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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做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先资助

领域战略研究工作
.

吴述尧 韩 宇 龚 旭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政策局
,

北京 1 0 0 0 8 3)

1 9 9 3 年下半年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决定开展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优先资助领域战略

研究工作
,

并成立了由陈佳洱副主任为组长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先资助领域战略研究领导

小组
。

政策局直接承担了组织实施的工作
。

一年来
,

在基金委员会各位主任的直接领导下
,

在

各科学部和局
、

室的大力支持和协助下
,

各方面的工作开展顺利
,

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

在海广 _

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

` ~

1 战略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当前
,

国家对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提出了
“

稳住一头
,

放开一片
“

的指导方针
。

江泽民主席广

一步指出
: “

我们对前沿的科技项 目要有所赶
,

有所不赶
。

对于可以充分利用我们的长处或我石

在这一领域已有相当积累
,

相对来说不需要巨大投资
,

而一旦突破可以带动新产业革命的项 巨

就应该赶
,

在稳住一头中也要抓住重点
。 ”

小平同志也多次指出
: “

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

占有一席之地
” 。

这就要求我们从国情出发
,

集中力量
,

形成拳头
,

争取在一些重大和重点的战

略性课题上有所突破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设置面上
、

重点
、

重大项 目三个层次的资助格局
,

适应基础性研究的规

律和客观需要
,

满足了不同类型科研项 目和科学基金组织管理工作的需要
。

同时
,

对于一些优

秀项 目
,

无论是重大
、

重点项 目
,

还是面上项 目
,

我们都予以强化支持
,

使这些项 目取得 了引人

瞩 目的研究成果
。

以
“

八五
”

期间为例
,

我们实行了
“

控制规模
,

提高强度
,

拉开档次
,

支持创新
”

的资助方针
,

优中选优地支持了一批高水平的项 目
,

取得了可喜成绩
。

如吴文俊先生创立的
“

机

器证明理论
” 、

郭可信先生对
“

五次
、

十次对称准晶
”

的发现
、

冯端先生主持的
“

非线性光学晶体

研究
” 、

黄昆先生主持的
“

半导体超晶格微结构
”
以及

“

高温超导
”

等基础研究项 目的研究成果都

进入了国际先进行列
; 另有一些基础性研究项 目将触角伸 向应用研究领域

,

为解决国民经济建

设和社会发展中的关键科技问题作出了贡献
,

如中国气候与海平面变化的研究和长江
、

黄河流

域旱涝规律的研究
,

为有关部门提供了我国沿海海平面变化的数据以及中国气候变化规律的

资料
,

并成功地预报了 1 9 9 1 年夏季江淮流域严重 的洪涝灾害
;
有的项 目产生了很大的经济效

益
,

如
“

传质分离与化学反应工程
”

重大项 目有 42 项成果 已推广应用
,

获得经济效益近 1
.

3 亿

元人民币
, “

机械强度与振动
”

重大项 目所取得的 17 项应用成果获得 的直接经济效益达 2 亿元

人民币
。

这些成果表明
,

在自然科学基金面上
、

重点
、

重大项 目三个层次上选择优先资助领域
,

给予强化支持
,

是很有必要的
。

在
“

稳住一头
”

方面
,

如何提高基础性科技骨干队伍的素质
,

保持这支队伍的稳定性
,

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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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科技界十分关注的重要问题
。

同样
,

怎样选择重点基础性科研项 目
,

确定支撑体系并保证其

高质量运行
,

也是科技界重视的关键问题之一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充分依靠科学家进行 民主

管理
,

把竞争机制引入基础性研究
,

为我国逐步实现知识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创造了条件
。

2 选择优先资助领域的准则

2
.

1 瞄准学科前沿 科学革命是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飞跃
,

技术革命是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

飞跃
,

而 由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导致的全社会整个物质资料生产体系的革命
,

就是产业革命
。

科学上的新发现
,

工程技术上的新发明
,

往往会极大地加快社会文明的进程
,

不断为人类带来

新希望
。

也就是说
,

正是科学 中的基础性研究
,

不仅为科技本身提供了新思想
、

新概念
、

新技术

和新工 具
,

而且为产业革命提供了新产品和新工艺
,

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

并提高生活质量
。

所

以
,

发展我国的科技事业不能忽视基础性研究
,

在基础性研究中又要密切注意科学发展中的前

声学科和新的学科
,

密切注意可在较短时期内产生重大突破的关键问题
,

使科学研究真正成为

社会发展中最具有生机与活力的动力之一
。

2
.

