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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高校科技工作中的作用

谢焕忠

(国家教委科技司
,

北京 2 0 0 8 1 6 )

基础研究的管理实行科学基金制度
,

是国际上科技管理的先进经验
,

是我国科技体制改

革的一项重大举措
,

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
,

更加合理配置科技资源
,

使基础研究稳

定持续发展的必 由之路
。

我国科学基金制实施以来
,

在稳定科技队伍
,

促进基础研究的发展
,

促进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的密切结合等方面取得的成绩已证明了这一点
。

!
....

1 基金在高校科技工作中的作用

高等学校是我国基础研究的主力军之一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制度的实施
,

促进了高校基

础研究工作稳定发展
,

取得一批重大科学研究成果
,

研究工作环境得到一定的改善
,

培养并

稳定了一批中青年科技人才
,

在高校科技工作特别是在
“

稳住一头
”

中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

.1 1 使高等学校的优势和潜力得到发挥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实施
,

面向全国
,

打破了部门所有制
,

使这部分科技经费在全国科

技队伍中的分配公正合理
,

受到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普遍欢迎
。

通过竞争择优
,

高等学校每年

都承担了相当大 比例的任务
,

从 1 9 90 至 1 9 9 3 年面上项 目和重点项 目的统计见表 1
。 “

八五
”

期间以高校为主主持的重大基金项 目 13 项
,

占总数的 34
.

2%
,

经费为 3 0 0 5 万元
,

占总数的

表 1 高校获国家自然科学荃金盆点和面上项目情况

年度 类别 面上项 目 占相应基金% 重点项 目 占相应基金 % 总计 %

项 目 (项 )

经费 (万元 )

项 目 (项 )

经费 (万元 )

项 目 (项 )

经费 (万元 )

项 目 (项 )

经费 (万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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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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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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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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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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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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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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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5 5 7
.

0 0

3 8
.

5

3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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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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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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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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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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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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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2 3 9 7

13 9 2 4
.

2 5

6 9
.

8

6 7 1

4 2

2 1 3 1
.

0 0

5 1 9

5 1
.

4

6 9
.

4

6 4
.

5

3 0
.

9%
。

这些数据表明
,

高等学校确 已成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主要承担者
,

加之基金有

一套较为完整的评议和决策制度
,

它的实施使高校在基础研究领域的优势和潜力得到一定的

发挥
,

已初步显示出高校在公平竞争中的实力
。

本文于 1 9 9 5年 4 月 18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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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已成为高等学校基础研究的主要经费来源

长期 以来
,

国家拨给高校的科技经费仅 0
.

7亿元
,

除此之外
,

高校的科技经费主要靠争取

各级各类科技任务获得
。

因此
,

要自主进行基础研究
,

较为困难
,

只能通过科技开发
、

技术

转让等的收入来给基础研究投入
。

在 1 9 8 5 年 《中共中央关于科技体制改革决定 》 颁发后
,

国

家相继实施成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
、

出台攀登计划等支持基础研究的重大措施
,

高校的基

础研究工作得到了稳定的支持和发展
。

由于高校 自主分配的经费很少
,

而 自然科学基金可自

由申请
,

在一定程度上使专家们可按自己的设想开展研究工作
,

许多高校的科技人员把它看

作是科技体制改革
、

科技拨款制度改革带来的
“

救命钱
” 。

据对国家教委直属高校统计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的投入占其全部基础研究经费投入的比例为
: 1 9 90 年

,

6 9
.

3 5 % ; 1 9 91 年
,

62
·

6% ; 1 9 9 2 年
,

65
·

6%
; 1 9 9 3 年

,

70
·

67 %
。

很显然
,

自然科学基金已成为这些高校基础研

究经费投入的主要来源
。

1
.

3 促进了科技体制改革的深化
,

使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紧密结合
,

促进学科交叉和新学科

的生长

基础研究与人才培养紧密结合是科学技术发展和人才培养的客观规律
,

也是国际上发达

国家共同的成功经验
。

而高等学校正处于人才培养和科学创造的交汇点上
。

有资料表明
,

世

界各经济发达国家都将基础研究的重点放在高等学校
,

见表 2
。

表 2 有关国家大学和政府研究机构经费在国家基础研究中所占比例 ( % )

机构类别 美国 日本 前西德 法国 英国 意大利 瑞典 澳大利亚

大 学 6 0 6 2 5 4 6 7 60 4 9
.

