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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促进了南开大学

的科技发展和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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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来的实践证明
,

科学基金制在加强基础研究
,

发展新学科和高技术
,

促进人才培养等

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
。

它是我国科技体制改革中的一个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步骤
。

南开大学是一所以理科为主的综合性大学
,

理科有 13 个系
、

所和中心
、

文科有经济学院
。

现有十多个重点学科
。

有一支素质良好的科研队伍
。

因此
,

在科学基金制所开创的竞争环境

中
,

我校发挥了学科和人才优势
,

获得较多的科学基金资助
。

一
、

获得基金资助的情况及其在我校基础研究经费中的比重

从 19 82 年到 19 8 8 年
,

我校申请面上科学基金共 4 20 多项
,

获得资助的项 目为 200 项左

右
,

平均获准率达 50 %
。

七年中共获资助总金额为 523
.

9 万元
。

资助强度的平均值为 4
.

1 万

元 / 项
。

另外
,

我校获重大基金项 目资助的子课题有 9 个
,

获资助的总金额约 1 10
.

8 万元
。

自 19 82 年实现科学基金制后
,

我校科研经费总额较以前有明显增长
,

据统计
,

19 88 年为

197 8 年的 2
.

5 倍
。

19 86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正式成立以后
,

项目数和经费数都有明显

增加
。

基金拨款占基础研究经费总额约为 50 %
,

如去掉基金中应用基础研究项 目的拨款
,

基

金 占基础研究经费的比例仍有 35 %左右
。

从以上的情况可以看出 : 科学基金对我校的科研项 目
,

特别是基础研究项目来讲是一个稳

定的重要经费来源
。

表 1 南开大学 1 , 8 2一 1 , 88 年科学基金申请及获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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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数学所理论物理 20 万元转外单位
,

元素所 10 万元转外单位
,

我校实获 106 乃 万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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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科学基金促进了我校科技发展

() l保证了一批基础研究项目的延续性和相对稳定性

基础研究具有探索性
,

一般需经过较长时间的研究才能揭示出自然界的一些基本规律
。

因此
、
它要求的不是

“

朝今夕改
” ,

而是桅劝稳定
。

科学基金这个稳定的经食来源为我狡的一些

重要基础研究项 目提供了适宜的条件
,

保证了这些项 目的延续性和相对稳定性
。

如有机磷化

学
、

高分子化学
,

金属有机化学
、

新型分子筛的合成与性能研究
,

信息处理
,

固体能谱
,

理论物

理 ,’计算机科学与自动控制
,

非晶物理
,

信息论
,

同伦论
,

微分几何
,

概率论和马氏过程
,

生物物

理
,

生物化学等等
,

经过较长期的深人研究
,

已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
。

据统计
,

我校科学基金项目已完成学术论文 1484 篇
,

其中 13 5 7 篇已在国内外学术刊物或

学术会议上发表 ; 已完成或发表专著 11 本
,

有 126 个成果通过评审或鉴定
,

其中有 30 个通过

部委级或国家级鉴定
。

这些成果中已有 28 个荣获各级成果奖
,

其中有 3 项获自然科学奖
,

3

项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

2 项获国家发明奖
,

17 项获部委级科技进步奖
。

其中不少成果进入了国

际先进行列
,

大部分成果为国内先进或国内领先水平
。

由杨石先 (已故 )
、

陈茹玉教授主持的
“

农药基础理论研究
” ,

在 19 82 一 19 8 5 年间获科学基

金资助 30 万元
,

通过长期研究
,

他们在四个学科方向上发表论文 83 篇
,

198 5 年荣获国家教委

科技进步一等奖
。

19 88 年又获国家自然科学奖
。

何炳林
、

母国光
、

高振衡
、

李赫喧
、

张光寅
、

王

华馥等教授主持的研究项 目也多次获国家级成果奖
。

(2 ) 科学基金促进 了我校研究课题更新

由于科学基金引人了竞争机制
,

使我校具有新颖性
、

先进性的研究课题得到资助
。

如王积

涛主持的金属有机化学研究
。

自 19 82 年获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以来
,

他们不是停留在原来的水

平上
,

而是 不断地做新的探索
。

他们首先确定研究我国的丰产金属
,

例如钦
、

错
、

钡
、

钨的新颖

有机化合物
。

然后将研究重点放在金属一金属键相互形成和金属有机反应机理上
。

自 1 982

年以来开展铁硫原子簇化合物的合成及其反应规律研究
,

在国内独树一帜
,

在选择反应方面也

填补 了有机金属化学的空 白
。

他们和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所联合申请的重大基金项 目
“

金属有机化合物的合成及在高选择反应中的应用
” ,

已正式立项
,

获资助总经费为 170 万元
,

我校的四个子课题获 41
.

