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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学科管理工作协调运行的探索

王 玉 堂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信息科学部

一
、

引 言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在管理工作中所设立的诸多环节
,

如项 目指南的制定与发布
、

同行专家评议
、

专家评审会等都是为了实现公正
、

合理
、

择优资助基金项 目的目标
。

然而
,

学科

管理工作的最终目的是促进学科的发展
,

从而提高整个国家的科技水平
。

这样
,

如何从整体上
,

考虑管理工作的各个环节所应发挥的主要作用及相互之间的影响就成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

几年来的实践使我感到作为一个学科管理的负责人
,

所要担负的责任不仅是要完成申请

项 目的受理工作
,

而且应该通过学科的全部管理工作将学科的整体水平逐步提高
。

因此
,

将学科管理工作中的每个环节都能与学科发展联系起来使其协调运行
,

无疑对提高学科管理

水平有着重要的作用
。

经过较长时间思考与实践
,

本人形成了一个概念 : 在学科管理工作

中
,

将工作的每个环节与学科发展挂起勾来并使其发挥出最佳作用
,

从而保证整个管理工作达

到最有效的程度
。

这一点应该是检查和考核管理工作的标准
。

本文从实践经验出发
,

提出

了学科管理工作协调运行的设想 ; 探讨了加强学科管理工作中重要环节的作法 ; 学科管理工

作
,

在完成学科发展战略之后
,

学科一种给出了协调运行的框图 ;分析了学科管理工作在现实

条件下存在的问题及今后的研究方向
。

二
、

学科管理工作重要环节的加强

同行评议是体现基金制民主
、

竞争的关键环节
。

因此
,

同行评议是学科管理工作各个

环节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
。

加强同行评议是我们加强学科管理工作的主要程序
。

国外 自然

科学基金管理经验及我们自己的实践都证明影响同行评议的因素相当多
。

真正达到同行评

议工作的高水平
,

排除多方面的干扰
,

使评议结果公正
、

合理
,

难度很大
。

很多国家都采取了

相应措施
,

地处北欧的挪威在项目评议时为了排除非学术因素的干扰
,

每年都花重金从英
、

美聘请专家进行
“

同行评议
” 。

当然这一经验我们很难照办
。

我们分析了学术观点
、

评议专

家与申请者的关系
、

申请者所具备的条件和所属系统及学科
、

评议专家所了解的信息等诸多

因素之后
,

选择了寻找
“

近期
,

小同行
”

这一突破点
。

具体作法是通过查寻论文来跟踪专家

的办法
,

选择对 口评议专家
。

首先将原公布的学科分类 目录进一步充实
、

细分
。

由原来的 46

个条目增加到 153 个条目
。

例如
,

原 F O502 为 :

F 0 5O2 0 1有源器件
,

F 0 5O2 02 无源器件
,

F 0 5020 3 集成光学
。

改为现在的:

F O5020 1有源器件
A 半导体激光器非稳腔

,

B 分布反馈器件 (D F B )
,

C 量子阱器件
,

D 锁相列阵器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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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可 见光器件
,

F 超短脉冲及器件
,

G 孤子激光器
,

H 窄带技术及器件
,

l 稳频器件
,

J 调制器
,

K 开关
,

L 探测器
、

转换器及增强器
,

M 扫描器件
,

N 其它
。

F 0 5O20 2 无源器件
A 隔离器

,

B 滤波器
,

C 祸合器
,

D 其它
。

F 0 50 20 3 集成光学
A 注人技术

,

B 波导
,

C 单片集成 ( iP c)
,

D 光集成与光电集成
,

E 集成光学材料
。

其次是建立光学
、

光电子学评审专家信息库
。

收录评议专家的基本情况
、

近期承担的

科研项 目
、

发表的论著
、

指导的课题等
。

借助中国光学文献库对其信息每年进行补充
。

以下

给出两个实例 :

例 l
,

评审专家

主要研究项 目:

X X X

1
.

用四波混频方法进行激光与物质相互作用研究 ;2
.

新型光折变效应和器件
。

主要论文著作 : 1
.

B a IT O ;
晶体两束彼此相干光束诱导的自泵浦相位共扼反射

,

应用

物理快报 ( 19 89 ) ; 2
.

B aT OI
3
自泵浦相位共扼镜

,

光学学报( 19 89 ) ; 3
.

相互泵浦 B a IT O ;
相

位共扼中的非移现象 (英文 )
,

光学学报 ( 19 90 ) ; 4一种新型高效相位共扼镜
,

国际激光和电

子光学会议 ( 19 9 1 )
。

例 2
,

评议专家
x x x

主要研究项目 : 1
.

高重复频率超短脉冲激光器 ; 2
.

