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1 5 9 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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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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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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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

9 %
。

由以上数据看
,

亚洲
“

四小龙
”

不仅在经济上腾飞
,

而且在基础科学研究中也正在

急起直追
。

我国政府一贯比较重视基础研究土作
,

在当前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势下
,

国

家正在实施加强基础研究的各项科技计划
,

如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计划
、

攀登计划等
,

而 1 9 8 2

年开始设立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

则是推动和发展我国基础科学研究的根本性重大举措
。

近

年来
,

国家较大幅度地增加了自然科学基金的投入
,

1 9 9 2一 1 9 9 3年
,

科学基金总额 已分别达

2
.

26 亿和 3
.

03 亿
,

单项支持强度也在加大
。

这些措施为基础研究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

1 从科技论文统计结果看科学基金的作用

按照论文统计的要求
,

连续
、

可比
、

可分析
,

能反映我国科技工作总体水平的状况
,

我

们从国家正式批准出版的自然科技期刊中选出了约 1 2 0 0 种期刊作为论文源进行统计
,

得出

1 9 8 9一 1 99 3 年 5年间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下产出的论文 (简称基金论文 ) 的几种情况
。

要

说明的是
,

由于数据采集的困难
,

在国外刊物上发表的基金论文未作统计
。

我们的数据表明
,

几年来
,

基金论文数逐年有明显的增长
: 1 9 8 9 年为 4 50 9篇

,

1 9 9 0 年
6 2 7 5篇

,

1 9 9 1 年 7 3 6 9篇
,

1 9 9 2 年 5 6 9 9篇
,

1 9 9 3年达 9 5 5 9篇
。

自 1 9 5 9 年到 1 9 9 3 年
,

年

产出基金论文篇数增加了一倍多
,

这充分说明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我国基础研究及应用基

础研究的支持作用有明显的增强
。

1
.

1 基金是稳定基础研究机构的重要支持

在我国
,

科学研究中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全国研究力量较强的高

等学校和国家研究所
,

如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

中国医科院所属研究所等
。

随着国家对研

究工作的重视
,

现在
,

在国家建立的重点实验室和开放实验室 中
,

也开展 了各类型基础研究

工作
。

从 1 9 8 9一 1 9 9 3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论文的机构分布看
,

可以说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

稳定研究机构的工作是起到了较重要的作用
。

表 1 给出了高校和研究机构各年度基金论文及其占论文总数的比例
。

从表 l 看
,

1 9 8 9一

表 1 1 , 89 一 1 , 9 3年高校与研究机构荃金论文情况 (篇 )

高等学校 研究机构

年份 基 金

论文数

论文

总数

比例

(% )

基 金

论文数

论文

总数

比例

(% )

19 8 9

19 9 0

19 9 1

1 99 2

1 99 3

3 3 4 9 4 6 2 0 8

4 5 3 0 4 7 8 4 0

5 2 3 0 4 9 9 0 5

6 2 7 8 5 3 4 0 5

7 0 2 7 5 7 3 32

7
.

2 1 1 29

9
.

5 1 6 95

1 0
.

5 2 0 57

1 1
.

8 2 3 2 2

1 2
.

3 2 4 32

2 3 0 8 6

2 3 2 3 8

2 5 1 2 3

2 5 9 0 1

2 4 6 2 1

4
.

9

7
.

3

8
.

2

9
.

0

9
.

9

1 9 9 3年
,

不论是高校或是研究机构
,

基金论文数都呈逐年增长势头
,

而且

基金论文占论文总数之 比例也不断增

高
。

绝对数量和比例都翻了一番
。

这

些数据表明了基金对我国从事基础及

应用基础研究单位的支持作用
。

从 1 9 8 9 一 1 9 9 3 年中国科技期刊

论文统计看
,

大约有 1 8 00 个高校和

科研院所有基金论文发表
,

分布面还是比较广的
。

基金论文数较多的前 20 所高校是北京大学
、

南京大学
、

清华大学
、

中国科技大学
、

吉林大学
、

南开大学
、

浙江大学
、

武汉大学
、

北京师

范大学
、

复旦大学
、

华中理工大学
、

北京医科大学
、

兰州大学
、

厦门大学
、

西安交通大学
、

天

津大学
、

中山大学
、

大连理工大学
、

杭州大学和四川大学
。

( 1) 这 20 所高校
,

基本上属于国家教委直属的重点高校
,

具有雄厚的研究力量
,

承担了

国家基础及应用基础研究工作的相当一部分
,

因之也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很大支持
,

基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1 9 9 5年

金论文产出也较高
。

以上 20 所大学中
,

到 1 9 9 3 年
,

基金论文数占总论文数的比例超过 20 %

的有 16 所之多
。

以产出该类论文最多的北京大学看
,

1 9 8 9一 1 9 9 3 年
,

基金论文数逐年增多
,

占全部论文数的比例也逐渐增大
,

到 1 9 9 3 年
,

基金论文数已有 25 2 篇
,

超过其论文总数的

1 / 3
。

再以基金论文数比例最高的北京师范大学看
,

1 9 8 9一 1 9 9 3年
,

基金论文数占总论文数的

比例由 30
.

4 %跃升到 51
.

