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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念我国科学基金制建立 10 周年

卢 嘉 锡

科学基金制在我国建立已经 10 年了
。

我作为我 国第一个全国性科学基金组织— 原中

国科学院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
,

回顾 10 年来科学基金制的不断发展和完善
,

心中感到无限欣

慰
。

198 1 年 5 月
,

89 名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怀着对发展我国科学事业的使命感和紧迫感
,

联

名向中共中央
、

国务院提出了建立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的建议
。

这一建议立即得到邓小平同

志及其他党和国家领导同志的批准
。

从 1 982 年起
,

由国家拨专款
,

建立面向全国的科学基金
,

用以资助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中的基础性工作
,

并成立了由教育
、

科学
、

工业
、

农业
、

医药卫生

各界 23 名专家
、

学者组成的基金委员会
,

挂靠在 中国科学院
,

独立地开展工作
。

采取宏观指

导
、

自由申请
、

专家评审
、

择优支持
、

按项 目拨款
、

专款专用的方法
,

资助优秀的科研工作
。

从此

拉开 了我国科学基金制的序幕
。

1982 年至 1 9 85 年
,

共受理申请项 目 9 344 项
,

申请总金额

75
,

339 万元 ; 批准资助 4 4 26 项
,

资助总金额 17
,

27 1万元 (其中高等院校占四分之三 )
,

项 目资

助率 47 %
,

平均单项资助强度约 4 万元
。

资助项 目分布在全国 27 个省
、

市
、

自治区的 45 0 多

个单位
,

有 3
,

5 万名科技人员参加资助项 目的研究工作
。

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的建立
,

加强了国家对基础性研究工作的支持
,

促进了科学研究与人

才培养的结合
,

密切 了中国科学院同高等院校及产业部门
、

地方研究机构的联系
,

尤其重要的

是它为我国实施科学基金制提供了直接的经验
。

实践证明
,

科学基金制是一种有活力的
、

适合

基础性研究特点的拨款方式和科研管理制度
,

它有利于基础性研究工作的稳定和持续发展
,

为

经济
、

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提供先导和储备 ;并能推动科学研究的公平竞争
,

打破部门之间封

锁
、

条块分割
,

克服平均主义和低水平重复
,

激发科研人员的开拓
、

进取
、

创新精神
,

促进科学水

平的提高和优秀人才的脱颖而出 ; 同时可以充分发挥专家的咨询
、

决策和指导作用
,

实现科研

管理的科学化
、

民主化
、

制度化
。

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的成功试验
,

为全国基础性研究体制的改革和建立
,

开辟了一条有效

的途径
。

19 85 年 3 月
,

中共中央在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中
,

把实施科学基金制作为改革

基础性研究拨款方式和科研管理制度的方向提出
。

1986 年 2 月
,

国务院决定正式成立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

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委员会
,

随之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后
,

坚持
“

依靠专家
、

发扬民主
、

择优支持
、

公正合理
”

的原

则
,

不断开创资助工作的新局面
,

促进 了我国科学基金制的发展
。

在科技体制改革的推动下
,

不同层次
、

不同类型的科学基金
、

科技基金相继设立
。

除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外
,

全国已有 20 个

部门设立了行业科技基金和人才培养基金
,

22 个省
、

市
、

自治区设立了地方性 自然科学基金
、

应用基础研究基金和科技基金 ;众多的高等院校
、

研究机构为了搞活科研管理
,

提高申请国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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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
、

地方科学基金的命中率纷纷用自选项 目经费
,

设立基层单位科学基金 ; 此外
,

民间科技基

金会和一些公益性基金会对科学研究
、

人才培养
、

学术交流的资助
,

也是科学基金制不可忽视

的补充
。

现在
,

科学基金制已成为我国基础性研究的一种重要管理模式
,

受到 了广大科技人员

的欢迎和支持
。

我国科学基金制的成长过程
,

说明党中央
、

国务院关于在我国建立和实行科学基金制的一

系列决策是正确的
,

有远见的
。

现在
,

全党
、

全国正在学习
、

贯彻邓小平同志关于科学技术是第

一生产力的指导思想
,

对于科学基金工作来说
,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
,

如何进一步巩固
、

发展
、

完

善科学基金制的成果
,

充分发挥它在提高我国科技水平
、

培养人才方面的作用
,

使科学基金工

作更上一层楼
,

是广大科技人员寄予的厚望
。

为此
,

首先建议国家能较大幅度地增加科学基金经费
。

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为例
,

虽然每

年经费都有一定增长
,

但由于起点太低
,

仍与科学事业发展的需要相差甚远
,

造成了获资助项

目经费不足
,

因而完不成预定 目标的情况
,

还有相当多的好项 目因财力不足得不到资助
,

影响

了科学基金制优越性的充分发挥
,

甚至挫伤了一些科研人员的积极性
,

并造成社会劳动的浪

费
。

其它基金会的情况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大致相似
。

这是 目前科研人员对科学基金

制反映最强烈的问题
。

每年人大会议
、

政协会议都有这方面的提案
,

但效果甚微
。

我们恳切希

望政府有关部 门能认真研究解决这个问题
。

其次
,

要建立
、

健全科学基金制的法律保障
。

实施科学基金制是一大变革
,

必然会受到来

自各方面的阻力
,

如果不采取立法手段
,

肯定其地位
、

作用和经费保证
,

已取得的改革成果将难

以得到巩固
,

甚至有得而复失的可能
,

这种危险已在有些部门显露
。

如对科学基金制的宣传越

来越少
,

评价越来越低 ; 有的基金会经费逐年减少 ; 有的基金会差点被撤消
。

建议国家组织有

关部门着手科学基金法的起草
,

或者在拟议的科技进步法中单辟一章
,

明确科学基金制的各项

条款
。

国务院在 19 88 年就公布了民间基金会管理办法
,

而国家设立的基金会 (含行业
、

地方基

金会 )至今却无法可依
,

这是不正常的
。

再次
,

科学基金制还需要不断地完善
。

如对不同学科经费分配的宏观决策问题尚未解决
,

资助项 目的检查管理和研究成果的跟踪评价还有待加强
,

专家评审制度尚须进一步完善
,

科学

基金制的理论方法的研究尚未跟上
,

各基金会会间的信息交流和资助项 目的协调
、

衔接还没有

摆上 日程
。

总之
,

目前的科学基金管理水平离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基金制
,

还有很大距离
。

希望从事科学基金工作的领导干部和管理人员
,

戒骄戒躁
,

继续前进
,

不断总结经验
,

继续改进

和完善我国科学基金的申请
、

评审
、

管理办法
。

我相信
,

一个顺应我国科学发展需要的科学基

金制度
,

必将在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
,

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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