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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应用基础研究概念的剖析

计 承 宜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政策局 )

【摘要】 本文通过对
“

应用基础研究概念和案例
”

的研究
,

在不改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科学研究活

动三分类定义的条件下
,

结合我国实际把应用研究分为应用基础研究和应用技术研究两部分是可行

的
。

1
.

应用基础研究是针对具体实际的应用目的或目标
,

主要为获得应用原理 (机理
、

规律 )性新知

识的独创性研究
。

2
.

应用技术研究是针对具体实际的应用目的或目标
,

主要为获得应用技术性新

知识的独创性研究
。

一
、

一个有待澄清的概念

应用基础研究的具体含意是什么 ? 每个人理解的差别很大
。

我们曾要求一批工作在一线

的研究人员和管理人员按照他们对应用基础研究概念的理解
,

向我们提供了大约 80 余个应用

基础研究课题案例
。

结果发现
,

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义衡量
,

这些案例分布在基础研究到试

验性发展的各类研究阶段
。

这说明
,

尽管应用基础研究在我国受到广泛注意
,

但它的确切含意

究竟是什么
,

尚无统一认识
,

事实上
,

对此也从未有过统一的规定
。

1989 年 2 月国家基础研究

与应用基础研究工作会议上
,

将应用基础研究注释为
“

应用研究中的基础性工作
” 。

但这里的
“

基础性工作
”

又是什么意思呢 ? 也没有明确说明
。

因此
,

迄今这还是一个有待明确的概念
。

为了统一认识
,

并从统计上弄清我国应用基础研究现状
,

方便今后的政策指导
,

我们就
“

应

用基础研究
”

概念做了大量调研工作
,

下面谈一些个人看法
。

二
、

对应用研究的理解

本文的前提是承认应用基础研究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义的应用研究中的一部分
。

在确

定应用基础研究的概念和定义以前
,

首先应分析一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定义的应用研究所

包含的实质内容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应用研究所下的定义是 :
“

为获得新知识而进行的独创

性研究
。

它主要是为达到某一具体实际应用 目的或目标
” 。

值得指出的是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这一定义是通用于 自然科学与社会人文科学的
。

而

我们这里研究的问题只限于 自然科学
。

定义原文还附有三段文字说明 :

1
. “

确立应用研究的决定性特点是它们具有的专门应用
。

因此
,

如果获得新知识的过程

具有一个具体实际应用目的
,

它就是应用研究
,

正如没有一个具体应用 目的的研究就被视为基

础研究一样
” 。

2
. “

应用研究是为了发展基础研究成果
,

以便实现实际应用 ;或者是为了决定新的方法或

途径
,

以便达到某种具体的和预定的实用 目标
” 。

3
. “

一般可以这样说
,

所谓应用研究
,

就是将理论发展成为实际运用的形式
。

应用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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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一般只影响科学技术的有限范围
,

并具有专门的性质
。

因此
,

它们都是针对具体的领域问

题或情况的
” 。

仔细分析这三段说明后可看出
,

它们都在于强调应用研究与基础研究的区别
,

并同时强调应

用研究是从基础研究发展而来
。

实际上
,

这是片面的
,

而全面概括的说法应是定义本身
。

在定义中包含有下列实质性因素
,

即
“

创造性
” 、 “

新知识
”

和
“

具体实际应用 目的
” 。

由于
“

创造性
”

(独创性
、

首创性
、

开创性
、

开拓性 )是所有科学研究的共同特点
,

因而为达到具体实

际 目的或目标
,

或为了首创性的应用而进行的获得新知识的活动
,

就成了应用研究的本质特

征
。

定义及其说明中所强调的
“

专门应用
” , “

具体实际 (应用 ) 目的或目标
” , “

具体应用
” , “

实际

应用
” , “

专门的性质
”

