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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加强对基础性研究的支持
’

宋 健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从 1986 年 2 月成立五年来
,

认真贯彻党中央
、

国务院的方针政

策
,

在唐老
、

师老和兆森
、

国定
、

栋材
、

王仁
、

黄坚以及各位委员的领导下
,

在执行国家科技三个

层次的总体布局
,

促进基础性研究持续
、

稳定和协调发展
,

建立 民主科学的管理方法
,

不断完善

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基金制等方面
,

付出了很多的心血
,

取得了很大成绩
,

做出了开创

性贡献
。

在工作条件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艰苦奋斗
,

开拓了中国科学事业的一个新方向
,

走出了

一条新的道路
,

树立了公正
、

严谨
、

认真和一丝不苟的科学作风
,

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树立了良好

风范
。

你们的工作
,

得到了全国科技界同行的理解和支持
,

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

受

到中央领导同志的赞扬
。

对此
,

我向你们
,

并通过你们向基金会的全体工作人员表示深切的感

谢 !

经国务院决定
,

基金会的领导班子已完成了换届任务
。

新班子由张存浩同志任主任
,

他是

一位深受大家尊敬的
,

很有成就的物理化学家
,

对应用科学也有丰富的经验
。

他是大连化物所

所长
,

这个所是我国最有科学技术实力和取得过杰出成就的研究机构之一
。

胡兆森
、

梁栋材
、

孙枢
、

陈佳洱
、

金国藩同志任副主任
。

这是一个比较年轻
、

有实力的班子
。

相信换届以后
,

新班

子必能进一步发扬这届委员会良好的工作作风
,

取得更大成绩
。

希望唐老
、

师老也能继续帮助

他们
,

把科学基金工作搞得更好
。

科学基金制是适应科学事业发展的需要和科技体制改革的产物
,

实践证明它是成功的
,

是

符合我国国情的
,

这项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
,

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 “

七五
”

期间以大约 6 亿多元

的资金
,

支持了大约 8 万名科技工作者
,

其中有约 2 万名研究生参加了科学基金项目工作
,

这

极大地推动了基础科学的进步
,

培养了数以万计的青年科学家
。

科学基金制通过高水平评审

及其竞争机制
,

激发了科技人员奋发进取的积极性
,

打破了部门的界限和大锅饭
,

提高了经费

的使用效益
,

促进了出成果
、

出人才
,

特别有利于培养青年科技人才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已经为发展我国科学事业
,

提高科技水平
,

培养科学人才
,

开辟

了一条新的广阔的道路
,

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

领导换届
,

标志着基金会的进一步成长和壮大
。

老干喜看新枝起
,

前波未远后波生
。

90 年代
,

成千上万的科学家将在基金会及其工作的抚育

和影响下成长起来
。

他们将继承和发展老一代科学家所开创的事业
,

为中华民族的振兴
,

为科

学事业的进步和逼近世界科学前沿做出更大的贡献
。

他们的积极进取
,

也将是对老一代科学

家和中国现代科学事业的奠基者们的崇高献身精神
,

及其科学工作风范和提携后来人的学长

风格所作的最好报答
。

下面
,

请允许我对下一届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提几点希望
。

第一
,

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订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以及
“

八

,

这是国务委员
、

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同志 19 91 年 1月23 日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第六次全体委员会议开幕式上

的讲话摘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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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计划的建议》
,

