

应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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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
。

如现在的人事制度不利于人才流动以及学校住房短缺等
,

相信只要政策再改进一些
,

会

有更多的留学人员归国工作
。

基金制促进了更高层次人才的成长 我校 已建立了两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

已招收的 7

名博士后科研人员
,

其科研训练的主要经费来源于各种基金
.

现 3 名博士后科研人员 已取得

优秀成绩顺利出站
。

如基础医学博士后科研人员高而威
,

进站后筹建了分子生物学实验室
,

获

得了卫生部青年科学基金的资助
.

他采用基因工程方法进行对针刺镇痛机理的研究
,

在分子

水平上研究不同状态下基因调控问题
,

为神经生理学研究发展到分子生物学水平做出了贡

献
。

3
.

基金制促进了国际合作
。

我校科研工作在基金的支持下获得了成果
,

扩大了我校在国

际上的影响
,

提高了我校的地位
,

开辟了更多的渠道
,

促进了我校在科研与人才培养方面的国

际合作
。

我校韩济生教授在基金支持下进行的针麻机理的研究
,

在国际上取得领先地位
,

引起

不少国际专家的重视
。

韩济生教授在美国工作学习过的斯坦福大学临床药学研究所主任哥德

斯坦教授
,

不仅与我校建立了学术交流关系
,

接受几名学者做博士后研究
,

还于他退休前将该

所价值 70 万美元的全部仪器设备无偿赠送给我校
。

.4 基金制对维持现有仪器的运行
,

在科研教学中发挥其应有效益起了很大的支持作用
。

近 10 年我校通过世界银行贷款等途径
,

购进了不少高档仪器设备
。

学校现有仪器设备总值约

1
.

6 亿元
,

在某些方面和国外水平接近
,

但仪器零配件
、

试剂
、

维持费短缺
,

加之管理使用水平

不高
,

人员缺乏培训
,

急待解决问题很多
。

但最重要的是缺乏运行费
,

国家又无此项预算
,

只有

各种基金是 目前唯一的依靠
。

基金虽少却起了这个关键作用
。

四
、

科学基金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1
.

基础研究周期长
,

医学科研成果又多属公益性成果
,

转让费很少或没有
,

很难构成良性

循环
。

而基金支持强度却在逐年下降
,

我校平均课题投资强度从 1 982 年的 6 万元 / 项
,

下降

至 2
.

8 万元 / 项
。

在物价上涨的形势下
,

使科研经费更加难以为继
。

2
.

社会及学校开展有偿服务之后
,

学生由不愿做医疗工作
,

转而不愿从事科研
,

不愿做研

究生或不愿在国内做研究生
。

其结果已开始影响国内科研队伍的稳定与各种计划的实施
.

如

何加强基金的强度和管理
,

增强吸引力
,

以保证国家科研任务的完成
,

是需要基金制和其他有

关政策研究解决的一个问题
。

3
.

申请科研基金必须先有实验室和一定的科研工作
,

因此学校必须投人一定的科研费
。

但目前由于人事制度改革缓慢
,

人员流动困难
,

人头费逐年上升
,

在我校已接近 50 %
,

使可投

人的科研费逐年减少
,

势必首先影响为教学服务的学科建设
。

而没有科研
,

教学是很难提高

的
。

4
.

学校人员现在分为教学
、

科研和以创收为主要任务的三部分
,

致使力量分散
,

但在经费

不足的形势下也只得如此
。

而在创收中
,

开发研究及其成果转化为商品的周期长
,

资金返回困

难
,

开发与生产的矛盾 目益突出
。

总之
,

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
,

在当前经费困难的情况下
,

开展

基金课题研究所需要的实验室条件和人员条件不易落实
,

急待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
,

制定措

施
,

保证基金的高效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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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目前国家正准备制定全国科研规划
,

单纯依靠项目指南指导研究
,

虽然有 自由竞争
、

各

取所长的好处
,

但也容易发生人力
、

财力的重复浪费
。

如何加强国家对科研工作的宏观控制
,

将有计划的科研与基金申请制结合起来尚需总结
。

同时
,

全国建立重点实验室是 以重点学科

为基础
,

但目前也存在政出多头
、

管理分散的问题
。

应该加强各种基金的集中统一管理
,

避免

基金分散的弊病
,

使有限的基金能够准确地投人
,

取得较高的效益
。

一种新制度诞生伊始
,

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间题是不足为奇的
,

不能因此而否认了它的主流

和生命力
。

我们希望政府有关领导能注意到这些问题并逐步加以改进
,

使在我国刚刚成长起

来的科学基金制更为完善
,

使其在振兴我国科技事业中发挥更大作用
。

表 1 北医大获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基本情况

年年 度度 19 8 222 1 9 8 333 1 9 8 444 19 8 555 19 8 666 19 8 777 19 8 888 合计计

课课题数数 l 000 18# 1
...

l 999 4 222 6 lll 4 7徽徽 5 1期期 2 6 222

经经费数 (万 ))) 6 0
.

