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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基金制溯源初探

张知昨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地学部 )

随着我国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发展
,

于 1 9 86 年 2 月建立了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

在此之前
,
1 9 8 2年

己开始试行科学基金制
,

当时由中国科学院代管
。

更早
,

在中国是否有科学教育文化基金组织
,

鲜为人知
。

实

际上
,

在我国实行科学教育文化基金制的历史
,

可以一直追溯到本世纪初
。

一
、

本世纪初几个科学教育文化基金组织的沿革

1 9 0 0 年英
、

美等帝国主义国家组成
“

八国联军
’夕

入侵中国
,

迫使清政府于次年签订了丧权辱国的
“

辛丑条

约
” ,

规定中国须向十四国 (加上荷兰
、

比利时
、

西班牙
、

葡萄牙
、

瑞典
、

挪威等所谓
“

受害国
” )

“

赔偿
”
海关银本息

总数 9 亿 8 2 2 3 万余两
,

加上地方
“

赔款
’ ,

总数超过 10 亿两 lj[
。

1 9 0 9年美国首先宣布
“

退还
”

部分
“

赔款
”

并设立
“

清华基本金委员会
”

管理
“

退款
” 。

嗣后
,

在国际形势的推

动下英
、

法
、

荷兰
、

比利时
、

意大利
、

日本先后宣布
“

退还
”

部分
“

赔款
” ,

并声明用于中国的教育文化或公益工程

事业
,

相应地设立了一些基金组织
。

(一 )清华基本金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

美国政府决定从 1 9 0 9年 1 月 1 日起开始
“

退还
”

部分
“

过多
”

的
“

赔款
” 。

按
“

辛丑条约
” ,

美国获得
“

赔款
”

本

息总数 5 3 3 5 多万美元
。

美国政府自己核算
,

扣除
“
应赔

”
部分应退回本息 2 7 9 2 万余元

,

自 1 9 0 9 年起 32 年退

完川
。

而中国政府仍需按年逐月把原赔数分开两张支票
,

一张人美国国库
,

另一张作为
“

退款
”

转交中国外交

部
,

用以
“

兴学育才
” ,

并规定用于选派赴美留学生
。

这笔
“

退款
”

由
“

清华基本金委员会
” (后改为

“

清华学校及游

美学务基金会保管委员会
” )掌管

。

截止于 1 9 1 8 年 1 月
,

美国实际得到
“
赔款

”
本息已达 1 2 4 1 多万美元

,

但按退款协约规定
,

中国仍
“

欠
”

美

61 3
.

7多万美元
。

1 9 24 年 5 月 21 日美两院联席会议通过继续退还庚款的议案
,

并表示此款当用以发展中国教

育文化事业
。

中国北洋政府于当年 9 月下令成立
“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
” ,

管理此项
“

退款
”

。

中华教育文化

基金董事会办了如下几类事业
。

1
.

自办事业
,

包括
:

( 1) 设置科学教席
,

为一些国立大学出资聘请教授
;
(2 )设置科学研究教授席 ; ( 3) 设置

科学研究补助金 ; (4 )办社会调查所
; (5 )设科学顾间委员会从事教科书及教学参考书之编辑工作

; ( 6 )创办
“

华

美协进社
” ,

从事于
“

沟通中美文化事业
” ; ( 7) 发起土壤调查

。

2
.

合办事业
,

总共两项
:

( l) 静生生物调查所
; ( 2 )国立北平图书馆

。

3
.

补助事业
,

选择成绩优良之大学
、

研究机关
、

文化学术团体及其它机构给予一定补助
。

4
.

代管清华大学基金
,

自 1 9 2 9 年 8 月起
,

清华大学基金移交给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保管
。

(二 )中英文教基金

1 9 22 年 12 月英国政府宣布
“

中国应付未到期之庚款
,

即将退还中国
” ,

做为
“

有益于两国教育文化事业之

用
” 。

1 9 2 5 年 6 月英国国会正式通过议案
“

退还庚款
” ,

并成立一个
“

咨询委员会
” ,

由英国政府指定 n 人组成
,

其中 3 人为华藉委员
,

即
:

胡适
、

丁文江
、

王景春
。

庚款大部作为基金
,

用于整理和建筑中国铁路和其它生产事

业
,

以此基金借拨所生之利息
,

用于教育文化事业
,
1 93 1 年 4 月成立

“

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
” ,

1 9 4 3 年后改称为
“

中英文教基金会董事会
” 。

应
“

退
”
款总额为 1 1 1 8

.

6 多万英镑 (折合 55 13
.

