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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基金制胜利实施十周年

— 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致贺

严东生

由国家拨出专款
,

设立科学基金
,

支持基础研究
,

已经整整 or 年了
。

这对保持住我国科技

界中的一支精干队伍
,

瞄准国际科学发展的前沿
,

持续开展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
,

取得不

少具有国际水平的成果
,

起了重要作用
。

与此同时
,

在培养一批有扎实科学基础
,

能够做出开

创性科学工作的青年人才方面
,

也做出了重要贡献
。

这些成就
,

对推动我国科技事业的整体进

步
,

支持我国社会
、

经济建设的发展
,

同样
,

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

作为一名在这方面曾做过一

些铺路工作的科学工作者
,

不能不感到由衷的欣慰
,

并愿表示诚挚的祝贺
。

“

文革
”

结束不久
,

19 78 年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
,

在科技界掀起了一股尊重科学
、

投身于科

学工作的热潮
。

小平同志对
“

科技是生产力
”

的英明论断
,

鼓舞着科技界人士的献身精神
,

努力

使自己的工作与科技进步和国家发展相结合
。

正在这个时候
,

于 198 1年初召开了中国科学院

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
。

学部委员们经历了 10 年动乱
,

共同认识到基础研究虽然一般占整个科

技投入的比例不算大
,

但它的重要性则绝不能低估
。

特别在象中国这样一个大国
,

要能真正实

现十一届三 中全会所确定的战略目标
,

必须重视科技
,

尤其不能忽视科技工作中的基础研究
。

于是有 89 位学部委员联名写信给党中央
、

国务院领导同志
,

倡议建立 国家科学基金
.

这个倡

议得到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
,

很快批复同意
,

并于 198 2 年初设立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
,

由

中国科学院负责管理
,

面 向全国科技界
。

几年的实践证明
,

科学基金的建立是非常必要的
,

工

作也初见成效
,

受到众多科研人员 的欢迎
。

于是在 19 86 年
,

国务院批准成立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员会
,

以科学基金制来支持我国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
,

工作得到了更为广泛而有效

地展开
。

回顾这段历程
,

确实有许多经验值得珍惜和汲取
,

我愿借此机会谈一点粗浅的体会
。

首先
,

基金的宗旨是资助基础研究
,

因此必须十分重视那些能够提出新思想
、

新概念的申

请
,

认真
、

客观地予以评议
。

第二
,

既然是基础研究
,

它和其他类型的科研工作相比
,

必然包含着更多的探索性因素
,

允

许研究者承担较大的风险
。

只要工作本身有高的科学水平
,

得到反面结果同样是有意义的
。

第三
,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
,

虽然基金会支持的是基础研究
,

但需要对那些

有应用背景的课题
,

即应用基础研究给予足够的重视
。

这类工作的成果
,

常可对应用发生直接

的指导作用
。

第四
,

课题的审议与评定
,

以同行专家评审为依据是个好办法
。

实践表明
,

可以较好地得

到客观
、

公正
、

高水平的评议结果
。

第五
,

拟定学科指南是有益的
,

有利于对课题申请有所引导
。

一方面注意到瞄准国家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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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的发展
,

另一方面注意与我国的科技发展和社会经济需求的实际相结合
。

既不宜好高鹜

远
,

也不能目光短浅
。

这个分寸的掌握是不容易的
。

在我国尤应防止一哄而起
,

低水平重复的

现象发生
。

学科指南的制订
,

同样要发挥各行专家的作用
。

第六
,

需要注意克服论资排辈的传统影响
。

青年人常更富有创新思想
,

在数理科学的理论

研究方面
,

尤其如此
。

因此
,

对青年的支持要放在重要位置上
。

最后
,

在以上这几条的基础上
,

要尽量避免行政干预
。

采用科学基金的方式
,

以及这一套同行评议与择优支持的运行机制
,

经过十年的努力和不

断完善
,

已被广大科技界所接受和欢迎
。

面对今后的十年以至二十一世纪初 叶
,

中国的持续
、

稳定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

这也已是各方面的共识
。

而我国综合国力的增长
,

必须更多地依靠科

技因素所能发挥的作用
,

走上内涵式发展道路
。

提高劳动生产率
,

开发有竞争力的新产品
,

保

证与提高产品质量等等
,

这些都与科技因素所占的比重
,

所能起的作用
,

有着密切关系
。

在这关键时期
,

我们应有足够的紧迫感
,

抓住机会
,

使科技能在国家经济发展中更有所作

为
,

起到更重要的作用
。

为此
,

进一步明确认识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的地位和作用是非常

必要的
。

基础研究的作用不仅是
“

跟踪
” 、 “

储备
”

等等 ;事实上
,

在许多方面
,

对整个科技与经济

的发展将起到
“

先导
”

作用
。

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
,

随着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
,

对基础

研究的要求会更为迫切
。

工业
、

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的经历是如此
,

中国也不会例外
。

在我国今后的发展进程中
,

开放政策必然要坚持
,

引进国外新技术也应继续进行
。

对这方

面的体制和政策不拟在这篇祝贺短文中多加探讨
。

但是必须认清一点 : 依靠本国的科技力量
,

把基本立足点放在 自己科技队伍身上
,

是至关重要的
,

而且将会愈来愈重要
。

中国已经有一支

较好的
,

愿为国家发展而献身的基础研究队伍
。

我们应当尽量用好这支队伍
,

充分发挥这支队

伍的作用
。

当此科学基金制度建立十周年之际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必能胜利地肩负起这一光

荣的历史使命
,

继续成为全国基础研究工作者的
“

依托
”

之家
。

谨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

并表达我本人最诚挚的敬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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