板状激光器均匀照明器(发明专利 ) ; 3
.

高平均功率板状激光器
。

主要论文著作 : 1
.

N d : Y A G 板状激光器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

光学学报 ( 198 7 ) ; 2
.

板状激

光器的特性研究
,

南朝鲜物理学会年会
,

( 19 89 ) ; 3
.

放大超短脉冲的板状激光器
,

中国激光
,

( 19 9 0) ; 4
.

输出平均功率达 2 00 W 的板状激光器
,

中国激光
,

( 19% )
。

指导课题
: 1

.

半导体泵浦的固体激光器 ( 198 6) ; 2
.

fs 脉冲的传输与放大及压缩 ( 198 7) ; 3
.

板状激光器 ( 198 9 )
。

从上述例子可 以看出根据信息库提供的文章能够准确找出对 口的同行评议的专家
。

由

于每年都有新的信息进库
,

这样专家评议项 目可以根据论文的变化及时更改
。

实现评议专

家的动态选择及管理
,

选择真正的近期
、

小同行从而保证选择专家的准确性
。

按照修改后

学科分类条 目数量估算
,

专家库内有 800 名专家
,

即使每个条目有 5 名专家
,

尚无选择的余

地
。

考虑评议专家所在的不同系统和单位
,

专家库若能收录 1500
-

--2 0 00 名专家
,

可以基本

满足同行评议时对专家的选择
。

加强管理的另一个重要环节是
,

经过几年的努力
,

完成了光学
、

光电子学学科发展战略的

研究
。

研究报告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批准
,

于 19 91 年 n 月由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发行
。

从指导实际工作这一要求出发
,

在
“

发展战略
”

研究的过程中坚持了具有较高学术水

平这一特点
。

在评审专家组对
“

发展战略
”

评审验收结论中对这一点给予充分的肯定
。

学科

发展战略的完成使学科的发展有了一个科学的依据
,

学科管理工作也就有了明确的方向
。

其重要意义在于
“

发展战略
”

是经过许多位学术水平较高的专家认真调查研究完成的
,

是集体

智慧的结晶
,

可以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
“

发展战略
”

完全可以对学科发展

起到指导作用
。

19 90
、

1991 年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指南的修改
, “

/伍
” ,

期间自然科学基金
,

光学
、

光电子学重大
、

重点项 目立项中
, “

发展战略
”

已经发挥了具体的指导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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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学科管理工作的协调运行

总结几年来的学科管理工作的实践经验
,

纵观学科管理的各环节及其相互关系
,

连贯思

考
,

形成了一种学科管理工作协调运行的模式
。

本人提出了学科管理工作在学科发展战略完

成之后的具体协调运行图 (详见 图 )
。

显然
,

这里给出的学科管理协调运行图是在完成学科发展战略之后
,

仅着眼于学科范围

的管理工作权限所提出的
。

所列出科技政策及指令是作为学科承认和接收的内容而不是作

为研究的目标
。

诚然
,

对于不同学科处于新兴
、

发展
、

成熟的不同时期所需资助的重点及

经费是完全不同的
。

也就是学科发展政策对学科的发展在线极其重要的影响
。

在协调运行图中采用了四种不同的线型来表示各环节之间的相互影响 : 最粗有表示决定

性的影响 ; 粗线表示可以影响 ; 细线表示影响较少 ; 虚线表示基本无影响或间接影响 ; △ △

表示存在的问题
。

就其功能或作用而言
,

同行评议
、

专家评审会
、

自然科学基金重大
、

重点项 目立项是管

理工作中三个重要环节
。

在整个过程中
,

.

同行评议最强的功能是
“

择优
” ,

专家评审会与其

相比
“

择优
”

的功能减弱
。

主要应发挥其
“

宏观把关
”

及分支学科的
“

协调
、

平衡
”

作用
。

对于

每个五年计划期间自然科学基金所设的重大
、

重点项 目
,

由于数量少
、

相对资助强度较大
,

对整个学科的发展具有影响全局
、

带动整体的重要作用
。

因此
,

选题是否恰当具有重要影

响
,

应该特别慎重
。

对于如何使各个环节发挥出最佳作用则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
。

前面所谈及的有关磷
,

建立评审专家库
、

选择近期小同行的作法只是在
“

同行
”