7%
,

这个数字更表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已是这所大学研究工作的主

要支柱
。

从此看出
,

基金对高校基础研究工作的进展的绝对重要性
。

( 2) 在我国
,

医学院校的中文科技论文数是比较多的
,

但在这 20 所高校中
,

仅有一所医

学院校基金论文数居高校的前 20 名
,

而且
,

基金论文数占总论文数的比例也不算太高
,

从

1 9 8 9一 1 9 9 3年
,

比例数还有所降低
。

也许这是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

( 3) 农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是明显的
,

所以我们的研究工作也应在农业方面

大大加强
。

从根本上说
,

我国农业的发展有赖于农业科学技术的进步
,

但从统计结果看
,

没

有一所农业高校进入按基金论文数排序的前 20 名
,

这是又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

1 9 8 9一 1 9 9 3年基金论文数较多的 10 所研究机构是
:

中国科学院所属的长春应用化学所
、

生物物理所
、

化学所
、

大连化学物理所
、

力学所
、

地质所
、

物理所
、

金属所
、

感光化学所和

高能物理所
。

与高校的情况相同
,

科研机构基金论文数逐年增多
,

基金论文数所占比例逐年加大
,

而

且 比例普遍大于高校
。

以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看
,

1 9 9 3 年基金论文所占比例已接近 50 %
。

这 10

所研究机构全部为中科院所属机构
,

这种情况反映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基础研究单位的支

持
,

也从某一方面反映着科研单位改革的进程
。

1
.

2 基金对基础学科研究发展所起的作用

我们对基金论文按学科的分布进行了统计
,

从中可看出
:

( 1) 在自然科学中
,

数学
、

力学
、

物理
、

化学
、

天文
、

地学
、

生物等基础学科的基金论文

数都逐年增多
,

占论文总数的比例也逐年加大
,

说明对基础学科研究的支持逐年增强
。

( 2) 在自然科学领域的纯基础学科研究如天文学
,

基金论文数与总论文数之比例最高
,

单

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论文数比例已达 30 %左右
,

可以看出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这些

科学领域支持的绝对重要性
。

( 3) 农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
,

值得注意的是
,

从 1 9 8 9一 1 9 9 3 年该学科基金论文数量

和其占全部论文数的比例看
,

1 9 8 9一 1 9 9 1 年的 3年中
,

基金论文数增加
,

所占比例也加大
,

而

从 1 9 9 2一 1 9 9 3 年两年看
,

基金论文数减少
,

比例也降低
。

要做到科技兴农
,

必须大力发展我

国的基础农学研究
,

这个问题值得有关部门和广大科研人员注意
。

L 3 基金对人才培养的作用

基础研究工作的稳定
,

根本上说是
“

人员
”

的稳定
。

在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的情况下
,

在
“

下海
” 、 “

经商
” 、 “

出国
”

潮流的影响下
,

要稳定一批有能力
、

肯吃苦
、

耐清

贫的科研队伍
,

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

而在对一些科技人员
、

特别是对中青年科技人员

的调查中了解到
,

他们提出的
“
安心

”

条件
,

除了生活必需的住房外
,

最主要的要求就是要

有科研环境和后勤保障
。

而各类基金则为这类保障提供了实在的条件
。

1 9 8 9一 1 9 9 3 年的 5年中
,

在中国科技期刊中发表的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产生论文的

作者共有 2 万余位
,

其中
,

8 篇以上作者有 2 25 位
,

10 篇以上作者有 10 5 位
,

高产在 巧 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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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者有 29位
。

这 29位作者
,

全部分布在高等学校
,

论文数最多为四川大学数学系教授张石

生
,

5 年总计发表基金论文 38 篇
,

平均每年约有 8 篇这类论文问世
。

以上论文还未计算在国

外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数量和其它基金论文
。

由此可见
,

科学基金不仅为他们提供了科研条件
,

而且对于高校出
“

人才
”

也起到了较主要的作用
,

使这些优秀人才能稳定在科学研究的阵地

生二
。

2 应继续增加投人
,

提高我国科技论文的产出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已实施 10 余年
,

它对我国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推动作用正越来

越明显地表现出来
。

这些统计数据及初步分析
,

已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对我

国基础研究工作的作用
。

然而
,

从近几年我国论文统计的结果看
,

按我国在国际上发表的科技论文 (期刊论文加

会议论文 ) 总数计
,

我国在世界的位次 已两年稳定在第 12 位
,

但如果从最能反映基础研究水

平的 《 S C I 》 收录的论文看
,

我国仅处于世界的第 15 位
。

与 1 9 9 2 年相 比
,

1 9 9 3年世界论文总

数平均增长为 4
.

4 %
,

我国论文数仅增长 4
.

2%
,

低于世界增长率
; 而在同时

,

如前所述亚洲

地区的韩国
、

新加坡
、

香港地区的论文增长率都比我国高得多
,

就我国的台湾省看
,

论文增

长也达 16
.

9%
,

而且在世界的排位
,

已从 1 9 8 9 年的第 30 位升至 1 9 9 3 年的 21 位
。

台湾省的

飞速进步与我们的原地踏步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

这种情况表明
,

在世界科学竞争激烈的形势

下
,

我国科技论文产出实际上在滑坡
。

如不加倍努力
,

保持我国的 《 SCI 》 收录数在世界的第

15 位都将是很困难的事情
。

再从我国论文的学科分布看
,

我国国际论文进入前 6 名的学科中没有当今世界的热门学

科 (生命科学中的医学
、

生物等 )
,

而这些学科大多属于实验性或应用性较强的学科
,

需借助

实验设施和材料才能进行研究
。

鉴于我国 目前的具体情况
,

由于经费紧张
,

很多机构不要说

购置贵重的仪器
,

就是用于购置期刊图书 资料的费用都逐年减少
,

表现出了某种萎缩状态
。

这

种情况如不努力改变
,

广大科技人员要生产出更多的优质论文将是很 困难的
。

因此
,

我们在

要求广大科技研究人员努力跟上世界的步伐的同时
,

国家还必须加大投入
,

才能使中国科学

和世界科学齐头并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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