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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科学基金答辩工作的一些改进

张泽华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信息科学部)

发现和培养人才
,

促进我国优秀青年科学工作者的成长和发展是我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的任务之一
,

为此
,

基金会划出一定额度的经费
,

设立了青年科学基金
,

这不仅受到青年

科学工作者的欢迎
,

而且也得到老一代科学家的支持
。

为了保证所支持的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的水平
,

按规定
,

除对申请书进行评审外
,

还要组织

专家对拟资助对象进行当面答辩
,

以进一步考核申请者的业务素质以及申请书的学术思想
、

方

案设计是否 出自申请者本人
。

经过 4 年的实践
,

我们认为
,

此项措施是非常必要的
,

因为仅凭

申请书有时候并不能全面反映申请者的业务素质和学术水平
。

一经当面答辩
,

情况就会更为

清楚
。

通常
,

这样的答辩是利用召开学部基金评审会的机会
,

由参加评审会的专家对拟资助者进

行当面答辩
。

这时
,

全部专家组成员均在场
,

提问比较全面
,

可以保证答辩的质量
,

而且只这一

次会议便可解决问题
,

因此是一种较好的办法
。

但是
,

由于青年基金申请项 目逐年增加
,

参加

当面答辩的人数越来越多
,

给会议的会务工作带来不少困难
;
同时

,

由于参加答辩青年的所在

单位对获得答辩的青年寄于厚望
,

有的还张榜公布
,

参加答辩的本人也很重视
,

都把参加当面

答辩视为很高的荣誉
,

因此
,

如果答辩获得通过
,

无疑将皆大欢喜
;
但若未获通过

,

则对这些青

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

他们会感到无颜回去向本单位领导和同事们交待
,

有的甚至连旅差费都

无法报销
。

尽管专家组成员很能理解未获通过的青年的处境
,

当有可能时
,

采取给申请者补

课
,

减少资助经费等办法
,

保他们过关
。

但若把我们的工作加以改进
,

将参加当面答辩的人选

择得更准确
,

是可以避免落选或勉强通过等情况的
。

为此
,

我们征求了部分专家意见后
,

在今

年的青年基金当面答辩间题上采取了下面一些措施
:

1
.

对每一项青年基金申请
,

通讯评议时尽可能找两位以上对 口专家组成员评审
。

这样
,

既可以使较多专家组成员在答辩以前就了解青年申请者的基本学术水平
,

又便于基金会工作

人员掌握专家组成员的看法
。

2
.

将通讯评议的基本情况告诉申请者所在地的专家组成员
,

由这些专家组成员与拟参加

答辩的申请者进行面谈
,

了解申请者的业务素质
、

学术水平
、

有关的工作基础
、

实验条件
、

研究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

研究方案的具体设想及实现的可能性等
,

然后提出是否可以参加当面答辩

的建议
。

这就是所谓的
“

预答辩
” 。

3
.

当所在地有两名以上专家组成员
,

或在通讯评议后
,

在当地召开的某个学术会议上有

两名以上专家组成员到会时
,

就可组织就地当面答辩
。

符合资助条件就予以通过
,

以后召开学

部评审会时请专家组认可
。

去年复旦大学有一项青年基金申请项 目
,

通讯评议全优通过
,

我们请上海两位专家组成员

对申请者进行就地当面答辩
,

这两位专家不仅进行了当面答辩
,

还参观了申请者的实验室
,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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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了解了实验条件
,

并访问了申请者的原导师和推荐者
,

一致认为申请者的学术水平是相当高

的
,

完全有能力完成申请课题
,

建议予以通过
。

以后由答辩专家在专家组会议上介绍情况
,

获

得了专家组的认可
。

信息部的电子和通讯系统学科
、

光学和光电子学学科
,

也利用开会的便利

条件组织了当面就地答辩
,

都顺利获得了专家组评审会的认可
。

4
.

如果当地没有本学科专家组成员
,

也不具备就地答辩的条件
,

我们利用 出差 的机会与

其面谈
,

进行初步考察
,

或发函要求申请者回答通讯评议中所提出的各种问题和我们想了解的

情况
,

审慎确定是否举行当面答辩
。

实践证明
,

上述办法也是行之有效的
。

本学科去年就地当面答辩 1人
,

决定由评审会进行当

面答辩 4 人
,

专家组对答辩情况表示满意
,

认为去年当面答辩人选选择得准
,

都获得了通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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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设立
“

21 世纪— 青年科学基金
”

妙,霉穷霉霉j

为适应天津经济建设和科技进步发展的需要
,

促进优秀青年科技人才的培养和成长
,

可望成为 21

世纪学科带头人
,

天津市科委决定 自 19 89 年起
,

从天津市科技发展基金中每年确定一定数目的资金
,

设

立
“

天津市
”

21 世纪— 青年科学基金
” 。

其基金来源除上述主管部门的预算拨款外
,

还来 自社会各界及

团体和个人的捐赠
,

包括港澳同胞
,

海外华侨及国外友好团体和个人的捐赠
。

天津市
“

天津市
”

21 世纪— 青年科学基金
”

主要面向市属科研单位
、

企事业单位和大专院校
。

支持

的研究课题的主要特点是 : 结合天津市近期经济建设和科技与社会发展中确定的主要 目标
,

尤其是结合

本市有优势和重要应用前景的研究工作
,

并可望在近期内取得预期结果
。

该项基金旨在资助业务上拔尖
、

学风正派
、

具有独立科研能力并实际主持和从事项目研究工作的青

年科技人员
,

为他们开展应用性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及实验工作提供一定的条件
.

该基金实行依靠专

家
、

发扬民主
、

择优支持
、

公正合理的原则 ;积极支持不同学科
、

不同单位之间青年科技人员的合作项 目
,

提倡本市与国外青年科技工作者之间的合作
。

该基金与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设立的青年科学基金的宗旨

是一致的
.

天津市科学技术委员会负责管理该项基金项目的申请
、

评审
、

管理和监督工作
。

为做好本工作
,

特

成立了由 30 余名各学科专家组成的
“

专家指导委员会
” 。

该委员会主任委员由天津大学副校长
,

天津市

科协副主席石则昌教授担任
。

199 0 年该项基金共受理申请课题 401 项
,

审定工作可望近期完成
.

(天津大学 绿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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