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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要成为科技创新的沃土

李克健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会材料 与工程学部 )

〔摘要」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提高我国科技创新的层次和比重
.

有重要作用并有明显优势
。

我国

在基础性研究中跟踪性项目所占比重很大
,

而具有开创性
.

有重大理论价值的独创成果不是很多
。

特别是很少创新科学概念
。

当前所执行的同行评议制度中有不利于创新之处
.

应予改进
。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要高举支持科技创新的旗帜
,

为创新开绿灯
,

树立敢于承担风险
、

允许失败的资助和评审

思想
。

为此
.

作者提出了加强创新宣传
.

提高创新性新颖性在评审中的权重
.

优秀创新项目可以不

受同行评议意见限制
,

设立
“

高创新风险专项基金
”
等四条建议

。

提高科技工作的创新性
,

改变跟踪
、

模仿过多
,

赶超创新不足的局面
,

是我国科学界十

分关心的问题
。

特别是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的提出
,

科技创新更成为科技界的热门话题
。

在此
,

笔者仅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支持科技创新中的作用和措施谈点粗浅的看法
。

优势
、

期望
、

责无旁贷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应该是基础性和开创性的工作
,

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起到探

路
、

先导和奠基的作用
,

并应对我国科学技术研究中创新的层次和 比重的提高
,

起到重要作用
。

科学基金支持创新研究有三个明显优势
:

其一是面得全国
,

自由申请
,

渠道畅通
,

利于

创新思想的及时发现
;
其二是所资助项 目相对独立

,

自由探索性强
,

非任务性
,

研究工作失

败不会影响其它方面
,

且损失不大
;
其三是所拨经费无须偿还

,

有承担风险的条件
。

广大科学家和科技界
,

对充分发挥科学基金支持创新的作 用抱很大期望
。

一位老科学家

最近来信
,

在例举了一系列 日本人独立研究获得成功的事例后说
:

日本人是 自己打主意
,

不

问人家怎样干
。

参考人家而不模仿人家
。

而我们则正好相反
。

今后似宜根据自己国情
,

根据

自己需要
,

根据自己眼光打自己主意
。

国家科委领导同志也要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
“

要高

举支持基础研究的大旗
,

要坚持攀登
、

赶超和创新的工作方向
,

理直气壮地把支持基础研究

作为自身工作的立脚点
,

多做工作
。 ”

自然科学基金支持创新责无旁贷
,

任重道远
。

自然科学基金应该成为科技创新的沃土
。

跟踪
、

创新和赶超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中
,

跟踪性质项 目占有很大 比重
。

这些项目成功率高
,

大部

分研究工作在跟踪中亦有所发现
、

有所创新
,

也有一部分能进入国际前沿
、

在国际上占有一

席之地
,

成绩应该充分肯定
。

但也应看到
,

具有开创性和有重大理论价值的独创成果仍不是

很多
,

特别是创立新的科学概念的很少
。

换言之
,

在基础性研究中
,

大多数是由外国人先提

出科学概念或研究方向
,

中国人跟上去
; 而 由中国人先提出科学概念和研究方向

,

外国人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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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来的情况不多
。

跟踪国外先进水平的研究工作是必要的
,

在 目前我国经济
、

科技水平还不是很高的情况

下
,

跟踪性项 目占有较大比重也很 自然
。

但跟踪不是目的
,

而是要在跟踪中赶超和创新
。

造成科学研究中跟踪模仿过多
,

赶超创新不足的原因
,

故然是由于国力尚弱
,

投入不足
,

社会配合不力等外部条件所致
,

但从科技工作本身看
,

对创新重要性宣传
、

引导不够
,

措施

不力也有影响
。

外部条件一时难以变更
,

但改进 自身工作却可
“

快速反应
” 。

同行评议的利与弊

同行评议制度是科学基金制的中心环节
,

其实质是依靠科学家共识
,

或者说是科学家多

数共识来判定项 目质量
。

同行评议能很好地发扬科学 民主
,

在选择项 目的科学性和公正性上
,

当前也是无可替代的
。

因而
,

受到科学家的欢迎和支持
。

这也是世界各国在支持基础研究中

普遍采用的办法
。

金无足赤
,

同行评议制度也有其不足之处
,

国外一些人士对同行评议制度

有各种批评指责
,

其中之一是认为在保护创新方面有其弱点
。

具有新颖学术思想
、

有独特科

学见解
、

创新性强的研究项 目
,

往往伴随着风险较大
,

以及技术路线
、

预期结果和应用前景

等有较多的不确定性
,

从而在同行评议中较难获得共识
。

特别是涉及建立新的科学概念
,

开

拓新的研究领域的高层次创新项 目
,

在得到科学验证之前就更不容易被同行专家所理解
。

这
’