5万元
。

另外
,

由于科学基金竞争机制的作用
,

使我校科研项 目
“

良芳不齐
” , “

广种薄收
”

的情况得

到改善
。

一些内容陈旧
、

低水平重复的研究项 目在竞争中自然淘汰
。

促进了我校科研课题更

新
,

项 目水平向更高层次发展
。

( 3) 跟踪基础研究成果
。

应用研究才能具有创造性和先进性

我校有不少科学基金项 目
,

一贯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向
。

一方面稳定持续地开展

基础研究
,

同时重视用理论成果指导应用研究和高技术研究
,

并大力推进开发研究
。

实践证明

只有在高水平基础研究成果指导下
。

应用研究才能具有创造性和先进性
。

例如李赫喧教授主

持的新型分子筛的合成和性能研究
,

他们在分子筛合成规律研究中
,

发现国外文献报道合成高

硅沸石分子筛必须用胺类或某些有机化合物为
“

模板剂
”

的结论并不那么严格
。

在特定条件

下
,

不用
“

模板剂
”

也可以合成 Z S M 一 5 分子筛
。

因而
,

创造性地开发出不用
“

模板剂
”

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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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S M一 5 分子筛的新方法
一

直接法
” 。

用直接法研制出的分子筛催化剂的主要性能指标优

于美国同类产品
,

改变了我国从 国外进 口分子筛催化剂的局面
,

这一成果的推广应用
,

取得 了

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

又如张光寅
、

王华馥
、

温金柯等教授主持的非线性晶体研究
,

由于他们长期坚持理论与实

践相结合的方向
,

在理论成果指导下开发出的高质量 的晶体
,

被国际同行誉为
“

C ih an S tar
” 。

目前他们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又在高技术领域开展各种新材料的研究
。

高水平的基础研究和具有创造性
、

先进性的应用研究所开发出的产品
,

必然带来重大的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

如何炳林教授主持的
“

新型离子交换树脂和吸附树脂研究
”

的科研成果
,

已广泛用于化工
、

医药
、

军工
、

食品和电子等行业
,

取得了 良好的效益
。

以
“

树脂法提取甜菊贰

新工艺
”

为例
。

这种以理论研究成果为后盾的新工艺
,

与日本相 比
,

不仅工艺简单
,

而且产品质

量优于 日本
,

在国际市场上有较强的竞争力
。

三
、

科学基金促进了我校的人才培养

科学基金制开创的竞争局面
,

为中青年科技工作者提供了极好的机会
,

特别是 19 86 年成

立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后
,

中青年科研人员申请基金很踊跃
。

从表 1可见
,

19 86 年前

全校申请项 目数
,

每年只有二三十项
。

而 19 86 年以后达 100 项左右
。

在 19 86 年我校上报的

118 个申请书的项 目负责人中
,

有 10 5 位是中青年
,

被批准的 54 个项 目有 80 %的负责人是中

青年
。

科学基金制为他们在学术舞台上寻找自己适当位置提供了必要条件
,

创造了 良好的学

术环境
,

使他们能更好地施展才能
。

如我校中年教师袁著社副教授主持的
“

微机仿真自校正控

制的研究
”

曾三次获部委级以上成果奖
。

全校 19 88 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的 6 个基金项 目

中
,

有 3 名获奖者是中年教师
。

科学基金还为我校的研究生培养提供了条件
,

据初步统计
,

1982 年到现在
,

全校已有 560

名博士生和硕士生参加 了科学基金的研究工作
,

其中已有 24 人获博士学位
,

2 56 人获硕士学

位
。

研究生导师还将研究工作的最新成果编人教材
,

促进了教材内容更新
,

使他们在学习期间

就能接触国际前沿课题
。

所以其毕业论文的选题也能体现先进性和创造性
,

相当一部分人的

论文被评为优秀研究生毕业论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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