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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断 改 进 我们 的工 作

唐 林 张家顺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数理学部 )

自 19 8 6 年国务院批准成立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来
,

至今近五年 了
。

五年来
,

科学

基金面向全国
,

建立了
“

依靠专家
、

择优支持
”

的竞争机制
,

为我国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工

作注人了新的活力
,

取得了科研人员广为称赞的工作成绩
。

基金制实行以专家为主
,

基金会内外专家相结合的管理体制
,

并且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

评审程序和管理办法
。

对申请基金的项目
,

要经过受理
、

初选
、

同行评议
、

学部主任审核
、

科学

基金委员会委务会议批准等一整套严格且相互制约的前期管理程序
。

从某种意义上说
,

这套

程序是法制的体现
。

它保证了择优资助的公正性
、

科学性和民主性
,

防止了决策时的主观武断

和专业局 限性
,

避免了管理上的长官意志和行政干预
。

因此
,

尽管科学基金每年从国家财政上

得到的拨款仅一亿多元
,

距需求相差甚远
,

但所产生的社会与经济效益明显地超过了它的实际

经济价值
。

由于科学基金制的成功
,

自 198 5 年以来
,

先后有近 50 个部门和地区
,

在科学基金

工作的影响下
,

建立起各种类型的科技发展基金会
,

许多部门
、

学校和科研单位的相当大一部

分科研经费的分配
,

或者采取基金制
,

或者采取类似国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评审和拨款程序
,

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

例如
,

一向比较独立
、

自成体系的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

为了提高研究水

平
、

加快高技术项目的技术和人材储备
,

1989 年也开始设立
“

院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基金

会
” ,

拨款 87 万元
,

在一些研究课题上进行试点
。

实践表明
,

这样做的结果活跃了学术思想
,

促

进了科研工作
。

科学基金面向全国
,

平等竞争 ;对广大科研人员产生激励作用
,

促进了出成果出人才
。

现

在
,

科研人员 已把获得科学基金资助看作是一种荣誉
,

基金资助项 目成为高水平研究工作的标

志
,

基金虽少
,

却是通过平等竞争得来的
,

在奖金少
、

条件艰苦的情况下
,

科研人员兢兢业业地

工作
,

努力取得优异成绩
,

短短几年即涌现了一批在旧拨款方式下难以涌现的好课题和优秀人

才
。

仅就核物理学科领域来说
,

如南京东南大学凌一鸣副教授主持的
“

扁平放电等离子体理论

及其应用研究
” ,

是一项理论创新和应用前景都很好的课题
,

由于经费缺乏
,

研究条件艰苦
,

困

难很大
。

在得到科学基金资助后
,

研究工作迅速取得进展
,

并在取得理论成果的指导下
,

研制

出世界上第一个矩形截面等离子体氦氖激光器
,

输出激光功率 150 毫瓦
,

大大超过同类的日本

N EC 公司自称居
“

世界顶峰
”

的 G L G 5 9 00 氦氖激光器 (输出功率为 75 毫瓦 )
,

获得中国和美

国的专利
,

目前正向更高的 目标前进
。

又如科学基金资助的中科院合肥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余增亮副研究员主持的
“

离子注人

水稻诱变育种机理研究
”

课题
,

将离子注人技术用于生物诱变育种
,

用核反应理论阐明诱变机

理
。

这是一项创新工作
,

自 19 86 年以来
,

已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
。

国内有关育种专家认为
,

将离子注人技术
“

从工业引人农业
,

从处理无生命样品到处理有生命样品
,

这是一个新的转折

点
” , “

可能为基因位点诱变
,

探索诱变方向性开辟了一条道路
,

标志着诱变育种技术的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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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 ”

现在
,

该项研究已选育出三个水稻新品系
,

都具有矮秆
、

高产
、

抗多种病虫害等优点
,

有较

高的推广价值
。

这项研究工作已引起国内外有关专家的普遍重视
。

现在
,

北京
、

兰州等地的研

究小组已选择不同的课题重点开展此类工作 ;这一技术正逐步被推广到小麦
、

蔬菜及园艺作物

的种子上
。

可以预期
,

在优良品种的选育方面将取得重要成果
。

科学基金工作取得的成绩是令人鼓舞的
,

但它毕竟起步的时间不长
,

科学基金制是改革的

产物
,

是新事物
,

它正处在实践的过程中
,

必将随着改革的深化而逐步完善
。

为配合基金会五

年工作总结
,

提高科学基金工作水平
,

我们建议 :

1
.

不断提高工作效率
。

科学基金工作各方面的关系很多
,

许多关系尚未理顺 ;工作头绪

多
、

任务重
、

要求高
、

时间急
、

人手少
,

努力提高我们各方面的工作效率
,

日益显得重要
。

为此
,

基金会办事机构设置要进一步精干
、

合理
,

尽量避免不必要的运行环节和烦琐的审批手续
,

尽

量减少可有可无的报表等等
。

2
.

