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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摘要 l 本文论述了科学基金工作实行对外开放
,

科学基金项目开展国际合作
,

对加强我国的基础研

究和部分应用研究的重要性
.

指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四年来
,

通过努力开拓合作交流渠

道
,

基本上开通了与世界各科学技术和经济发达国家科学基金组织和主要科研机构的科学合作交流

关系 ; 通过突出重点
,

兼顾一般
,

着眼于实效
,

多形式
、

多渠道
、 .

多层次地为基金项 目创造 良好国际合

作环境和条件的探索
,

使我国的基础研究跨出国门
,

走向了世界
.

文章最后强调了要坚定不移地坚

持党的对外开放方针
,

知难而上
,

创造条件
,

进一步开拓科学基金项目的国际合作与交流的新局面
.

实行对外开放
,

开展国际合作
,

对加强我国的基础研究和部分应用研究至关重要
.

科学本

身是无国界的
,

现代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劳动的成果
,

尤其是在基础研究领域内
,

随着科学研

究的不断深人
,

越来越显示它的国际性
、

相互依赖性和开放性的特点
,

更需要各国科学家携起

手来
,

密切合作
,

共同去揭示科学的奥秘
。

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
,

通过国际合作
,

我们可以博采各国所长
,

提高我们的研究起点
,

弥补我们在研究水平
、

人才
、

经费
、

手段
、

条件等

诸方面的不足
,

加快我国基础研究的步伐
。

国务院在批准成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通知中指出 :基金委员会要同其它国家的

科学基金会和有关学术组织建立联系并开展国际合作
。

根据国务院的指示
,

经过四年的努力
,

基金委员会已同世界各主要科技发达国家开通 了基本的合作交流渠道
,

并已形成了相当的合

作交流规模
。

在合作交流中显示了自己的特色
,

取得了一批成果
,

受到了国内广大承担基金项

目的科研人员的赞赏和国外合作者的好评
。

四年来
,

主要作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

一
、

努力并拓合作交流渠道
,

把科学基金外事工作建立在切实稳固的基础之上

基金体制在我国是新事物
,

基金委员会又是新成立的机构
,

为了尽快开辟渠道
,

打开局面
,

使国际合作尽快走上正轨
,

在基金委员会成立之初
,

我们提出了
“

三步走
”

的思路
,

即 :在三四年

内
,

基本上开通与世界各科学技术和经济发达国家中科学基金组织和主要科研机构的科学合

作交流关系
,

并以签订双边或多边合作协议 (或谅解备忘录 )的形式
,

把基金委员会的国际合作

与交流建立在有计划的
、

切实可行的基础之上
。

这三步是 :

第一步
,

牵线搭桥
,

互通信息 根据国家对外政策
,

结合科学基金项目对外合作交流的需

要和可能
,

我们提出了以欧洲为主
,

以科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为主
,

同时
,

也注意一些小国特点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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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路
,

与一批拟建立合作关系的国家的驻华使馆进行了普遍接触
,

并通过使馆这一特殊渠道

与其国内相应机构建立联系
,

互通信息
,

交换资料
。

19 86 年至 19 8 7 年上半年
,

我们向美
、

英
、

西德
、

法国
、

加拿大
、

瑞士
、

荷兰
、

日本以及保加利亚等东欧国家驻华使馆的科技人员介绍了基

金委员会的情况
,

表示了合作交流愿望
,

使各国对我国基金委员会有了初步了解
。

如 19 8 7 年

3 月
,

应英国驻华大使理查德
·

伊文思爵士的邀请
,

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胡兆森和秘书长黄坚向

欧洲经济合作发展组织 (O E C D )成员国驻京代表及西欧
、

美大有关国家驻华使馆科技官员介

绍了我国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宗旨
、

性质
、

任务
、

对外方针以及其它有关问题
,

受到了与会者

的普遍欢迎
,

使成立不久的基金委员会在驻华使馆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

同时
,

基金委员会还聘

任了近 10 位我国驻外使领馆的高级科技官员为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特邀研究员
” ,

