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1 9 90 年

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科学基金制促进基础性研究稳定发展

— 关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四年工作述评

本刊编辑部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从 1 96 8年成立
,

已走过了四个年头
,

这是创业维艰的四年
,

成绩

斐然的四年
。

四年实践说明
,

党的科技体制改革关于成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决定
,

关

于用科学基金制促进基础研究稳定发展的尝试
,

是十分正确的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是

改革的产物
,

是中国科技体制改革基本成功的标志之一
。

一
、

重视和发展基础性科学研究是党中央的战略布局

我国党和政府
,

一直是以战略的眼光
,

重视和关怀着我国的基础研究事业
。

早在 30 年前

周恩来同志就说过 :
“

基础理论研究
,

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有深远影响
,

必须给予足够的重

视
” 。

现在
,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
,

现代基础研究是科技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

是技术进步的基

石
,

经济发展的后盾
,

对外交流的窗口
,

培养人才的摇篮
。

人类文明的发展历史表明
,

对 自然现

象的认识越深人
,

利用和改造 自然的能力越强
,

社会的发展就越快
。

当代高技术发展所取得的

辉煌成就
,

高技术产业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所获得的高效益及其产生的深远影响
,

首先要 归

功于先辈们所从事的基础研究广泛探索的贡献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

党中央和国务院适时地制定了
“

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
,

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 向经济建设
”

的总方针
,

要求正确处理好科技领域的两方面关系 : 一是科

技为当前国民经济服务和长远发展服务之间的关系
,

二是基础科学研究和应用研究
、

开发之间

的关系
。

为此
,

科技战线首先抓了直接为国民经济服务的
”

主战场
“

(即第一个层次 )的工作 ; 第

二组织 了
“

863
”

计划和
“

火炬
”

计划等高科技 (即第二个层次 )工作 ;第三是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

研究 (即第三个层次 )工作
。

三个层次的工作
,

都是互相依存
、

互相衔接的统一体
,

形成了我国

科技活动的总体布局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

就是在上述布局下成立的
,

作为稳定和发展

我国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重要力量
,

服务于科学技术界
。

二
、

科学基金制是对旧科技管理体制的重要变革

198 2 年开始在中国科学院设立面向全国的科学基金
,

随后
,

根据 198 5 年中共中央关于科

技体制改革的决定和国务院通知
,

于 1 986 年 2 月开始组建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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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现行科技体制基本未动的情况下
,

为克服部门封锁
、

条块分割
、

经费波动
、

吃大锅饭等弊

病
,

加强科技发展的纵深配置
,

保证基础性研究的稳定发展
,

促进出成果
、

出人才和科学水平的

提高
,

而采取的重大组织措施
。

四年来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建立了完全不同于旧体制的基础性研究管理运行机制
,

确立了
“

依靠专家
、

发扬 民主
、

择优支持
、

公正合理
”

的评审原则
,

树立了
“

公正
、

严谨
、

高效
、

实

干
、

服务
”

的工作作风
,

建立 了按 自由申请项 目
、

重点项目和重大项 目三个层次的动态管理制

度
。

把 自上而下 的计划指导和 自下而上的申请结合起来
,

形成了既有自由申请
,

又有主动组

织
,

既有全面安排
,

又有纵深布署
,

既有计划性
,

又有灵活性的工作格局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
,

吸取国外经验之长
,

丰富和发展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基金事业
,

在科技界和广大科学

研究人员中赢得 了较好的声誉
,

为全国科学基金组织的兴起提供了经验
。

三
、

国家科学基金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现在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已批准支持全国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约 10 000 多个

项 目
,

其中包括近 4 00 个高技术新概念
、

新构思探索项 目
,

100 0 多个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
,

20 0 多

个对国家
、

社会
、

经济有重要意义的
“

重点
”

项 目
,

以及 70 多个学科综合交叉
、

意义深远的
“

重

大
”

项 目
。

先后与十多个国家的科学基金组织和有关学术组织建设了合作关系
,

资助了上千个

国际合作项 目
、

在华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和国内外学者的学术交流活动
。

四年共批准资助科

学基金 .4 26 亿元
,

平均每年 1
.

