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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实施情况

北京化工学院科研处

北京化工学院是一所单科性的工学院
,

科研工作一直坚持
“

两个轮子走路
”

的方针
,

即一方

面加强与工业界的联系
,

注重科研项 目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
另一方面也注重学术地位和

学术水平的提高
。

自从 19 82 年国家设立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
,

并于 19 86 年转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来
,

我

院共获得基金资助项 目 (截止 19 8 8 年 ) 53 项
,

资助总金额约 2 10
.

3 万元
。

其中已按计划完成

2 5 项
,

其余 28 项在按计划研究中
。

在完成的 2 5 个项 目中
,

绝大多数达到了研究计划所预定的目标
,

其中有 1项的研究成果

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
,

有 1项通过了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持的鉴定
。

到 19 8 8

年底
,

我院通过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资助
,

共发表论文 1 54 篇
,

另有 81 篇待发表
;
在国际学术

会议报告 25 篇
;
在全国性会议报告 77 篇

;
出版专著 7 部

; 已评议鉴定成果 7 项
;
推广应用成

果 6 项 ;
申请专利 l 项

。

我院 19 8 8 年共得到科研经费约 6 22 万元
,

其中有科学基金 25
.

9 万元
,

仅占 4 %
。

与前几

年的情况差不多
。

但我院的基础研究主要是依靠科学基金
。

这种类型的经费在产业部门是很

难争取到的
。

一
、

科学基金对我院科研发展的作用

1
.

保证了科研骨干力量开展正常科学研究的条件

我院所有正教授中
,

绝大部分都获得过科学基金的资助
,

相当多的教授承担过 1项以上的

基金项 目
。

这些教授大多是我院科研工作的学术带头人
.

在基金的支持下
,

通过他们卓有成

效的工作
,

对我院的科研发展产生了良好的综合效益
。

例如
,

金关泰教授 19 84 年得到了科学

基金 4 万元
。

在研究计划执行过程的 4 年半中
,

已在国内外 10 余种杂志上发表了 4 0 多篇论

文
,

大部分论文的内容已分别被国内外有关专著编人
,

不少论文先后在国内外学术会议上进行

多次交流
,

获得与会者的好评和奖励
。

围绕此项 目先后培养了 9 名硕士研究生
.

金教授本人

也因发表论文多
,

内容较好
,

受聘为 J
.

P ol y m
.

M at er s 6 个国际编委之一
,

同时被邀请出访西

欧和东欧
,

进行学术交流
。

以该项目的初步结果为基础
,

课题组还与岳阳石化总厂签订了共同

研制和开发
“

中乙烯基聚丁二烯
”

合同
,

拟开发这一新产品
,

供市场之急需
。

在项 目完成后
,

由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化学部主持的评议会上
,

评议委员会的专家们一致认为该项研究取

得了优异的成绩
,

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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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促进了实验室实验装备的建设

在科学基金的资助下
,

不少实验室增添了一批科研急需的实验装备
,

改善了实验条件
,

增

强了科研工作的物质基础
。

我院李成岳教授得到科学基金资助后
,

在原有部分设备的基础上
,

结合项 目研究的需要和科研发展的要求
,

建成了 自动化程度较高
、

用计算机采集实验数据
、

通

用性较强
、

性能 / 价格 比较高的固定床反应工程通用实验台
。

既为完成科学基金项 目提供了

必要的条件
,

也为其他一系列研究打下了基础
。

3
.

科学基金项目的进行
,

带动了相关学科的发展

我院吕砚山教授受基金项目负责人傅举孚教授的委托
,

解决项 目中测量技术问题
,

结果不

仅圆满解决了问题
,

而且使 吕教授的科研组逐渐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研究方向
。

因此
,

在

19 8 8 年和 1 9 8 9 年
,

吕教授各有一项申请获准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

4
.

增进了国际学术交流
,

提高了科研工作的水平

例如
,

宋名实教授在受到科学基金资助以来
,

已发表高水平的论文 30 多篇
,

受到 18 个国

家 50 多位科学家的关注与好评
。

第八届国际色谱会议主席 .J G a R aJ 和科学家 D
.

