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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l 本报告对基金项 目的执行情况做了较全面的分析
,

反映了广大科研工作者对基金工作的批

评和意见
,

提出了改进基金工作的建议
。

自 198 6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以来
,

基金项目的评审工作已进行了四次
。

信息

科学部受理了近 4 000 多个项目
,

批准了 1000 多个项 目
。

这些年
,

我们虽然进行过一些零星的

调研
,

但是限于人力和时间
,

对这些项目的执行情况
、

存在的问题与困难
、

广大科学工作者的反

映和意见还缺乏实地 了解
,

为此
,

我们学部在 19 89 年决定抽时间和人力分两个组 由学部领导

带队到西南
、

西北
、

中南和东南地区
,

挑选若干个点
,

进行了调查研究
。

(一 ) 概 况

两个调研组共访问了西安
、

武汉
、

南京
、

上海的 15 个单位
,

检查了 140 多个项目
,

并会见了

在第一线工作的科技工作者和有关单位的负责同志共 2 50 多人
,

进行了多次座谈讨论
,

了解到

许多第一手情况
,

听取了建议和批评
,

加强了我们与各单位的领导和在第一线工作的广大科技

工作者的联系
。

我们认为这样的调研是很有益的
。

(二 ) 关于基金项目的执行情况

我们检查的 14 0 多个基金项目
,

总的情况是比较好的
。

广大科技工作者在基金经费少
,

工

作条件艰苦的情况下
,

仍然尽最大努力
,

认真执行计划所规定的任务
。

项目执行情况可分为以

下几种 :

1
.

执行顺利
,

按计划完成任务并有较好的成果
,

这类项目多数是理论计算或者是除基金

以外
,

还有其它资助
,

能保证实验条件的项目
。

例如 : 西安交通大学肖衍明副教授的
“

包含电的大物体的散射和辐射问题数值方法的研

究
”

项 目
,

申请人反映基金的帮助很大
。

她主要依靠几位硕士生进行工作
,

利用计算机进行理

论计算
,

发表了四五篇论文
,

达到与国际同行对话的水平
,

估计能按计划完成任务
。

这类理论

性的题目
,

利用基金一般都能完成计划
,

取得一定的成果
。

又例如 : 华中理工大学冯玉才副教

授的
“

分布式智能数据库
”

项 目
,

他利用学校计算机系的条件
,

已研制成功汉字关系数据库管理系

统 C R D S
,

并进行了鉴定
。

现已与 30 多个用户签订了销售协议
,

同时与国防科工委签订了两项

协议
,

与另一单位的近 200 万元的协议正在商讨中
,

使基金播下的种子结出丰硕的成果
。

有些项 目
,

基金虽然很少
,

要购买实验设备十分困难
,

但是若原有的实验室基础比较好
,

又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信息科学部
,

除署名者外
,

还有其他同志参加本调研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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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别的渠道得到资助
,

这类项 目的执行情况也可以顺利进行
,

并可望完成计划
。

例如 : 西安光

机所所长侯询的
“

半导体光电阴极中多量子光电发射材料和机理研究
”

项 目
。

西安光机所的实

验室有一定基础
,

我们资助了 6 万元
,

他们从军工项 目中又得到 20 万元
,

所以虽然基金 的资助

额与项 目的内容不相称
,

但是仍可顺利进行
。

2
.

基本上依靠基金
,

艰苦奋斗
,

自力更生
,

任务可望按计划完成

由于基金资助强度太低
,

若完全依靠基金进行一些实验性的课题显然十分困难
。

但是
,

有

一批中青年
,

事业心很强
,

在没有别的资助途径的情况下
,

仅仅依靠 3一 4 万元的基金
,

就做了

不少工作
,

取得一些成果
,

他们的精神是十分可贵的
。

例如
:
陕西机械学院自控系副主任陈治

明是文化大革命后毕业的第一批硕士生
,

后去加拿大学习
。

回国后承担了基金项 目
“

非晶 is C

的电致发光及大面积发光二极管
”

研究
。

这个系三年中从学校只得到 9000 元研究经费
,

所以

3 万元的一个基金项 目的钱虽然很少
,

但对于他来说
,

就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

他从系里的旧设

备中找一些有用的器材
,

再筹措一些其他的费用
,

把实验室建起来
,

随后组织了一些研究生把

基金项 目开展起来
,

目前取得一定成果
,

初步观察到 a一is C L ED 的发光
。

又例如 : 华中理工

大学李乃平的
“

微晶硅压阻特性及其机理研究
” ;周东祥的

“

复合氧化物半导瓷机理研究
” ,

都在

困难条件下取得了较好的成果
。

周东祥的成果拟在年底进行鉴定
,

专著也即将出版
。

3
.

