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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提高科学基金管理水平

韩万书
’

武智奇

I摘要l 科学基金制的建立适应我国科技发展的新形势
,

在支持基础性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

受到

广泛欢迎和赞许
。

科学基金制把竞争引向高水平的选题和提高申请项 目质量的同时
,

还对科学基金

评审的公正性
,

合理性
、

科学性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
,

促使基金管理工作者提高业务水平和管理能

力
。

本文就如何提高基金管理水平提出了初步看法和建议
,

以使科学基金制在科学研究和国民经济

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

自 1986 年 2 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以来
,

在基金申请项目量大面广和基金类型

不断增加的情况下
,

由于实行
“

依靠专家
,

发扬民主
,

择优支持
,

公正合理
”

的评审原则和委内全

体工作人员的辛勤工作
,

顺利而有成效地完成了各项任务
,

得到广大科技工作者和有关方面的

欢迎和赞许
。

并建立起一支具有权威性
,

公正性
,

民主性的专家系统和逐渐形成了一支作风严

谨
,

学术造诣较深
,

热心科学基金工作的队伍
。

这是科学基金制具有强大生命力和科学基金工

作赖以蓬勃发展的重要保证
。

当前
,

由于科技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

申请 自然科学基金已成

为全国获得 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经费的一个重要渠道
。

在国家目前还没有力量拨出更多科学基

金经费的情况下
,

申请项目的资助率有逐年下降趋势
,

使对科学基金的申请竞争 日益激烈
。

科

技人员不仅把获得科学基金看作是基础性研究的重要经费来源
,

而且把它视为衡量课题学术

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
,

甚至视其为一种很高的学术荣誉
。

同时
,

基础研究工作要有跻身世界的

思想和勇气
,

必须敢于参加国际竞争
。

这就要求我们不能满足于国内先进水平
,

而且要从我国

基础研究实际出发
,

把我国基金工作放在国际科学研究的参照系中去评估和实施
.

因此
,

基金

制不仅把竞争引向高水平的选题和提高申请项目的质量
,

而且对科学基金评审的公正性
、

合理

性
、

科学性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
,

这就对基金委员会的管理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

要求我们

不仅充分发扬民主
,

做到决策科学化
,

规范化
,

而且要求我们提高自身的学术水平
,

加强调查研

究
,

了解国内外现状和发展动向
,

掌握学科发展的前沿领域
,

以提高科学基金管理水平
。

一
、

国内外学科发展现状的研究是基金评审工作的业务基础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工作任务之一是参与制定我国基础研究和部分应用研究的发展

战略和政策
,

发布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指南
,

并指导
、

协调和资助全国基础研究和部分应用

研究
。

要 出色地完成这个任务
,

必须充分掌握国际和国内各学科发展的水平和动向
。

这就需

要依靠大量的国内外情报资料并加以分析研究
,

提出符合我国国情的基金资助战略和政策
。

各个国家的科技发展战略与政策以及基础研究基金的项目指南
,

虽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

但它

们都是结合各 自国家的实际情况制定的
。

我们应该有符合我国国情的学科发展
,

战略计划
,

以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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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我国科技的发展和繁荣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正在积极开展的
“

学科发展战略政策

研究
”

正是为此 目的进行的
。

我们应该高水平地做好此项重要工作
。

这项研究工作的成果将

会使我们掌握学科现状和发展趋势
,

以便于结合我国
“

四化
”

建设需要
,

确定发展重点和应采取

的相应措施
,

以期促进各学科发展
,

明确学科前沿领域
,

指导基金项目指南修改工作和基金项

目评审工作
,

引导广大科研人员更好地组织研究课题
,

使其更加符合国内外科技发展的需要
。

使有限的科学基金在支持全国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

科学基金工作中
,

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科学合理地编写基金项 目指南
。

因为
“

指南
”

既是基础性研究的发展战略和政策的具体体现
,

又是基金申请工作的指导性资料
。

显而易见
,

只有把握了国内外学科发展现状和明确国家的实际需要和实施的可能性才能编写出高水平而

又切实可行的指南来
,

才能准确划定
“

资助的主要范围
” , “

鼓励研究领域
”

和
“

定向研究课题
”

三

个层次
,

才能对各领域资助项目的比例和资助金额分配上提出公正合理的意见
,

而不再是目前

采用的按申请项 目多寡的平均分配方法
。

这样既不束缚新思想
、

新见解和创新性课题的提出
,

又对当前国际学科发展前沿领域
,

国家建设和科学发展最关键的问题进行积极地
、

有效地引

导
,

以期使大量的基础研究既立足于国家实际情况
,

又瞄准世界先进水平
,

有利于多出高水平

研究成果和培养更多的高水平科技人才
。

二
、

利用学科发展的情报资料强化评审和管理工作的公正性

科学基金工作的灵魂是公正性和合理性
.

