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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五
”

期间数理学部主任基金项目概况

姚孟漩 李西 云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数理科学部)

【编者按】1 9 87 年
“

学部主任基金
”

设立以来
,

确实发挥了
“

取长补短
” 、 “

拾遗补缺
”

作用
。

本

文作者结合自己管理
“
学部主任基金

”

的亲身经验
,

总结并概述了数理科学部
“

七五
”

期间
“
学

部主任基金
”

的几项用途和做法
,

并就
“
学部主任基金

”

的作用
、

意义发表了很好的见解
。

但是随

着新时期
、

新形势的变化
,

随着国家对科学基金投入的不断增加
,

如何用好
“

学部主任基金
”

也

越来越应引起我们的注意
。

我们发表这篇文章
,

旨在引起各有关方面的深入思考
,

以最大效益发挥
“
学部主任基金

”

的作用
,

不断发展和完善科学基金制
。

1 9 8 7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开始设立学部主任基金
,

其总额不大
,

年经费不超 出当

年基金总数的 3 %
。

学部主任基金的用途是
: 1

.

资助两个年度评审会议之间出现的特别优秀而

且紧迫的课题
; 2

.

对将要取得重大进展而又急需经费的在研项 目追加资助
; 3

.

学部为发展

科学基金事业提出的项 目
。

学部主任基金项 目的评审与管理
,

除勿须等待下年度评审会议审议

外
,

其他与自由申请项 目类似
,

特别是资助项目的立项同样要经过同行评议
,

同样要贯彻依

靠专家
、

择优支持的原则
。

“

七五
”

期间
,

数理学部主任基金总额为 1 36
.

45 万元
,

支持了 1 01 个项 目
,

解决了许多其

他基金渠道不能及时解决或不能解决的问题
。

从实践中出现的具体情况看
,

数理学部运用这一基金支持了四种不同类型的项目
:

1
.

学部主任基金立项项 目
。

这种项 目的立项
、

执行
、

结题等
,

全过程都在学部主任基金

渠道内进行
。

2
.

过渡项 目
。

这种项 目不在学部主任基金内立项
,

只是从其中给以少量经费过渡一年
,

待

下年再到 自由或青年基金中去申请
。

3
.

追加项 目
。

其前提是科学基金在研项 目将要取得重大进展而又急需经费
。

4
.

委托项 目
。

它们大都是从发展科学基金事业的需要提出的某个间题
,

如战略研究
、

专

题调查等
,

由学部用主任基金委托给适当的部门或专家去解决
。

这四种项 目的项数和占用学部主任基金的比例见表 1
。

所列数据中前三种均为申请者申请立项的科研项 目
,

占主任基金总额的 83 %
。

下面对四种项 目分别加以介绍
。

1
.

立项项目

支持的对象并非都是两个年度评审会之间出现的项 目
。

由于主任基金能够灵活反应
,

解决

的问题是多种多样的
,

现举若干实例说明它的作用
:

本文于 1 9 9 2年 1 2月 15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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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项项 目 类 型型 项 数数 金额 (万元 ))) 占用 比例例

立立项项目目 2 4445 2
.

3 555 48 %%%

过过渡项 目目 333 1 14
.

999 1 1 %%%

追追加项 目目 666 4 46
.

1113 4 %%%

委委托项目目 888 2 1333 1 7 %%%

合合 计计 10 1113 16
.

4555 10 0写写

(1) 支持非共识项 目
,

例如余增亮研究员负责的
“

离子注人水稻诱变育种
” 、

陈难先教

授负责的
“

应用物理 中几类逆问题的研究
” 。

余增亮的
“

离子注入水稻诱变育种
”

项目在同行评议时意见分歧
,

评审会上又未通过
,

未

能得到 自由申请基金资助
。

但是根据他的申诉作进一步调查后
,

学部决定以主任基金支持
。

这

使得他能在相当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了试验研究并做出了肯定的结果
,

由此导致进入基金重点

项 目又取得了国际先进水平并且经济效益突出的成果
,

从而引起国家的重视列为
“

八五
”

攻

关项 目
。

陈难先的
“
应用物理中几类逆问题的研究

”

项 目申请自由申请基金时
,

也因评审中未能

取得共识而没有通过
。

本人提出了申诉
,

经深入了解
,

决定以学部主任基金资助
。

由于他的工

作出色
,

尔后又获得了 自由申请项目的资助
。

陈难先教授的论文在 尸勿
5

.

R ve
.

