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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交通大学
,

西安 7 10 0 4 9 )

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的建立
,

促进了经济
、

社会的发展
,

与此同时所产生的需求
,

也给基

础性研究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

众所周知
,

基础性研究是科技
、

经济
、

社会发展的源泉和后盾
。

任何国家的基础性研究
,

都是以国家财政支持为主
,

经过长期积累和不懈的努力
,

保证其持续进行和发展
。

通过国家

投入
,

对科技资源进行优化配置
,

以适应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之需要
。

随着时代的进步
,

世

界上基础性研究的规模
、

广度
、

深度
、

速度不断发展
,

不仅先进国家
,

而且不少发展中国家

和地区都认识到
,

由基础性研究发展起来的新思想
、

新概念
、

新技术
、

新工艺
、

新产品等对

驱动经济增长
、

提高生活质量的重要作用
,

纷纷加大投资
、

争夺人才
,

为本国的经济腾飞储

备大量的基础性研究成果
。

而我国目前对科技的投入
、

尤其是对基础性研究的投入还远远落

后于发达国家
。

面对新形势
,

结合我国国情
,

如何确定国家对基础性研究的合理投人
,

以及

是否应该适 当调整基础性研究中纯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布局和经费投入的比重等问

题
,

将是关系到我国基础性研究持续发展
、

稳定队伍
、

走出当前困境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

1 科学基金的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以后实施的科学基金制保证并促进了我国基础性研究的发展
,

与我国基础性研

究命运密切相关
。

我校是国家教委直属的全国重点高等学校之一
。

近十年来深切地感到国家科学基金的支

持
,

对学校从事基础性研究
、

出高水平的成果
、

培养高层次人才
,

进一步提高学术地位和扩

大国际国内的影响等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

在
“
七五

” 、 “

八五
”

期间我校是国家的重点建设单位
。

现有 9 个国家级实验室 (其中 5 个

是国家重点实验室 )
、

3个部门开放研究实验室
。

具有一支实力相当强的基础性研究队伍和国

家建设的基础性研究基地
。

目前在校学生中硕士以上研究生约 5 0 0 0 人
,

教职员工中具有副高

级以上职称者超过 1 0 0。 人
,

国家重点学科点 n 个
,

33 个学科 (专业 ) 可授予博士学位
,

还

设有 8 个博士后流动站
,

近 50 个专职的研究所和研究中心
,

基础性研究在学校科研工作中占

有相当比重
。

获得国家科学基金资助的项 目和经费在全国高校中也是较多的单位之一
。

由于

我国科学基金制的公平和高水平的竞争
,

以及能获得基金资助而步入国家基础性研究队伍的

荣誉感
,

一直是鼓舞我校科研人员
,

特别是中青年学者奋发向上
、

积极争取
、

献身于创新
、

探

索的科学研究的动力之一
。

自 1 9 8 6年至 1 9 9 4 年
,

我校共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 目资

助 34 8 项
,

总经费 15 0 0 多万元
,

约占我校基础性研究经费的 52
.

4%
,

如果再加上重点
、

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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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的支持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经费可占到学校基础性研究总经费的 70 %
,

这期间的基

础性研究经费占全校 R尽D 总经费的 13
.

64 %
,

共投入了 12 00 多个全时人数
,

占我校 R& D 投

入的全时人数的 12
.

