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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制促进我国基础研究发展

唐敖庆

1 91 8年 5月1 5日在中国科学院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上
,

由谢希德教授发起
、

89 位学部委

员联名向中央提出建议
,

建议国家拨出专款设立科学基金
,

帮助和支持全国各方面的基础研究

以及应用研究中的基础性工作
,

以提高我国的科学水平
。

中央和国务院十分重视这一建议
,

很

快做了批复
,

设立了面 向全国的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
,

建立了由卢嘉锡为主任
、

严东生和谢希

德为副主任
、

冯端等 20 位专家教授担任委员的科学基金委员会
。

自 19 82 年至 19 85 年的四年

间
,

每年拨款 3000 万元
。

基金的 日常工作委托科学院管理
。

经过四年工作实践
,

收到了很好

的效果
,

得到了广大科学工作者的欢迎和高度评价
,

取得了显著成绩
,

不仅促进了全国基础研

究工作的开展
,

也为在我国全面实施科学基金制提供了宝贵经验
。

经国务院批准
,

1986 年 2 月正式成立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

开始了中国科学基金

历史的新纪元
。

同时
,

国家也增加了财政投人
,

由 1986 年 8000 万元起步
,

以后逐年有所增加
,

到 1991 年已增加到 1
.

76 亿元
。

现在
,

中国的科学基金制已进人稳步完善发展阶段
。

回顾我

国科学基金制实施以来
,

我们认真贯彻了党中央
、

国务院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
,

在全国有关部

门和有关地方的大力支持下
,

在促进基础性研究的持续稳定和协调发展
,

推进出成果
、

出人才

和科技水平的提高
,

配合国家科技工作总体布局
,

以及不断完善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基

金事业等方面
,

尽 了自己的责任和努力
,

得到了中央领导和广大科技人员的肯定
,

这对我们是

很大的鼓舞和鞭策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六年来
,

共批准资助项 目 1 8 万余项
,

资助金额近 6 亿元
。

现在持续支持着全国共约 1 万个项 目和 or 万名优秀科技人员
。

这些项目涉及数学
、

物理学
、

化学
、

生命科学
、

地球科学
、

材料与工程科学
、

信息科学和管理科学等基础性学科领域
,

并已做

出了一大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优秀成果
。

现在
,

科学基金项 目在国家基础研究总体规划中

已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

对于促进教学与科研
,

培养德才兼备的科技接班人都具有深远的意

义
。

据不完全统计
,

到 19 9 0 年 6 月
,

有关高等学校通过科学基金项目已培养博士后 301 名
、

博

士生 1498 名
、

硕士学位 15 8 5 3 名
。

在得到科学基金资助的约 r0 00 个单位中
,

经过多年的工作

积累
,

已初步形成了一支学术根底比较扎实的基础性研究队伍
,

其中不少科研人员已成为学科

带头人
,

并将成为跨世纪的科技骨干
。

大量事实说明
,

科学基金为大批优秀科学工作者提供了

良好的成长发展条件
。

公正与择优是科学基金工作的生命线
。

依靠一个好的专家系统进行项目评审和筛选
,

是

杜绝行政干预
,

做到公正合理
、

择优资助的保证
。

经过多年的充实和调整
,

科学基金专家系统

已形成学科覆盖面较宽
,

并拥有 2 万多位同行评议专家
、

56 个学科组的 6犯 位学科评审组专

家和本委员会内部的 100 多位学术管理人员组成的专家系统
。

他们相互配合
,

彼此制约
,

比较

圆满地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
,

同时也扩大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声誉和影响
。

多年来
,

我们坚持
“

依靠专家
、

发扬 民主
、

择优支持
、

公正合理
”

的评审原则
,

所批准资助的项 目
,

被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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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是水平较高的国家级科研项 目
,

象征着攀登科学高峰的意义
,

在科技人员中产生了很大的

吸引力和激励作用
。

根据国家科学技术发展 的总体布署
,

我们结合基础性研究的特点
,

严格掌握资助方向和范

围
,

重点支持具有国际学术前沿水平
、

工作基础好的基础研究
、

具有重要应用前景的应用基础

研究
、

具有我国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特点的基础数据的采集研究等
。

坚持注意与科技攻关计

划
、

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以及国家重点实验室的配合与衔接
,

努力促进成果转化为生产力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

党中央
、

国务院把发展科学技术
,

推动科技进步做为一项基本

国策
,

并适时地进行了科技发展战略的调整
。

在 197 8 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上
,

邓小平同志就指

出 : 四个现代化
,

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

没有现代科学技术
,

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
、

现代

工业
、

现代国防
。

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
,

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
。

十年之

后的 1988 年底
,

邓小平同志又提出
“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

而且是第一生产力
” 。

江泽民总书记

最近也指出
,

从世界范围看
,

各国之间的竞争
,

说到底是综合国力的较量
。

当今世界各国综合

国力的提高
,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学进步
。

国际经济竞争已越来越表现为科学技术和人才

的竞争
。

他还指出
,

为实现我国的第二步战略目标
,

要把国民经济建设真正转向依靠科技进步

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

19 88 年初
,

宋健同志在中国科技新闻学会成立大会上提出
,

国家科技工作的战略布局分为面向经济建议主战场
,

高技术研究及其产业的发展和基础研究

三个层次
。

这三个层次的科技工作是相互促进
,

有机联系的整体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的设立

是我国科学技术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纵深部署的需要
,

是国家科技战略调整和科技体制

改革的产物
,

是贯彻
“

经济建设工作必须依靠科学技术
、

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
”

的总方针

和适应国家科技三个层次布局的配套措施
。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
,

才大大激发了科学基金

工作者的光荣感
、

责任感和使命感
,

从而促进了我国科学基金工作的蓬勃开展
。

通过科学基金

制的竞争择优
,

也推动了我国的基础研究和部分应用基础研究事业
。

今后的十年
,

我国的国民经济建设将处于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
、

并为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

打下坚实基础的过程中
,

科学基金工作也将进一步发展完善
。

在我们纪念中国科学基金十周

年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会成立六周年之际
,

我们应该认真回顾总结所走过的道路
,

探索具有中

国特色的科学基金制的理论
、

评审方式和管理方法
,

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科学基金工作的有益经

验
,

保持并提高运行活力
,

配合国家发展战略目标
,

争取在
“

八五
”

期间能得到国家财政对科学

基金较大幅度的投人
。

尽全力提高我国科技水平
,

为广大科学工作者做好服务工作
。

科学技术对发展经济的促进作用已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
,

在国民经济规划中
,

发展科学技

术也逐渐居于重要位置
,

实施国家科学基金制是与发展科学事业紧密相关的
。

展望未来
,

中国

科学基金事业前景充满生机和希望
,

是一个跨世纪的宏伟事业
。

从事科学基金工作的同志们

肩负着历史的重任
,

更应充满信心
,

克服 困难
,

勤奋工作
,

在中央和全国广大科学工作者的支持

和帮助下
,

努力做出新贡献
。

也希望各级计划
、

财政
、

新闻出版
、

人事等部门对科学基金工作继

续给予支持
,

促其成长壮大
,

为繁荣和发展我国科技事业而共同努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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