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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国家应强化对自然科学基金这种形式的支持
,

因为这种支持是开放的
、

竞争性的
、

公正的
;
并能体现国家科学发展的战略意图

。

要形成培养跨世纪科学人才的金字塔式竞争性高

强度资助体制
。

(4 ) 要避免过度
、

不实的宣传
,

多为培养跨世纪科学人才做实事
。

( 5) 对跨世纪科学人才的培养要重质量
,

不要太重数量
。

一个年轻科学工作者只有在学

术和事业上达到一定高度才能安居乐业
。

想保数量
、

搞平衡
,

则往往留不住人才
。

要采取高资

助
、

高待遇
、

高淘汰率的模式
。

( 6) 是否应在年轻科技人员中真正实行淘汰性的试用期制度
。

留校或留所 5至 7年后若没

有在同行中奠立学术地位就请另任他职
。

美国大学中实行这种高淘汰率的试用期制度
,

他们年

轻教师的业务成绩明显高于我国
。

我国高校年轻教师中应加大竞争
,

对优秀者应大幅度提高各

种待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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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术界
,

人们都很重视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

从某种意义上说
,

一个单位获得国家 自然

科学基金项 目的多少
,

反映了其学术水平的高低
。

因此
,

很多单位都十分重视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的申报和实施工作
,

并制定了多种多样的激励措施和办法
。

作为项 目负责人
,

能够得到两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
,

我感到很荣幸
。

承担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项 目的研究
,

不仅使我在基础理论方面开拓了新的研究方向
,

而且促进了我在应用

研究方面的一些进展
。

近年来
,

作为项 目负责人
,

我所从事的科研项 目包括润滑油载体净化再

生理论和技术
、

摩擦振动声学
、

新型节能超高水基仿油不燃液工作介质
、

液压泵污染磨损与

控制及流体动力润滑理论五个方面
。

除承担了两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外
,

还承担了 3项部

级研究项 目
,

7项技术转让项 目
,

取得了数百万元的科研经费
。

目前
,

已完成了 6个项 目并已通

过鉴定
,

达国际先进水平
,

发表了20 余篇论文和 1本专著
,

获得了中国科技之光成果金奖
、

银

奖
,

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三等奖和 1项 国家专利
,

所转让的技术和产品已被 5个厂家批量生产

本文为作者在 1 9 93年 4月 26 日召开的
“

青年是科技事业的未来
”
座谈会上的发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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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进入市场
,

受到了企业的欢迎
,

让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可观的经济效益
。

我们用所获得的
’

横向费用武装了 2个新实验室
,

为进一步开展基础研究创造了条件
,

实现了科研的良性循环
。

这点成绩的取得
,

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
、

老一辈科学家的培养及各方面的支持是分不

开的
。

回顾自己有限的学术道路
,

我的感受和体会
,

可归纳为两句话
,

即
“
顶天立地

,

综合超

越
” 。

作为一名中国青年学者
,

脊梁骨要硬
。

在精神上要有崇高的境界和充分的自信
。

不崇外
、

不

流俗
。

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
,

自觉地磨炼意志
,

树立良好的科学道德
、

工作作风和不曲的人格
。

只有这样
,

我们才能有所作为
,

不辜负党和人民的培养
,

肩负起未来的重托
。

所谓
“
顶天 ” ,

就是说我们年轻人在探索自然科学的过程中
,

应注重基础理论研究
,

开拓

新的领域
,

出新思想
、

出新发明
、

出高水平的理论研究成果
。

这就要求我们研究来源于 自然
、

探索自然
、

控制自然
,

将工程
、

产品等实际问题的共性给提炼出来
,

抓住主要矛盾和本质性

规律
,

使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
。

不仅要知其然
,

而且要知其所以然
。

众所周知
,

要想获得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
,

必须在基础理论方面有所创新
。

从某种意义上说
,

一方面
,

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是衡量我们创新高度的一个栏杆
。

栏杆越高
,

跳的越高
。

这正好迫使我们去创新
,

而

不是模仿
;
迫使我们去领先

,

而不是跟踪
。

另一方面
,

与很多一味追求商业价值的带有急功近

利性质的实用研究相反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为我们进行探索性研究提供了锻炼的条件
。

在从事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研究的过程中
,

我们的思维可以不受约束
,

可以大胆地试
、

大胆地闯
、

大

胆地冒
,

树立风险意识
,

增强心理素质
。

我们追求的是出成果
,

而不是十全十美
,

只要在关键

问题上有所创新
,

就可 以出成果
,

不必追求十全十美
。

我们青年人应跳出
“
面面俱到

、

无一突

破
”

的误 区
。

所谓
“

立地
” ,

就是说我们不仅要在理论上取得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

而且要将这些科研成

果推向市场
,

转化为生产勿
,

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

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应用研究
。

应用研究

为自然科学基金的研究成果提供了应用场合
,

并促进了基础理论研究的完善
。

应用研究不仅为

社会创造了财富
,

而且也改善了知识分子的经济状况
,

增强了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中竞争的

实力和 自信
。

顶天立地
,

按科研规律和经济规律办事
,

走完科研的全过程
,

使科研出效益
,

以科研养

科研
,

我认为
,

这是我们青年一代实现综合超越的必由之路
。

我们要正确处理理论研究与应用

研究
、

纵向课题与横向课题的关系
,

善于
“

迁 回
” ,

寻找创业的突破 口
,

摆脱为理论而理论
,

为高技术而高技术的恶性循环
,

走理论联系实际
、

理论指导实际
、

实用技术为基础理论研究

提供手段和条件
、

理论与应用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

打开新局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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