1% ;
参加 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研究的总人数达 7 9 3 0 人

,

其中博士研究生

40 3 人
,

硕士研究生 8 75 人
。

通过承担国家科学基金课题
,

1 9 8 6年至 1 9 9 4 年学校共培养研究生 1 1 0。 余名
,

其中硕士

生 90 0 多名
,

博士生约 2 00 多名
,

出站博士后 9名
; 学校获国家 自然科学奖 4 项

、

国家发明

奖 15 项
,

据国家科委信息中心公布 1 9 9 3 年我校被 《工程索引 》 ( IE ) 和 《科学技术会议论

文 》 ( IS T P ) 收录论文数均居全国高校第二位
。

我校
“

电力设备电气绝缘
”

国家重点实验室
,

从
“

七五
”

期间就开始承担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重大项 目
“

高压电气设备中绝缘材料及其应用关键技术研究
”

并持续得到多项面上项 目

资助
,

总经费达 2 00 多万元
。

由该实验室的博士导师邱毓昌教授在国家基金资助下培养成才

的刘奕路是 1 9 9 5 年获美国总统奖的 5 位华人科学家中唯一的女性
。

又如
“

动力工程多相流
”

国家重点实验室
,

在
“
七五

”

期间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 目
“

多相流动与传热规律

的研究
”
和十几项面上资助项 目

,

资助金额达 1 20 多万元
。

他们开展的基础研究为应用基础

研究和应用开发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

如目前 已批准立项的国家
“

九五
”
工业性试验项 目

“

原油
一

天然气
一

水三相流量仪
” 、

列入上海市重点科技攻关项 目的
“

60 万千瓦超临界压力机组

研究
”

都是在原来国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取得成果的基础上继续深入开展的研究工作
,

被应

用到国家经济建设主战场上
。

先后获得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
、

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

国

家 自然科学奖等
。

通过基础性研究
,

培养博士生 15 名
,

硕士生 25 名
,

发表论文 50 0 多篇
。

又

如
“
润滑理论及轴承转子系统

”

部门开放实验室
,

十年来除面上项 目外
,

还与兄弟院校合作

承担国家科学基金重大
、

重点项 目各一项
,

仅重大
、

重点项 目获得近 80 万元经费资助
,

这些

项 目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一定影响
,

他们把大部分研究生投入到基础性研究中
,

培养了博

士生 23 名
,

硕士生 90 名
,

共获得各类科技进步奖 15 项
。

我校焊接专业博士导师史耀武教授
,

这些年来承担国家科学基金项 目
,

开展了大量的基础理论研究工作
,

在国际上得到了承认
,

最

近接到了为法国
、

德国在本学科取得的成果进行评审的通知
。

基金委支持开展的国际合作
,

又

为国家和基金委提高了国际声望
,

承担国家科学基金项 目的课题组在国外刊物上发表高水平

文章几十篇
,

大部分被 IE
、

S CI 收录
。

事实证 明
,

国家科学基金制的实施
,

在当前市场经济机制下
,

对国家的基础性研究无疑

是雪中送炭
,

体现了国家对基础性研究工作的重视
,

从事基础性研究的科技工作者无不感到

欣慰和鼓舞
。

2 面临的问题及建议

然而
,

回顾过去近十年的历程
,

由于国家投入的严重不足
,

在科技人员承担国家科学基

金项 目取得喜人成绩的背后
,

却潜伏着不少值得重视的问题
。

( 1) 国家科学基金项 目一向被全国的专家
、

学者视为国家最高水平的基础性研究
,

因此

在某种意义上讲
,

获得资助是对本人水平的承认
,

是一种荣誉
,

得到资助后确实支持了基础

性研究工作
。

但由于国家科学基金项目要求高
、

难度大
,

加之近年来物价上涨因素
,

导致任

务与经费的不匹配
。

也就是说
,

大部分基金项 目本身资助的经费难以满足完成原定任务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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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

在对我校承担科学基金项 目有成效的几个院系典型调查中
,

普遍反映仅靠国家科学基金

项 目资助的经费难以取得课题预期的成果
,

必须同时争取其他渠道的课题经费作为补充
。

这

对于一个 已有多年投入的积累
,

建成了一定规模的科研基地
,

具备科研条件
、

同时又有一支

能相互配合的研究队伍的集体来讲
,

还可以通过 内部分工
,

争取并承担不同类型的科研项 目

加以解决
。

如我校的
“

润滑理论与轴承转子系统
”