B er ek 来函

邀请宋教授参加第八届国际色谱会议
,

并给予经费资助
。

我院郑冲教授 19 8 8 年获得科学基金

资助以后
,

与西德爱兰根一纽伦堡大学技术化学所 H o
fm

a n n
教授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

,

并

得到西德大众汽车公 司自然科学 / 技术基金会 9
.

5 万马克的资助
,

其中大部分用于为我方购

置仪器设备
。

5
.

提高了学院现有仪器设备的使用率
。

促进了仪器设备功能的开发

我院在联合国贷款的支持下
,

近年由国外引进 了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大型精密仪器

设备
。

科学基金项 目的执行
,

提高了仪器设备的使用率
,

使它们在使用上的
“

黄金时期
”

得以充

分发挥作用
。

由于种种原因
,

我院仪器设备的操作人员整体水平不很高
,

对仪器设备的功能进

行充分开发的能力较弱
。

科学基金项 目的执行
,

使很多仪器设备有机会在高水平专家的指导

下进行功能开发
,

使仪器设备的使用价值充分体现 出来
。

6
.

促进了硕士生
、

博士生和广大中
、

青年教师的培养和提高

这部分人员
,

一直是我院科研工作的生力军
。

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的进行
,

使他们在科研工

作实际中得到了锻炼
,

既提高了教学工作的水平
,

也培养了一大批生产
、

科研的有用之才
。

几

年来
,

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培养了博士生 7 名
,

硕士生 1 16 名
。

现为我院讲师的杨大川
,

硕士学

位论文题目是科学基金项 目的一个子课题
,

在导师的悉心指导下
,

他圆满地完成了研究工作
,

因论文成绩优异
,

被破格授予博士学位
。

从这几年我院获得资助的情况看
,

每年获得批准的项目数是逐年增加的
。

其原因之一是

我院每年申请项 目的总数在精选的基础上也是逐年增加的
。

当然
,

申请科学基金
,

获得资助的只是一少部分
,

很多教师表现出对这种
“

高门坎
”

的情况

不太适应
。

为此
,

我们除了尽量利用各种机会宣传外
,

从 19 87 年开始
,

每年都请基金委员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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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来院作有关科学基金的报告
,

并解答各式各样的实际问题
。

我们发现这种做法是很有成

效的
。

教师们有的对科学基金有所了解后产生了兴趣
,

有的提高了申请书的写作技巧
,

有的消

除了种种误解
。

每年我院都有一些教师踊跃加人申请基金者的行列
。

有些申请者不断改进申

请质量
,

多次申请获得资助
。

例如
,

金 日光教授申请的一个项 目
,

连续申请了 4 次终获批准
。

二
、

科学基金的管理

我院对科学基金的管理是十分重视的
。

我们一直将科学基金项 目列为院级管理项 目
,

直

接由院科研处分别建档管理
。

项 目档案收集了从项 目申请开始的全部有关资料
。

从接到项 目

批准通知书起
,

科研处立即通知课题负责人
,

写出该项 目开展工作的详细计划
,

并会同各系主

管科研工作的系主任
、

教研室主任从人力
、

物力上进一步落实
。

对于第一次获得资助的教师
,

我们在送达项 目批准书的同时
,

当面详细介绍科学基金项 目的各项规定
,

并发放有关全部文

件
。

以后
,

对所有科学基金项目
,

每半年检查一次计划执行和用款情况
。

基金项 目按课题单独

立帐
,

专款专用
。

在收到拨款后
,

由院财务处按项 目建帐
,

同时发给经费收支本
。

课题负责人

在财务制度规定的范围内
,

有权支配其经费
,

但要求其精打细算
,

使有限的资金发挥出最大的

效益
。

我们重视那些有工业背景
,

并有近期应用前景的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研究成果的转移
。

一

般在项 目完成或即将完成时
,

就动员项 目负责人争取工业部门资助
,

并进行实际应用研究
,

使

项 目研究成果变成生产力
,

直接推动工业生产的发展
,

以产生较大的社会经济效益
。

对项目成

果的评价我们采取 了三条途径 : 一是由我院自己组织专家会议或通讯评议
; 二是请主管部门

或工业部门主持鉴定
;
三是请基金委员会主持评议

。

我院目前已评议
、

鉴定的科学基金项目

还不多
,

以后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

把好基金项目完成的质量关
。

三
、

对科学基金管理工作的建议

我们在综合部分教师和管理人员的意见后提出如下建议 :

1
.