111 9666 7 7
.

222 14 9
.

555 15 5
.

8 555 12 2
.

888 14444 8 2 5
.

2 555

平平均课题题 666 5
.

333 444 3
.

666 2
、

666 2
.

666 2
.

88888

投投资强度 (万 )))))))))))))))))))

涉涉及学科数 ()))I 222 222 lll lll 222 333 22222

培培培 硕士生生 888 l 666 888 3 222 7 333 4 333 3 666 2 1666

养养养养养养养养养养养养养养养养养养养养养养养养养养养养养养养养养养养养养养养养人人人 博士生生 lll 222 III l 666 2 555 888 2 lll 7444

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
博博博士后后后后后后后 lll 222 333

出出出 科研报告告 因跨年度关系所以作总数统计 55000

成成成 论 文文文

果果果果果

市市级以上科技技技技 333 444 333 444 333 l 777

成成 果 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

延延延 课题数 (2))))) 包括
“

七五
’

攻关
、 “

8 63
”

高技术等等 2 666

伸伸伸伸伸伸伸伸伸伸伸伸伸伸伸伸 经经经费数数数数 约 400 万万

课课题负责人人 6 2
.

444 5 6
.

666 5 6
.

777 5 9 .222 54
.

666 5 5
.

888 5 44444

平平均年龄龄龄龄龄龄龄龄龄龄

以以 自选题为为 l 000 l 888 1999 4 222 6 lll 4 777 5 lll 2 4 888

基基础获准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

课课题负责人人 444 777 888 1444 3222 2444 2 222 1 1 111

为为出国学成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

注 : ( l) 以教委二级学科为准

( 2) 延伸课题指在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为基础承担合同题
, “

七五
”

攻关
, “
8 63

”

课题者

# 1
、

小额资助 10 项 # 2
、

青年科学基金 2 项 # 3
、

青年科学基金 3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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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北京医科大学 198 2一 19 88 年研究生参加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情况

年年 度度 课 题题 各种研究生参加人数数 毕业生数数 研究生参加课题人数数 备 注注

占占占占占占占占占占占占占占占占占占占占占占占占占占占占占占占占占占毕业生数百分比比比数数数目目 研究生参加数数 博士士 硕士士 博士后后 合计计 ( 19 82一 19 8 8年 )))))))

1119 82 年年 888 666 lll 888 lll 999 6 33333 有 1 0项小额资助未未

1119 83年年 l 444 l 000 222 l666 222 l 888 3 lllll 统计
,

另 4 个课题未未

1119 8 4 年年 l 999 777 lll 88888 999 400000 查到原始材料料

1119 8 5 年年 4 222 2 000 l 666 322222 4 888 5 5555555

lll p8 6 年年 6 lll 2 lll 2 555 7 33333 9 888 10 5555555

1119 8 7 年年 5 000 3 lll 888 4 33333 5222 1 14444444

1119 8 8 年年 5 lll 3 555 2 lll 3 66666 5999 14 3333333

总总 计计 2 4 555 13 000 7444 2 1666 333 2 9 333 5 5 111 5 3
.

18%%%%%

占占占占总课题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

5555555 3
.

0 6%%%%%%%%%%%%%%%%%

说明 :l
.

课题数目按科研处发的数 目计 245 项
,

其中有研究生参加的项 目有 1 30 项
,

占总项目的53
.

06 %
,

有4个课题项目

未统计
。

2
.

各种研究生参加课题的人有个别重复
,

但有的计划书制定时未填研究生
,

以后又有研究生参加了此课题工作
,

故在统计时按相抵消处理
。

3
.

198 2年毕业的研究生不会参加 19 82 年的课题研究
,

同样 19 88 年的毕业生 也不可能参加 19 88 年课题工作
。

但因

按同届人学学生数统计
,

中间人员变化太多
,

误差会更大
.

所以采用同年参加课题人数和同年毕业人数做比较
,

会

更接近实际情况
,

由此得 出 7 年内研究生参加课题研究占毕业生总数的 ”
.

1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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