是一个纲领性文件
,

是 90 年代振兴中华民族的行动纲领
。

希望基金会的领

导同志和全体工作人员能认真学习这个文件
,

深刻理解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来逐渐形成的一个

中心
、

两个基本点这条基本路线
,

及其对中华民族的前途
,

对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的极端重要

性
。

经济不发达
,

国家实力上不去
,

科学发展的势头也不可能强大
。

改革开放对一个民族的进

步是绝对必要的条件
。

只有在开放的环境中
,

与外界交换能量
、

物质
、

信息
、

人才
,

才能向更高

的方向发展
。

我认为
,

四项基本原则所确定的坐标系
,

是保障中国政治安定
,

社会持续
、

稳定和

协调发展的最优参照系
。

比起世界其它国家所遵循的参照系— 价值标准
,

要强得多
,

至少是

毫不逊色
。

中国过去 40 余年的成就
,

特别是在科学技术事业上的伟大成就
,

完全证明了这一

点
。

世界上过去几年和现在还在发生和发展 的重大事件
,

增强 了我们对中国人民所选取的坐

标系的更强烈的信念
。

我们希望
,

新一届基金委员会的领导和全体同志
,

在学习七中全会文件过程中
,

要牢固地

掌握基本路线
,

坚持第一届委员会的传统精神
,

在创造性地执行基本路线上做出新的成绩
。

第二
,

认真总结经验
,

把科学基金工作水平提高一步
。

五年来
,

基金会执行了党中央所确

定的方针政策
,

建立了一整套关于依靠专家
、

发扬民主
、

择优支持
、

公正合理的富有竞争性的工

作规范
,

形成了在支持基础性研究中
,

打破部门
、

行业界限的工作体制
,

有效使用有限财力
,

支

持重点学科和选题
,

从而在达到提高效益的目标等方面
,

取得了重要的经验和成就
。

对此
,

请

你们要做系统的总结
,

让大家知道科学基金工作情况
,

这将会推动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进程
,

动员各级政府和企业重视基础性科学研究工作并增加投人
。

第三
,

要充分注意基础性研究成果向产业方面的转化
。

这几年科学基金会已经建立了一

套前期管理制度和办法
,

实践证明是可行的
,

是好的 ;对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后期管理和成果管

理
,

也做了不少工作
,

今后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
。

科学基金项 目所取得的成果
,

是中华民族的

一笔重要财富
,

应与有关单位密切配合
,

特别与产业部门密切配合
,

采取切实可行的办法
,

管

好
、

用好
。

对于有实用价值的成果
,

要及时转到有关部门和民间
,

加以利用
。

当代科技发展趋势是科学发现与技术发明之间的周期正 日益缩短
,

科技成果转化为商品
、

转化为产业
,

从而取得经济效益的周期也 日益缩短
。

在一些发达国家
,

更新产品一般只需 5一
8 年

,

某些先进产品只需 2一 3 年
。

向商品转化的速度日愈显得重要
。

日本汽车和钢铁工业之

所以能赶超美国
,

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它比美国更早更普遍地应用计算机和机器人
。

现在普遍

认为
,

科技竞争的战略不仅在实验室
,

更是在市场
,

是以科学研究成果大规模商品化来论科技

竞争之胜败
。

这是值得注意的动向
。

事实上
,

基础理论研究积累的成果越多
,

物化为技术手

段
,

促成生产力的周期就越短
。

所以
,

希望基金会要在推动发展基础理论研究工作
,

提高学术

水平的同时
,

充分重视对具有明显应用前景的科研成果
,

促其迅速转化为商品
。

我们的方针是

科研成果要商品化
,

商品要产业化
,

产业要国际化
。

希望基金会为执行这一方针提供支持
。

第四
,

基金会五年成就很大
。

建议基金会与新闻界密切合作
,

加强这方面的报道和传播
。

争取社会各界对基金会工作的进一步理解和支持
。

第五
,

坚决加强对基础性研究工作的支持
。

过去科学基金在我国主战场
、

高技术
、

基础研

究方面
,

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

今后
,

仍然要以支持对基础研究为主要 目标
,

从而加强对第三层

次的引导和促进工作
。

许多学科都有不少前沿热点
。

扶持热点
,

基金 已做了不少工作
,

起很大

作用
,

可以继续在学科前沿起引导作用
。

在这方面
,

科学基金会的任务是很艰巨的
,

要加强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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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感和使命感
。

现在
,

世界范围的科技竞争十分剧烈
。

为 21 世纪科技竞争的超前准备
,

就是加强前沿基

础科技
,

重视教育和争夺人才
。

各国为了提高未来竞争能力
,

都特别重视抢先占领前沿科研阵

地
。

一 向靠取用别国基础性研究成果起家的国家
,

也在进行科技战略调整
,

80 年代以来大力

加强基础科研
。

人们说
,

21 世纪的产业技术革命性质要取决于今天的基础科技水平和新理论

的发现
。

与这种科技战略思考相适应
,

出现两个值得注意的动向 : 一个是基础性研究领域的民

族主义色彩正在增强
,

谁也甭想不经自己的艰辛和付出
,

而坐收渔翁之利
。

另一个是在世界范

围内
,

展开了一场科技人才争夺战
。

在发展基础性研究和争夺人才这两个方面
,

科学基金会都

可以
、

而且应该发挥重要的作用
。

我们决不能在世界性竞争面前退缩
,

更不能无所作为
,

而要

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和办法
。

对此
,

请基金会多做些工作
。

去年第三世界南方国家科学院委内瑞拉会议后
,

会议主席给我们送来一份材料
,

说现在全

世界从事 R & D 人数在每百万人 口中
,

发达国家达到
·

20 0任一 3000 人
,

而第三世界平均只有

20 0 人
,

我们统计是 10 17 人
.

该会议呼吁
,

第三世界要在五年内提高三倍
,

达到每百万人中有

600
~

一 70 0 人
。

据此
,

发展中国家在今后 or 年里
,

从事 R & D 人数应该翻番才行
。

这也是一项

十分艰巨的任务
。

这样
,

企业必须养一部分
,

科学基金也要养一部分
,

因为科学基金是从事

R & D 的最有效的途径之一
。

9 0 年代
,

中国科技界面临巨大的挑战
,

要在主战场上提高经济能力
,

特别要增强大中企业

和农村经济的活力
,

又要提高科学前沿的水平
,

要以有限投人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

我们的

任务是繁重和艰巨的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在这些方面都负有重要的责任和义务
,

各学

科都有许多工作等待你们去推动
,

去完成
。

让我们加紧工作
,

团结奋斗
。

我们要十分珍惜 90

年代这个历史给予我们的机会
,

为振兴中国科学事业
,

发展中国经济
,

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

越性和繁荣整个科技事业
,

而努力工作
,

取得新的成绩
,

做出更大的贡献
。

愿国家 自然科学基

金会在 90 年代更加兴旺发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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