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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
·

面向 21 世纪的日本科技大纲

19 92 年 4 月 24 日
,

日本政府根据总理府所属科学技术会议 1 9 9 2 年 1 月 24 日的第 18 次

建议
,

确定了 日本面向 21 世纪的科技大纲
。

基本原则

为人类建设一个更加稳定和繁荣的 21 世纪
,

进一步促进科技与人类社会及环境的协调发

展是绝对必要的
,

了解并认识到 日本应该对国际社会和全人类做出贡献
,

政府致力于制定一

个积极的
、

综合的科技政策
,

其 目标是
:

1
.

人类与地球的协调共处 日本将致力于解决各种问题
,

如
:

全球环境问题
; 能源问题

;

食品问题
;
建立一个稳定的国际秩序和解决北

一
南问题

。

一

2
.

扩大智力储备 日本将积 累均衡的
、

高水平的
、

包括基础研究成果在内的科学财富
,

以

造福全人类
。

3 、

建立一个人民能够安居乐业的美好社会 日本将为全体国民创造一个更富裕
、

更高质

量的生活水准
,

同时妥善处理诸如老年人口急剧增长的社会问题
。

主要措施

1
.

协调科技与人类及社会的关系

( 1) 努力改进现存并已实际应用的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安全和适应性
,

从多方面评估新技

术对人类社会的影响
。

如果必要
,

努力用简单易懂的方式向公众宣传科技成果
。

( 2) 建立一种使人们能更容易了解科学和技术并能有效地应用它们的环境
,

通过增加学

习科学技术的机会以及对一些设施 (包括科学博物馆 ) 的改善
,

加强传播和推广工作
。

2
.

保护科技人才

( 1) 努力培养青年人对科学技术工作的感情和兴趣
。

如
:

在小学和 中等教育中
,

强调观

察和实验环节
。

提高科学技术工作的吸引力
,

改善科技人员的生活待遇和工作环境
。

( 2 ) 有系统
、

有组织地增强大学和学院的教育功能
,

以促进人才的培养
。

努力增加研究生院中修硕士课程的学生数 目
;
通过增加经济补助

,

使博士生课程充实并

有所增加
;
改进教育及研究机构

;
增加教育和研究经费

。

( 3)
`

改善环境
,

使妇女能较容易地从事科学技术活动
。

例如
:

消除机会及待遇方面的男

女不平等
,

在妇女分娩及哺乳期间调整适当的工作
。

改善环境
,

以使老年人能根据他们的能力继续工作
。

( 4 ) 努力增加大学和国家研究所的工作人员
,

调整人员的年龄结构
。

提高研究人员待遇

和增加研究设施
,

增强科学技术工作的吸引力
。

3
.

增强研究与发展的投入

国家的研究与发展能力
,

极大地依赖知识和技术的积 累及研究与发展的基础设施
,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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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与研究与发展的预算紧密相关
,

日本应继续保持它对研究与发展的投入
。

日本的研究与发展的投入整体达到 1 9 8 4 年总理府所属科学技术会议的第 n 次建议所提

出的预期指标
.

成为大大提高 日本科技水平的因素之一
。

另一方面
,

基础研究没有获得预期的进步
,

各种困难仍然存在
。

所以
,

政府将对本大纲

中所提出研究与发展措施给以优先考虑
,

以保证竞争的研究与发展的高比例投资结构转化为

均衡发展的投资结构
。

在改变投资结构的同时
,

继续努力改造研究机构和改善工作环境
,

支

持私人增加对研究与发展的投入
。

政府将根据财政状况
,

努力把对研究与发展的投入尽快地

翻一番
。

4
.

增加研究与发展的基础设施

( 1) 尽快地
、

系统地更新大学和国家研究所中明显过时与老化的设备仪器
,

添置进行前

沿和先进的研究工作所必须的设备
,

向工业界
、

学术界
、

政府部门以及海外的研究人员开放
,

促进联合使用
。

(2 ) 落实对仪器设备
、

原材料
、

标准材料
、

物资的研制
、

维护和供应
。

〔 3) 鼓励建立和使用数据库
,

加强对科技信息的提供和传播
。

5
.