2 促进学科交叉 众所周知
,

科学上的重大突破和新生长点乃至新学科的产生
,

常常 在相

邓学科彼此交叉和相互渗透的过程中形成
。

本世纪初
,

量子力学诞生后
,

化学与物理学实现了

ùt下笼份卜̀r丫碑

本性结合
。

借助于近代物理
,

化学得以如虎添翼般地迅速发展
,

并促进了化学物理学的发展
。

此
,

促进学科交叉就意味着为科学上产生重大突破
、

为新学科的产生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

3 结合我国国情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
,

必须根据我们的需要和可能来选择优先发展的科技

域
。

从需要来讲
,

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有促进
,

对国民经济发展有好处
,

对国防事业有贡献的

梦习汗
,

厂领

领域
,

就应该优先发展
;
但从可能 来讲

,

则要尽量做到
“
多

、

快
、

好
、

省
。

扫劳革民主席的
“

有所赶
,

有所不赶
”

的指示
,

就是针对我国国情而言的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只占我国基础性研究总投资

的 1 / 3
,

在我们有限的资助能力内
,

优先资助领域的选择更应当结合国情
。

如我国传统的中医

药学具有丰富的生命科学内涵
,

很多验方有着数百年
、

上千年的临床疗效
,

近年来由于中医研

究应用了生物学
、

医学
、

化学
、

信息科学等现代科学手段
,

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
。

随着我们对

传统医学的深入了解
,

现代科学成果 向中医研究的进一步渗透
,

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医学研究

必将呈现出重大的应用前景
。

2
.

4 促进人才培养 科学发展离不开优秀的科学家
,

优秀科学家的造就离不开良好的教育和

人才培养环境
。 “

九五
”
至 21 世纪正值我国科技人才代际转换的高峰时期

,

大力培养中青年人

才和跨世纪学术骨干及学科带头人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

我们的优先领域选择也要与教育

和培养创造性人才的工作结合
,

作好国务院委托的
“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

的组织
、

实施和管

理工作
,

促进优秀中青年人才迅速成长
。

例如
,

目前我国有作为的年轻数学人才很多
,

只要能为

他们提供好的研究条件
,

很有可能 在不久的将来会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
。

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先资助领域战略研究概况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的战略研究工作始于 1 9 8 8 年
。

当时
,

在科学基金会的首届领导人唐

敖庆教授和师 昌绪教授的倡导下
,

以资助的 56 个分支学科为基础
,

开展了学科发展战略研究

工作
。

研究的主要内容和任务是
:

认清各学科发展的国际动态
、

趋势和前沿
,

调查国内研究状

况
、

条件和需求
,

明确各有关学科领域在学科发展和科技
、

经济
、

社会发展中的地位
、

作用和相

"

于田办戈爹葱珊,ǎ
、



2 8 2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1 9 9 4 年

互影响
,

从而把握学科发展的全局
,

确定学科发展的中
、

近期战略目标
,

并对必须采取的重大步

骤和措施提 出建议
。

自此项工作开展 以来
,

已有 1 0 0 0 多位不同学科领域的专家
、

学者直接或

间接参与了调查与研究工作
,

迄今为止
,

《原子分子物理学 》等 20 本学科发展战略调研报告 已

经出版问世
,

其余的报告将于今年底全部评审完毕
,

我们计划在 1 9 9 5 年底结束该套丛书的出

版工作
。

至此
,

这第一轮的战略研究工作将告一段落
。

通过这一轮战略研究工作
,

我们不仅对

诸学科的前沿领域及其发展状况有了一个基本认识
,

学科发展战略研究的一些成果 已经或正

在对面上项 目的申请
、

评审和选项工作起到指导作用
,

而且还积累了战略研究的经验
,

为我们

继续和深入开展优先资助领域战略研究工作奠定了 良好基础
。

1 9 9 3年下半年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决定开展优先资助领域战略研究工作
,

提出
“

有

限目标
,

逐年深入
,

持之以恒
”

的工作方针
,

将努力实现以学科发展战略研究为背景
,

以优先领

域的选择为目标
,

以确定我委
“

九五
”

重大
、

重点项 目范 围为目的的工作要求
。

我们的
“

有限 目

标
”
涵盖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三个层次

:

选出的学科级 (指二级或三级 )领域
,

可列入《项

目指南 》中的鼓励领域作为面上项 目
;
选出的科学部级的一级学科领域

,

可列入重点项 目指南
;

选出的委一级综合性或交叉领域
,

可作为重大项 目的立项依据
。

1 9 94 年
,

在各科学部积极组织有关优先领域研讨的同时
,

从委员会的角度又开展了以下

工作
:

( l) 在 1 月份的全委会上
,

领导小组汇报了开展优先资助领域战略研究工作的构思
、

方针

和具体部署
,

同时
,

请数理科学部
,

生命科学部和地球科学部介绍了他们在优先资助领域战略

研究工作中先行一步的做法和阶段进展
,

受到全委会的鼓励和支持
; ( 2 )4 月至 6 月

,

举行了 6

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先资助交叉领域专题研讨会
; ( 3 )6 月初

,

在中国科学院第七次院士大

会暨中国工程院成立大会期 间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将我委 6 个科学部的优先资助领域