L ett 发表后
,

引

起了一系列强烈的反响
,

如
:

英国 N at
“ er 上刊登 了整版评论和祝贺文章

,

认为是数论应用上

创新性的工作
,

而且称赞其巧妙如同
“

从帽子中变出兔子
”
一样

;
美国 尸勺

s i ca z R ve ie w 以

“

陈氏反演定理
”

为题发表了专文
;
欧洲 尸勺弃c , L et et sr A 专文称之为

“

陈一莫比乌氏定理
” ;

国际天体物理杂志 A尸 J 报道
:

运用
“

陈氏定理
”

导出了星际尘埃温度分布的工作
。

等等
。

( 2) 支持屡遭挫折但确有创意的项 目
,

例如
“

含有共扼三键的共聚物的光感应吸收和光

导
” 。

申请人湖南大学彭景翠教授连续 4年都因评审通不过未获自由申请项 目资助
。

他向学部写

了申诉材料
,

经调研认为应该用学部主任基金助他一试
,

结果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绩
。

该项 目完成后由 9位专家对其成果作了评价
,

兹摘其部分书面评语以资佐证
: 1

. “
运用两

粒子格林函数法
,

从理论上严格地处理 了含共扼三键共聚物 (聚丁二炔 ) 的光吸收
,

这对量

子场记的应用发展是一大贡献
” ; 2

.
“

分析了含共扼三键共聚物 (聚丁二炔 ) 的激光诱导光吸

收的微观机制
,

指出这是由于三重态激子激发的结果
,

并发展 了一套理论描述方法
” ; 3

. “

在

理论上有创造
,

是一项重要成果
,

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
,

在国际达到先进水平
。

为聚丁二炔有

希望制成有机非线性光学材料奠定了理论基础
,

应用前景广泛
” 。

( 3 ) 快速支持回国优秀人才
,

例如四川大学李安民
、

北京大学文兰
。

他们是青年数学家
,

回国时正值两个年度评审会之间
。

他们的基金 申请书获得 同行高度评价
,

学部按主任基金程序

办理
,

使他们的项 目很快得到了立项资助
。

李安民的项 目
“
整体微分几何

”
写出了一部被陈省身先生誉为

“

重要贡献
”

的专著 《仿

射微分几何 》 ; 还彻底解决了双 曲型仿射球的 C al ab i 猜测
,

从而最后完成了完备仿射球的分

类
。

这些工作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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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兰的项 目
“

动力系统
”
取得了 C

’

封闭引理的证明及推广到不一定可逆系统的成果
,

达

到国际先进水平
。

( 4) 支持
“

第三世界天文研究中心
”

启动
。

1 9 8 6年我国天文学会理事长王缓棺先生同国

际天文学会主席 S ha ad
e
商妥在中国设立第三世界天文研究中心

,

宗旨是促进第三世界天文学

科发展
。

他们的想法是每年由中心邀请 1一 2名国际著名天文学家到中国来讲学和合作研究
,

由

3一 5名中国天文学家和他配合
,

共同带领 7一 8名中国天文工作者和 5名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中

青年天文工作者
,

每期选一个前沿领域既讲学又研究
,

通过这种方式推动天文学新领域研究

工作的开展和培养人才
。

所邀专家来中国的国际旅费由国际天文学会提供
。

但由于在中国的费用及 中心的活动经

费不落实
,

以致很久未能开展活动
。

学部以主任基金支持了他们开办第一期活动
,

使得天文界的这一创举得以起步
。

第一期在

新兴的红外天文学领域开展了讲学和合作研究并取得一批成果
。

( 5) 抢救年迈学者的研究成果
。 “

中国数学源流及成就
”
这一项 目是中国科学史研究所

严敦杰先生多年倾注心血的研究课题
。

他的心得很多
,

手稿甚丰
,

但因年迈多病
,

难以竣事
,

急需组织力量帮他完成
。

此事引起了有关学者的关切
,

如吴文俊先生来信说
: “
严先生是我毕

生最崇敬的学者之一… … 在国内外都享有盛誉
,

遗憾的是疾病缠身
,

已无法将其平日心得整

理成书
。 ”

学部主任基金的支持使他们成立了相当强的研究组承担这一项 目
。

严先生去世后研究组

继续工作
,

不仅整理好了严先生的遗稿而且深入研究编写
。

本项 目将产生一部很有特色的专著

《中国数学史 》
。

2
.

过渡项 目

过渡项 目大都来自面上
,

它们经过同行评议和评审会审议认为应该支持
,

只是 由于批准

项数限额 (委里控制单项经费强度不致太低的一种指标 ) 的制约未能获得面上项 目资助
。

学部

以少量主任基金维持他们一年
,

防止
“

断炊散伙
” 。 “

七五
”

期间一共安排了 13 项
,

1 4
.