希望得到追加经费

由于项目资助强度太低
,

物价上涨幅度太大
,

有不少项目希望追加经费
,

以利更好地完成

项 目计划
。

例如 : 西安交通大学封学民的
“

用析像管成像对远距离目标无接触测量原理的研

究
” ; 武汉大学王化文的

“

数据流高速运算与图像处理装置
”

等等
,

这类项目都约缺资金 2一 3 万

元
,

目前由于我们经费有限
,

无法满足
,

只能请他们向其它方面求援
。

4
.

人员调动
,

计划有所变化的项目

这次检查
,

发现有些项自负责人有变动
,

但却未申报
。

例如 :西安交通大学
“

全集成精确连

续时间滤波技术的研究
”

的负责人芦林已调到无锡 ; 华中理工大学
“

超导薄膜红外传感器的研

究
”

的负责人潘正达长期在美国不归 ;武汉大学
“

激光传输扩展谱的应用研究
”

负责人黄兴达 已

调到江门五邑大学
。

这些项目虽然项 目负责人有些变动
,

但项 目仍照常执行
,

我们已向科技管

理部门说明基金的规定
,

希望他们补报更换项 目负责人的报告
。

综上所述
,

我们对 50 多个项

目的检查
、

调研中
,

未发现项目半途而废
,

自行停止或执行十分不得力的情况
。

另一方面
,

由于

基金并未提供项目所需要的全部费用
,

所以对负责人和单位的要求也不能过高
。

(三 ) 对基金工作的反映
、

建议与批评

在调研过程中
,

我们听取了大量的反映
,

建议与批评
。

归纳起来
,

较重要的有以下几点 :

1
.

普遍反映基金项目评审工作公正合理
,

学术水平高
,

有权威性

由于基层单位领导和广大科技工作者有这样的认识
,

所以我们看见不少因此而产生的措

施 :

如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对基金采取了奖励措施
,

凡是得到基金项 目的科研人员
,

在上缴学校

5%管理费后
,

学校给予课题组 8% 的现金补助 ;华中理工大学每年拔款 5介
一一

100 万元
,

资助有

前途的课题组
,

以利科研人员作基金申请前的起步工作
。

他们的目的不完全是为了科研经费
,

主要是为了争取更多基金项目
,

以提高学校的声誉和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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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并不缺科研经费
,

但很重视基金项 目的声誉
。

例如 : 武汉大学有一位年轻的副教

授
,

他搞知识工程软件环境
,

很有成绩
,

几年来写了几本专著
,

很好地完成了
“

七五
”

攻关任务
,

同时成功地研制出一些受国外 (如日本 )重视的软件
。

他希望得到一个基金项 目
,

以便在专著

或软件中注明是
“

基金项 目
”

的字样
。

一般说
,

工业部门的研究所过去 由于有 了专项科研经费
,

对基金不太关心
,

也了解不多
。

但是
,

现在态度已有转变
,

开始力争基金项 目
。

例如航天部临撞 771 研究所副所长白丁 (我学

部的评审专家 )大力鼓励该所研究人员申请基金项 目
,

因为这些单位基础研究经费太少
,

研究

人员无法开展工作
,

感到英雄无用武之地
。

工业部门有很强的技术力量和很好的设备
,

调动工

业部门从事基础研究工作人员的积极性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一个问题
。

2
.

普遍反映基金太少

基金太少
,

起不了太大作用
。

命中率太低
,

伤害了科技人员的积极性
。

这类反映很普遍
。

多年来我学部的资助强度大约徘徊在 3
.

4一 3
.

7 万元 / 项之间
,

而几年中的物价上涨幅度很

大
。

有人反映
,

购买设备已不可能
,

原材料 (如纯金属
,

硅烷等 )上涨幅度也达到 100 %
,

出差旅

费
,

开会费用也成倍增长
,

所得基金 (平均每年 1万元左右 )
,

实质上是没有多大用处的
。

广大

科技工作者希望基金有所增长
。

另一方面
,

不少人希望趁自己的大好年华多做工作
,

但限于条

件
,

报国无门
。

有些研究人员说
,

我们可以去做生意
,

去挣钱 ;也可以出国
,

挣美元
。

但是
,

细想

以后觉得人总要有一个理想
,

有一个爱国之心
,

所以坚决留在岗位上
,

多做点贡献
。

这些科技

人员使人很感动
。

除了希望增加基金外
,

还提出希望在每年年初拨款
,

因为一年的经费拖到 8

月份再拨款
,

除了由于物价上涨无形中减少经费外
,

还有长达 8 个月的垫支问题
。

另一方面
,

他们也希望设立 30 万元 / 项左右的重点项目
,

因为重大项 目申请手续十分繁杂
,

审批时间太

长
。

同时重大项 目往往是一位权威带头
,

用
“

拼盘
”

方式组织子课题
,

有时并不代表一个实体
,

效果也不一定好
。

如果设立重点课题
,

资助金额在 30 万元左右
,

简化审批手续
,

一元化实体领

导
,

这样有可能提高效率
,

跟上 目前科技发展一 日千里的速度
,

可能获得丰富的成果
。

3
.