是正常现象
。

按美国人的说法
“

不确定性是高质量研究项 目的固有特性
” , “

冲破旧传统
,

富

有独创精神的科学建议
,

必然会受到本领域专家的不同评价
” 。

反之
,

跟踪性项目因已有文章

发表
,

同行专家 比较了解
,

也就容易获得共识
。

加之一些有创新学术思想的科学工作者
,

在

其做 出一定结果之前希望保密
,

而同行评议难以保密
,

导致一些有新思想的科学家或者不申

请
,

或者申请书故意不写明白而遭致不 良评价
。

这就可能使一些可望产生科学上的某些重大

进展 的申请项 目得不到及时资助
。

敢担风险
,

允许失败

发挥科学基金制支持创新的优势
,

抑制其负作用
,

只要重视
,

并非难事
。

7 0年代
,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曾经针对同行评议在保护创新上的不足
,

采取了一些改进

措施
,

收到了效果
。

美国科学与公共政策委员会
,

在对同行评议制度进行了长达六年的调查

后
,

做了充分的肯定
。

1 9 9 0 年底
,

中国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会在进行五年工作总结时
,

也较强烈地意识到在保护

创新方面的不足
,

并采取了一些措施
,

但还不够有力
。

笔者认为
,

要充分发挥科学基金对创新的支持
,

首要的问题是统一认识
。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员会的领导和全体工作人员
、

参加评议评审的科学家
,

要认识到科学基金在支持创新

中的历史使命
。

高举支持创新的旗帜
,

宣传鼓励创新的思想
,

并在科学基金工作的各个环节

上为支持创新开绿灯
;
要树立敢于承担风险

,

允许研究工作失败的评审和资助思想
。

应承认

研究工作失败也是对科学贡献
,

不允许失败也就是不允许创新
。

对策
、

措施与建议

笔者提出几条建议
,

权作抛砖引玉
。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9 19 2年

1
.

利用各种会议
、

文件
、

报刊文章加强支持创新的宣传
,

使广大科技人员了解科学基金

支持创新的宗旨
,

打消顾虑大胆申请
。

2
.

修改申请办法
、

评议办法
、

申请书
、

同行评议表等文件资料
,

进一步突出创新内容
,

提高项目创新性
、

新颖性在评审中的权重
。

对申请项 目技术路线等方面的不完备
,

应允许尽

量给予补救
。

3
.

对有科学依据
、

学术思想新颖
、

见解独特
、

带有开创性的高层次创新项 目
,

可不受同

行评议意见限制
,

径送学科评审组评审
。

4
.

设立
“

高创新风险专项基金
” ,

大胆支持一批
“

奇想
”

性项 目 ( rC az y rP oj ec t )
。

为打消

申请人顾虑
,

此类项 目可 由少数科学家或委内专家评审判定
。

凡参与评审判定者要保证在若

干年内不外泄申请者学术思想
,

不从事相同内容研究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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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皇家学会代表团来我委员会访问

英国皇家学会会长迈克尔
·

阿蒂耶爵士于 19 9 2 年 4 月 12 日至 22 日率团来华访间
。

其

间
,

代表团访问了我委员会
。

英国皇家学会副会长兼外事秘书安妮
·

麦克拉伦博士和我委员

会胡兆森副主任共同签署了
“

会谈纪要
” 。

在会谈中双方相互通告了几年来各自科研组织工作

的进展情况
,

重 申了希望加强双方合作交流的愿望
。

并以
“

会谈纪要
”
的形式正式恢复了 1 9 8 9

年被英国方面冻结的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英国皇家学会科学合作谅解备忘录
”

的合

作交流关系
。

( 国际合作局 吕蓓蕾供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