进一步研究学科发展战略
,

制定更为科学
、

合理的科学基金经费分配政策
。

科学基金

制的基础是经费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一切任务
,

诸如贯彻 国家发展科学技术的方针
,

政策和规划
,

指导
、

协调
、

资助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
,

发现和培养人才等
,

无不是通过有效

地运用科学基金而实现的
。

科学基金工作没有 自己管理的研究实体
,

它是靠
“

资助
” 、 “

不资

助
” 、 “

资助多少
”

来宏观导向和调控科学研究工作的
,

因此
,

经费的分配合理与否就成为科学基

金机制运行好坏的重要标志
。

经费分配不当
,

不仅会造成申请项 目数量上不应有的膨胀
,

严重

的是可能会造成学科发展比例失调
,

会使一些重要而薄弱的学科得不到加强
。

主要按照申请

额多少来分配各学部基金经费的办法
,

需要进一步改进
。

为此
,

建议经费分配应该体现正确的

学科发展政策
。

既要考虑科学发展的规律
,

又要考虑我国 目前的经济实力和长远发展的需要 ;

既不要没有重点
、

没有优先发展的学科
,

也不要过分倾斜
,

以至造成各学科发展方面的 比例失

调
。

我国的基础研究经费是偏低的
,

科学基金数额更低
,

远远不能满足需要
,

在这种情况下
,

我

们更要努力用科学
、

合理的方式用好科学基金
,

促使我国基础性研究稳定
、

协调的发展
。

3
.

努力提高申请质量
,

减轻繁重的选项程序工作
,

避免人力物力的浪费
。

科学基金每年受理申请项目达 12000 多项
,

申请金额达 6 亿多元人民币
。

为了从中选出

优秀课题
,

要做大量筛选
、

评定工作
。

为此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聘请了近二万名同行专

家进行通信或会议评议
,

还聘请了 600 多名学科评审组专家进行评审
,

以保证择优的公正
、

合

理
。

不仅如此
,

每年我们要收发数以万计的信件
,

对同行评议回函意见进行综合
,

任务十分繁

重
。

但几年来
,

申请项 目的实际年平均批准率只有 20 % 多一点
,

每年约有近 90 00 项课题得不

到资助
。

这不仅会挫伤部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
,

而且会造成人力
、

物力的浪费
。

因此
,

一方面

我们要大力呼吁国家增加对科学基金的投人
,

减少投人与需求的差距 ;另一方面我们应与有关

单位科研管理部门及广大项 目申请者一起
,

研究改进办法
,

采取适当措施
,

提高申请项目的质

量
,

使资助强度和资助率都能有所提高
。

4
.

适应科学基金制不断发展和不断完善的需要
,

加强科学基金管理工作人员业务素质建

设
,

提倡科学思维和求实作风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机关的工作干部
,

是 1986 年组建时
,

在国家科委
、

国家教委
、

中

国科学院抽调的基础上
,

又从各部门
、

各单位陆续选调的
。

他们绝大部分是具有科技专业背景

的管理专家
,

是我国第一代科学基金事业的创业者
。

几年来
,

在加强 民主法制和廉政建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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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行政干预和领导批条子
,

努力减少选题失误
、

重复和资金浪费现象
,

推进科学基金制的进步

和发展方面
,

做了有益的工作
。

但是
,

随着时间的推移
,

我们的弱点
、

缺点和个别有失检点和慎

重的问题
,

也会陆续有所反映
,

需要引起我们的警觉和努力改进
。

为此
,

我们愿意与大家一起
,

在下列几方面做出努力
,

也以此做为我们的建议
。

首先
,

要有做第一代科学基金创业者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

科学基金制是新事物
,

它的发展

和完善会存在许多困难和曲折
,

作为创业者
,

我们要奋力拼搏
,

发挥我们的优势和工作特色
,

为

科学基金制的发展和完善做贡献
。

其次
,

要加强竞争意识
。

当前世界各国 (特别是科技大国 )在科技领域的竞争十分激烈
,

这

也是关系到国家
、

民族前途命运的竞争
。

我们要清醒地看到
,

与发达国家相 比较
,

我国的科技

水平和实力尚有很大差距
。

因此
,

我们应该加强竞争意识
,

全力 以赴地搞好科学基金管理工

作
,

使科学基金在加速我国科技发展
、

增强我国竞争实力
、

缩短与科技先进国家的差距的奋斗

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

第三
,

要加强政策观念
。

党和国家的科技方针政策是科学基金工作正确导向的保证
,

是结

合我国国情建立并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基金制的根据
。

从某种意义上说
,

科学基金委员

会的各级管理工作人员
,

是在基础性研究的某些领域
,

将党和国家科技方针政策与广大科研人

员科研活动密切联系起来的桥梁
。

因此
,

一方面我们要在自己的工作中身体力行地执行政策
,

另一方面还要适时地
,

结合资助工作向广大科研人员宣传国家政策
。

使大家目标一致
,

更充分

有效地使用科学基金
,

使国家有限的科学基金经费发挥更大的效益
。

第四
,

要树立服务观点
。

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
,

应该说
,

正确的管理和周到的服务
,

其内

涵是一致的
,

都是我们的职责
。

我们各级管理人员应该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
,

而不应该利用某

种工作条件成为高高在上
,

给予恩赐的
“

救世主
” 。

服务是我们为人处事的根本和搞好科学基

金管理工作的保证
。

我们要牢记
,

科学基金的宗旨是
“

资助基础研究和部分应用研究工作
,

发

现和培养人才
,

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
、

社会发展
”
;科学基金制的诞生是一批有远见卓识

、

德高望重的科学家推动的 ; 科学基金的发展得到了广大科研人员的关心
、

支持和扶助 ;科学基

金管理工作决策的科学化
、

民主化要依靠科学家群体的主导作用
。

我们只有摆正 自己的位置
,

认清 自己的作用
,

才能尊重专家
、

平等待人
、

公正热情
、

谦虚谨慎
,

兢兢业业地做好科学基金管

理工作
,

防止官僚主义和文犊主义
,

时时事事从方便广大科研人员和研究工作出发
,

为他们排

忧解难
,

为他们创造较好的工作环境
,

帮助他们做出更多更好的工作成绩
,

以形成具有我国社

会主义特点的科学基金管理工作新局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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