请他

们当
“

红娘
” ,

为我们传递信息
,

牵线搭桥
,

出谋划策
。

这些工作为基金委员会建立和开辟对外

合作交流渠道起到了积极作用
。

第二步
,

相互访问
,

加深了解 通过我国驻外和对方驻华使馆的介绍
,

与国外的相应机构

安排互访
,

各自实地考察彼此的科研情况
,

与从事科研和基金管理的国外同行交流切磋
,

并就

双方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的可能性进行研讨
。

四年来
,

基金委员会先后派团组访问了日本
、

美

国
、

加拿大
、

澳大利亚
、

新西兰
、

英国
、

法国
、

意大利
、

奥地利
、

联邦德国
、

瑞士
、

荷兰
、

巴西
、

墨西

哥
、

保加利亚
、

匈牙利等国和香港地区
。

接待了 200 多批专访和顺访我们基金委员会的外宾
,

一批世界著名的华裔科学家如杨振宁
、

李政道
、

陈省身
、

吴健雄
、

李远哲
、

许靖华
、

潘毓刚等先后

访问基金委员会
。

来访的各国科技管理部门和科研机构以及科学家都对我国实行科学基金制

深为关注和赞赏
,

认为与其相似和对 口
,

希望与我们开展各方面的合作
。

英国文化委员会驻京

代表主动表示希望与基金委员会合作
,

他说 :
“

在中国走访了不少地方
,

碰到了不少好的基础研

究方面的项目
,

一问都是基金项目
” 。

第三步
,

签署协议
,

建立稳定关系 通过互访
,

加深了相互了解
,

有了合作的共同愿望
,

签

署协议
,

建立稳定关系之事也就水到渠成了
。

到 目前为止
,

基金委员会已先后同保加利亚
、

加

拿大
、

联邦德国
、

英国
、

比利时
、

奥地利
、

瑞士
、

瑞典
、

美国和香港等九个国家和一个地区的十二

个科学基金组织和科研管理机构签署了合作协议或谅解备忘录
。

1989 年度按协议计划交换

人 / 月数达 26 0 左右
。

这些协议的签订是基金委员会四年来开展国际合作的重要成果
,

标志着基金委员会已初

步打开了对外合作与交流的大门
。

目前
,

我们还在与法国
、

民主德国
、

芬兰
、

新西兰
、

澳大利亚

等国的全国性科研管理机构商谈签订合作协议
。

为了用好协议这一渠道
,

我们对纳人协议的项目强调以合作研究项目为主
,

对 口交流为

主
,

拿出我们的好项目
, “

珍珠换玛瑙
” ,

使对方也感到有收益
。

如保加利亚是个小国
,

但在农业

方面有特色
。

通过与保方合作
,

推进了我国进行小麦雄性不育的研究
,

一种高蛋白质抗病的优

良小麦新品种已在我国大田试种 ; 向日葵的合作研究将解决我国向日葵生产面临的两大难题 :

结实率低和菌核病
。

根据基金委员会与联邦德国德意志研究联合会的协议
,

西德卡尔斯鲁大学根特施耐尔博

士到中科院北京工程热物理所和西安交通大学进行合作研究和学术交流
,

我方就三个基金项

目中的有关学术问题同根特施耐尔博士进行了讨论
,

我方研究人员从中受到很多启示
.

其中

仅根据根特施耐尔博士提供的一项建议
,

改进一种仪器每组叶片的加工而节省的加工费每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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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可达 7 ,0 00元人民币
。

总之
,

协议的签订使一批科学基金项目有了相对稳定的合作交流渠道和可靠的经费保证
,

有利于早出感果早出人才 ; 同时
,

将一批高水平的基金项目纳人协议轨道
,

也有利于巩固和发

展基金委员会同这些国家的科学基金组织和科研机构刚刚建立起来的合作关系
。

二
、

突出重点
,

兼顾一般
,

讲求实效
,

多渠道
、

多层次
、

多形式地开展

科学基金项目的国际合作与交流

在对外合作交流中
,

除选择部分高水平项目尽可能纳人双边协议外
,

在尚无双边协议的情

况下
,

只要外国科学家具备与我方科学家合作的条件
,

基金委员会就资助我方基金项目的研究

人员与之合作
。

这样做有利于广开渠道
,

扩大合作范围
。

经过四年的探索
,

我们的体会是 : 既

要突出重点
,

又要兼顾一般
,

更要着眼于实效
,

应不拘一格
,

多渠道
、

多层次
、

多形式地为承担自

然科学基金项 目的广大科研人员创造良好的国际合作环境和条件
,

鼓励他们勇敢地迈出国门
,

在强手如林的国际科技舞台上去竞争
、

提高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将国际合作与交流项目分为五类进行管理
,

即合作研究项目
、

在

国内召开国际学术会议项 目
、

出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项 目
、

接待来华项目及出国专业考察项

目
。

对每类项 目我们都针对其不同特点制订了具体的申请和管理办法
。

在上述项目中
,

我们坚持将合作研究项目和在国内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项目作为资助的

重点
,

在资助强度上实行倾斜政策
,

真正使重点
“

重
”