8万美元 )
,

基金陆续借给各部
、

会办理生产事业
,

主要是铁

本文于 1 9 9 2 年 7 月 1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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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

航运
、

水利
、

电力
、

电讯
。

历年息金收入总额到 1 9 4 8年底为 1 9 0 0多万美元 [z]
,

办理补助教育文化事业
,

大体

分五类
:

1
.

用于保存文化史迹古物 ;

2
.

补助高等教育及研究机构 ,

3
.

用于考送留英公费生
,

先后办过 9 批
,

计 19 3 人
;

4
.

奖励中小学教科书及专门著作 ,

5
.

补助中
、

小学校
,

职业学校及农村教育
.

抗战期间又另加三项
:

1
.

保存文物 ;

2
.

补助研究人员 (由华北等地撤到 四川的教授以及毕业后有志于研究的青年人 )先后补助了 4 00 多人 ;

3
.

自办事业
,

主要有中国地理研究所
,

中国蚕丝研究所
,

中国美术学院
,

甘肃科学教育馆等
。

(三 )中
、

法教育基金

1 9 2 0 年
,

李煌流等联合国内教育及农
、

工
、

商各界
,

组织
“

退款兴学请愿团
” ,

在请愿书上签名的达 4
.

3 万

余人
,

法国政府遂有将庚款余额全部
“

退还
”

中国之议
。

1 9 2 5 年 4 月 12 日两国签定
“

中法协定
”
确认

: “

法国政

府承认将法国部分庚子赔款余额退还中国政府
,

作为中法两国有益事业之用
,

成立一个
“

中法教育基金委员

会
” 。

法国
“

退还
”

庚款总额为 3
.

9 亿法郎
,

折合成美元约为 7 2 2 0 多万元
。

仅 7%用于中法间教育及慈善事业川
。

所办之事业有三类
:

1
.

办理或资助办理学校及研究机构
:

在法国者有巴黎中国学院
、

里昂中法学院
、

资送留法学生等
,

在国内

办理中法大学及 中法中学
,

补助国立上海中法工学院
、

上海震旦大学
、

天津海军医学校
、

天津法国高等商业学

校
、

天津工商学校
、

天津孔德学校
,

还补助过上海徐家汇天文台
、

镭学研究所
、

药物研究所等研究机构和广东杜

美医院
、

云南中法医院
、

中法比瑞文化协会
、

中国留法比瑞同学会等机关
。

2
.

补助故宫博物院
、

北京国立图书馆等事业
。

3
.

资助法国学者来华讲学
,

开设讲座
。

这些事业随着 1 9 3 9 年起庚款停付
,

大部分中断
,

但靠中法实业银行的拨款仍维持着
,

仅里昂中法学院
、

巴

黎中国学院及留学生之救济费用
,

一直到 1 9 4 8年
。

(四 )比利时
“

退还
”

的庚款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

北京大学教授王兼善倡议
“

联合同志促请各国退还庚子赔款
,

为我国兴办教育事

业之用
” 。

1 9 2 1年又由湖南
、

河北两省教育会发起全国学界联合
“

请愿友邦退款办学
”
签名运动

,

派萧谕赴比
、

法两国接洽
。

法国
“

退款
”
以后

,

中国政府与比利时政府也达成
“

退款
”

协议
,

应
“

退款
”
总数约 7 82 万美元闭

。

这

笔款项用于
:

1
,

中比学术交流
;

2
.

中国向比利时派留学生
,
1 92 9一 1 9 3 4 年共补助了 64 名留比学生 ;

3
.

中比间教育经费 ,

4
.

择已办之教育事业有成绩及年代久远者
,

给予一次之补助费 ;

(五 )意大利
“

退还
”

庚款

意大利所得原
“

赔款
”
总额约为 1 9 7 5 万美元

,

加入预算利息共约 4 3 5 7 万美元
。

1 9 2 5年 10 月中意两国政

府达成协议
:
通过华意银行向意政府一次付清约 1 7 5 9 万美元

,

中国政府则按月付给华意银行偿还垫款
,

待垫

款全部偿清后
,

中国政府将原按月付给华意银行之款
,

做为意大利的
“

退还
”

庚款川
。

(六 )荷兰
“
退还

”
庚款

1 9 2 5年 10 月荷兰驻华公使向外交部表示
“

荷政府愿将庚款余额全数退还
,

拨充筹划治理黄河水道之

用
”

。

但直到 1 9 3 3 年 4 月由两国政府互相照会
,

决定将荷兰 自 1 9 2 6 年 1 月 1 日起应得之庚款全部
“

交还
”

中

国
。

总数约 58
.