2 88
.

感 5 5
.

6

研究机构 1 4 1 6 2 8 20 24 4 3
.

6 8
.

2 3 8
.

7

我国实施 自然科学基金制度是科技体制改革的一个重大举措
。

众所周知
,

硕士
、

博士研

究生是高水平科学家队伍的后备军
。

高等学校作为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的主要承担者
,

还担负

着国家 90 %的研究生培养任务
。

且高校较之独立研究机构最大的特点之一是文
、

理
、

工及社

会科学学科门类齐全
,

青年人才源源不断
。

因此
,

进行学科交叉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
,

加

上青年人才正处于人的一生中思维创造力最旺盛的阶段
,

更有利于新学科生长点的产生和发

展
。

高校利用这些研究工作的新成果
,

及时建立起一批学科交叉的新专业 (如生物技术
、

新

材料
、

信息控制
、

环境科学
、

光电子信息等 ) 和成套新教材
,

使高等学校硕士
、

博士研究生的

培养水平不断得到提高
,

使基础研究与人才培养工作密切结合
,

促进了我国科技体制向着合

理的方向发展
。

高等学校的基础研究既出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又培养出高层次的科技人才
,

同时推动着新

专业和新教材建设
,

具有明显的低投入
、

高产出的综合效益
。

这也是发达国家主要依靠大学

进行基础研究的根本原因
。

1
.

4 促进高校基础研究稳定发展
,

取得一批高水平研究成果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了高校一支 2 万人 (全时研究人员 ) 的基础研究队伍
,

使研究工

作稳定发展
,

在有关领域作出重要成绩
。

如北京大学杨应昌教授从事永磁材料的研究
,

在国

际上首先合成了具有 T h M n 1 2

型晶体结构的稀土
一

铁金属间化合物
,

为发展新一代永磁材料开

拓了新方向
,

荣获 1 9 9 1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

山东大学青年科学家彭实戈在
“

随机最

优控制理论及其应用
”

领域
,

成功地解决了倒向随机微分方程
、

eF yn m an
一

K ac 概率表示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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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上长期未能解决的难题
,

被国际数学界称为是本领域中 10 年内两个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

由

暨南大学齐雨藻教授主持的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 目
“

中国东南沿海赤潮发生机理的研

究
” ,

成功地培养了藻株 25 个
,

捕捉并分析了夜光藻等赤潮的全过程共 8 次
,

使我国对赤潮的

研究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
。

等等
。

在 1 9 9 3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 52 项中
,

高校有 26 项
,

占 50 %
。

在这 26 项中
,

有 19 项均

不同程度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
。

( 5) 稳定
、

培养了一批高水平科技人才特别是中青年科技专家

近几年来
,

在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下
,

高校成长 了一批优秀的中青年科技人才
,

他们已

经成为有关学科带头人或学术骨干
。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 9 9 2 至 1 9 9 4 年资助的
“

优秀中青

年人才专项基金
”

中
,

高校共有 49 名中青年学者获得资助
,

占资助总人数的 62 %
。

复旦大学

金亚秋教授研究的强起伏连续随机介质的矢量辐射传输理论
,

是定量遥感的基础理论前沿工

作
,

对海洋遥感和陆地遥感技术的发展及应用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

该项工作的成果获 1 9 9 3年

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三等奖
。

在国家教委实施的跨世纪优秀人才计划资助的两批 1 1 9 名高校优

秀青年学者中
,

前阶段均程度不同地得到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
。

如清华大学杨卫教授

进行的宏观断裂力学的研究
,

首次模拟 出从裂尖发射的原子点阵位错运行并转变为连续介质

位错群的动态过程
,

探讨了在不同界面断裂混合度下波折界面对位错发射的抑制作用
。

尽管如此
,

高校在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过程中
,

还有不少地方需要改进
。

比如
,

在

基金重大项 目中所占的比例与高校的实力和地位还很不相称
。

要通过加强组织与协调
,

大力

提倡校 内多学科联合
,

校际优势的组合
,

跨系统
、

跨部门的联合
,

增强竞争能力
,

争取多承

担一些重大项 目
,

以期取得大的成果
,

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才培养做出更大的贡献
。

2 建 议

为加强和完善我国的科学基金制
,

提出如下建议
:

2
.