部门开放实验室就是这样做的
。

他们在承

担科学基金
“

汽轮发电机组转子轴承系统摩擦学设计和理论及应用的研究
”
项 目的研究中

,

与

机 电部
“

八五
”

科技攻关
“

轴承的优化设计
、

轴承型式组合方案优选和现场实测
”

项 目的研

究在同一试验台上进行不同要求的实验工作
,

并通过利用本室在承担国家科学基金和攻关任

务取得的阶段成果争取一些与企业合作的横向课题
,

得到经费上的补充和经费开支上的灵活

性
。

又如
“

动力工程多相流
”
国家重点实验室

、 “

金属材料强度
”
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单位的科

研 人员也同样是在承担国家科学基金的同时
,

承担国家
、

省市攻关任务和横向科研课题
。

但

这些单位都深感负担之重
,

其承受力有限而难以长期维持下去
,

那么对于一个刚刚成长起来

又有很好创新思想的年轻人来说
,

其负担和艰难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

这种状况对于年轻科技

人员的成长十分不利
,

也有可能因此而扼杀一些好的项 目
。

( 2) 我校是以工科为主的大学
,

在开展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中
,

一般都有很强的工

程应用背景
,

必然要进行大量的试验
、

分析和数据处理
,

同时试验台位的改造
、

试验消耗的

辅料
、

外协加工
、

零部件的购置等
,

在基金项目经费支出中占相当大的比例
。

比如学校金属

材料强度国家重点实验室进行材料性能试验时所用的电子探针设备
,

其关键件光纤探头寿命

只有 1年
,

更新一个需 3 0 00 多美元
。

又如学校轴承研究所 1 9 9 3年承担的自然科学基金重点

项目
“

30 万千瓦汽轮发电机组摩擦学设计
” ,

5年研究期的经费只有 30 万元
,

而加工 3
、

4 个

轴承就需要 4一 5 万元
。

另外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

外协加工费
、

试验人工费往往需要支付现金
,

否则其所需费用在国家科学基金资助的强度内通常是无法承受的
。

我们认为一个项目如能连

续得到两次资助
,

才有可能出大一点的成果
。

而 目前在一个基金课题结题后申报第二个课题

时
,

为了避免有
“

无创新
”
之嫌而被淘汰

,

只能另立新题
。

这一方面反映了经费资助强度不

够
,

另一方面也要求在资助的原则上适当考虑这种因素
。

同时
,

建议对各学科部的投入比例

上
,

适当增加材料科学
、

工程科学
、

信息科学等学科的应用基础研究经费以缓解其难
,

为我

国的经济发展做 出更大更直接的贡献
。

( 3) 基础性研究成果最主要的表现形式之一是发表高水平的论文
。

目前国内核心刊物所

收版面费一般为 70 。一 80 0 元 /篇
,

外文刊物 1 80 0 元 /篇
,

国外的重要期刊如 《 IE E E 》 所收版

面费用可高达 3 0 00 元 /篇
。

这笔费用将占科学基金资助经费的 20 %甚至更高
。

科技专著的出

版更困难
,

尽管设立了出版基金
,

但由于投入经费有限较难得到批准
。

同时
,

科学基金的研究工作需要研究生参与
,

这不仅可以通过基础性科研活动培养高层

次人才
,

还可以开发和吸收年轻人活跃的学术思想及创新意识
。

在国外的基金课题中可以列

支
“

雇佣
”

研究人员的补贴经费
。

但国家科学基金资助经费中却难以支付研究生的科研补贴

费用
。

另外
,

参加国内学术会议或国内主办的国际会议
,

其注册费目前约 2 0 00 元左右
,

为了让

参加课题的研究生有机会发表论文和参与国内
、

国际学术交流
,

作为课题负责人的导师都会

尽量为他们提供这种机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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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这些经 费的开支都是完成基金课题过程中不可少的部分
。