活跃研究及促进创新

建立一个 自由和竞争的研究机制
。

这一机制能促进包括基础研究在内的研究工作
,

促进

研究人员创新
,

建立一个 良好的研究环境
,

以吸引世界各地的优秀研究人员
。

政府将在适当

评审的基础上给优秀研究人员以优厚待遇
。

( l) 通过促进工业界
、

学术界
、

政府部门及国外的研究机构间的交流
,

增进研究人员的

交流
,

增加不同领域研究人员间的对话机会
。

( 2) 运用竞争机制
,

增加研究基金的种类
,

促进国立研究所对这些基金的顺利分配
;
同

时增加一般研究基金的数量
,

作为研究活动的基础
。

促进来自私人企业的基金和物资的使用
。

( 3) 强化研究的辅助系统和减少行政工作
,

使研究人员能够把全部精力投入到研究与发

展工作中去
。

( 4) 促进对科研
、

科研管理及计划方面的优秀人才 (包括外国人 ) 的聘用
。

( 5) 集中科研的人力物力
,

建立多样化的高水平研究中心 (有优秀的学术带头人
、

最新

的研究信息
、

精 良的设备仪器和物质上的研究资助 )
。

6
.

加强国际性的科技活动

( l) 促进国际间的研究与发展的合作

运用 日本独创的科学思想
,

提出和领导研究与发展的国际合作
。

改善研究与发展的国际合作环境
。

( 2) 对每个
“

大科学
”

项 目 (指那些绝对需要国际合作
,

参与的研究和工程技术人员必

须来自不同学科领域
,

需要具有大型而复杂设备的项目 ) 进行评估
。

在研究人员与工程技术人员中讨论时
,

考虑 日本的研究潜力
,

以免因为这样的项 目而给

其他研究与发展造成压力
。

努力取得对
“

大科学
”

的国际共识
。

(3 ) 扩大与发展中国家的科技合作
。

这种合作应适合各国国情
,

并主要帮助他们培养人



30 4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1 9 9 3年

才
。

a
.

扩大对话的机会以发现发展中国家对合作的需要
。

认识情报交换对发展中国家和 日本的作用
。

b
.

扩大官方技术援助
,

加强合作的效果
。

如
:

接受人员培训
,

派遣专家
,

加强奖金援助

和联络
。

继续系统地扩大及加强与亚太地区在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上的合作
,

以提高其研究与发

展的能力
,

并解决各种科学技术问题
。

c
.

确保在研究合作与资金援助上的紧密联 系
,

以更有效地进行合作
。

d
.

扩大研究合作
,

根据需要向前苏联等国提供技术援助
,

帮助其改革和发展市场经济
。

e
.

促进对外国研究人员的聘用
,

使他们在 日本的生活更顺利
。

同时对他们进行 日语培训
,

增加聘用人员的薪金
,

建立国际化的
、

开放式的研究项 目
。

增加研究和管理人员赴外国的机会
。

f
.

加强科技信息在国际上的传播
。

.g 努力建立知识产权和其他有关科技领域的保护标准
,

以促进国际间的科学技术转移
。

7
.

促进地区的科技发展

( 1) 支持地方政府促进科技活动
.

诸如制定科技政策
,

增加科技对地区发展的促进作用
,

加强研究所
、

实验站与地区实体间的联络
。

( 2) 支持地区改善科学博物馆
、

培养青年人和其他活动
。

`

( 3) 建立地 区的基础和领先设施
。

发展科技信息网络
。

促进大学
、 一

国家及公立研究所间的各类研究交流
、

积极支持和帮助从 事地区科学技术工

作的研究人员
。

( 4) 让大学和国家研究所在地区的基础研究和其他研究与发展活动中起带头作用
。

促进结合地区特点或与当地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研究与发展活动
。

根据需要
,

利用大学

和国家研究所的协调功能与地区实体合作
。

基础研究和重大研究与发展领域

1
.