战略研究工作的阶段性进展提请两会院士咨询
。

许多院士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资助

政策
,

优先资助领域战略研究的工作方针
,

特别是具体地就优先资助领域选择的构思等各方面

的间题提 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

各科学部认真地听取了这些意见和建议
,

正在对优先资

助领域进行修改和补充
; (4 )8 月 3 日至 6 日

,

召开
“

学科前沿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先资助领

域战略国际研讨会
” ,

邀请学科面较广
,

关心我国科学基金事业的国内外著名科学家出席会议
,

就当前科学前沿领域和国外自然科学优先资助领域范围
、

确定原则与方法做特邀报告
,

并讨论

我委的优先资助领域
,

然后
,

根据国内外优先领域选择和实施的经验
,

进一步对我们初步遴选

的优先资助领域提出意见和建议
; ( 5) 今年第四季度

,

我们将在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全

体委员
、

科学家代表及有关部门领导参加的全委扩大会上确定首批
“

九五
”

期间委一级的优先

资助领域
。

王皿享书阵目

4 遴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先资助领域应注意的若干问题

4
.

1 坚持全国一盘棋
,

根据国家科技事业的整体发展要求来确定战略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只是国家对基础性研究支持的一部分
,

我们的战略工作要与国家科委
、

国家教委
、

中国科学院
、

中国工程院等有关部门的战略和规划工作密切配合与协作
,

目的就是

为了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科学基金制
,

促使我国基础科学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
,

同时
,

促进基

础研究与应用开发研究的联系
,

促进科技与经济的有效结合
,

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

力
。

也就是说
,

结合中国国情
,

在科技实力和经济实力都比较落后的情况下制定的科技战略
,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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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确定为没有节制的无限度发展 目标
,

而是选拔符合我国实际情况并有能力达到的有限 目标
。

就是
“

有所赶
,

有所不赶
” 。

4
.

2 处理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与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的关系

优先资助领域战略研究的总目标是努力使我国基础科学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方面迈出

一大步
,

同时
,

还要促进科技与经济的有效结合
,

更好地促进科学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

随着

科学技术的深化
,

开发工作中的研究成分加大
,

随着研究所要求的条件更加精致
,

研究工作需

要开发工作支持
,

研究与开发的相互作用和相伴发展趋势愈来愈 明显
。

为了实现研究与开发的

有效结合
,

在基础研究的选题和实践过程中
,

都需要建立一种把研究课题
、

项 目的触角延伸到

应用开发领域的意识
。

4
.

3 处理好点和面的关系
,

保持三个层次项 目之间合理的比例
“

有意栽花花不开
,

无心插柳柳成荫
” ,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基础研究的特点
。

在实际工作

中
,

首先要处理好点与面
、

自由探索和优先资助的关系
。 “
没有面上项 目的发展

,

不会出现重点
;

没有点的突破
,

不解决重大问题
,

面上的研究只会停留在低水平上
。

这就是它们两著的关 系
。 ’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已形成三个层次的资助格局
。 “
八五

”

期间
,

科学基金总额达 15 亿元
,

其中用

总经费的 70 %来支持面上项 目
,

对于量大面广的自由探索项 目一贯鼓励创新思想
。

而重点项

目和重大项目又是从面上项 目遴选出来的有苗头
、

有优势
,

已经形成一点气候的拳头项目
。

我

国在科技发展过程中
,

在集中全国力量组织实施科技项 目和工程方面
,

具有较强的宏观调控能

力和组织优势
,

例如发射
“

两弹一星
” ,

建设
“

对撞机
”

工程等
。

我国科技队伍也具有集中优势力

量
,

协作攻关的能力
。

因此
,

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

发挥传统优势
,

人
、

材
、

物相对集

中
,

用于重点
,

有利于取得突破性的成果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自 1 9 8 6 年成立以来
,

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关怀下
,

在国家各有

关部门和科学界的紧持下
,

有了很大的发展
,

尤其在
“
八五

”

期 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有了较大幅

度的增长
,

从 1 9 90 年的 1
.

58 亿元人 民币起步
,

每年平均以超过 20 %的增长率递增
,

预计到

1 9 9 5年可达 4
.

36 亿元人民币
,

整个
“

八五
”

期间总经费将达到 15 亿元人民币
。

到本世纪末
,

我

国研究与开发的总投人预计将达到 G N P 的 1
.

5 %
,

其中基础研究的投入应占研究与开发总投

人的 10 %
,

而科学基金总金额占基础研究投入的 1 3/
。

依此推测
,

预计
“

九五
”

期 间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的数额会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

可以预见
,

随着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
,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员会将成为我国资助基础性研究经费的主渠道之一
。

为了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更好地指导我国的基础性研究
,

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更好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

开展加强

资助决策的科学性
、

合理性和可行性的战略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

我们的优先资助领域战略研究

就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

我们相信
,

只要我们努力做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先资助领域战略

研究工作
,

必将会使基金工作更好地发挥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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