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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科技基金会在中国的发展

沈晓丹川
}摘要 l 本文分析了民间科技基金会产生的社会背景及其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工作的 区别

,

反映出我国 当前科学研究工作的资金支撑体系走向社会的端倪
。

一
、

引 言

基金会起源于 资本主义国家的私人慈善事业
,

民间科技基金会主要依靠私营企业和个人

的捐赠
,

支持不以营利为 目的的基础科学研究和教育事业
。

19 世纪以后
,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

展
,

各国政府 日益认识到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
、

国防建设
、

社会发展
、

文明进步的巨大作用
,

纷

纷采用直接投资与鼓励社会资助的政策
,

解决科技发展对资金的需求
,

普遍建立了国家的各种

科学基金会
,

管理国家拨款对基础研究的资助
。

这样
,

在科技领域就形成了两种对科技基金进

行筹集
、

管理的组织
:
依靠政府预算从事活动的国家科学基金会

,

如美国的
“

国家科学基金会
”

(N S F )
、 “

中国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

(N S F C ) ; 以及广泛向社会集资开展活动的民间基

金会
,

如美国的
“

福特基金会
”

( T h e F o r d F o u n d a t i o n )
、 “

中国科协振华基金会
”

( F 一C A S T )
。

二
、

民间基金会的类型

中国的国家科学基金会与民间科技基金会都是在整个改革形势推动下
,

于 80 年代初期出

现的
。

19 82 年国务院决定设立面向全国的自然科学基金— 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
,

进行了科

学基金制的试验
。

1 9 8 6 年
,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议和国务院的具体部署
,

成

立了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

随后几年
,

各部门和地区也成立了一系列面向行业或地方的

科学基金
。

现在
,

全国已有行业
、

省 (市
、

自治区 )科学基金组织近三十个
。

中国的民间基金会

则是在 19 81 年开始出现的
,

目前共有各类民间基金会 200 多个
,

其中全国性的民间基金会近

三十个
。

这些 民间基金会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四种类型
: 一为会员出资建立

,

只为会员服务
,

一

般为地区范围的基金会
,

例如
“

天津市文艺基金会
” 、 “

北京市交响乐基金会
”

; 二为既向社会吸

收捐赠
,

又有较多政府拨款补助的基金会
,

例如
“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

; 三是依靠社会捐赠
,

运用基金增殖开展活动
,

政府拨款仅用于支持专职机构经费的基金会
,

例如
“

宋庆龄基金会
”

;

四是完全依靠社会集资 (包括国内外多种渠道 )提供全部资金的基金会
,

这种基金会的全部资

金通过各种营利的金融机构开展融通
,

以基金增殖开展活动
,

并提取很小一个比例支持专职机

构的费用
,

例如
“

中国科协振华基金会
” 。

这是中国第一家全国性的民间科技基金会
,

它成立于

*

中国科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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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88年 4 月
。

中国的民间科技基金会基本都属于第四种类型
,

它们的产生与科技社团开展社

会集资的活动有密切的关系
,

反映了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在改革的形势下
,

力图通过自己的组织

建立起科技活动的社会化资金支撑体系
。

三
、

中国民间科技基金会的集资特点

民间科技基金会的工作基础在于集资
,

因而
,

研究海内外对中国科技事业发展的民间捐资
J

清况
,

已成为我们调研和实践中努力探讨的问题
。

大致可以概括为四点 :

第一
,

海外捐资基金在 民间集资中占有较大的比重
。

从已吸引的海外捐资情况看
,

海外捐

赠者主要为热爱祖国的华裔实业家
,

仅宁波籍的海外知名人士王宽诚
、

邵逸夫
、

包玉刚等人近

年给科教事业捐赠的基金已超过十几亿港元
,

`

捐赠基金支持科技事业的第一步在于扶持人才
培育 `教育 )

