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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基金十年

基础研究也是第一生产力
纪念自然科学基金会成立十周年

何柞麻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 )

10 年前
,

在 89 位学部委员的建议下
,

成立了自然科学基金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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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以努力提高我国的科学水平
” 。

(张存浩:
`

致

读者
” ,

《 中国科学基金 》
,

第6 卷
,

第 1期
,

第 1页
。

) I Q年来基金会成绩巨大
,

有目共

睹
,

不必赘说
。

如果说对未来基金会的工作有什么建议的话
,

那就是期望基金会要
“
安于寂

寞
” ,

不要去和那些 “ 会叫的
、

会跳的
”
项目 “ 争一 日之短长

” 。

我们国家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中的基础性工作
,

其目标应该是在国际范围内
“
占有一

席之地
”
( 198 8 年邓小平在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讲话 )

,

这是在当前条件下
,

经过

努力奋斗可以实现的目标
.

基金会的重要任务就是为那些已
“
占有一席之地

”
的领域继续维

持其 “ 占有一席之地
”
的地位; 对于那些尚未能

“
占有一席之地

”
的领域

,

那就是逐步地促其

实现了
。

所期望于自然科学基金会的
“
同仁们

” ,

(自成立基金会以来
,

我就一直参加了有关工作
,

先后有 9 年之久
,

现在
“
依法

”
期满退出

,

所以称为
“
同仁

” 。

)是继续深人领会和充份体现

小平同志所提出的
`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
的伟大思想

。 “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 ,

这是

小平同志对科学技术在当代社会经济生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而做出的科学论断
,

是对历史唯

物主义基本原理的重大发展
,

对于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的建设具有极为深远的重大意义
。

在当

前发生的认识上的歧异之一
,

是认为技术可以是生产力
,

而科学却不是生产力
,

有些人甚而

认为
“
这一提法不科学

” 。

至于基础研究那就更不能认为是生产力了
。

这在理论上是大错特错
。

从历史上讲
,

技术工作或科学工作本来是依附于生产劳动过程中的
。

恩格斯曾深刻指出 :

“
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

。 ” 恩格斯曾举出天文学
, “

为了定季节
,

就已

经绝对需要它
,

天文学只有借助于数学才能发展
,

因此也开始了数学的研究
。 ” “

不久
,

航

海和战争也都需要数学的帮助
。 ”

( 《 自然辩证法 》
,

第 16 2 页
。

) 恩格斯还指出 : 如果说
“
技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科学状况

,

那末科学却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技术的状况和需要
。

社会上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
,

则这种需要就会比 10 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
。

整个流体

静力学 (托里拆利等 )是由于 16 和 17 世纪调节意大利山洪的需要而产生的
。

关于电
,

只是

在发现它能应用于技术上以后
,

我们才知道一些理性的东西
。

在德国
,

可惜人们写科学史时

已习惯于把科学看做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 ”

(恩格斯 : “ 189 4 年 1月 25 日致瓦
·

博尔吉乌斯

的信
” ,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

第39 卷
,

第 19 8 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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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 16 世纪末叶
,

科学活动
,

然后是技术活动
,

才逐步地由生产劳动中分化出来
,

成

为独立的社会实践形式
,

亦即科学实验的诞生
。

这无论对于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生产劳动

的发展
,

都是巨大的进步
。

如果说在 16 世纪以前
,

在生产力的范畴里
,

将 自动地包含有科

学和技术
,

而当它们得到充分的发展
,

成为独立的实践形式以后
,

却反而要
“
革出教门

” ,

认为
“
这一提法不科学

” ,

这岂不是咄咄怪事 !

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
,

那是 自 20 世纪 以来才出现 的新事物
。

一些统计资料表明 :

在一 些发达 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率 中
,

来 自科学技术进步 的因素 占了增长率 的

60 一 70 %
。

小平同志更指出 : “
当代的自然科学正 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

,

应用于生产
,

使

社会物质生产的各个领域面貌一新
。

特别是由于电子计算机
、

控制论和 自动化技术的发展
,

正在迅速提高生产自动化的程度
,

同样数量的劳动力
,

在同样的劳动时间里
,

可以生产出比

过去多几十倍几百倍的产品
。

社会生产力有这样巨大的发展
,

劳动生产率有这样大幅度的提高
,

靠的是什么 ? 最主要 的是靠科学的力量
、

技术的力量
” 。

(
“
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

话
” ,

<< 邓小平文选 >>
,

1 97 5一 19 82 年
,

第 84 页
。

)

小平同志在这里提出的
,

最主要的是靠
“
科学的力量

、

技术的力量
” ,

这就是
“
科学技

术是第一生产力
”
的最基本的理由

。

更重要的是
,

小平同志在总结当代生产力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指出
,

20 世纪的科学技术在

推动工农业生产前进的作用上
,

已出现了一种新的机制或新的模式
,

亦即由科学原理的确立
,

进而发展为应用技术的开拓
,

又进而发展为新产品的研制和开发
,

或者说
,

由
“
科学~ 技术

~ 生产
” 。

如果说
,

18 一 19 世纪的科学技术的应用
,

是由于
“
社会上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

”

