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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学校科学基金是国家科学基金的补充

张劲勋 蔡礼义
(中山大学科研处)

随着科技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所起的作用和产生的影响
,

近年来
,

全国有不

少省
、

市
、

地区
、

部门
、

行业及基层单位都相继设立了各种形式的科学基金 (或科技基金 )
,

这是对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补充和发展
,

也是科学基金体系在不同层次的不断完善
,

这对促进我国基础研究

和应用基础研究起到了积极作用
。

中山大学科研基金的设立及其所发挥的作用就是一例
。

我校科研基金设立于 1 9 8 7 年
,

目的是为促进我校学科建设和人才成长
,

提高学术水平
,

对

一些一时难以列人国家计划
,

得不到企业部门的支持
,

因缺乏研究经费
,

而难以进行的基础研

究和应用基础研究课题给予资助
。

三年来
,

共资助理科各类研究课题 12 0 项
。

其中 19 8 7 年

4 9 项
,

1988 年 4 1项
,

1 989 年 3 0 项
。

资助总额 12 4 万元
。

其中 19 8 7 年资助 54 万元
,

1988 年

资助 46 万元
,

19 89 年资助 24 万元
。

从三年来受资助的理科各类课题研究工作的进展及所取

得的研究成果看
,

都显示 了学校科研基金的重要作用
。

一
、

加强了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
,

推动了学校科研工作的发展
,

提高了学术水平

根据我校学科门类齐全
、

基础研究力量雄厚的优势和特点
,

学校科学研究基金重点放在资

助基础研究方面
。

因为
,

基础研究不仅是技术开发的源泉
,

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基础
,

而且

也是培养人才和提高高等教育水准的重要途径
。

因此
,

学校科学研究基金设立以来
,

资助了具

有主题思想新颖
、

意义较重大的基础理论研究课题 89 项
,

占三年来资助总课题数的 75 %
,

这

些研究工作进展 良好
,

并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
。

据不完全统计
,

在国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

17 篇
,

在国内全国性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 91 篇
。

此外
,

还有 22 人次出席国际学术会议
,

并在

会上宣读研究论文 3 5 篇
。

这些研究成果中
,

有 3 项达到国际水平
,

9 项处于国内领先地位
,

2

项获得广东省高校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

2 项获得部门奖励
。

三年来
,

由学校科学研究基金资助

进行前期研究后
,

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有 8 项
,

获得国家教委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

金资助的有 2 项
,

获得广东省科学基金资助的有 17 项
,

可与国外合作研究的有 2 项
。

这对提

高我校学术水平和学术地位
,

对加强学科建设
,

无疑起到了促进作用
。

此外
,

在重点支持基础研究的同时
,

还择优支持了部分应用性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
,

对一

些有应用前景和应用价值
,

一时难以得到有关部门的支持
,

缺乏研究经费
,

欲干不能
、

欲罢不忍

的研究课题给予了资助
。

三年来
,

共资助这方面的研究课题 31 项
,

占资助课题总数的 26 %
,

并取得应用技术成果 21 项
,

其中通过评议 (鉴定 )的 11 项
,

已推广应用的 H 项
,

拟推广应用的

8项
,

申请专利 1项
。

二
、

为部分中青年教师提供了一定的科研条件
,

促使优秀人才茁壮成长

由于我国管理体制上的弊病和财政上的困难
,

致使一些科研积极性高
、

科研创造力强
、

学

术思想活跃的优秀教师
、

尤其是出国学习回来的年轻教师
,

因一时得不到社会支持
,

没有科研

经费
,

而不能开展科研工作
。

针对这种情况
,

学校把科研基金资助的着眼点放在发掘人才
、

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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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人才
、

进行科学育苗的目标上
,

为优秀的年轻教师创造机会
。

在项 目资助方面
,

重点支持 45

岁以下的优秀中青年教师
,

让他们有用武之地
,

以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和勇于开拓的精神
,

在

学科前沿拼搏探索
,

为我校科研事业 的发展积累后备力量
,

学校科学研究基金设立以来
,

已对 17 位取得博士学位 (包括博士后 )的青年教师
、

出国学

习回来的年轻教师提出的具有选题新颖
、

意义较重大的研究课题给予了支持
。

通过独立承担

课题
,

使大部分年轻的优秀人才的聪明才智得到了发挥
。

三年来
,

通过学校科研基金资助
,

后

来独立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

广东省科学基金资助的有 13 人次
,

其中有 4 位年轻教师的 4

项课题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及广东省科学基金的资助
。

三
、

加强了科研与教学的结合
、

促进了教学质最的提高

高等学校绝大多数教师
,

他们既从事科学研究工作
,

又肩负着教学的任务
。

学校科研基金的资助
,

首先为培养人才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

解决了部分研究生导师为多招

研究生而苦于缺乏经费的实际困难
。

从学校科研基金设立以来所资助的课题中
,

共招收研究

生 108 名 (其中硕士研究生 101 名
,

博士研究生 7 名 )
,

已毕业并取得硕士学位的 52 名
,

博士学

位的 2 名
。

为培养高级专门人才起到了有力的作用
。

其次
,

通过承担学校科研基金资助的课题开展科学研究
,

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
。

有的课题

组把科研中的最新成果不断地应用到教学中
,

丰富教学内容
,

扩大学生知识面
,

促使教学质量

的不断提高
。

有的课题组
,

还把自己选出的最新研究课题作为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毕业论文
,

有

意识地培养本科生和研究生独立工作
、

独立开展研究的能力
,

以提高科研水平
。

四
、

支持了一些跨学科的合作研究

进行跨学科的交叉研究
,

是当代科学研究的发展方向之一
。

我校是一个综合性多学科大

学
,

学科门类齐全
,

如何把有关学科联合起来
,

发挥各自的优势
,

进行学科渗透
,

鼓励多学科交

叉
,

不同学科以及校内外合作研究
,

这也是我校科研发展的方向之一
。

因此
,

学校科研基金设

立后
,

更有条件注重这方面的工作
。

三年来
,

优先支持该类研究课题 5 项
,

并在研究中取得可

喜成绩
,

形成了特色
。

如大气科学系李铁芳副教授承担的学校科学研究基金资助的
“

广东近海渔场环境因子遥

感遥测试验研究
” ,

是一个多学科渗透的研究课题
,

是遥感科学应用于渔业发展且具科学意义

和实用价值的一项研究
,

是现代地球科学发展的方向之一
。

它涉及计算机
、

遥感
、

气象
、

海洋生

物等学科领域
。

在短短的一年多研究中
,

在有关单位的协助下
,

已完成了大亚湾及珠江 口陆地

卫星和气象卫星资料收集及预处理 ; 完成了大亚湾 1989 年海水混浊度
、

叶绿素含量
、

风
、

流等

因子的测试研究
。

在此基础上
,

大亚湾及珠江 口海域环境遥感遥测
“

的研究课题
”

获得了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
。

当然
,

由于缺乏经验
,

在具体工作中
,

还存在个别资助课题不够理想
,

研究进度计划执行不

力
,

经费使用不当等问题
。

随着工作的深人和管理的加强
,

这些问题定会得到解决
,

学校科研

基金的作用将会更加全面的发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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