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期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搞好管理工作使科学基金更好

地为基础研究服务

中科院化学所科技处

化学所是地处北京的一所综合性多学科研究所
,

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高分子材料科学
、

物

理化学和生命过程中的化学问题等三个方面
。

科技体制改革改变了基础研究等吃
“

皇粮
”

的惯例
,

而科学基金制的实行
,

则对稳定地支持

基础研究和部分应用研究
,

维持一支基础研究队伍
,

对改革科研管理和科技经费拨款办法
,

对

鼓励创新
、

防止低水平重复及促进学术水平的提高对人才培养和多出成果等方面起到了积极

作用
。

科学基金对我所基础研究的支持
,

为我所的科学研究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

一
、

科学基金资助概况

化学所从 1 9 8 3一 19 8 8 年接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资助的项目 (不含 9 个重大项 目 )

共计 % 项
,

受资助总金额为 3 39
.

3 万元
。

到目前为止
,

按计划已完成 34 项
,

经批准延期 1项
,

中止 1项
,

现在在研的有 60 项
。

1
.

科学基金已成为课题主要的经费来源之一

科学基金的资助
,

在一定程度上大大缓解了我所科研经费不足的困难
,

尤其是基础研究经

费的困难
,

并促使研究工作得以开展
。

以 19 88 年为例
,

全所承担国家攻关等纵向任务的项 目

为 10 0 个
,

基金项 目占全所纵向任务项 目总数 62 % ; 全所纵向项目的科研经费为 45 .4 38 万

元
,

其中科学基金为 90
.

9 万元
,

占全所纵向项目经费总金额的 20
.

0%
。

2
.

科学基金稳定了一支基础研究队伍

1 988 年度我所承担国家攻关等纵向任务的科研人员为 4 11 人
,

其中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项 目的科研人员为 19 1 人
,

占全所参加纵向任务课题总人数的 46
.

5%
.

几年来
,

科学基金

在稳定我所基础研究队伍
、

使基础研究工作得以生存并得以稳步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

3
.

科学基金促进了基础研究和出成果出人才

据 198 8 年统计资料表明
,

我所基金项 目获部委级科技进步奖 5 项 ;省级科技进步奖 1项 ;

已评议
、

鉴定省部级研究成果 1项 ; 获专利 7 项
。

已完成论著 339 篇
。

其中如研究员赵玉芬自

197 9 年回国
,

开展有机磷化学的研究
。

该工作一开始就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
。

在

经费有保障的前提下
,

课题组积极开展工作
,

合成了一类反应条件温和
,

原料易得
、

性能稳定的

二烷基亚磷酸脂的有机磷试剂
。

在此基础上
,

该课题组又继续得到国家科学基金资助
,

深人开

展有机磷试剂在肚合成上的应用
,

先后合成了近 30 个二肤和其它氨基化合物
,

总结并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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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一磷酞氨基酸的自身活化理论和现象及有机磷保护氨基酸分子结构方面的规律
。

他们的研

究工作曾先后在第 10届国际杂环化学
、

第 1届国际杂原子会议上报告
,

引起与会者的高度重

视
,

获得极好的评价
。

截止 19 88 年
,

该组 已有 3 个课题得到了基金的资助
,

完成论著 27 篇
,

获

准 1项专利
。

我所科学基金项 目培养博士后 2 人
,

博士研究生 49 人 (已获博士学位 9 人 ) ; 硕士研究生

1 06 人 (已获硕士学位 41 人 )
。

全所基金项目培养博士
、

硕士研究生共 159 人
,

占全所研究生总

数的 58 4%
。

4
.

