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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应用于国家重点工程建设
,

钢结构和钢质管道的防腐蚀设计
、

新型耐候钢和聚氨脂涂料的研

究开发
、

电缆防护标准的制订以及生产工艺的改进等
;
项 目组制订 的

“

材料环境腐蚀试验方法
”

已列入国家标准
,

进行推广应用
。

已获得的大量腐蚀数据
,

还 为今后我国 自然环境腐蚀性预测
、

材料腐蚀率
、

腐蚀行为及材料使用寿命预测研究提供了十分宝贵的依据
。

实践证明
,

结合我国 自然条件的基础性试验研究工作
,

列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 目
,

争取有关部门的联合资助
,

组织跨部门
、

跨地区多学科的联合试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

这对促

进我国科技进步
,

促进基础研究与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紧密结合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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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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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下称基金委 )成立以来
,

形成了对基础性研究实行面上
、

重点
、

重大项 目三个层次的资助格局
,

科学基金的大部分用来支持自由申请
、

即面上的项 目
,

同时也

支持一批处在学科发展前沿的和对社会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的重点和重大项 目
。

科学基金制的出现
,

特别是基金委的成立
,

使我国的基础科学研究增添了活力
,

科学家的

创造力和聪明才智得以充分发挥
,

取得 了一批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

可以说
,

基金委在面上项 目

的资助模式上为国家调控基础性研究
,

对于量大面广的一般基础性研究的资助提供 了比较成

功的经验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重点
、

重大项 目也取得不少可喜的成果
,

但管理模式上始终没有

找到一种 比较理想的方法
。

由于 目前重大
、

重点基金项 目
,

对科学家及其研究单位
,

有着比面上

基金项 目更特殊的地位
,

因此倍受青睐
,

甚至在一部分人心 目中完全扭曲了重大
、

重点项 目设

立的 目的
。

加之过去资助的重大
、

重点项 目中尚没有像面上项 目那样充分发挥科学基金制应有

的作用
,

因此
,

人们不难发现以前的重点
、

重大项 目中或多或少存在着
“

创新性不强
” 、 “
学科交

叉困难
,

课题间缺乏有机联系形成拼盘
” 、 “

平均资助强度低
” 、 “

学术带头人老年化
” 、 “

有些课题

明显地成为某些建议人的项 目
” 、 “
组织项 目中的鱼 目混珠现象

”
和

“

难以进行评审
”

等等问题
。

因此
,

如何完善重大
、

重点项 目的资助模式是函待解决的问题
。

科学基金资助的重大
、

重点项 目应该不同于政府的直接拨款制
,

应能发挥科学基金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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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
。

目前正在进行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先资助领域发展战略研究
,

试图为
“

九五
”
重大

、

重

点项 目的资助探索一条新路子
。

我们认为战略研究为重大
、

重点项目选题提供了参考
,

却没有

解决如何组织研究队伍的问题
。

笔者认为
,

基金的重大
、

重点项 目应该从管理模式上区别于面

上项 目
,

而不是从项 目的强度或规模上进行区分
。

我们建议其实施办法是在参考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优先资助领域的研究结果的基础上
,

把面上获资助的有关项 目 (包括当年获资助的和在研

的面上项 目 )组织起来
,

通过一定的论证手续
,

升华为重大
、

重点项 目
。

对重大项 目要求学科跨

度较大
、

有多学科的交叉
,

而重点项 目学科跨度不一定很大
,

应集中在某一热点或学科前沿
。

事

实上
, “

八五
”
期间有些重点项 目就是由面上项 目发展而形成的

。

这种做法有以下好处
:

1 有利于重大
、

重点项 目真正成为竞争机制的产物

面上项 目是 由科学家自由申请
,

通过竞争产生的
,

凡有竞争力的项 目通常有好的工作基础

和条件
,

并且有特色或创新的学术思想
。

对于学科前沿和热点领域应该有较多的申请
,

通过竞

争
,

其中一些项 目能够得到资助
。

由于不同科学家工作侧重点不同
,

研究方法也不同
,

他们可能

在不同的学科获得资助
。

总之
,

他们是为了一个共同的总目标 (指学术上 )
,

通过竞争走到一起

来了 (都在基金委立项 )
。

如果通过我们的管理机能
,

把他们组织起来
,

进一步提出明确的目标
,

适当增加必要的经费
,

就可以形成一支重大或重点项 目的研究队伍
。

这样组织协调既可避免重

复 (包括课题间的工作重复和重新资助重大
、

重点项 目与原来面上项 目间的工作重复 )
,

又可促

进学术交流和学科交叉
。

或许有人会提出
,

某些优先领域的内容没有在面上项目中反映出来怎么办 ?我们认为这种

可能性极小
,

除非是纯基础数据积累的项 目 (例如
,

大气
、

海水
、

土壤腐蚀数据积累
,

在面上不可

能有太多的项 目获资助 )
,

这种情况
,

可采取直接就项 目的竞争
,

但必须防止过去形成重大
、

重

点项 目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
。

2 有利于真正有实力的科学家和单位进人重大
、

重点项目

我们认为有实力进入重大
、

重点项 目的科学家和单位
,

首先应该在争取面上项 目中有竞争

能力
。

如果重大
、

重点项 目由面上项 目组织而成
,

各课题的负责人都是通过竞争产生的
,

就有可

能真正形成攻坚的
“

拳头
” 。

3 有利于有特色的
、

创新的学术思想得到保护

由于面上项 目采取自由申请的办法
,

科学家的想象力和聪明才智有可能充分地反映 出来
。

而过去的重大
、

重点项 目往往申请人受项盲指南的约束较大
,

申请内容
、

目标不能偏离指南太

远
,

科学家有特色的
、

创新的学术思想不易在申请中反映出来
。

但如果组成重大
、

重点的各个子

项 目是从面上项 目中涌现出来的
,

它能竞争取胜
,

本身就包含着一定成分的好的学术思想
,

通

过适当的组织
,

使不同学术思想充分交流
,

就有可能产生更加新颖的研究思路
。

4 有利于项 目的评审

由于面上项 目通常没有明显的引导
,

在组织重大
、

重点项 目时
,

不会出现一涌而上的申请

局面
。

这样基金委就有可能找到合适的同行专家对申请项 目进行评议
。

而过去的做法
,

某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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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同行专家一 旦都参与竞争
,

评审时就会出现
“

二流评一流
,

外行评 内行
”
的局面

。

5 有利于真正的学科交叉

受目前学科设置的局限
,

组织学科交叉项 目已成为基金委工作难点之一
。

如果从面上项 目

组织重大
、

重点项 目
,

可以把不同学部
、

学科有共同点的项 目组织起来
。

因为各个课题都有独立

运行的经费
,

不会因经费分配发生矛盾
。

需要交叉
、

合作研究的内容可另外增加经费
。

这就可

能避免过去个别重大
、

重点项 目中各子课题
“

申请时合
,

批准后分
”

的现象
。

结束语

总之
,

我们认为这种做法是可行的
,

能够在重大
、

重点项 目的资助中进一步体现出竞争机

制
。

但其实施有相当的难度
。

要求基金委改变管理模式
,

提高管理和组织水平
。

而 目前基金委

的人力可能也难以应付这种变化
。

但是
,

这种做法值得尝试
。

只有这样
,

才有可能真正组织起

强有力的重大
、

重点项 目研究队伍
,

为我国在世 界基础科学研究发展中占有一席之地作出贡

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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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
·

“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
的申请条件

“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

申请者需具备下列基本条件
:

1 热爱社会主义祖国
.

学风端正
,

年龄 45 周岁以下
。

2 获得博士学位或具有相当副教授级以上 (含副教授级 )的专业技术职务
。

3 从事自然科学方面的基础性研究
,

并在学术上 已取得国内外同行公认的突出创新性成绩
。

4 对获资助后拟开展的研究工作需提出创新性新构思
。

5 有在国内从事基础性研究所必需的主要实验条件以及人力
、

物力等有充分保证
,

有充分的

时间和精力从事本基金资助的研究工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