竞争越激烈
,

要求也就越严格
。

这必须依靠同

行评议专家
,

特别是学科评审组专家的民主科学评定来实现
。

几年来我们始终坚持
“

依靠专

家
,

发扬民主
,

择优支持
,

公正合理
”

的原则
,

但评审专家的业务背景和研究领域不同
,

对本学科

中各专业的国内外现状和国家需要情况熟悉程度也不尽相同
。

这就使有时会出现下述情况 :

学科评审组的专家很多
,

但在具体评审某一项目时
,

往往主要由所属专业的部分评委专家讨论

决定
,

而多数其他评委不便发表意见 ; 有时评审难以涉及到学科各分支之间的关系
,

难以体现

通过评审过程对学科各分支研究的布局和方向进行引导
,

也影响了对边缘交叉学科的支持
,

客

观上不利于实现公正性和合理性
。

如果我们将国内外学科发展的现状和国家实际需要的情报

研究结果与汇总的同行专家评议意见一起送给评审组专家
,

或在评审会上进行必要的介绍
,

使

评委专家熟悉学科发展全面情况和趋势
。

这样就会有利于对被评项 目的学术水平和是否给予

资助作出正确合理的结论
。

由于项目评审工作是在考虑学科发展全局之下进行的
,

立项的数

目和资助金额便不再受申请项 目比例的硬性限制
,

对学科各分支发展的布局和方向也就自然

地进行了引导
,

使基金资助工作有利于促进学科的发展
。

另外
,

国内外学科发展现状和动态的

研究结果
,

对审查国际合作项 目也是非常重要的
。

现代科技
,

特别是基础研究工作
,

具有广泛

的国际性
。

只有把握了国内外学科发展水平
,

正确估计我国实际研究需要
,

才能准确合理地选

择国际合作项目和需要参加的国际学术会议
,

进行高水平的合作研究和学术交流
,

提高我国的

研究起点
,

缩短与国外学术水平的差距
,

用有限的国际合作费用尽快提高我国的科学水平和国

际学术地位
。

但是
,

以往在处理国际合作项 目时
,

单凭申请者对国际合作或学术会议意义的阐

述
,

而对拟进行的合作研究或拟参加的国际学术会议的水平缺乏更多了解
,

这种情况还时有发

生
。

因此
,

应该多方收集对学科发展主流和方向有重要影响的高水平的研究机构
,

大学
,

国际

学术会议和本学科著名科学家
,

国际学术带头人的情报资料
。

例如对美国每年都公布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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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突出的前 5 1名大学和研究机构在国际重要杂志发表的论文数目进行统计积累等
。

这样

就有助于对申请项 目的意义及学术水平比较准确的认定
,

对拟合作专家或邀请专家的学术地

位及国际影响进行客观估计
,

避免学术价值不大的交易式的国际合作与交流
。

三
、

提高学科管理人员的学术和外语水平

基金委员会的学科管理人员应该既熟悉专业知识又善于进行管理工作
。

提高管理人员的

水平是有效地加强基金管理工作的重要环节之一
。

同行评议专家和学科评审组专家往往熟悉

某一个或几个分支学科课题
,

而学科管理人员则应该把握全学科情况
。

由于条件限制
,

他令门不

可能再就某一课题进行深人研究
,

但应追踪本学科发展趋势
,

悟出主流方 向
,

并不断更新自己

的知识
。

一些交叉学科和前沿学科的出现
,

使基金管理人员面临新的挑战
,

他们应具备广博的

各学科基础知识和综合研究能力
。

为此
,

可以利用国际上的主要期刊杂志中发表的有关本学

科各个领域文章
,

国际权威杂志评论性文章和专著及对相关的国际会议规格
,

人数及论文等进

行统计分析研究
。

此项工作可以 自己做
,

也可以委托 1一 2 个情报机构跟踪调查研究
,

收集和

提供有关情报信息
。

例如化学科学部可以利用美国化学文摘 (C A )的主题索引
,

进行统计分

析
,

再结合权威性评论文章
,

就能基本上了解当前国际化学发展现状概貌和预示的方向
。

使我

们对基金工作的指导和管理心中有数
,

切实可靠
。

基金管理人员不仅应具有较高业务能力
,

同时还应不断提高外语水平
。

这是基金工作管

理本身和发展国际交往所必须的
。

我国的基金工作虽然开始较晚
,

但应该有雄心开展国际交

流
,

置身于国际环境中
。

基金管理人员不但接触大量的外文资料
,

也需要与国际同行进行直接

交流
。

所以应广开渠道
,

决心在近几年内使管理人员的外语水平有普遍地和较大的提高
。

几年的实践表明
,

科学基金对稳定支持基础性研究
,

对改革科研管理和科技经费拨款办

法
,

对鼓励创新
,

防止低水平重复等起到了良好作用
,

为我国的科学研究工作注人了新的生机

和活力
,

促进了科技水平的提高和人才的培养
,

在科技界和社会各方面赢得了较好的声誉
。

同

时
,

也向科技界广大管理人员提出了一系列的新问题
,

需要去探索
,

去研究
,

去解决
,

使科学基

金制的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
,

在深化改革中不断发展和完善
,

逐步形成符合我国国情
,

适合我

国科技发展需要的
,

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基金制
,

进一步发展和繁荣我国科学事业
。

T O M A K F G R E A T E F F O R T S T O IM P R O V E T H E M A N A G EM E N T

QU A L IT Y O F R E S E A R C H G R A N T S F O R N A T U R A L S C I EN C E S

H a n W a n s h u W u Z h iq i

(N S FC )