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为主
,

团结各方面的力量
,

呼吁国家增加科学基金

我国的科技水平还很低
,

特别是受这几年注重短期效益思潮的冲击
,

基础研究大大削弱

了
。

科学基金设立以来
,

为保护基础研究队伍起了很大作用
,

但由于基金总额的限制
,

还是有

一些相当好的项 目无力资助
。

这对我们国家来说
,

无疑是一个巨大损失
,

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

就是国家能挤出更多的经费搞基金
。

2
.

建议 5 年或 10 年对资助项目作一个纵向评价

基础性研究工作的基础性的体现之一是系统性
。

一方面在指南编写中要注意这一点
,

另

一方面在审批项 目时也应考虑这一因素
。

应有目的的引导或支持研究系统的完善
。

在 目前经

费较少时尤其不能忽视这种系统性
,

否则
,

基础研究工作将支离破碎
。

这方面的问题
,

基层评

议人往往是不考虑或考虑不到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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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缩小资助面
,

提高资助率

虽然表面上项 目的平均资助强度在逐年增加
,

但由于物价原因
,

实 际资助强度未变或减

少
。

为了确保科学基金项 目的水平和完成质量
,

只能优中取优进行资助
。

4
.

加强对评议结果的信息反馈

这方面
,

基金委员会各学部所做工作有所差别
。

我们建议应统一要求
,

尽可能地把评议结

果传达给申请人
。

这有助于申请人作进一步努力
,

也有助于基金工作
。

5
.

制定研究内容和资助额的相对尺度

大多数申请项 目的资助额比申请额要小 有些申请人在获得资助后填写研究计划时
,

以此

为由
,

减少 了研究内容
,

或降低了研究水平
。

这样做是有道理的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对这种

做法也采取 了默认的态度
。

问题是这样做就没有一个统一的尺度
,

建议科学基金委员会对此

应作一些较为具体的指令
。

6
.

加强基金项目的中后期管理

我们认为基金委员会对项目的前期管理极下功夫
,

相 比之下
,

中
、

后期管理显得不足
,

这可

能是由于基金委员会人力紧张的原故
。

我们建议健全各项规章制度
,

把管理办法 (细则 )交给

大家
,

让基金委员会和我们基层管理者共同提高基金项 目中
、

后期管理的质量
。

7
.

对重大项目可采取专家论证
,

公开招标的办法

对重点项 目
、

重大项 目的选定
,

建议增加一些
“

透明度
” ,

让更多的人对它们有所了解
,

让所

有的人有一个公平的竞争机会
。

如果可能
,

建议采取专家论证
,

公开招标的办法
。

8
.

注意对意见和建议的回复工作

许多项 目负责人反映他们写给基金委员会的材料中
,

提到了自己工作中遇到的一些实际

问题
,

希望给予答复
,

但一般没有回音
,

他们对此颇有意见
。

如果条件允许
,

希望 以后对这类问

题作一个简要回复
。

这样可以加深项 目负责人对基金委员会的信任和了解
,

也起到了基金委

员会对资助项目更有效的指导和调节作用
口

(李文中 执笔 )

IM P L E M E N T A T I O N O F P R O J E C T S S U P P O R T E D B Y N A T IO N A L

N A T U R A L S C I E N C E F U N D I N O U R I N S T I T U T E

S e i e n e e R e s e a r e h O iff c e ,

B e ij i n g In s t i t u t e o f C h e m i e a l T e c h n l o g 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