起来
。

强调合作研究项目要具有如下特

点: 即双方研究目标基本一致
,

目的明确 ;双方各有所长
,

并望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取长补短 ;

研究经费和时间都有保证 ; 已有较好的合作研究基础并有着良好的合作研究前景
。

四年来
,

我

们共资助 343 个合作研究项目
。

现在这批合作研究项目有的已圆满结束
,

达到了预期目的
,

促

进了基金项 目的完成 ;有的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 有的正在顺利执行之中
,

可望获得良好效

益
。

如沈阳药学院和西德自由大学合作研究
,

发现了人参皂贰抗癌活性的构效关系规律
,

使我

国在该领域的研究超过 了日本
,

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

北京大学地理系赵柏林教授和 日本京都

大学
、

名古屋大学合作进行的
“

西太平洋云辐射实验
” ,

取得了优异成绩
。

这个实验是世界气候

计划的亚洲地区实验
,

中国作为太平洋沿岸的大国
,

只有参加实验
,

才能分享开发太平洋的权

益
。

1989 年 2 月 23 日日本《朝 日新闻》和同年 5 月 31 日日本《读卖新闻》都对这一中日科学

家之间的成功合作进行了专题报道
。

北京大学两位教授在国外射电天文台工作期间
,

获得了

第一手资料和一些有用软件
,

已在我国综合孔径射电资料和数据处理上发挥了显著效益
。

基金委员会重大基金项 目
“

黑河地区地气相互作用观测实验研究
”

向国际上公布以后
,

受

到了 日本
、

美国
、

法国和联邦德国的重视
,

因为这个项目是世界上第三个地气相互作用的试验

计划
,

是世界气候研究计划的一部分
。

日本率先与我国签订了合作协议
,

作为中日文化协定的

一部分
。

日方由京都大学防灾研究所牵头
,

总投资预算约 .2 7 亿 日元
,

合作期限为 19 89 年 9

月至 19 9 4 年 3 月
。

现该合作项目正在顺利进行之中
。

基金委员会资助在国内召开国际学术会议一事
,

曾多次受到中央和国务院领导的肯定
,

并

得到科技界的好评
。

我们认为
,

争取在国内召开更多的会议
,

花钱不多
,

具有较高的综合效益
,

既可使我国更多的科技人员 (特别是中青年科技人员 )不出国门也能和国外同行交流
,

了解学

科动态
,

启
.

发科学思维
,

促进学科发展
,

并有利于提高我国科技事业在国际上的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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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来
,

基金委员会共资助了 22 4 个在国内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
,

产生了很大影响
。

19 8 8 年 8 月
,

在天津南开大学举行的
“

二十一世纪中国数学展望
”