A加 tt ac t

T h e r e s e a r e h g r a n t s s y s t e m fo
r n a

ut r a l s e i e n ce s h a s P la y ed
a er m a r k a b le r o l e i n ht

e s u P P o r t t o

b a s ie o r a PP li e d b a s i e er s e a cr h a n d h a s b e en fa v o ar b ly r e e e iv e d b y m o s t o f t h e s e ie n ti if e a n d

t e e h n o l o乡e a l w o r k e r s i n C h i n a
.

T h e P r a c t i c e o f t h e e o m ep ti ti o n s y s te m h a s r e s u l t e d i n P r oj ec t s a t

h ig h l e v e ls a n d n i e e q u a l i t y o f a p P li e a t i o n s
,

I t 15 m o r e a n d m o r e n e ce s s a r y fo r t h e a s s e s s m e n t o f

q r oj ce t s t o b e af i r
, r e a s o n a b l e a n d s c i e n it if e

,
a n d t o u P g r a de o u r s P e e ia li s a t i o n lvee l a n d m a n a 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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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n et a ePa eity
.

Su g g es ts f o rt his r eas o n a r eP ro Ps o ed5 0 as t om ak et h es r e eac h rg rn ats sy s t 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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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的辞~ ~ 岭的的的的矽必的~ 粉的的的的必析析~ 的的树树析必树的的场必必析~ 拔豹峋
·

国际会议概况
·

第11 届国际磁体技术会议

一
、

会议概况

国际磁体技术会议是包括超导磁体
,

永磁磁体和常温磁体三个方面磁体技术领域里最有代表性国际

学术会议之一
,

定期连续召开
,

每两年一届
。

本届会议于 19 89 年 8 月 28 日至 9 月 1 日在日本筑波召开
。

这次会议参加人员礴00 余人
,

代表来自欧美
、

日本
、

苏联
、

中国等二十几个国家
。

论文报告 2 80 余篇
。

这次会议中国共有 6 人参加
,

我作为本届会议的国际组织委员会委员和 ( K B )核磁共振成像磁体分

组主持人参加会议
。

在会上发表了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课题报告 3 篇
。

( l) 超导磁体浸渍固化方法的研究 ; (2) 核磁共振成像磁体磁场回归的分析 ; (3) 绝热稳定超导磁

体失超能量的数值计算分析
。

以上几篇报告引起 了与会同行的较大兴趣
,

很多人提出索取报告复印

件
。

二
、

学术活动

本次会议讨论的中心议题有下列几个方面 :
( l) 受控核聚变超导磁体系统 ; (2) 高能加速器超导磁

体 ; (3) 高场磁体
,

脉冲磁体和永磁磁体 ; (4) 超导在工业上的应用一超导储能
,

超导电机
,

超导磁分离

技术
,

磁浮列车 ; (5) 超导在生物医学上的应用
,

超导核磁共振成像和超导谱仪磁体 ; ( 6) 超导材料 〔包

括低温和高温 )
,

结构和绝缘材料
,

机械和热特性
,

应力和辐照效应 ; (7) 磁体系统的低温技术问题 ; (8)

机械和电磁计算问题
,

超导体特性
,

磁体的设计和微信号技术测控问题等
。

大会特邀报告有下列 6 个方面
,

这反映了大家共同关心的一些主要问题
。

① 80 年代磁体技术的总

结和 90 年代的展望 ; ② 现代加速器超导磁体的发展 ;③ 现代超导托克马克在结构和实验上的进展 ; ④

医疗应用核磁共振磁体系统的发展 ; ⑤ 液氦温区低温超导材料的成就和进展 ; ⑥ 液氮温区高温超导

材料的进展
。

从这次会议上所发表的报告看
,

磁体技术的发展
、

高能物理上的应用仍然是一个重要领域
。

三
、

两点建议

1
.

超导技术的研究国内有一定基础
,

有些工作也有一定水平
,

但
“

七五
”

期间低温超导的研究
,

国家

没有安排计划
,

没有拨款
,

对工作影响很大
,

希望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这方面的支持能给以适当照顾
,

这

对我国超导技术今后的发展影响很大
。

2
.

加强国际上的学术交流
,

争取多参加一些重要的学术会议
。

日本在这一点上不惜工本
,

一些重要

国际学术会议 日本参加的人数都比较多
,

他们确实从中取得极大的收获
。

希望我们也能设法多采取一

些措施
,

将国际学术交流向前推进一步
。

(中国科学院电工所 韩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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