加强基础研究

政府将加强基础研究
,

旨在发现新现象
,

建立解释这些现象的创新理论
,

并预 见未知现

象
。

因为它扩展 了人类知识的前沿
,

形成了创造 自然界新观点的基础
,

给人们以希望
,

为下

一代人的科学与技术研究提出新的思想和指导方针
。

2
.

加强对重大研究与发展领域的支持

政府将通过适当评审
,

积极有效地支持下列重大研究与发展领域
,

同时制定或审查研究

与发展的基本政策
。

( l) 基础和前沿科学技术

材料科学技术
;
信息

、

电子科学技术
; 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

;
软科学技术

;
高级基础科

学和技术
; 空间科学技术

; 海洋科学技术
; 地球科学技术

。

( 2) 科学技术与人类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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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 自然环境 (包括全球环境 );发展和利用能源
;

资源的发展和再循环
;

食品的持续生

( 3)科技丰富生活和社会

保护和改善健康状况
;改善居住环境

;改善社会经济基础
;加强对灾害的预防和安全措

(国际合作局 白鸽 王逸 编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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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俄罗斯基础研究基金会

高级代表团访华获得圆满成功

应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主任张存浩教授邀请
,

以白俄罗斯基础研究基金会主席罗曼

教授 为首的科技代表团一行 4 人于 1 9 9 3年 9 月 16 日至 23 日来华进行了学术访问
。

1 9 9 3 年 9 月 17 日
,

张存浩主任会见并宴请了白俄罗斯代表团
,

我委副主任梁栋材教授
、

金国藩教授等参加了会见
。

双方就两国基金会在科学技术领域的进一步合作进行了亲切友好

的讨论
。

访华期间
,

白俄 罗斯基础研究基金会与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签署了 1 9 9 4 年
一

19 9 6 年度两国在优先科学领域合作的议定书
。

罗曼教授邀请张存浩教授率团访问白俄罗

斯
,

张主任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

并表示希望在适当的时候前往访问
。

1 9 9 3 年 9 月 21 日
,

国家科委副主任惠永正会见了代表团
,

惠主任首先对白俄罗斯基金会

代表 团此次访华表示热烈欢迎
,

向客人介绍了我国科学家走出高等院校
、

研究所组建经济实

体 (高科技公司 ) 的一些成功经验
,

并表示愿与白俄罗斯朋友分享这些成功的经验
,

愿意为

白俄罗斯人民做出 自己的贡献
口

并希望更多的白俄罗斯科学家访问中国
,

进行合作研究
,

这

样双方都会受益
。

代表团团长罗曼教授表示希望国家科委在两国合作方面给予更大的支持
。

代表团在京期间还参观访问了清华大学
、

北京农业大学
、

北京科技大学
、

中国科学院感

光化学研究所等科研单位
。

代表团表示愿意在小麦遗传和育种方面与北京农业大学进行合作

开发研究
。

访问期间
,

代表团会了见中国许多学者
,

并参观了北京的一些名胜古迹
。

客人们一致认为这次访华很成功
,

不仅与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签署了 1 9 9 4 年一 1 9 9 6

年度双方在优先科学领域合作的议定书
,

通过参观访问还了解到 中国具有很强的科技实力和

很好的科技政策
,

学到 了一些成功的经验
; 这些为两国今后的进一步合作奠定了基础

。

访问

期间
,

客人盛赞中国各民族人民的团结
,

中国人民的勤劳
、

热情
、

智慧
,

中国古代优秀文化
。

中国的政策顺应民意
,

经济繁荣
,

商品齐全
,

市场丰富等都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
。

白俄罗斯代表团访华获得圆满成功
。

这必将为中白两国的科技合作的科研发展起到积极

的促进作用
。

( 国际合作局 供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