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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学科发展战略研究对重大
、

重点

项目立项指导作用的探索

王玉堂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信息科学部
,

北京 1 0 0 0 8 3)

1 引言

科学研究的立项 问题
,

特别是基础研究项 目的立项审查问题是一个十分重要而又尚未得

到很好解决的问题
。

科研工作者中流传的一句俗话称
: “

选题是成功的一半
” ,

可见选题的重要

性
。

若选题不当会造成人力
、

物力及时间的巨大浪费
。

因此
,

立项审查间题受到 国内外学者及

管理部门的极大关注
。

科学基金制采用
“

同行评议
”

的方法将竟争机制引入立项管理
,

鼓励具有

创新思想的科技工作者
,

较大程度地发挥了科研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

构思新的项 目并提

出申请
、

推动学科前沿分支的发展
,

从而促进基础学科的科学研究不断前进
。

这种作法已经得

到了国内外科技界的普遍承认和肯定
,

成为一种评议立项不可替代的有效方法
。

但是
,

几年来

管理基金项 目的实践也告诉我们
: “
同行评议

”

也是有局限性的
。

这种方法对那些 由申请者本人

或研究集体构思的项 目比较合适
,

而这些项目是申请者各自分别提出来的
,

彼此并无太多的相

关性
。

因而对于那些促进学科发展作用更大
、

层次更高的重点
、

重大项 目
,

对其研究内容的取

舍
、

预期 目标的限定及经费的安排仅靠 自发的申请和
“

同行评议
”

就不行了
。

这些项目由于属于

具有创新思想的前沿课题
,

具有很强的探索性和时间性
,

并且在相对集中的较短时间内在经费

上有较大强度的投资
,

对学科的发展将产生较大影响
。

因此在决策上要求万无一失
。

这样
,

从

项 目来源
、

评议及立项都应与自由申请项 目有较大区别及更高要求
。

它们应该在调查研究的基

础上
,

发挥科学家及管理人员的集体智慧
、

科学决策来产生
,

而不应仅根据某些科学工作者的

建议来确定
。

在
“

八五
”
立项期 间

,

我们有意识地将分散征求专家意见的作法改为与学科发展战

略研究相结合来进行
。

实践证明这是十分有效的途径
。

得到了很好的结果
。

2 坚持以学科发展战略来指导立项工作

,’ / 又五
”

期间信息科学部的重点
、

重大项 目的立项工作基本上是以学科发展战略的研究结

果来指导完成的
。

这一认识的取得是由信息科学的发展特点决定的
。

其特点可归纳成 以下几

点
:

首先
,

信息学科是当代高技术发展的
“

热点
” ,

受到各国的重视
。

由于它与国民经济的发展紧

密相关
,

可以有力地促进国民经济的繁荣
,

因此成为国家继交通
、

能源
、

材料之后的第四个支柱

产业
。

第二
,

信息科学不仅包括多个学科的前沿领域
,

而且市场对信息技术需求迫切
。

在信息

领域中的研究项 目都具有转化为产品的巨大潜力
。

因此
,

信息科学的规划必须兼顾推动当前学

科的发展和未来目标的实现
。

重点项 目应包括学科发展的前沿课题及对国家信息技术产生重

要影响的项 目
。

第三
,

在当今信息化的时代里
,

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无一不与信息的获取
、

重组
、

传输有着密切的关系
。

发达的信息产业对信息技术提出需求
,

先进的信息技术反之对产业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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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
,

二者对信息社会的发展给予推动
。

因此
,

在一定程度上信息科学的进步代表和反映着社

会的进步
。

其发展变化十分迅速
,

新产品新技术替代周期越来越短
。

认识这个快节凑的变化规

律对宏观决策是非常重要的
。

基于以上几点分析
,

信息科学部在各学科发展战略研究调查的基础上
,

分二批安排了重

点
、

重大项 目
,

筛选出的第一批项 目清单于 1 9 9 1 年度的重点项目指南上公布
。

包括了各学科拟

立项的主要部分
。

这些领域
,

仅少数的在内容上作了调整后便顺利立项
。

随着时间推移
,

各学

科落实的新项 目在第二批作了补充
。

这样安排在内容上布局合理
,

经费分配前后适当
。

下面以

光学
、

光电子学学科为例说明我们的作法
。

3 学科发展战略研究指导立项的探索

在开展光学
、

光电子学学科发展战略研究之前
,

从学科管理的需要希望有一个科学的依据

来指导学科的发展
,

因此
,

在安排上其指导思想非常明确
,

希望这个研究结果不仅可以在相当

长的一段时间内指导学科的发展方向
,

而且能够指导立项
,

特别是重点
、

重大项 目的立项
。

有了

这一认识
,

在进行调查时
,

特别向专家征求了重点
、

重大项 目的建议并且与战略研究同步进行
,

在内容上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

具体采用
“

分三步走
”

的方针
:

( l) 广泛宣传并征集有关建议
。

这一步既要注意到面
,

又要注意到点
。

在面上征求意见的

同时
,

要有目的的对国内有影响的科学家主动征求意见
。

我们发函 60 份
。

( 2 )对收到的建议进行整理
、

相近的内容进行合并
、

集中及筛选
。

在这一过程中
,

我们请了

著名光学专家王之江教授参加并把关
。

这一步对立项是十分重要的
。

收到的 56 份建议归纳合

并成 39 项
,

打印后再寄给专家请提出是否同意立项的具体理 由
,

最后筛选出同意立项意见比

较集中的 10 个项 目
。

( 3) 根据专家对 10 个项目的打分结果对项目进行排队

我们提 出四个方面的打分内容
:

科学意义
、

开拓性
、

应用前景及可实现性
。

根据专家建议和

打分结果确定二个重大项 目
、

八个重点项 目的立项建议并排出先后顺序
。

作为光学
、

光电子学

发展战略内容写人正式文本
:

重大项 目建议

1
.

光计算原理与技术基础

2
.

新一代光通信技术基本问题研究

重
』

点项 目建议

1
.

量子阱红外探测器研究

2
.

液光生物医学中的光物理及光化学基本问题

3
.

软 X 射线光学基础技术研究

4
.

量子光学与激光光谱
5

.

高清晰度彩色液晶显示器在研究

6
.

全固化激光系统基础技术

7
.

飞秒现象

8
.

红外毫米波宽带可调谐自由电子激光器

根据这些建议
,

在 1 9 9 1年到 1 9 9 3年逐步有一个重大
、

五个重点项 目得到立项
。

建义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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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和 7两项
,

一项列为国家攻关
,

一项进入攀登计划
。

其中第 6 项建议由于国内已有较多开展

没有再立项
,

第 2项 尚不成熟未获立项
。

这样
,

得到基金资助的立项数占建议的 60 %
。

考虑攻

关与攀登计划
,

建议项 目得以立项的数目占 80 %
。

从项 目成果看
,

红外量子阱探测器研究器件

的主要指标已达世界先进水平
,

获中科院自然科学一等奖
。

软 X 射线多层膜器件反射率 已达

世界水平
,

获中科院 2 等奖
。

可见学科发展战略研究指导重点
、

重大项 目立项在数量和质量两

个方面都是较成功的
。

对学科发展战略研究指导重大
、

重点项 目立项我们有以下几点体会
:

( l) 在开展学科发展战略研究中
,

把重大
、

重点项 目调查作为重要的内容来布属是非常重

要的决策
。

战略研究与项 目调查同步进行形成的有机的整体
,

构成战略 内容与项 目的预期目标

相呼应
。

这样学科发展战略为重大
、

重点项 目指出具体的方向
,

反过来由于立项的建议的提出

使发展战略增加了可实践性
。

( 2) 学科发展战略中的重大
、

重点项 目立项建议是在调查基础上经反复研究产生的
。

对于

重大
、

重点项 目立项有着直接的指导意义
。

然而在执行中
,

我们也不是对所有建议都去组织实

施
。

我们在立项前还是要组织专题 会议
,

最后确定资助研究的内容
。

例如我们召开光纤孤子传

输
、

软 X 射线基础技术等专题会
,

对立项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

通过
“
立项建议

”
和实施立项两

个层次的调查可以保证方向的正确性
。

当然实施是在立项建议即发展战略指导下进行的
,

后者

是对前者的深入和具体化
,

缺一不可
。

( 3) 在学科发展战略研究中感到最困难的处理问题是突出重点
。

将各学科分支分别论述并

平行设置齐头并进较为容易
。

但突出重点选出优先发展并强调加大强度支持的领域则相 当困

难
,

其决策带有较大风险
。

这一点我们试图通过
“

立项建议
”

来解决
。

既选择对整个学科影响和

带动较大的项 目来达到这一 目的
。

例如光学
、

光电子学
“

八五
”

重大项 目
“
光学并行处理系统研

究
”
尽管从应用的角度看尚有一段路程要走

,

但从学科发展的角度看
,

它对于带动基础理论
、

信

息处理技术
、

多种器件
、

材料的发展具有较大意义
,

因此被列为重大项 目并得到实施
。

4 结束语

重点
、

重大项 目的立项
,

因其对学科发展意义重大而成为学科管理的重要部分
。

通过实践
,

笔者体会到
:
( 1) 专业学者对其从事的学科分支有较深入的研究

,

因此在立项 的判断上将起着

重要的作用
。

然而对于多个学科分支的平衡比较
、

宏观决策方面
,

又需要具有较深专业知识的

管理人员发挥作用
。

二者缺一不可
。

( 2 )对于学科前沿课题何时起步很重要
。

对于那些在国家

建议方面起重大推动作用的项 目
,

判断需要的程度是首要的
`

( 3) 用发展战略来指导立项尽管

是一种有效的方法
,

但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将定量化评审程序简化
,

如何缩短从专家提出建

议到立项并实施研究的时间
,

有待研究改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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