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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批重大项目审定立项

以审议
“

八五
”

第二批重大项目的立项为主题的二届三次全委会于 n月 24 日至 25 日在京召

开
。

张存浩主任在开幕式致词时向委员们通报 了国家财政在
“

八五
”

期间将给国家 自然科学基

金经费以较大幅度稳定增长的喜讯
。

张主任说
:

经费的增加意味着我委工作任务的增加
,

我们

必须更加有效地使用好这笔钱
,

要进一步研究如何确保
“

稳住一头
” ;
确保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

地
; 确保拔尖人才脱颖而出

;
确保科学基金资助的研究项 目成为我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先

导
、

后盾和源泉
。

十四大后科学技术
、

基础研究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

有人说钱不是万能的
,

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

我们要加大改革开放的步伐
,

提高公正性
,

更加有效地用好科学基金
,

为促进我国科技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贡献
。

孙枢副主任在会上作了
“

关于科学基金重大项 目工作的报告
” 。

他说
,

去年七月以来
,

我委

各科学部根据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纲要
,

结合学科发展战略研究
,

在广泛听取科学界意见的基

础上
,

提出了
“

八五
”

第二批 16 个重大项目建议
。

这批项 目有的属于学科前沿
,

而且是多学科交

叉
,

在国内有较好的研究基础和较强的优势
,

近期可望取得重大突破
,

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
有的

属于开拓新兴研究领域
,

或具有重要应用前景
,

对这些项 目的研究将对我国某些高新技术的发

展起关键作用
;
有的是以关系人口和环境的重大科学问题为目标

,

有利于发挥我国 自然条件和

自然资源特点
,

从而作出特殊贡献的项 目
;
还有的是属于进入国家科委攀登计划项 目终审而未

入选的项 目
,

但经适当调整完善
,

符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 目的立项条件
,

并获国家科委

匹配的经费支持
。

委员们听取了有关科学部提交的各重大项 目的立项建议报告和报告人的答辨
。

经过认真

讨论和审议
,

作出了关于
“

八五
”

第二批重大项目立项的如下决议
:

1
.

同意将
:

( 1) 复杂气体流场的漩涡
、

分离流动的机理与控制
;

( 2) 材料损伤
、

断裂的机理和宏微观力学理论
;

( 3) 原子光学与时间基准的量子物理研究
;

(4 )物理有机化学前沿领域中两个重要方面— 有机分子的簇集和 自由基化学研究
;

( 5) 生命科学中的电化学分析和分子光谱分析研究
;

( 6) 中国不同民族基因组中位点基因结构的比较研究
;

( 7) 中国生态系统对全球变化反应模式研究
;

( 8) 中国地区大气臭氧变化及其对气候环境的影响
;

( 9) 地表遥感成象机理和信息传输的基础研究
;

( 1 0) 城市与工程减灾基础研究
;

( 1 1) 光学二维并行处理系统
;

( 1 2 )微波等离子体及其应用基础研究

共 12 个项 目列为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

八五
”

第二批重大项 目立项
,

即可发布项目指南
,

受理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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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
。

2
.

原则 同意将
:

( 1) 现代核分析技术研究及其在环境中的若干特殊问题的应用
;

( 2) 煤炭
、

石油
、

天然气资源优化利用的催化基础
;

( ) 3新型薄膜材料基础研究
;

( 4) 生物医用材料基础研究

共 4个项 目列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

八五
”

第二批重大项 目立项
,

但要根据本次全委会讨论的意

见
,

对项目建议作必要的修改补充
,

由全委会责成委务会议审核批准后再正式公布
。

在会上
,

委员们就重大项 目的组织实施及完善与发展科学基金制等问题提出一些建议
:

( 1) 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重点在于创新
,

而不在于跟踪
。

应该支持研究内容
、

研究路线新颖
,

可望作出首创成果的研究工作
,

而不宜提倡跟踪
,

跟踪意味着永远赶不上别人
;
我国已开始按

照国际惯例保护知识产权
,

跟踪 已受到专利保护的制约
,

有的科研项 目
,

即使你搞成功了
,

但人

家早已申请了专利
,

你就不能组织生产
。

因此
,

基础研究必须创新
;要创新

,

就不要怕风险
、

怕失

败
,

不要一味追求成功率
;
对于创新项 目所需经费一定要资助够

,

否则达不到创新的 目的
;
讲科

技成果转化为社会生产力
,

对全国不同层次的科研工作的要求不能一般齐
,

要扭转 目前往往注

重对能取得直接经济效益的科研工作的宣传
,

而对长远的
、

间接取得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基

础研究工作宣传少的状况
。

f 2) 重大项 目的立项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

一是研究内容具有重要性
;二是研究工作具有可

行性
,

即具备研究工作条件和可以胜任工作的人才
。

( 3) 科学基金重大项 目的立项审定
,

全委会应先讨论重大项 目指南的内容
,

从战略上
,

从宏

观的角度研究重大基础研究项 目的资助方 向
,

然后根据需要和可能进行排队
,

用自上而下和 自

下而上相结合的办法产生项 目建议
。

( 4) 科学基金重大项 目的组织
,

要重视培养具有创新学术思想的年轻人
,

支持中青年科学

家领衔从事重大项 目的创新科研工作
。

( 5) 科学基金委员会要尽量缩短重大项 目的组织
、

立项
、

审定
、

指南发布
、

申请受理
、

评议
、

审批过程
。

( 6) 越是讲
“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 ,

越要强调基础研究的重要性
。

我国科技
、

经济
、

社会

的进步
,

没有创新性的基础研究为后盾是不行的
,

要支持那些耗时长
,

哪怕是需 10 一 15 年才能

完成的项 目
。

( 7) 科学基金重大项 目安排一批跨学科项 目的做法很好
,

我们要支持真正把科研力量集中

在交叉学科界面上的研究项 目
。

( 8) 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
,

缩短了基础研究
、

应用研究与技术开发诸环节间的时间间隔
,

基

础研究因此与商业市场间关系越来越密切
。

科学基金重大项 目也应在获得科学成果与增强其

与商业市场的相关性之间寻求平衡点
。

会议结束前
,

张存浩主任和胡兆森副主任向委员通报了 10 月下旬在北京召开的
“

科学基金

制完善与发展国际讨论会
”

的情况
,

并播放了李鹏总理会见与会的中外科学家时的讲话录音
。

(胡剑 允国胜 供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