1 加强和完善基础性研究的基金体系
,

大幅度
、

持续稳定地增加自然科学基金的总额度和

单项资助强度

一个国家基础研究发展的规模和速度
,

是由其经济发展水平的科学技术与社会
、

经济的

结合程度决定的
。

而自然科学基金则是科学和社会
、

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

20 世纪中

叶以来
,

发达国家由国家财政大量拨款支持科学基金
,

是使得其经济发展保持足够后劲的一

个重要的因素
。

而我国的 自然科学基金作 为国家支持基础研究的一个主要渠道
,

目前的总额

度还太少
,

在
“

九五
”

期间应有较大幅度 的增长
。

另一方面
,

由于 目前资助经费仅考虑了研

究的直接费用
,

而一些人员的费用和科研设施的建设与更新费用还难以支付
,

随着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发展
,

这些费用也应予以考虑
,

加之物价上涨等因素
,

单项支持强度必须提高
。

这

样
,

要保持一定的资助规模
,

也需要增加自然科学基金的总额度
。

总之
,

要能使基础研究队

伍较为稳定
,

使资助规模和资助强度保持一个适当的水平必须持续大幅度增加自然科学基金

总额度
。

2
.

2 应保证面上项 目占有合理的比例

基础研究有自身的发展规律
,

其主要特点之一是它的不可预见性
,

正如常言所说
“

有心

栽花花不开
,

无心插柳柳成荫
” 。

要有相对宽松和稳定的工作环境
,

才能有创新的工作
。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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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支持基础研究时
,

一定要保持较大的学科面和充分的自由度
,

正确处理基础研究中重点和

一般 的辨证关系
。

目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用于支持面上项 目经费的比例不宜再减少
。

2
.

3 建议设立
“

科学仪器研究
”

的专项墓金

专门用于资助探索科学仪器的新原理和新制造技术
,

增强国内自我创造新型科学仪器和

设备的能力
,

改变在许多科学实验研究领域受制于人
,

一味追随跟踪国外的被动局面
。

.2 4 鼓励创新

创新是基础研究的生命
。

基础研究要作出世界先进水平的成就
,

就要出新概念
、

新思想
、

新方法
,

创造新理论
。

这需要科学家的长期努力和辛勤劳动
,

且难以进行规划或计划
,

而需

很大机动性
。

因此
,

要给研究者创造条件
,

使其在宽松的学术环境中激发出最大的创新能力
。

建议在国家基础研究主要基地— 国家重点实验室等设立一定额度的创新基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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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夺
.

今卜月夺 月于 招于月卜」备月夺 朴 」十月于月十月卜」夺 月于弓于一冲卜月
.

卜 今卜 月十烤卜月于」伞月令 斗卜 斗卜冲卜 令卜斗

曰州于祷卜 洛卜斗卜 月十月今 斗卜月十月企月企月于 弓于 斗卜

增加基金投人 摄高科技论文产出

张玉华

(中国科技信息研 究所
,

北京 1 0 0 0 3 8 )

当今科学和技术之间的时滞
,

也就是了解自然和利用知识改造自然之间的时滞
,

已经缩

短到了几年
,

甚至几个月
。

据美国 《纽约时报 》 介绍
,

世界专利滞后于相应的科学论文的平

均时间为 7一 8 年
,

而美国则为 6年
,

即是说
,

通过基础性研究产生的一些科学论文
,

在几年

的时间内就可转化成为实际可用的技术或产品
,

从而造福于人类
。

随科学技术的发展
,

人类

的进步
,

预计这样一个转变过程将会更加缩短
。

因此
,

基础科学研究对于一个国家科学技术

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

这一点已为世人所共识
。

而科技论文是科学研究
、

特别是基础研究和

应用基础研究的最主要产出形式
。

目前
,

不论是科学技术比较发达的西方国家
,

还是经济技

术正在迅速发展的国家和地区
,

科学论文的数量都有很明显的增长
。

例如
, 1 9 9 3 年韩国论文

数增长率为 32
.

6%
,

新加坡为 2 3
.

7%
,

香港地区为 19
.

4 %
,

我国的台湾省论文数增长也达到

本文于 1 9 9 5 年 4 月 21 日收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