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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发展和学科主任的作用

胡汉杰 朱光美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化学科学部)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各学科主任处于科学基金管理的一线岗位
,

对本学科各类申请

项 目的受理
、

评审和立项项 目的管理工作进行着具体的实施
,

因此从管理工作的角度
,

对本

学科的发展 负有更直接的责任
。

工作中
,

由于学科主任责任心或专业水平或管理能力的差别
,

可以产生完全不同的效果
。

他既可以敏锐的观察促使处于萌芽中的学术苗头尽快成长
,

而变

成重大科研成果
,

也可因工作的疏忽
、

知识的贪乏
,

而使其 自生自灭
; 既可以出色的工作促

使学科更快地发展并推动新领域的产生
,

也可因水平所限
,

无意中对学科发展起到某种抑制

作用
,

阻滞学科发展
。

因此培养和造就一批称职的学科主任
,

发挥好学科主任岗位的作用
,

应

是基金管理工作中需要探讨的课题之一
。

本文拟就此谈几点浅见
。

1
.

学科主任应树立全心全意为科学家服务的思想

学科主任应有为科学献身的精神
,

全心全意为科研人员服务
,

为广大科研人员创造条件
,

支持他们在科研第一线努力拼搏
,

为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
。

科学基金管理工作要求

学科主任拓宽知识面
,

扩大与科研人员接触的范围
,

争取使更大范围学术界的科研人员
“

承

认
”

你是他们的朋友
,

愿意就学术问题
、

工作间题乃至思想情况和我们交流
。

这样
,

学科主

任才能立足于专家之中
,

从各种渠道
,

源源不断地得到所需的各种信息
。

这是做好学科主任

工作的群众基础
。

2
.

努力做好调查研究
,

掌握学科发展动态

学科主任应积极做好调查研究
,

利用来信
、

来访
、

走访调研
、

学术会议等各种形式
,

虚

心向广大科研人员学习
,

主动了解本学科的科研现状
、

发展动态
、

学术新思路
、

新苗头乃至

主要科研人员的工作情况等信息
。

在调研中
,

应做到
“

多听
” 、 “

多问
” 、 “

多思
” 。 “

多听
” ,

即

无论别人讲什么
,

都要认真听
、

耐心听
,

以有利于得到更多信息
,

也使人感到
“

平易近人
” 。

“
多问

” ,

即遇到不懂的专业问题
,

不了解的学术领域
,

要虚心学习
,

以拓宽我们的知识面
; 而

对一些不同看法的学术问题
,

应主动以
“

问
”

的形式和专家展开讨论
。

这既有利于我们增长

新知识
,

也有利于增进专家和我们交谈的兴趣
,

增加谈话的深度
,

从而可 了解到深层次的学

术问题
。 “

多思
” ,

即对听来的情况要加以分析
、

消化
、

判断
,

力求对搜集到的材料做到去粗

取精
、

去伪存真
,

以得出正确的判断
;
同时努力从中发现新苗头

、

新学术思想及学科发展中

新问题
。

这是做好工作的业务基础
。

3
.

认真做好基金项 目评审工作

科学基金制管理系统的核心是在评选项 目时做到公正
、

择优
。

为此
,

基金会建立了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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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完善着 )一套科学的基金评审程序
,

这就是
“

受理一同行评议一综合评议意见一专家评

审一委务会审批
”