,

第二步是鼓励人才竞争 (饺奖 )
。

第早
,

非华裔的海外资助主要是与社会和经济发展有关的项 目研究
。

目前
,

美国的福特基

金会
、

西德的艾伯特基金会等在中国均设有办事机构
,

他们选择感兴趣的项目资助我国的科技
t

活动
,

近年得到的资助每年达一千万美元
。

当然
,

国外对资助项 目的兴趣往往带有一定的政治

背景和社会 目的
,

而较少是单纯的自然科学技术项 目
,

所以软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课题较易

成为资助的项 目
。

第三
,

与中国一些传统技术
、

生态特色有关的基金会具有较强的吸引海内外捐资的能力
。

在科技类中属于这样的民间基金会包括中医药
、

野生动物保护
、

珍贵资源开发利用等基金会
,

以及用中国古代
、

近代著名科学家命名的基金
,

例如 :李时珍基金
、

华罗庚基金
、

侯德封基金

等
。

第四
,

各地民间科技基金会的普遍建立与科技社团的活动有关
。

近几年
,

民间科技基金会

的发展很重要的一个原 因是
,

各地科协
、

学会开展技术咨询活动有了可观的收人 ;而国家又要

求科协
、

学会改变单纯依靠财政拨款
,

努力开辟多渠道集资来源
。

因而
,

用 自有资金建立基金

会并吸引海内外捐资再扶持科技社团的技术开发
,

使基金会成为科技社团的
“

资金水库
” ,

已成

为中国科技社 团经费改革的重要方向
。

据初步统计
,

仅省
、

市 (地 )两级科协及其所属学会
,

198 8军的咨询收人 已达 12 亿元人民币
,

扣除各项开支的纯收入也有 1
.

9 亿元人民币
,

超过国

家对这些科技社 团的财政拨款 ( 1
.

7 亿元 )
。

工作做得较好的地
、

市级科协
,

自有资金 已有数百

万元
,

由此可见这方面的集资潜力
。

这里要指出的是
:
中国的民间科技基金会的以上集资特点

,

与我国的
“

基金会管理办法
”

的

政策原则有很大的关系
。

据我们研究 :美国的民间基金会在吸引捐赠时
,

税务部门是有优惠政

策的 ; 另一方面
,

基金会不能用各种方式使捐赠的单位
、

个人 (以至其亲属 )直接获益
,

而必须为

社会公益事业服务 I’ ]
。

中国由于税收制度的不健全
,

要做到以上两点都有困难
,

因而我们在研

讨我国的民间基金会管理办法时
,

提供了以下三方面进行宏观控制的政策原则:z[] 一是给基金

会捐赠不能享受免税
,

即要用 自有的税后盈利捐赠 ;二是受基金会资助者获利后
,

可以 自愿给

基金会捐资 ;三是基金会不熊直接投资办企业
,

而应面向社会投资 (例如 : 通过金融机构融资
、

扶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单位开展科技开发活动 )以求基金增殖
。

因而
,

更确切的讲
,

中国的

民间基金会是一种非营利的金融机构
,

所以国家把这些组织的审批与管理交给人 民银行
,

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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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则由税务部门主管
。

四
、

民间科技基金会与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区别

国外与国内不少科技人员对于我国推行科学基金制后出现的国家基金会 与民间基金会还

缺乏了解
,

对于如何向这些基金会争取资助也没经验
。

借此机会
,

我以 N S F C 与 F 一C A S T 这

两个组织为典型
,

分析对比它们的区别
,

初步概括为七个方面
:

1
.

法人地位 国家基金会属于政府创办的事业单位
,

在我国属
“

事业法 人
” ,

在西方国家

属
“

公法人
”

类 ; 而民间基金会在我国属
“

社团法人
” ,

在西方国家属
“

私法人
”

类的
“

财团法人
” 。

2
.

建会的审批程序 不同的社会地位决定了其成立的审批程序
。

国家基金会由政府决

定批准
,

无须注册登记 ; 而民间基金会由创办的单位向国家归 口管理部门 (现为人民银行 )申请

审批
,

在民政部登记注册
。

3
.