0 65 亿元
,

平均每项三年资助强度约 3 万元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普遍进展良好
。

据截止 19 89 年 11 月底的不完全统计
,

已结束

34 46 个项 目
,

在研和结题项目在国内外学术会议和国内外一级刊物上发表论文 4 54 7 6 多篇
,

出版专著 7 80 本
,

已评议鉴定成果 1885 项
,

获国家和省部级奖励 1372 项
,

推广成果 625 项
,

获

专利 150 项
。

同时
,

也涌现 了一些在国内
、

外有深远影响的资助项目
,

如光敏核不育水稻
,

超

导
,

非线型光学晶体材料
,

黄河流域环境演变与水沙运行规律和苯胺类聚合物合成
、

结构
、

性能

及应用研究等等
。

许多项 目与直接为国民经济服务的
“

主战场
”

工作
,

与
“

83 6
”

计划和
“

火炬
”

计

划等高科技工作
,

做了很好的衔接配合
,

成为它们的前期工程
。

不少项目还与国家重点实验室

和部门开放实验室建设结合起来
,

推动了我国总体科技水平的提高
。

四
、

成为发现和培养科研人才的重要阵地

现在
,

全国约有 100 0 个单位
,

近 10 万人次的科技人员得到了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
,

这为全国学有专长的科研人才成长提供了平等的竞争机会和广阔的活动空间
。

特别是青年科

学基金的设立和有选择地资助全国性青年学术交流
、

青少年科学教育活动
,

为我国科技后备力

量的成长和优秀青年科学工作者脱颖而出
,

创造了方便条件
。

地区科学基金的设立
,

为边远落

后地区的科技发展和在这些地区不拘一格选拔科技人才
,

提供了优先条件
。

科学基金的 62 %

为我国高等院校争得
,

从而促进了教学与科研
、

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

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和早

出人才
。

据不完全统计
,

科学基金项目已培养博士后 14 9 名
,

博士学位 785 名
,

硕士学位 108 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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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

与科协
、

国家教委共同资助中学生参加国际奥林匹克数字
、

物理
、

化学三项竞赛
,

二年获金

牌 8 块
,

银牌 13 块
,

铜牌 8块
,

产生了很好的国际影响
。

科学基金支持项目的学术水平逐年有

所提高
,

课题负责人中的年轻人在不断增加
,

具有良好的科研素质和发展前途的青年科学工作

者大量涌现
。

参加科学基金项 目的广大科学工作者
,

普遍展示 了自己的才华
,

提高了学术水

平
,

增加了知名度
,

有些还晋升了职称和级别
。

五
、

形成了一个在科技界享有声誉的专家评审系统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根据基金工作特点建立了专家评审系统
。

该系统经过不断充实

完善
,

现 已包括 1000 0 多人的同行通讯评议专家
、

51 个学科组的 60 0 多名学科评审组专家和

委员会内专家组成的规模较大
,

学科覆盖 面较宽
,

关照 了地区
、

部门和年龄结构的专家群体
。

当代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几年实践表明
,

科技工作只有依靠专

家的集体智慧
,

才能进行正确的科学决策和科学管理
。

由于依靠和发挥了专家群体的作用
,

由

于专家系统较有成效的工作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地位和作用已不断增强
,

信誉不断提

高
,

受到中央领导同志和科技界的赞扬
。

现在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专家系统
,

已被公认为我国科技界 比较公正和比较权威

的专家评审系统
。

经过这个专家系统评审资助的项 目
,

已逐步被公认为国家级科研项 目
,

具有

进人国家科学殿堂的象征意义
。

国家科学基金资助工作增强了受资助部门
、

单位和个人的荣

誉心
,

在广大科技人员
、

特别是广大青年科学工作者中
,

产生了很大的激励和鼓舞作用
,

佗促使

一些单位加强 了科技管理工作
,

努力提高申请质量
,

重视和加紧网罗科技人才
,

增加科学基金

项 目的匹配投资
,

从而加速出成果出人才的步伐
,

产生了很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

随着专家系

统信誉的不断增强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正不断接受国家有关主管部门的委托
,

承担其它

各种类型的科学评审和评估工作
。

例如自然科学奖的复评
,

世界银行贷款的重点学科实验室

的评审
,

非教育系统出国人员研究项 目的预审
,

国家重点实验室和部门开放实验室的定期评估

等等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人员处在超负荷工作状态中
。

四年实践充分说明
,

这个我国科技改革的产物和专家群体智慧的结晶—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员会
,

已在推进我国基础性研究的稳定发展
、

培养和团结科技人才方面
,

发挥了重要作

用
,

取得 了不少成绩
,

显现 了我国科学基金制的美好前景
。

这一切
,

是党中央
、

国务院各部门
、

各单位和广大科技工作者关心和支持的结果
,

是党正确领导科技事业和科技体制改革基本成

功的标志之一
。

但应该说
,

中国科学基金工作还处在起步阶段
,

今后的路更长
,

任务更艰巨
,

困

难也很多
。

但在十三届五中全会精神指导下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一定会把未来的工作

搞得更好
。

我们期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不断前进
,

希望中国科学基金事业出现勃勃生

机
。

(政策局张家顺执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