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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海洋开发研究院

法国海洋开发研究院 (I FE RME R) 成立于 1 8 94年
,

由其前身— 法国海洋渔业技术研究院 (sI T PM )和

法国国家海洋开发中心 (C N E X O )两个单位组成
。

法国海洋开发研究院的年度预算约为 9 亿法国法郎
,

共有 12 00 名工程师
,

研究人员
,

技术员和行政管理

人员
。

这些人员分布在法国设在沿海或海外的工作站工作
。

有 4 个主要中心设在 : 法国的布列斯特
、

南特
、

土

伦和布洛涅
。

海外的中心建在太平洋上的塔希提岛 (T a h i t i)
.

在海洋领域
,

人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承担着有共同目的性的如下工作:

1
.

在地学
、

生物学
、

钓鱼学
、

化学
、

海洋物理学
、

数学模拟和捕鱼等方面同大学进行普遍合作
,

从事广泛的

基础性研究
。

2
.

根据本单位的需要或科学或工业部门提出的要求从事机器人
、

可潜水的
、

传感器
、

声学图象等方面的

工艺改革项目
。

3
.

通过法国的国家观测网
,

对法国的沿海进行物理化学监测
,

并对海中鱼贝类及海洋生物资源及其水质

进行检查
。

4
.

管理海洋船队和法国海洋学计划项目
。

该研究院还为其研究成果价值化和向公众传播知识作了大量的工作
。

关于 IF R E M E R 的工作任务和项目目标

IF R E M E R 是法国一的专门从事海洋开发研究和规划的重要部门
,

它同法国研技部协作
,

是法国海洋环

境资源及法国海防方面科研政策的对外发言人
。

它负责指导海洋资源开发有关科技项目
,

并协助确定实验室

的主要研究手段和发展方
.

向
、

负责建造
、

规划和实施法国海洋船队设施
,

它作为法国科研组织在造船设施方面

同欧洲对口单位共同协作
,

使用欧洲的科学考察船
。

IF R E M E R 同法国国家空间中心 c( N E s) 和国家气象局

共同使用海洋观测卫星设备进行综合性海洋观测
。

I F R E M E R 组织和控制海洋资源的开发 (主要是捕捞业务

和海贝的养殖 )
,

以及环境勘探
,

特别是水质的检查工作
。

IF R E M E R 负责推广和调动法国海洋部门
,

公司等单位的技术竞争性
,

组织人员技术和管理方面的培训
,

承担研究和研究成果推广应用的任务
。

I F R E M E R 从上述基本任务出发
,

为未来发展又从事如下工作 :

1
.

开发推广科技手段
,

是法国海洋战略的服务中心 :

2
.

全力促进海洋部门承担国家海洋研究的技术改革任务
,

从而改进这些部门的工作水平和船队设施及

对其的资助政策 ;

3
.

从国家角度出发对环境质量保护作出贡献 :

4
.

作未来 10 年的欧洲海洋研究工作
。

关于 IF R E M E R 的经费来源

19 89 年 IF R E M ER 预算达 9
.

8 69 亿法郎
,

其中 78
.

3% 来自国家资助
,

出国家研技部纳人国家预算支出
。

17
.

1% 属 I F R E M E R 自筹基金
,

46 % 的经费是上一年度的转款
。

国家基金中有 60 00 万法郎的专款作为资

助新机构的经费
.

IF R E M E R 工作重点 :
( 1) 通过科研活动促使海洋产品的应用 :

(2) 海洋及地球变迁 :
(3) 环境监测

、

研究与

保护 ; (4) 水下活动 (深海底勘探和应用机器人等 ) ; (5) 安排国内
、

外海洋科学考察船并为其服务
。

关于海洋研究的工作范围

( l) 物理和化学海洋学 ; (2) 海洋地质科学 ; (3) 深海环境及有关的生物技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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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际关系和合作

I F R E M E R 从事六个方面的研究活动

( 1) 建议并促进法国科技
、

工业专家的对外合作 ;

( 2) 促进法国和国外科研单位的协作;

(3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协议为法国提供有关的政策咨询 ;

(4 )为法国科研单位在外国海区的活动提供便利条件 ;

(5 )为制订欧洲海洋科技政策作贡献 ;

( 6) 参与海洋学领域有关的国际组织的工作
。

海洋勘探计划和国际地质 / 生物圈计划项 目
。

I F R E M E R 与欧共体
、

尤里卡计划
、

国际地中海科学考察开发委员会
、

非洲
、

中东
、

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有关

科研组织
,

如亚洲淡水系研究中心等都建立了多边合作关系
。

IF R E M E R 与以下国家科研组织建有双边协议或合作交流关系 : 德国
、

西班牙
、

荷兰
、

英国
、

摩洛哥
、

毛里

塔尼亚
、

象牙海岸
、

苏联
、

美国
、

加拿大
、

日本
、

南朝鲜
、

中国 (拟在海洋环境防污染
、

生物资源和海洋科学方面建

立项 目关系 )
、

印度尼西亚
、

澳大利亚
、

以色列
。

并接待一些国家的实习生
,

在其研究的各研究中心工作
。

(国家自然科学塞金委员会国际合作局 吕蓓蓄编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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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地区科学基金研讨会

对科学基金管理工作提出改进建议

东北地区科学基金研究会成立大令暨第一次学术研讨会于 19 90 年 10 月在大连召开
,

与会代表就

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的前期管理
、

执行中的动态管理和申请书
、

课题研究工作进展报告
、

研究工作总结等

进行了交流和讨论
。

对科学基金管理工作提出了改进建议 :

一
、

科学基金应实行限额申请

目前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每年收到的申请书有一万项左右
,

批准率不到四分之一
,

每年有四

分之三即八千多项申请书被筛选淘汰
,

其中有相当部分是优秀项目
。

这样
“

打击
”

面太大
,

不但不利于调

动第一线科研人员的积极性
,

反而会挫伤这些科学工作者争报科学基金的进取精神
。

同时
,

给基层单位

增加了许多工作负担和精神压力
,

并造成很大的浪费
。

据有人测算
,

全国每年被淘汰下的八千项申请书

要白白花掉除人工时效外的申报
、

评议
、

邮寄等费用约 1 14
.

8 万元
。

如果能根据科学基金资助的能力实行限额申请
,

基层单位严格把关
、

择优提高申请项 目质量
,

再通

过学科组
、

同行专家评议
,

学科专家评审组等层层把关
,

以集中人力
、

物力
、

财力资助优秀项目
,

全方位提

高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的质量
。

二
、

加强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的动态管理

代表们认为 : 加强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的跟踪管理是保证科研工作顺利进行
,

取得高水平科研成果的

基本因素
。

要制订切实措施加强经常性跟踪管理
,

要有奖惩措施
,

对资助课题完成好的单位
,

再申请时

考虑优先资助
,

反之应及时提出进一步完善的措施
,

直至必要时暂停申请人的申请资格
。

(国家墓金委员会宣传调研处 供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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