5 万美元
,

其中 “ %用于中国水利事业
,

35 %作文化用途
。

而 35 %中的 53 % 交给中国中央研究

院
,

约 1 4/ 用于该院事业补助费
,

余下的约 3/ 4 用于派遣中国学者或留学生去荷兰之经费 ; 47 %
“

赠
”

给荷兰历

顿大学之汉学研究院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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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者外旧
、

俄所获之庚款一直没有形成
“

退还
”

之基金
。

俄国所得庚款比重最大
,

共约 1
.

75 7 多亿美元
。

1 9 2 4 年中苏复交谈判的协定规定
:

苏联政府放弃俄国部

分之庚款
,

于该项赔款所担保之各种优先债务清偿后
,

完全充作提倡中国教育款项之用
,

并设立一个以全体一

致为原则的特别委员会
,

管理并分配上述款项
。

这实际上是有条件放弃
。

至 1 9 2 7 年北京政府与苏联绝交
,

上述

款项充做了教育经费
,

仍记在俄款项下川
。

日本原得
“

赔款
”

本金约合 2 5 1 8 万美元
,

加上预计利息约为 5 4 9 5 万美元
。

1 9 23 年 3 月日本国会通过
“

将

庚款余款及解决山东悬案所得之库券及赔偿金一并移充对华文化事业之用
。 ”
与其它国家庚款处理方法不同

,

日本并未
“

退还
” ,

而是按 日本的意图办理文化事业
,

实为明目张胆地文化侵略川
。

此外早在 1 9 1 5 年一些留美学生发起组织了中国科学社
, “

为维持事业之久远计
” ,

一开始便注意
“

永久基

金之募集
” 。

按社章之规定基金来源有二
,

一为永久社员交纳的社费 (三年内或一次交纳 100 元者 )
,

一为向社

外募集
。

1 9 1 8 年科学社迁回本国后
,

发起了 5 万元捐款运动
。

但到 1 9 27 年仅募集到 2
.

1 万元
。

同年
,

南京政

府拨给债票 40 万元
。

科学社的活动一直延续到 1 9 5 9年
,

最后捐献给人民政府
,

当时尚余资产 8
.

3 万余元
。

这项基金主要维持科学社的活动
,

包括
:

出版
,

建图书馆
,

办生物研究所
,

搞展览
,

科学名词审定
,

参加国际

科学会议等
,

其中有些项 目又依靠了中华文化教育基金的支持川
。

二
、

几个科学文化教育基金的性质

前述的一些科学文化教育基金的性质
,

大致可分为两大类
。

一类是中国科学社基金
,

这是由一批爱国的

知识分子自发地组织起来募集的基金
,

以实现科学救国之大计
。

但这毕竟是一批有识之士发展科学的义举
,

在科学史上留下值得回忆的一页
。

另一类是利用一些帝国主义国家
“

退还
”

庚子
“
赔款

”

建起来的基金
,

这些基

金就其本质而论是为帝国主义侵略政策服务的
。

庚子
“

赔款
”

本身就是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结果
。 “
赔款

”
总额超过 10 亿两关银

。

当时清政府全年财政收

入不足 9 0 0 0万两
,

可见如此 巨额之
“

索赔
” ,

将多么惨酷地压榨中国人民
。 “

赔款
”
总额折成美元为 7

.

42 亿美

元
,

按各国宣布
“

退还
”

时的应退数计算
,

应
“

退”
.

41 2 亿美元
,

应
“
退回

”

总额仅是赔款本息总额的 32
.

5 %
。

帝国主义列强
“

退款
”

的原因
,

表面上看是为了文教
、

慈善事业
,

实际上并非如此
。

1 9 0 6 年向美国国会提出
“

退还庚款
”

提案的是一个在中国有 40 年经历的美国商人兼传教士史密斯
,

他在 1 9 0 7年出版的《今 日的中国

与美国 》一书中对提案的目的做明确的说明
,

结论说
: “

为了扩张精神上的影响而花一些钱
,

即使从物质意义上

说
,

也能够比用别的方法收获得更多
。

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
,

是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的
。 ”
闭

办理
“

退款
”

时的一些附加条件仍带有明显的掠夺性质
。

英国规定用
“

庚款
”

采购兴办交通事业器材
“

当向

英国定购之
” ,

为此而设立由 6 人组成的
“
购料委员会

” ,

其中 4 人为英藉
。

比利时也规定用于
“

公共实业以及公

益工程
”
之款

,

购买器材时应向比国定购
。

意大利除有类似的条款外还规定
,

庚款工程施工期间
, “

中国政府当

延用中意工程师
,

各居半数
” 川

。

管理
“
退款

”