等等
,

究竟要达到什么程度 ? 是专门到一个领域呢 ? 还是专门到一个特

定的技术手段 ? 这点在第 3 段文字说明中已得到解答 :
“

它们 (应用研究 )都是针对具体的领域

问题或情况的
” 。

这里对领域的大小和情况的范围并无具体解释
。

但决非一个具体的技术型

号
,

至少应是同种系列技术内的共同问题
。

三
、

应用基础研究概念

应用基础研究是应用研究的一部分
,

这是我们讨论问题的出发点
。

为了使基础研究的范

围不致扩大或缩小
,

在确定应用基础研究概念时
, “

为达到具体实际 目的或目标
”

这一区分应用

研究与基础研究的根本标志是不可改动的
。

否则会打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分类体系
。

由于
“

创造性
”

是所有科学研究的共同特点
,

也很难对创造性再进行清楚地区分
。

唯一可供划分的

实际因素是
“

新知识
” 。

按定义
,

整个应用研究阶段都在于
“

获得新知识
” 。

只要弄清楚应用基

础研究的目的是获得哪种新知识
,

它的定义也就明确了
。

实际情况表明
,

在高度概括的层次上
,

知识是可以分类的
,

因而从应用研究中是可以分出

应用基础研究的
。

例如
,

不论哪类高等技术学校
,

或为工程技术方面的
,

或为农学
、

医学方面

的
,

都将科学技术知识分成一般基础科学知识
、

技术基础知识和专业技术知识几大类 ; 又如在

一套完备的技术文件中也将知识分类表达为应用原理 (技术原理 )
、

技术特性
、

技术要求
、

技术

规范
、

结构特征和技术标准等
。

不论如何分类
,

所有应用知识事实上大体可分成两个层次 :其

一
,

学术性较强的原理性论述或说明 ;其二
,

技术性较强的规定或说明
。

我们参照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对应用研究定义的体例
,

将应用基础研究定义为
“

为获得新的原理 (机理
、

规律)性知识

而进行的独创性研究
。

它主要是为达到某一具体实际应用目的或目标
。 ”

相应地
,

我们也给出下列说明 :

“

确立应用基础研究的决定性特点是它们所具有的专门应用
。

因此
,

如果获得新的原理性
知识的过程具有一个具体实际应用目的

,

它就是应用基础研究
” 。

“

应用基础研究的丫个熏票方面是为了发展基础研究成果
,

以便最终实现实际应用 ;或者是为

了从原理 (机理
、

规律)角度决定新的方法或途径
,

以便达到某种具体的和预定的实用 目的
” 。

“

一般可以这样说 : 所谓应用摹础研究
,

就是将摹本理论发展成为指导实际的原理性知

识
。

它的结果一般只影响科学技术的有限范围
,

并具有专门或专业的性质
。

因此
,

它们都是针

对具体的领域问题或情况的
” 。

在实际中
,

应用研究并不都是遵循从理论到实践这一程序的
。

在技术十分发达的现代
,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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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的过程
,

交替进行的过程往往为数更多
。

对有限的已有技术手段进行研究
,

从中发现或发展

应用原理性新知识的活动有的也属应用研究范围
。

从这种十分具体的研究中所发展的理论往

往可以推广到指导一个新领域的技术发展
。

对有限的原型机或引进样机的系统研究也可能属

于这种情况
。

在 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领域
,

其中包括理
、

工
、

农
、

医各种科学领域
,

凡针对具体实际应用

目的或目标的理论研究或试验研究
,

如果其直接目的在于确定一种应用原理 (机理
、

规律 )
,

以

便发展新的应用时
,

应可视为应用基础研究
。

四
、

应用基础研究类型

有关应用基础研究
,

可列举如下一些具体情况 :

1
.

所欲获得的新原理知识既可增加对自然现象的理解
,

又可构成新的应用原理 ;

2
.

把已有的基础知识结合具体应用条件发展成为新的应用原理 ;

3
.

把已有的应用原理加以发展
、

补充
,

形成革新了的原理体系 ;

4
.

把不同领域的基本原理或应用原理进行交叉复合
,

形成新的应用原理 ;

5
.

以新发现的现象或事实为依据
,

创立新原理
,

开辟新应用
,

此时尽管理论上显得并不成

熟
,

但为发展新理论提供了机会 ;

6
.