科学基金促进了学科方向的创新和联合

鼓励创新
、

提倡联合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途径之一
。

科学基金的实施
,

已在一定程度上

促进了学科方向的创新和联合
,

并取得了一些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

如我所在有机导体研究方面
,

有机分子器件的研究在国际上已被列为重要的学科研究方

向之一
,

在国内也愈来愈受重视
。

该课题在接受国家科学基金资助不足一年的时间
,

就设计并

合成 了几种不对称的四硫富瓦烯衍生物 T T C n一 T T F 并与四氟 T C N Q 形成电荷转移复合物
,

摸索了 L B 膜的成膜条件
,

制备了多分子层膜
,

碘掺杂后
,

室温电导率已达国际最好水平
。

我所科学基金重大项 目
“

高分子凝聚态基本物理问题研究
”

就是在国家科学基金资助的几

项面上项目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的
,

与此同时又作为中国科学院重大项 目受到支持
,

在经费
、

设

备
、

队伍等方面有了较大优势
。

5
.

科学基金促进了国际合作与交流

我所受国家科学基金资助的国际合作与交流项 目为 10 项
。

这些项 目中有外籍专家来华

讲学
,

也有国内学者出国参加国际会议或进行研究工作
,

解决了部分经费困难
,

使这些国际合

作交流能顺利开展
。

二
、

科学基金管理工作的做法

我所科学基金项 目管理是在所长直接领导下
,

由科技处组织具体管理工作 ; 在受理申请基

金项 目
、

总结评定时
,

均由所学术委员会负责为所长提供咨询意见
。

所科技处的管理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

1
.

认真贯彻执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有关规章制度
,

努力争取搞好科学基金项目

的管理

要真正重视基础研究
,

必须按国家科学基金委员会规章制度的要求
,

申报基金
、

检查
、

督促

受资助者的研究工作
,

在每年的工作汇报及基金项 目结题等过程中
,

我们不仅要求科研人员及

时认真填报各种报表
,

而作为管理机构的科技处
,

也必须及时领会国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有关

精神和要求
,

认真填报如年度管理报告
、

年度财务会计报表等各种报表
。

配合全所课题帐号清理
,

重 申基金项 目资助经费单独建帐
,

按项 目核算
,

专款专用的原则
,

一贯做到对全所基金项 目独立建帐的办法
。

根据科学基金资助经费使用范围的规定和资助项

目预算
,

对经费支出进行监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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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好管理工作使科学基金更好地为基础研究服务

2
.

沟通信息
,

服务于科研
,

起桥梁作用

为使科研人员更多地 了解有关基金委员会的情况
,

我们曾多次邀请基金委员会有关学部

的同志来我所讲学
,

使大家更清楚 了解科学基金的宗旨
、

方针
、

政策和资助范围以及注意事

项
。

每年年终
,

邀请基金委员会有关领导和同志来所听取汇报
、

检查工作
,

参观实验室 ; 召开座

谈会
,

进行直接对话
,

为科研人员与直接主管基金工作的同志接触提供了机会
。

3
.

定期检查资助项目执行情况
,

及时解决存在问题

每年结合年终总结
,

对已结束工作的资助项 目进行认真检查总结
,

由所领导和所学术委员

会听取其工作汇报并给予评议
。

科技处负责督促项 目负责人及时进行总结
,

按规定向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报送总结报告
、

财务决算等材料
。

19 88 年底
,

在检查 资助项 目执行情况时

发现基金项 目
“

抗癫痈天然药物的研究
” ,

虽然经过研究人员一系列工作的努力
,

取得了初步结

果
,

但从生物学角度遇到了 目前尚无法解决的活性检测方面的困难
,

经慎重考虑后
,

会同科研

人员提出中止此项基金的申请
,

报送国家科学基金委员会并获批准
,

解决了科研人员的后顾之

忧
。

由于基金项 目经费的支持强度低
,

单凭这些经费难于很好完成任务
,

所以我们利用部分所

长基金给一些基金项 目以支持
,

还通过组织申请开放实验室的课题
,

解决了部分经费不足问

题
。

另外
,

我们征得所外办对基金项 目管理的积极配合
,

对承担基金项 目的出国人员
,

重点掌

握其对工作的安排与落实情况
,

女9措施不具体落实
,

则不予放行
,

以保证基金项 目的展开和完

成
.