学术讨论会
,

是一次集

海内外 206 位老中青中国数学家 (包括华裔科学家 )于一堂
,

共商中国数学率先赶上世界先进

水平之大计的一次盛会
。

会议根据当代数学大师陈省身教授的倡议
,

经过认真讨论
,

提出了
“

中国数学科学率先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

的奋斗目标和具体措施
。

国务委员李铁映专程到会祝

贺
。

会议向国务院呈送了
“

关于建立数学特别基金的报告
” 。

国务院很快批准了这一报告并拨

专款设立数学特别基金
。

这次会议对我国今后数学事业发展将产生深远影响
。

在兰州 召开的
“

中日有机稀土络合物讨论会
” ,

组织中外代表访问甘肃省稀土公司
。

中外

代表对公司的科研和生产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
,

受到公司的重视
。

四年来除重点抓好国际合作研究项 目和在国内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项目外
,

我们还资助

了 3 7 2 名基金项目承担人出国参加在国外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
,

通过参加会议
,

使我们及时了

解了有关学科的国际发展新动态和有关领域的科研成果
,

为推进我们资助的有关基金项目起

到了积极作用 ; 同时
,

国际科技界也能从他们身上了解我国的科研情况
,

提高了我国科研工作

在国际上的地位
,

有利于推进我国与国外的合作交流
。

例如
,

北京大学谢义丙教授赴芬兰参加
“

热带外气候及其在大气环境中作用国际学术讨论会
” ,

他的学术报告被大会授予帕尔门纪念

奖
,

他本人也受到东道主的很高礼遇
,

为我国赢得了荣誉
。

中科院北京天文台怀柔观测站艾国

祥研究员赴澳大利亚参加
“

国际 日地预报学术讨论会
” ,

不仅他的论文报告受到与会者的热烈

欢迎
,

同时他还就中国参加国际警报和世界 日服务这一组织
,

筹建该组织在中国的分中心
,

邀

请该组织主席访华达成了初步协议
。

另外
,

他还和印度草签了一项对方向我国购买由他们研

制的滤光器及长节调制器的协议
,

一举多得
。

我们还资助了约 30 个专业考察团组赴国外访

问 ;资助了近 90 名承担基金项 目的中青年科研人员去国外进修深造 ;资助基金项 目承担单位

接待了 159 批来华进行学术交流
、

讲学
、

访问的国外科学家
.

我们还为基金项 目向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争取到几项资助
,

如我国古地震资料的收集
、

整理
、

出版等
。

所有这些都构成了我国基金委员会对外交流合作的特点
,

既突出重点
,

又兼顾一般
,

多形

式
、

多渠道
、

多层次地为基金项 目创造良好的国际合作环境和条件
,

一切着眼于我国的基础研

究跨出国门
,

走向世界
,

在和世界科学技术的
“

联网
”

中获得提高和发展
。

三
、

坚定不移地坚持开放方针
,

知难而上
,

创造条件
,

争取更大发展

总结四年来的工作
,

我们深切地认识到
,

我国基金委员会国际合作交流工作所以能在短时

期内开通渠道
,

打开局面
,

主要是由于党的对外开放方针造就了一个有利于中外科技交流的大

环境 ; 同时
,

基金委员会在对外合作交流工作中也认真贯彻了这一方针
。

在战略上
,

我们始终

采取了积极进取的姿态
,

对每个阶段又有着明确的目标和相应的措施
。

最近在国家科委的支持下
,

基金委员会有五个合作研究项目纳人中日政府间协议
。

另外
,

我们还开拓了与日本各民间基金会之间的合作交流渠道
。

去年 12 月份
,

基金委员会常务副主

任胡兆森和秘书长黄坚率团访问了日本
,

与日本几十个民间科学技术基金会进行了广泛接

触
。

一批合作交流项 目已经确立
,

有的项目正在协商之中
。

经过我们双方的努力
,

加拿大自然科学与工程研究理事会
、

加拿大医学研究理事会两个已

和我们签署双边协议的基金会仍按计划派来了地震
、

化学
、

天文
、

地学等专家与我方合作
,

并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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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接待了我方按计划派出的化学
、

生物
、

海洋冰与结构方面的专家
。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也邀请我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组派 25位专家参加今年 1月

在美国举行的
“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设计和制造系统资助者学术会议
” ,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的邀请表明
,

当今世界谁也不能无视中国的存在
。

尽管北京的风波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一定困难
,

但基金委员会 198 9 年度的国际合作工作仍

取得了较大进展
,

批准资助合作研究项 目达 l犯 项
,

与前三年批准的总和 157 项接近 ; 资助出

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188 项
,

比前三年的总和 184 项还略多 :资助来华项目 84 项 ; 资助在华召

开的国际学术会议 72 项
。

这些都生动地证明
,

对于 目前的情况
,

只要我们认真对待
,

积极工

作
,

情况是可以向好的方向转变的
,

对此我们充满信心
。

虽然我们的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
,

但存在的问题还不少
,

有待于不断地总结经验
,

改进工

作
。

今后我们将继续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改革开放的政策
,

知难而进
,

主动积极地开展工作
,

大力巩固和完善已经开辟的合作交流渠道
,

并不失时机地开拓新的渠道 ; 继续完善对各类项目

的管理工作
,

随着资助项 目种类和数量的不断增加
,

运用现代化的管理手段计算机加强管理 ;

继续做好合作交流项目成果的深化和推广工作
,

使之尽快转化为经济效益 ;继续加强基金委员

会科技外事队伍的建设
,

不断提高政治和业务素质
。

总之
,

继续努力工作
,

开展高水平的国际

合作与交流
,

开创我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对外合作交流的新局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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