等程序及一系列相应配套的规定
。

学科主任是这套评审程序的具体实施者
,

应全力以赴执行好这套程序并不断提出改进意见
。

要认真选好选准同行评议人
,

严格执行回

避制度
,

原则上不接受申请者推荐同行评议人制度等
。

工作中廉洁奉公
、

不彻私情
、

摈弃部

门观念
,

以对国家科学事业的高度责任感
,

满腔热情地为推动学科发展而努力工作
。

有时会遇到这样情况
,

即有些申请项 目实际科学意义不很突出
,

但申请者善于表达
,

人

为地 为申请书增色很多
;
相反

,

有些申请项 目虽有很重要的意义
,

但或因工作刚有苗头
,

尚

不完善
,

或因申请者文才 (或口才 ) 略逊
`

而显得申请材料疑点很多
,

因而同行评议评价不

高
。

这就要求学科主任不为某些表面现象或令人同情的词句所迷惑
,

在学术上能做出公正
、

准

确的判断
。

虽然这是一个较高的要求
,

但必须为此而百倍努力
,

不断提高业务水平
。

在评审工作中
,

学科主任要认真做好组织工作
,

充分发挥专家在评审工作 中的参谋
、

决

策作用
,

更好地使专家的智慧和管理人员的工作结合起来
。

众所周知
,

评议
、

评审专家虽均

是某一领域有很深学术造诣的
,

但不可能要求所有专家都了解学科发展的全貌
,

也不可能苛

求每位专家在处理五花八门的交叉学科项 目时完全内行
。

因此
,

学科主任应注意发挥每个专

家 在不同学科
“

点
”

上的优势
,

以发挥专家集体智慧的方式
,

弥补专家个人在整个
“
学科

面
”

上的不足
。

为此
,

我们在
“

综合评议意见
”

时
,

应认真考虑专家们从各种不同角度所提

意见的实质
,

从学科管理者 角度对这些意见认真分析
,

做出正确的判断
,

尽可能准确地提出

择优资助的方案
。

原封不动地依据
“

同行评议
”

赞成票的多少提出资助方案的做法
,

实际上

并不一定真正发挥了专家的参谋作用
。

在
“

专家评审会议
”

上
,

学科主任应在本着尊重专家

意 见的同时
,

尽可能地详细地提供每个申请项 目的背景情况
,

供专家们参考
,

并以管理者身

份
,

参加讨论
。

对专家们不太熟悉的一些新兴领域或交叉学科课题
,

学科主任应组织专家认

真讨论
、

分析
,

本着支持创新
,

促进科学发展的精神
,

以集体的智慧得出公正负责的判断
。

评审工作中
,

学科主任还应依靠专家
,

掌握好学科政策
,

从管理角度就有关学科发展政

策谈出观点
,

参加讨论
,

求得专家们的共识
。

要在专家们的支持下注意优先考虑有创新学术

思想
、

潜在着形成重大成果的可能性的项 目
; 也要注意体现学科内部各分支领域的平衡发展

,

扶植薄弱领域
,

开创新学科领域等方面 的政策
。

4
.

做好项 目管理
,

努力促进学科发展

在基金项 目管理方面
,

学科主任主要职责应是在管理中推动学科的发展
。

这方面我们作

了以下尝试
。

( 1) 抓基金科研队伍的组织
。

基金项目大多是零散的小项 目
,

散布于全国不同的
“

条
” 、

“

块
”

体系中
,

仅以
“

单线
”

关系和各学科主任发生着联系
。

这不利于从事基金项 目的科研人

员彼此间的交流
、

启发和合作
,

也不利于更有效地开展项 目管理工作
。

有时
,

还常发生项 目

研究内容重复
,

在争取项 目立项时
,

彼此在原有领域互相竞争的现象
。

为此
,

我们采取 了把

基金项目组织起来管理的措施
。

具体做法是
,

以重大 (或重点 ) 项 目为核心
,

团结面上同专

业领域的基金项 目
,

形成一支以重大 (重点 ) 项目负责人为学术带头人的基金队伍
。

管理上
,

以对重大 (重点 ) 项目的检查为中心
,

邀请从事本领域的面上基金项 目及其他科研人员参加
,

召开中
、

小型学术会议
,

由各课题组汇报工作
,

从而既进行了学术交流又接受了工作检查
,

并

为同类课题的工作协调
、

彼此 合作创造了条件
,

一些工作还可及时组织落实
。

我们采用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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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办法
.