科学基金管理工作的内容很多
,

尚需从管理工作的角度出发去探索其规律性的问题
。

三
、

设想 与 建议

1
.

清理面上项目
,

增强资助强度
,

建议大项目管理

过去几年实行
“

撒胡椒面
”

的资助办法
,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发挥了它应有的作用
。

而 目

前在资金短缺
,

研究费用不断增大
,

基础研究越来越依赖国家支持和增强合作才能取得成果的

状况下
,

只有提高资助强度
,

才能保证它在高水平层次上的竞争 ; 资助强度低
,

项 目容易向小型

化
、

分散化方向发展
,

难以形成拳头优势
,

也不可能发展为生长点
,

难以取得突破性的成果
。

从当前的实际看 : ( l) 货币贬值
,

有的科研人员说
,

年均 1万元的资助强度只能购买 10 瓶

C O 气体 ; ( 2) 人均行政开支加大
,

19 88 年我所人均开支为 34 80 元 / 年
,

所里相应要提高管理

费
。

可是基金数额太少
。

所以 1988 年度
,

所内不少项 目曾用该课题组内的其它经费来补充基

金项 目经费不足的困难
。

我们认为
,

在资金短缺的情况下
,

不仅要稳定一支基础研究力量
,

而且更要稳定一支精干

的队伍
,

因此提高资助强度势在必行
。

2
.

财务管理应宏观控制
、

微观搞活

每年年终是科研和管理人员最忙的时候
,

而一年一度的财会报表增加 了大家的许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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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

我们赞同基金项 目专款专用
,

但希望能提高工作效率
,

取消财会报表的填报
,

改由各基层

单位负责审计
,

检查并督促经费使用情况
。

从我单位的实际看
,

完全能做到基金委员会有关财

会的规定和要求
。

3
.

注意研究工作的连续性问题

自然科学研究有连续性
,

基金项 目当然也不例外
。

然而
,

过去的资助方法类似于
“

蜻蜓点

水
” ,

深人研究不够
,

建议在前一基金项 目的基础上
,

科研人员能获准继续研究的项 目
,

以利深

人研究以取得更大的成果
.

4
.

面上项目
,

适当增加对应用基础研究的资助比例

由于我国目前还比较穷
,

希望研究成果能尽快转化为技术
,

同时
,

重大的基础研究项 目又

已通过
“

国家开放实验室
”

形式得到支持
,

所以基金委员会支持的面上项 目似应增加应用基础

研究项 目的比例
。

也就是说
,

从基础和应用基础的角度看
,

基金委员会更应重视一点应用基础

研究
。

对基金项 目追加资金是个好办法
,

深受科研人员欢迎
,

建议追加基金应偏重于基础研究
,

应用基础研究项 目的追加资金应加强同国家
“

863
”

的衔接
,

并争取其支持
。

5
.

建立有关规章
,

解决基金项目申请人思想上保密过度的问题

有些专家提出
,

在目前的基金 申请项 目中
,

申请人对学术思想
、

技术路线等保密太大
,

容易

引起评审专家的不重视
,

建议基金委员会建立相应的规章制度
,

如申请人应毫无保留地公开学

术思想
、

技术路线等有关事项
,

以决定申请人申请项 目的录取与否 ; 而评审专家在几年内
,

至少

在短期内不应搞同样的项目
,

有关部门不应予以支持
,

从而减少申请人的后顾之忧
。

6
.

重视评审意见的反馈

基金申请项 目无论录取与否
,

建议基金委能把专家评审意见较具体地反馈回申请人单位

或申请人
,

以利开展工作
。

如一位近 50 岁的副研究员反映
,

本人很想在工作中出点成绩
,

研究

领域学科方向也较新
,

论文在学术会议上反映也很好
,

但申请基金三次都未批准
,

不知何故
。

7
.

建议继续增加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通过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
,

真正支持一些有作为的年轻人脱颖而 出
,

而不能看其背景如何
,

以吸引国内外的青年科学工作者
,

稳定一支后继有人的队伍
。

(张爱真 执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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