因此
,

我们希望科学基金

资助的经费在强度上和开支范围方面能给予一定的加强和适当的灵活性
。

( 4) 几年来
,

科学基金的投入有了较大增加
,

使科学基金项 目的资助强度从 1 9 8 6 年的每

项约 3 万元提高到 1 9 9 4 年的每项 7 万元左右
,

但这 只能大体上弥补物价上涨等因素的影响
,

按可比价格计算实际资助强度并没有多大提高
。

由于投入总量有限而使资助规模受到限制
。

有

些专家反映
,

在评审时属于很好的项 目
,

但 由于总项数不能超过限额
,

硬是被删掉
,

十分可

惜
。

材料与工程科学部电工学科多年来资助项 目一直只有 20 多项
,

从未增加过
。

我们认为资

助规模可在原基数上适当扩大 10 %一 15 %
,

使面上项 目获准率提高到 20 %左右
。

且资助经费

不一定平均
,

这样不仅可以吸收更多的创新思想
,

也适应我国当前中青年科技人员已大批成

长起来的现实
,

他们为了使 自己探索性的研究和构思得以实现
,

鼓足勇气申请科学基金
,

使

科学基金申请的人数和项 目大量增加
,

但如果我们不给予鼓励和支持
,

不注意扩大资助规模
,

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中青年 申请基金的积极性
,

不利于中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长
,

中国科技

界和知识界的人才断档问题只能愈发加剧
,

也将会失掉一批颇有新意的探索性研究项 目
。

我

们认为
,

对一些探索性较强的特殊项 目
,

可采取组织少数几位专家进行实地考察
、

现场评审

的方法以决定取舍
,

先支持较少的经费让其进行试探性研究
,

并实行跟踪管理
。

( 5 ) 学校单纯从事基础性研究人员的人均收入达不到学校人均水平
,

稳定这支队伍遇到

了相当难的现实问题
。

学校 自 1 9 9 2 年至全国事业单位工资调整增加后的 1 9 9 4 年 3年的人均

月工资不足 2 00 元
,

而面对当前物价上涨
、

住房制度改革
、

工资制度改革等
,

带给工薪阶层

经济上的负担
,

尤其困扰着学校从事基础性研究的教师
。

学校采取了从科研课题经费结余中

提取一定比例发给课题承担者业绩津贴或奖金的方法予以补贴
,

而承担国家科学基金项 目研

究的教师
,

所得到的项 目资助经费完成课题本身已有相当难度
,

他们的工资外补贴 (业绩津

贴
、

奖金等 ) 根本无法从基金资助经费中解决
。

由于种种原因
,

我校仅每年自费出国者
、

公

派短期或长期出国而逾期不归者
、

公派出国后改因私护照者多达 60 多余人
,

且 已持续多年
。

照此下去
,

势必使我国青年科技工作者大量流失
,

使我国从事基础性研究的队伍后继乏人
。

总之
,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

根据国家财力
,

尽可能加大国家对基础性研究的投入
,

更加

合理调整基础性研究中各学科之间
、

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之间的投资结构
,

更恰当地处

理提高项 目资助强度和资助规模的关系
,

适 当放宽经费的使用限制
,

将会更好地促进我国基

础性研究工作的发展和稳定从事基础性研究的队伍
。

中央关于科技工作要
“
面向

” 、 “
依靠

” 、 “

攀登高峰
”
和

“
稳住一头

”

的方针
,

是新时期

基础科学发展的基本方针
。

努力为科技工作者创造一个宽松
、

有利于新思想产生的稳定的基

础性研究环境和条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任务
。

政治家的远见
,

各级领导对社会全面发展

的责任和全社会的理解与支持
,

是 国家基础性研究稳定发展的根本保证
。

O N T H E R E A SO N A B L E I N V E S T M E N T O F

N A T I O N A L SC I E N C E F U N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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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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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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