9万元
,

平均每项 1
.

1万多元
。

他们借助于这点
“

雪里炭
” ,

都于次年竞争到了面上项 目
。

这种做法不失为一种保护措施
,

但需要保护的远不止这 13 项
,

苦于财力有限
,

只能望
“
项

”

兴叹
。

3
.

追加项 目

追加资助的项 目共 46 项
,

46
.

1万元
,

平均约 1万元 1项
,

相当有限
。

其作用是和原资助经费

一起使项 目能取得比较好的结果
。

例如北京大学王大钧教授负责的
“

中国古代文物和工程技术中的力学原理
”

项 目
,

原资

助其 自由申请基金 2万元
,

后追加 5 0 0 0元
,

使他比较园满地做完了
“

半坡尖底陶瓶
” , “

中国古

代乐钟
、

龙洗
”

等古文物的力学研究
,

发表了 3篇论文并研制成相应的软件
。

4
.

委托项 目

这一类中占用经费较多的是学科发展战略研究项 目
。

其中
,

已完成研究报告并 已成书公开

发行的有 《原子分子物理学 》
、

《核技术 》
,

研究报告已定稿的有数学
,

在酝酿进行中的有等离

子体物理学
、

力学
、

天文学等
。

学科发展战略研究工作难度大
、

分量重
、

要求高
,

都是 由专家组成的战略研究组承担
。

当



2 2 2中 国 科 学 基 金 9 9 13年

战略研究报告提出后
,

还要邀请另一批专家评审
,

评审通过才算完成使命
。

例如原子分子物理学的发展战略
,

系由叶朝辉教授
、

王忠烈教授为首的 14 位专家经过两

年多的努力提交了研究报告
,

然后由彭桓武先生
、

于敏先生为首的 10 位专家评审通过
。

该项目

完成后提供了 6万多字的科学性强
、

权威性高的研究报告和 2万多字的相关资料
,

对发展原子

分子物理学科有较大指导意义
。

委托项 目中还有许多小型的专题
,

如委托 《力学文摘 》 编辑部建立力学论文 目录及专家

库
,

委托 《物理文摘 》 编辑部在其刊物上标注基金资助项 目发表的文章
、

统计相关数据等等
。

从以上情况看
,

学部主任基金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

但说到底
,

它是辅助性的
,

对科学基金

的主流 ( 自由申请基金等 ) 而言
,

它的作用是
“

拾遗补缺
” ,

不能没有
,

也不宜过多
,

多了会

喧宾夺主
。

关键是要用好它
。

用好它须注意两个要点
:

1
.

要取长补短
“

长
”
在哪里 ?长在灵活简便

,

长在
“
后处理

” 。

后处理指评审高潮之后才会处理这类问题
,

因而可以从容调查
,

充分了解
,

有利于正确决断
。

“

短
”

是什么 ?短是面上项目的周期长
、

范围限制太死
、

不可能逐项调查而难免有误判
。

发挥灵活简便的长处就能抓住时机
,

弥补面上项 目的时间差
,

如前述支持李安民
、

文兰

那样
;
发挥灵活简便的长处还能弥补范围过死的不足

,

如支持第三世界天文中心那样
;
发挥

后妊理的长处就能弥补误判
,

如正确对待申诉的那些项 目
。

但长处不是天然可以发挥的
,

它与人的观念
、

责任感及群体的效率密切相关
。

2
.

要加强监督

同行评议除了提供择优支持的学术依据外
,

还有一定的监督作用
,

但这还不够
。

多年来我

们实行了一种具有监督作用的做法
:

不论学部主任还是学科主任接手的问题
,

凡涉及项 目资

助或追加经费都要提到学部办公会 (学部及各学科负责人参加 ) 上报告
,

并面对大家的质询

答辩
,

答辩通不过的不批准
。

一言以蔽之
:

坚持科学决策
、

择优支持
、

公正合理的科学基金共性
,

发挥拾遗补缺
、

取

长补短的学部主任基金特性
,

是其要旨
。

A N O U T L I N E O F T H E F U N D I N G O F T H E D E P A R T M E N T

O F M A T H E M A T I C A L A N D P H Y S I C A L S C I E N C E S D U R I N G

T H E S E V E N T H F I V E
一

Y E A R P L A N

Y a o M e n g x u a n L i X i y u n

D 已户t
.

of M
a t h o

a t i c a l a n d P hy
s : c a l S

e i e , c e s ,

N S F C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