的选择上进行的探索
。

要完全排除运

行图中所列出的有关学术
、

关系
、

条件
、

信息
、

传统等多方面影响
,

需掌握更多的信息及作

大量的工作
。

在评议方法上
,

由于 自然科学基金的宗旨是资助基础研究及应用基础研究
,

因此强调申请项目的探索性
、

申请者独有的
、

创新的学术思想及先进的技术路线
,

则是评议

专家和学科管理工作人员的共识
。

对于已公认的创新项 目进行某些改进或发展的课题
,

较

容易达成给予资助的共识
。

对于 由申请者首先提出的独创性的新课题
,

在学科内属于开

拓新的学科分支或生长点的课题尚无人知晓
,

还不被同行所认可
。

在初期
,

严格地讲尚无
“

同行专家
”

可言
,

达成共识是困难的
。

多处于有人支持并同意资助
,

也有人反对甚至是相

当激烈地不同意资助
。

处于
“

两可
”

情况
。

在这种情况下
,

管理人员的判断将起到决定性的

作用
。

实际情况表明自然科学基金受理过程中属于独创性或创新层次较高的课题基本上完

全是
“

非共识
”

或
“

两可情况
” 。

管理人员能否处理好这类课题直接关系到同行评议的质量
。

因此
,

提高学科管理人员的判断力及研究一种对
“

非共识
”

问题的科学处理程序则成为提高同

行评议质量的主要矛盾
。

我们目前所采用的办法是仔细分析评议专家的分岐所在
,

请申请

者补充说明性附加材料
,

再增选一定数量的评议人
。

最后再将全部材料提交专家评审会
。

对于专家评审会
,

为了能充分发挥其宏观控制及分支学科平衡把关作用
,

我们将全部

申请及评议材料送交专家评审会
。

在会上要求做到有三个专家审阅每份材料
。

有关管理人

员要详细汇报同行评议后各分支学科拟资助的情况及了解的有关信息
,

特别是
“

非共识
”

的

项目
。

在
“

八五
”

期间自然科学基金重大
、

重点项目立项期间
,

我们在全国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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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

根据征求立项意见
、

筛选排队
、

定量打分的三步法确定了一批优秀的项 目
。

从已立项

的四个重点项目的反映来看效果是好的
。

四
、

结 束 语

本文试图对学科管理工作从整体概念上进行探索
。

阐述了某些环节上进行的尝试
。

要

想达到最佳程度各环节都需要进行深人研究
。

例如英
、

美等国对同行评议都曾在方法上进

行深人研究
。

我国现时在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受理 ; 自然科学奖评审; 国家重点及开放实验

室评估 ; 各种学术刊物的审稿等诸多方面都采用同行评议这一公认的有效方法
。

但是由于

目标对象的不同具体做法也千差万别
。

对于各种同行评议方法的利与弊 ;
“

非共识
”

问题的

处理方法 ; 评审专家信息库的指标体系等都需在方法上进行研究并提高实际的工作效果
。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
,

每个学科都将不断有新的学科分支出现
。

要想使学科发展战略真正

起到指导作用
。

一个版本的
“

发展战略
”

人的诞生不能一劳永逸
,

必须进行动态修正
。

另外
,

在学科管理上使
“

发展战略
”

具有一定的
“

法律作用
”

其影响也不容忽视
。

另外
,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后期管理
,

特别科研成果的转化直接关系到科研成果成为生

产力的大问题
,

其重要性日益突出
. “

项目指南
”

的作用如何充分发挥 ; 专家评审组成员如何

选择更为合理等都将对协调运行产生影响
。

应列为今后学科管理工作中研究探索的方向
。

D E L BI E R A T IO N O F C O O R D I N A T E M O V E O N T H E

M A N A G EM E N T O F D I S C IP L IN E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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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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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学通报》简介

《 微生物学通报》是由中国微生物学会主办
,

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承办的以微生物学应用研究为基础的

中级综合性学术刊物
,

侧重报道在工
、

农
、

医
、

兽医等领域中有关微生物学
、

病毒学及生物工程学等方面的

研究和应用成果
,

新技术
,

新方法
,

介绍国内外学术动态
.

设有研究报告
,

专论与综述
,

技术与方法
,

经验

介绍
,

知识介绍
,

科技动态
,

科技信息与服务
,

论坛
,

学史
,

教学
,

资料等栏目
.

供从事微生物学科和与其

有关的其它学科的科技工作者
,

以及大专院校师生阅读
。

《微生物学通报》为双月刊
,

64 页
,

每期 2
.

80 元
,

全年订价 16
.

80 元
,

由北京报刊发行局和中国国际图

书贸易总公司向国内
、

国外公开发行
.

国内邮发代号为 2 一 81 7
,

国外刊号为 B M 41 3
。

欢迎各科研单位
,

高等院校及有关部门的广大科技工作者到当地邮局订阅
。

逾期漏订者
,

可与该刊编辑部联 系
.

地址 : 北京

海淀区中关村中科院微生物所内
。

邮政编码 : 1000 80 电话 : 2 55 43 0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