人员编制 法 人地位决定了国家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属国家编制
,

领导成员 由政府任

命 ; 而民间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不占国家编制
,

领导成员由有关方面协商推举 产生
。

按
`

基金会

管理办法
”

规定
,

民间基金会的领导成员
,

不得由现职政府工作人员兼任
。

4
.

基金来源 国家基金会虽也吸引接受社会捐资
,

但其经费主要靠国家拨款
,

列人财政

预算 ; 民间基金会的经费基本上靠社会集资
,

有的基金会虽能得到一次性财政拨款 资助
,

但不

可能在财政预算中立户给以经常的拨款
。

5
.

资金运用 国家基金会有政府财政预算拨款
,

因而每年的基金基本上 全部用于资助
。

这种资助绝大部分用于基础性科研
,

无须偿还 ; 民间基金会则只能以基金的增殖部分开展资助

活动
,

否则本金耗光
,

基金会也就无法存在 了
。

为了增强基金会的实力
,

民间科技基金会多选

择资助有较高经济效益的技术开发项 目
,

以求成功后取得再增殖的可能
。

6
.

评审与管理 国家基金会对资助项 目的评审有较强的
、

稳定的评审队伍
,

对批准的资

助项 目由于属申报单位的课题
,

因而有较强的计划管理 ; 民间基金会难以维持专门的评审队

伍
,

因而主要依靠各级科技社团的专家进行初审与推荐
。

F一C A S T 目前资助的重点为科技人

员的非职务发明与技术开发项 目
。

这种拾遗补缺
、

自我增殖
、

面向广大科技工作者个人的资助

特点
,

决定了对立项资助的管理主要靠协议的制约
。

在本文即将结束前
,

我还想表达这样的一种观点
:
从我国政府对科学研究经费的投人

,

与

发达国家科研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或财政预算的比例进行 比较分析
,

在目前基金水平很低的

时候
,

N SF C 的基金投入完全应当
、

而且可能以较快速度大幅度的递增 (甚至是倍增 )
。

此外
,

中国的专利发明申请中
,

有一半以上是非职务发明
,

而社会对这些科技活动的扶持更是十分薄

弱
。

在美国
,

仅一个福特基金会的资产就超过其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全年经费
,

而全美有三万个

民间基金会
,

其中类似福特基金会这样数亿
、

数十亿美元资产的基金会有三四十个
。

因而促进

中国的民间科技基金会有更快的发展确实十分重要
,

这正是使中国科技工作的资金支撑体系

走向社会化的关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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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科研资助制和合同制》一书即将出版

为了配合科技体制改革
,

借鉴其他国家
,

特别是美国在科研经费拨款方面的立法和管理

经验
,

由李明德和陈奎宁合著的《美国科研资助制和合同制》一书
,

将于 1990 年 5 月由黑龙

江科技出版社 出版
。

该书共分八章
,

内溶涉及美国科研资助制和合同制的发展过程
、

各 自特点和对经 费与财

产的管理
,

同行评价制度及美国政府各部门所采取的不同评审方式
,

美国高等院校的资助和

合同研究的历史
、

现状及科研经费拨款类型
,

资助和合同研究项目的确定
、

管理和成果鉴定
,

草拟研究建议书和 申请资助的经验
,

美国工业企业商签研究合同的经验等
。

我国 自科技体制改革以来
,

对基础研究的拨款主要实行基金制
,

并成立了专门机构—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 不少应用研究领域和开发工作部门也都纷纷成立 了基金会

,

用竞

争方式进行拨款
。

有更多的科研项 目
,

如国家科技攻关
、 “

863 高技术
“ 、 “

火炬计划
” 、 “

星火

计划
” ,

则采用合同制
。

本书的出版
,

对基金或合同执行官员
、

管理人员
,

以及基金或合同的

执行者
,

都有参考价值
,

它会使我国刚刚起步的科研工作中的基金制和合同制沿着一条健康

的道路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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