为处理具体实际的工程技术问题创立新的数学模型
。

还可以举出一些
。

原理性知识既可以从对客观对象的本质的探索或现象因果关系的分析

中导出
,

也可从预先设定的目标出发去探索 ;可以从逻辑推演而来
,

也可以以简单明了的事实
、

数据或资料结果为依据 ;可以表现为完整的理论
,

也可以表现为一个暂时难以解释的事实或规

律
。

对许多尖端技术或新兴技术来说
,

构成其原理的事实是相当简单明了且十分可靠的
,

但其

理论却并不成熟
,

后者往往在与技术问题同步发展或互相推动中前进
,

当前高温超导技术及其

理论的发展正呈现出这种状态
。

五
、

应用基础研究和专利

应用研究的中心任务在于形成一个或一套应用目的明确的原理或原理性知识体系
。

其正

确性可以从理论上加以证明
,

也可以由试验加以证明
。

在构成原理的理论或事实得到确认以

前
,

为获得原理性知识而进行的各种科学研究活动
,

包括有组织的调研
、

构思
、

论证
、

验证等等
,

均应属于应用基础研究范围
。

我们承认
,

为获得应用原理 (机理
、

规律 )性知识所进行的独创性研究是应用基础研究
,

但

并不是说所有应用原理问题的解决过程都是应用基础研究
。

解决应用原理问题可以通过包含

科研四要素 (创造性的因素
,

创造或革新性的因素
,

科学方法与应用
,

新知识的产生 )的研究工

作去进行
,

也可通过其它方式去解决
。

事实上
,

许多技术原理的解决实际上是经验积累到一定

程度后爆发式地创造出的一种决窍
。

许多这种积累过程并不具有系统的
、

包含科研四要素的

科学研究特点
。

有些新的技术原理靠综合运用 已有知识
,

或通过一般设计和试验性发展也可

以找到
。

同样
,

针对具体实际目标的
,

成功的独创性应用基础研究应该产生发明型或实用新型

专利
。

但这类专利有时也可以通过一般设计
、

试验性发展或经验积累而得到
。

专利的类型与

应用基础研究并不是严格的对应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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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应用基础研究和应用技术研究

一般而言
,

应用基础研究既具有明确的应用目的或目标
,

同时也具有较强的学术性
。

而应

用技术研究虽然也创造知识
,

但它更强调技术性
,

其学术性较前者为差
。

如果与前者一样具有

很强的学术性
,

则研究性质就转变为应用基础研究了
。

这种转变在实际中也是存在的
。

在应用基础研究中也要解决技术问题
。

有两种情况 : 其一
,

这种技术纯粹在于证实应用原

理的可靠性
,

纯属科研技术
,

并无任何其它社会经济目的和实际推广价值 ;其二
,

这种技术具有

两重性
,

既可用来证明应用原理的正确性
,

属知识生产的组成部分 ;又能部分或全部地为以后

的技术研究或试验性发展所继承
,

属未来实用技术手段的组成部分
。

但在应用基础研究阶段
,

其主要目的还是在于证实或发展应用理论或应用原理
,

所产生的可用技术在这个阶段仍是次

要或伴随目标
。

据研究报告中提出的
“

中心 目标法
” ,

这类课题仍可被判定为应用基础研究
。

对复杂的技术体系
,

应用基础研究成果不可能使必要的技术知识得到详尽地发掘
,

还有待

深人发展
,

要再经过技术研究阶段才进入试验性发展阶段
。

然而对一些单一技术体系或替代

性的简单技术
,

有时在应用基础研究取得成功后往往可以越过技术研究阶段
,

直接进人试验性

发展阶段
。

图示情况说明了这两种可能性
。

应用基础研究 试验性发展

应用基础研究猛耐
七

、

结 语

以上是作者对应用基础研究的理解
。

实际情况比所讲的情况还要复杂
。

但是只要牢牢把

握住科学研究所必须具备的四要素
,

突出具体实际的应用目标和较强的学术性特点
,

并恰当地

运用
“

中心 目标法
” ,

这类课题是不难识别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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