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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扬成绩
,

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基金制

— 祝贺中国自然科学基金设立 10 周年

谢 希 德

自 198 1年 国务院根据 80 多位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的建议
,

批准设立面向全国的科学基

金
,

由财政部每年拨专款资助基础研究和部分应用研究
,

到现在 已经 10 年了
。

19 86 年 2 月国

务院发出通知
,

正式成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

结束了隶属于中国科学院的 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的历程
,

在组织上得到了保证
。

1986 年以来
,

基金委员会的工作得到很大的发展
。

除

去支持来自全国各部门的许多有意义的由个人申请的研究项 目外
,

还在鼓励青年科学技术人

员脱颖而出
,

鼓励跨学科
、

跨部门的合作
,

促进国际学术交流等方面起了促进作用
。

在知识分

子中影响之大
,

远远超过了 or 年前的倡议者们的期望
。

更可贵的是基金委员会在基金项 目的

管理和跟踪上
,

创造和积累了不少宝贵的经验
。

设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

是我国科学技术体制改革中的一件新生事物
,

用项 目资助代替了

由条条块块分配经费的方式
,

用专家评议代替单纯用行政办法审批项 目
,

使经费分配更加合

理
。

几年来基金委员会坚持了
“

依靠专家
,

发扬 民主
,

择优支持
,

公正合理
”

的原则
,

建立了一支

有权威性
、

公正性
、

民主性的专家系统
,

引进了竞争机制
。

虽然有
“

门槛高
”

的名声
,

但由于坚持

公平合理
,

得到广大申请者的拥护
。

科学基金委员会不但照顾到面
,

对获得资助的项目所给的金额虽然不多
,

但起了鼓励
、

扶

持
,

使项 目得以生存的作用
。

与此同时
,

也对一些重点项 目予以较大的支持
。

就以我所负责的
“

表面和界面物理的研究
”

来说
,

原是国家科委基础研究重点项 目
,

1 986 年后划归基金委员会

管理
,

这是包括了几个单位的项 目
,

每年通过相互交流和评议
,

确定每个单位获得资助的金额
,

引进了择优的机制
。

5 年来
,

复旦大学表面科学实验室由此受益匪浅
,

利用从基金得到的资

助
,

在国内添置了一些研究用的设备
。

现在这个实验室已成为国家计委管理的应用表面科学

实验室
,

目前在边开放
,

边建议
。

所以能取得一些进展
,

要归功于基金委员会的支持
。

为了随时了解 国际上的最新科研成果和发展动态
,

科研人员有必要参加重要的国际会议
,

及时获得最新的信息
。

基金委员会的重点项 目
,

对少数科研人员出国开会给予了支持
。

为了

使国内更多的科研人员受益
,

基金委员会还支持了在国内召开的国际会议
。

例如几年来基金

委员会对我国高温超导的项 目
,

不仅资助科研人员出国开会
,

还支持了在中国召开的国际会

议
,

这对我国超导的研究水平向全世界看齐
,

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

今年第 21 届国际半导体

物理会议将在北京召开
,

这是在这个领域中
,

国际上最受重视的一个会
,

40 年来第一次在发展

中国家召开
,

基金委员会也给予了支持
,

这对会议的筹备是很大的鼓舞
,

很多人都希望在这类

活动中
,

更多地得到基金委员会的重视
。

在科研领域中开展国际合作
,

是提高水平的有效途径之一
,

今年
“

表面和界面物理的研究
”

项 目支持了我国与瑞典 C h a lm e r 、 I n s t i t u t e o f T e e h n o lo g y 的合作交流
,

有一位参加研究该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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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中国学者去该校进行合作研究
,

该校也有一名教师到复旦大学的应用表面科学实验室进

行了三星期的科研
。

由于来访者事先对课题 已有 了详细的考虑
,

实验室设备的运转也比较正

常
,

中国研究生在实验室和来访者也配合得很好
,

虽然时间不长
,

但双方都感到很有收获
,

希望

这种合作能再继续下去
。

给出以上几个具体事例只是为了说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10 年来取得的可喜的成

绩中的一些侧面
。

与其他发达国家的基金会相比
,

我们的基金委员会是比较年轻的
,

经济实力

也比较弱
。

但由于方向明确
,

学习了国际上的基金会的一些行之有效的办法
,

充分结合了我国

的具体情况而有所创新
。

相信基金委员会如能获得更多的资金支持
,

必将对推动我国今后的

科学发展起更大的作用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在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基金工作上
,

一定会不断的发展
,

取得好的经验和成绩
,

这是所有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殷切期望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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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

天津大学

南京大学

浙江大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北京医科大学

华中理工大学

复旦大学

南开大学

大连理工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北京农业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西北工业大学

吉林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兰州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武汉大学

资助项数 资助金额 (万元 )

3 6 3
.

80

3 4 9
.

20

2 3 4
.

10

2 3 0
.

9 0

2 2 5
.

6 0

20 8
.

8 5

2 04
.

6 8

1 6 8
.

0 0

16 6
.

7 0

13 9
.

7 0

13 0
.

2 0

12 6
.

4 0

12 5
.

9 0

12 2
.

5 0

12 1
.

6 0

1 15
.

9 0
.

1 14
.

0 5

10 5
.

6 6

10 4
.

2 0

10 2
.

9 0

( 综合计划局 供稿 )

l
勺̀,J
4
J̀6ūl只八,01,̀
,J
4fL
以成U, IùKùn,八U

l
,1
. ..三,1
111111,l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诊

拿穷冬殆
。

穷臼
. )

穷冬匀霉名霉匀匀霉劣右劣笔令
.)守.)霉
.(,
霉右窝
介叮苏穷穷霉霉穷霉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