评审工作的公正性问题

一些人对我委员会的基金评审工作的公正性有怀疑
。

我们认为
,

信息科学部的基金评审

主流是公正合理的
,

他们的反映有些是 出于误解
,

也有些是由于以讹传讹
,

不了解实情产生

的
。

对此
,

我们都作了具体说明和解释
,

希望得到广大科研人员的谅解
,

但是在我们的工作中

有时也确实存在迁就某些权威的缺点
,

影响公正性
。

4
.

简化手续
,

认真组织好专家评审组工作

过去
,

我们在座谈中已听到关于基金工作的议论
,

即
“

钱少
、

事多
、

难拿
” 。

他们还坦率地

说 : 钱少
,

不是你们的责任
,

但是事多确是你们造成的
” 。

这些评论
,

在这次调研中我们也听见

不少
,

特别是资助率十分低或申请后全部落选的单位反映更多
。

我们认为
,

学部的每一位工作

人员必须树立为广大科研人员服务的思想
,

处处从第一线同志的处境着想
,

能简化的手续尽可

能简化
,

能办到的事尽可能办
。

5
.

希望增加国际合作的机会
,

现在申请国际合作太困难

6
.

希望进一步搞好基金委员会的基金项目档案管理工作
。

基金项目的进展情况是了解

我国基础科研现状的一个窗 口
。

很多科学家提出
,

不仅希望能够了解基金项目的名称
,

还能很

方便地获得每项基金项 目的年度报告和最后报告
。

希望基金的报告能忠实反映研究工作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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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

不光是最后的结果和发表的论文
,

建立类似于国外 A D
,

P B 报告的资料系统
。

几年的基金工作实践证明
,

我们的工作能否搞好
,

关键之一是我们的专家评审组是否好
。

在这次调研工作中
,

有人提醒我们注意专家评审的专业覆盖面
,

例如计算机学科的评审组中缺

乏外部设备的专家
。

我们以后应当改进
。

(四 ) 问题与相应建议

1
.

关于基金的使用规定问题

在这次调研工作中
,

我们了解到有些单位从基金经费中支付给硕士研究生 巧 元 / 月的津

贴费
。

原因是
,

许多基金项 目的工作是硕士生负担的
,

他们每月的收人只够伙食费
,

比较困难
,

其它收人很少
,

如保健费
,

每天 0
.

25 元
,

还不够买一个鸡蛋
。

无横向收人的项 目负责人
,

又不

能给这些硕士生发放奖金
,

所以他们只好用基金课题或别的课题经费向这些硕士生发津贴
。

西安交通大学的朱处长承认这样做违反基金使用条例
,

但是没有其他经费来源的项目负责人

只能这样做
。

此外
,

不少单位反映
,

目前到附属工厂或测试中心办事都要支付现金劳务费
,

否

则要支付大得多的经费甚或办不成事
。

因此
,

无论是研究生生活补贴或劳务费等支出
,

是否在

基金财务制度中有一个较灵活的补充规定
,

否则项 目负责人很难工作或者被迫违反规定
、

2
.

切实解决基金太少的困难

从我们的调研工作中了解到
,

基金工作有很高的威信
,

是被信赖的
,

但是基金太少却是当

前的主要问题
,

这种情况直接影响到基金工作的成果
。

同时由于资助率太低
,

必须伤害广大科

技工作者的积极性
。

目前国家经济困难
,

不可能在短期内大幅度提高基金的金额
,

但是假如我

们不采取措施解决这一问题
,

长期拖下去会产生基金工作名存实亡的严重后果
。

对此
,

我们有

以下几点建议 :

( l) 认真把基金资助分为几个层次
,

大力抓好重点课题
。

对于重点课题的资助强度应提

高到约 30 万元 / 项左右
,

学部每年派人检查这些项 目
,

把这些项 目抓细
、

抓到底
。

这些项扫的

经费来源可以从压缩重大项 目经费和少量地压缩自由申请项 目的经费解决
。

这种措施可能保

证这类项 目都有一定的成果
。

(2) 认真把自由申请基金项 目与开放实验室和专业实验室结合
,

依靠这些实验室的条件

进行工作
。

目前我国已建成和正在建设一批开放实验室和专业实验室
,

这些实验室的运行经

费和课题经费有的还没有落实
,

我们可否制订适当办法
,

把自由申请基金项 目与这些实验室结

合起来
,

争取少花钱多办些事
。

( 3) 自由申请基金项 目经 以上调整后
,

可以主要资助一些理论研究项 目 (花钱不多 )和一

些预研性强的项 目
,

按照 目前的资助强度还是可以办点事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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