组织了高分子合成
、

高分子物理及部分领域的功能高分子队伍
。

对因经费所限
,

暂

时没有 设 立重大或重点项 日的研究领域
.

我们和化学学会联合
,

以
“

学会专业组
”
形式

,

选

出学术带头 / 、
.

出面组织本学科领域的学术交流
、

业务协调等工作
。

用这种方式
,

我们和材

料 与工程学部共同组织 了以基金项 日为骨干的液晶高分子队伍
。

这样的基金管理
,

可以做到

以 秉
l

氛带动 一 个面
.

使整 个学术领域在基金的作用下
,

有效地
、

协调地
、

活跃地得到发展
;
可

以使学科主仟很容易掌握某领域的学术动态
;
可以更密切我们和高层次专家的联系

,

充分发

挥 专家对基金工作的 支持
。

( 2 ) 支持学术会议
,

创造活跃的学术环境
。

活跃的学术环境是发展基础研究的必要前题
。

刊
1

学发达国家的基础研究发展很快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重视学术交流
。

他们经常组织各种学术

活动并吸引许多本 专业以外的科研人员参加
.

学术上互相启发
、

互相渗透
,

因此新的学科成

长很快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作为我国基础研究的一个管理机构
,

应该重视这一工作
。

鉴

于日前基 金财 力有限
,

无力充分顾及这一工作的现实情况
,

可在学科主任本职工作范围以 内
,

采取适 当方式
.

对学术交流予以适当的支持
。

具体做法是
,

将基金项 目检查
、

学科调研和相

应的学 术会议结合起来
。

对于拟召开的学术会议
,

积极地参与组织
、

筹备
;
或请会议组织者

协助
,

对基金项 目的工作水平
、

标注情况进行检查
;
或请其利用会议总结之机

,

就国内本学

科的发展情况
、

优秀人才
、

优秀工 作等情况提供文字材料
。

这样
,

仅用少量财力
,

促进了基

础研究的学术交流
,

调动了学术界的力量在学术活动中对基金项目进行
“

动态管理
” 。

实践证

明
、

这是一个有利学科发展
,

有利基金管理的好形式
。

(3 ) 对个别项 目
,

有 目的地重点管理
。

对某些潜在着重大成果的个别项目有 目的 廿特殊

照顾
”

.

重点管理
,

以促其尽快做出成果
。

具体管理方式包括
:

及时了解工作中的困难及进展

情况并尽力协助解决
; 根据具体情况

,

从管理者角度对项 目的进展
、

研究方向提出建议
;
根

据具体情况为项 目组牵线搭桥建立合作关系等
。

例如
,

我们发现某项 目在执行情况报告 中谈

到
“

合成 了一些新高分子化合物
.

这些化合物初步表明具有耐高温
、

耐辐射
、

铁磁性等特性
。

准备下一步深入研究这些特性
,

争取开发出新的耐高温耐辐射新材料
” 。

觉得项 目组下步工作

方向不很清楚
,

没有抓准主攻方向
。

我们及时建议项 目组
“

今后专注于高分子的磁性研究
,

暂

且不必在耐 高温耐辐射方面开展工作
” 。

项 目负责人高兴地接受了我们的建议
。

一
、

二年后
,

在探索铁磁性高分子材料方
一

面
,

很快做出了具有国际水平的工作
。

这说明学科主任在一般性

的管理工作中
,

对重要项 目给予特别管理
,

是有助于促进基金项 目的完成
、

尽快产出成果
、

推

动学科发展的
。

(4 ) 注意传播信息
.

推动学科发展
。

学科主任把从专家中汇集起来的智慧反馈于科研人

员
,

有助于科研人员活跃思路和正确选题
。

我们可以通过个别交谈等方式
,

谈出自己对学科

发展的看法
,

以沟通信息
、

活跃学术气氛
。

同时
,

通过信息交流也可帮助提高认识
,

有利于

学科管理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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