的基金机构
,

在组织上都受帝国主义列强的直接控制
。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成立时
,

由

北洋政府大总统任命了几位董事
,

其中有 5 人是美国人
,

这种比例一直延续到 1 9 4 8 年圈
。

管理中英庚款董事

会 (后改称
“

中英文教基金董事会 ,’) 规定董事 15 人
,

其中华藉 10 人
,

英藉 5 人
。

法国
“

退款
”

由
“

中法教育基金

委员会
”

管理
,

规定
“

委员会由中
、

法各派一代表团成立
,

两代表团各有一权
。

这样比美
、

英控制更严
。

比利时的

做法类似法国阁
。

由前述事实可见这些基金为帝国主义侵略政策服务的意图是有严密的组织保证的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以来
,

一直在探求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基金制
。

这特色又何在?通过

与历史上的一些科学基金 比较不难看出
,

最根本的特色就在于现在的科学基金制是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

服务的
。

因此要在如何更有效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的方向上下功夫
,

完善和健全现行的科学基金制
。

三
、

过去的几个科学文化教育基金的运行经验和历史作用

将 目前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过去的几个科学文化教育基金会进行比较
,

除了在性质上有原则

区别之外
,

在运行机制与作用上
,

也还有许多类似之处
。

这是值得研究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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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基金管理机构内
,

摒弃终身制
,

实行任期制
。

这是防止机构僵化
,

不断增加活力的组织措施之一
。

中华

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
,

以董事 15 人掌握
,

实行任期制
,

第一任董事会之任期
,

由董事会第三届年会时抽签决

定
。

决定
:

其中 3 人再连任 1年
,

3 人连任 2年
,
3 人 4 年

,

3 人 5 年
。

此后补上来的董事均任期 5 年
,

这样每年

都有 3人 (即 15/ 的董事 )离任
,

又有 3 人补上川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学科评审组成员的组成办法与

此极相似
。

每两年更替 13/
,

使队伍既保持了稳定
、

连续
,

也保证了更换的进行
,

使离任成为一种很自然的事
。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董事的更替办法也有参考价值
。 “

第一次由中国大总统委派
,

其后每遇缺出
,

由

本会选举补充
。

选出后应立即呈报中国政府
。 ’

心马

2
.

在使用资金的原则方面
,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规定以
“

此有限之资力
,

进谋最大最良之效果
” 川

,

为

了体现这一原则还做了如下具体规定
:

( l)
“

与其用以补助专凭未来计划请款之新设机关
,

毋宁用以补助办理

已有成绩及实效已著之现有机关
。 ’

,5[ 〕还规定
:

凡由于资助而
“

可以多得他方之援助者
” “

本会更应重视之
” sj[

。

又规定
“

对于某种机关加以补助时
,

除须有过去的成绩
,

及维持现状之能力外
,

以能自筹款之一部分为重要条

件
。 ’

心〕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自成立起一直提倡
“

花小钱办大事
” , “

要使有限的资金发挥最大的作用
” ,

使

资助发挥
“

催化剂
” 、 “

粘结剂
” 、 “

种子钱
”

的作用
,

这些做法可以说与本世纪初那些基金组织的原则办法不约而

同
。

3
. “

依靠专家
,

发扬民主
,

择优资助
,

公正合理
”

十六字方针是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行之有效的方

针
。

这类的精神与做法
,

在本世纪初的基金会中
,

也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来
。

首先是
“

依靠专家
” ,

例如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第一届董事会中就有著名的地质学家丁文江
、

翁文濒

为董事
。

还聘请翁文颧参加科学研究补助金及奖励金审查委员会
。

聘请李四光
、

竺可祯参加科学教育顾问委

员会
,

并成为地理学组成员
。

在分配款项原则中明文规定
: “
须先经干事长详慎审查

,

遇必要时
,

得征集专家意

见或请其襄助审查
。 ’
心〕

其次在
“

择优资助
”

方面
,

可以由申请与批准项 目的比例中看出竞争也相当激烈
。

例如 1 9 2 7 年申请项 目

1 0 8 项
,

批准 24 项
,

批准率仅 22
.

2% 6[]
,

1 9 3 5 年申请 1 56 项
,

批准 49 项
,

批准率仍不高
,

为 31
.

4% 川
。

此外
“

自

1 9 3 5 年度起
,

凡经审查委员会推荐之候选人
,

应检查身体
,

并取得证明
,

健康不及格者不得领受助金
。

4
.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从多种途径资助科学教育文化事业
,

曾资助 73 0 多人次在国内外进行科学研究2[]
,

通过研究培养起一批专家
,

会成为几十年内起作用的学术带头人
,

这一作用是难以估量的
。

中英文化基金 自

1 9 3 1 年起考送留英公费生 193 人川
,

其中有 26 人
,

即 13
.

5 %的人成了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

这显示出基金会

在培养优秀人才方面
,

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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