亦即由
“ 生产~ 技术~ 科学

”
的话

,

那末到了 20世纪
,

这一机制便反过来
,

而是科学和技

术决定了生产
,

决定了新的市场
,

决定了新的社会需求
。

如果说 18 世纪的蒸汽机的发明是

工匠们或技术人员在吸收前人技艺基础上做出重大改进 (实质上是改进 )的话 ; 那末 20 世纪

出现的电动机
、

电灯
、

电话以及广播
、

电视等等
,

那就是法拉第
,

麦克斯韦等一大批科学工

作者在实验室里潜心工作的结果
。

这正如小平同志所指出的 : “
现代科学为生产技术的进步

开辟道路
,

决定它的发展方向
。

许多新的生产工具
、

新的工艺
、

首先在科学实验室里被创造

出来
。

一系列新兴的工业
,

如高分子合成工业
、

原子能工业
、

电子计算机工业
、

半导体工业
、

宇航工业
、

激光工业等
,

都是建立在新兴科学基础上的
。 ”

(
“
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

话
” ,

《 邓小平文选 》
,

19 75 一 1 982 年
,

第 84 页
。

) (着重号是引用者所加 )显然
,

这是一种

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新机制
,

新模式
,

而且是当代生产占主导地位的一种机制和模式
。

马克思

主义者在研究现代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上
,

不能不注意到这一新的特点
。

由于 以上这一机制和模式的出现
,

现代科学技术已发展成为一个博大的
,

有着紧密分工

并相互协调的科学技术体系
。

按照近代人们对科学研究的分类
,

共有以下三类的研究和开发

(或称为 R & D ) : 第一类是所谓基础研究
,

亦即所从事的是不具有立 即服务于实际 目的的理

论和实验的研究
,

如粒子物理
,

半导体物理的研究等 ; 第二类是所谓应用研究
,

亦即对某一

具有特定的应用性 目的的理论和实验的研究
,

如受控热核反应的研究 ; 第三类是所谓开发研

究
,

亦即指近期见效
,

甚而是当年见效的新产品
、

新设计
、

新工艺的开拓和研究
。

典型的例

子如 101 生发精的开发
,

高清晰度电视机的研制
,

等等
。

经验证明
,

这三类性质不同的研究
,

缺一不可
。

必须使这三者以一定的比例而相互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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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成为科学技术的整体
,

并且如接力棒式地由一环而传递到另一环
,

这样才能保持科学技

术的持续不断的兴旺发达
。

基础研究不仅关系到研究和开发的后劲
,

而且在现实的生产技术

问题的研究中也常常需要提高到纯粹的理论研究的高度
,

才能从更高的角度上解决当前面临

的问题
。

经验证明
,

基础研究也可能有直接的经济效益
。

中国的正负电子对撞机的研制经验

表明
,

这一对撞机除可供粒子物理研究以外
,

其同时产生的同步辐射光源已在国防和工农业生

产中有重要应用
,

在研制过程中所发展的技术还能出口
。

自 1 99 0 年以来
,

已出 口的加速管

价值为 40 0 万美元
,

正在商谈的出口额将达几千万美元之多
。

所以世界各国除了以极大力量

发展开发研究和应用研究以外
,

都以相当大的力量致力于基础研究
,

其在 R& D 中的份额
,

往往占到 15 一 20 %
。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
,

但正如江泽民同志最近所强调指出 : “
要重视和切实加强基础研

究
。 ”

(
“
高度重视和大力发展科学技术

” ,

《 经济日报 》
,

19 91 年 8 月 8 日
。

)这是因为 :

“
不论是现在或者今后

,

还会有许多理论研究
,

暂时人们还看不到它的应用前景
。

但是
,

大

量的历史事实已经说明 : 理论研究一旦获得重大突破
,

迟早会给生产和技术带来极其巨大的

进步
。

(邓小平 :
`

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 ,

《 邓小平文选 》
,

19 7 5 一 1982 年
,

第

84 页
。

)
“
没有一定的理论科学的研究作基础

,

技术上就不可能有根本性质的进步和革

新
。 ” “

但是到了现在
,

如果我们还不及时地加强对于长远需要和理论工作的注意
,

我们就

要犯很大的错误
” 。

(周恩来: “
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

” ,

《 周恩来选集 》
,

下卷
,

第 183

页
。

)

相传 19 世纪的法拉第在研究他的著名的电磁感应定律的时候
,

一位贵族夫人带着一个

小孩去参观他的发现后提问说 : “
尊敬的先生 ! 这有什么用处 ? ”

法拉第当即 回答说 : “
尊

敬的夫人 ! 你能否告诉我那位小孩将来长大了能干些什么? ”

所以
,

研究当代经济生活的马克思主义者
,

不能不看到在现代生产力的发展中
,

基础研

究在推动生产发展方面所起着的如此巨大的作用
。

一个严峻的事实是 : 没有基础研究
,

就没

有由科学~ 技术~ 生产这一新的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新模式
、

新机制
,

也就没有
“
科学技术是

第一生产力
”
的新理论

。

所以
,

科学和技术
,

其中包括基础研究
,

不仅是生产力
,

而且是第一生产力
。

马克思 曾指出 : “
对脑力劳动的产物— 科学— 的估价

,

总是 比它们的价值低得

多
。 ”

(
“
剩余价值论

” ,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

第 26 卷
,

第 1 册
,

第 3 77 页
。

) 这是在

当前有待解决的重要的认识上分歧的重大问题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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