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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短缺
,

昆明动
、

植物所基础研究陷入困境

林 听

中国科学院昆明分院动物所和植物所创建于 50 年代
,

主要从事我国热带亚热带地区的动

植物学研究
,

拥有较雄厚的科技力量和一些国内外知名的科学家
,

对我国动植物学的研究做出

了许多重要贡献
。

但 自改拨款制为基金制以来
,

特别是自 1986 年基础研究经费改由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管理以来
,

由于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支持
,

经费异常短缺
,

两个所的研究工作处境

非常困难
。

如植物所的植物区系研究
,

是对全国的宏观规划具有重要意义的基础性研究工作
,

全国只

此一家
,

占有相当优势
。

该所所长吴征锰先生是公认的这方面的学术带头人
,

是国内外的知名

学者
。

但由于这项工作需要坚持长年研究积累
,

一时难以看到效益
,

因而被忽略了
。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总共只批了 8 万元
,

远不能满足研究工作的需要
,

目前已面临断炊的危险
。

吴征锐

所长现已年逾古稀
,

他呼吁基金委领导和有关部门对这项工作给予必要的重视与支持
,

希望在

他有生之年能把这项工作组织上去
,

坚持到底
。

吴征锰所长的研究项目处境尚且如此
,

其他的

处境如何就可想而知了
。

昆明动物所 19 8 7 年到 19 8 8 年没有得到一点课题研究经费
。

研究人员为支撑工作到处活

动
,

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

只有那些科学家兼社会活动家的人还能有点办法
,

日子好过些
,

而从事基础研究的人
、

书呆子型的人则一筹莫展
,

但是我们又怎能要求所有研究人员都是社会

活动家呢 ? 该所灵长类研究室在国内是唯一的
,

工作很有特色
,

只在 19 8 7 年得到叶猴生物学

解剖经费 l 万元
。

不得已
,

靠西双版纳研究中心 (动物所与该中心合办了一个大实验室 )卖猴

得一点钱来勉强维持
,

卖猴不顺利就没有钱
。

这两个所的基础研究队伍现面临散伙的危险
。

不仅经费短缺
,

工作无法进行
,

而且从事基

础研究工作所需的时间长
,

个人收人少
,

很辛苦
,

即使评上基金也得全力以赴
,

根本没有时间到

社会上赚钱
,

生活很穷
,

还要常听闲话
,

说什么
“

国家把你们养起来
” ,

真使人寒心 ! 现在社会上
“

体脑倒挂
” ,

研究所也是如此
,

搞开发的人每月收人 比本人工资高几倍
,

许多人都转去搞开发
,

基础研究没人愿意搞了
,

如鱼的分类工作就是没人搞了
。

老的退 了
,

年轻人不愿搞
,

后继无

人
。

有些工作
,

如长期生态观察
,

人一走
,

多年积累的经验和知识也带走了
,

工作断了线
。

昆明动
、

植物所的研究人员认为
,

科技体制改革
,

改变拨款渠道
,

有积极的一面 ;科学院原

有基础研究队伍太大
,

把一部分人转人开发应用的主战场也是对的
.

但是现在的情况是
“

经济

效益
”

冲击基础研究
,

给基础研究的经费太少
,

研究工作遇到很大困难
.

他们希望领导不要太

近视
,

不能只看目前的经济效益
,

应该珍惜和保存一部分基础研究力量
,

要给这部分人以工作

和生活条件
,

使工作得以继续下去
。

一个国家基础研究上不去
,

想靠别国把新技术卖给你是办

不到的
。

科研经费实行基金制有很多积极意义
,

但基金委在项目评议中人为因素比较大
,

请什么人

评很有关系
。

昆明植物所申请的六七个项目在全国是很拿得出手的
,

但都未评上
.

有的在国

内申请不到
,

经费到国外申请到了
。

昆明动物所有些项目是很强的
,

申请未被批准
,

别的单位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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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同一项 目却被批准了
,

反过来又请昆明动物所去指导
,

这是很不正常的
。

基金委对项目的评

议要真正贯彻公平合理的原则
,

对全国的情况应作比较深人的调查了解
,

合理安排学科结构
,

对地处边睡的科研工作者能有所关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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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正

本刊 19 88 年 N .o 4, P 6
倒数第 11 行中

“

王瑞晓
” ,

应为
“

王瑞轶
.

; P :
第 16 行中

“

蔡镶去
” ,

应为
“

蔡馏生
” 。

本刊 19 89 年 N o
.

1
“

放射医学展望
”

一文
,

P 46 第 1行
,

… 放射医学发展的机理 …
,

应为
,

…

放射损伤发生的机理 … ;第 3 行
,

…诊治方法的研究
,

应为
,

…诊断方法的研究 ; P 4 :
第 犯 行

,

…

(5 色胺 )
,

应为
,

… ( 5 经色胺 )
、

…及非留体激素…
,

应为
,

… 及非街体激素 … ;第 34 行
, 二

与

C fu c a n …
,

应为
,

…与 G l u ca
n … ; P 48 第 18 行

,

… G V H D 牵郑龋募懊疙叫斥
,

应为
,

… G V H D

及免疫排斥 ;第 25 行
,

… (细胞遗传学造血
,

… 免疫等 ) …
,

应为
,

… (细胞遗传学
、

造血 … 免疫

等 ) … : 第 34 行
,

… (T L I
,

H B I
,

T B ) …
,

应为
,

… (T L I
,

H B I
,

T B I ) … : P 49
第 8行

,

… 肯定肢有

…
,

应为
,

…肯定会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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