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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讨论— 基础研究与国家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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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编者的话〕 基础性研究要把国家 目标放在重要位置
,

这是国家对科技界的要求
,

也是当前民族振兴的迫切

需要
。

在
“

科教兴国
”
的战略目标中

,

基础研究作为科技不同层次中的
“

源泉
”
和

“

先导
” ,

应当发挥什么作

用
,

承担怎样的责任
,

这个问题值得深思
。

但是
,

在基础研究中
,

究竟在鼓励创新
、

争取世界一流水平的同

时
,

如何瞄准国家目标
,

为国家社会
、

经济发展服务 ? 具体到科学基金
,

如何确定资助方向
,

如何选题
,

如

何组织与实施
,

这首先要在思想上有一个统一的认识
。

1 9 9 5 年 n 月 29 日至 12 月 1 日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材料与工程科学部召开了
“
瞄准国家目标

,

鼓励科技创新—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研究成果交流研

讨会
” ,

针对上述问题
,

结合基金项 目进行了较为深入的交流研讨
。

国家科委副主任朱丽兰
、

中国科学院副

院长路雨祥
、

国家教委副主任韦任
、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师昌绪等科技界领导同志到会并发表了各 自的看法
。

科学基金委员会材料与工程科学部主任蔡睿贤等也针对学部工作做了专题发言
。

现将他们的讲话整理发表
,

供大家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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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这个研讨会的命题非常重要
,

关键是在于
“

瞄准 国家目标
”

与
“

鼓励科技创新
” 。

现

在
,

问题就出来了
。

第一
, “

瞄准国家目标
” ,

国家目标究竟是什么 ? 如果连国家 目标的涵义

都不清楚
,

怎么能瞄得准呢 ? 第二
, “

鼓励科技创新
” ,

那么
,

现在科技创新中究竟存在什么

问题 ? 需要解决什么问题 ? 为解决问题需要创造什么条件? 这两个问题是有其一致性的
,

但

有没有矛盾呢 ? 如果有
,

矛盾又在哪儿呢? 怎样才能使它们达成一致呢? 我觉得矛盾的统一

就在于选准题
。

也就是说
,

怎样从科技角度来理解国家目标 ? 怎样将科技创新与国家目标结

合在一起 ? 选准题是分层次的
,

无论是国家科委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

还是具体的研

究人员
,

都要根据自己的任务和特点来选题
。

我想从两个方面来谈
。

第一个方面是关于国家 目标的问题
。

首先我想问一间
,

科学技术的出现是不是一开始就

有国家 目标 ? 就历史上看
,

当科学刚开始形成体系的时候
,

基本上是个人兴趣的推动
,

一开

始并没有国家 目标
,

后来才有实验室
,

有了专业队伍
。

到什么时候开始有了国家目标呢 ? 是

随着科技对经济的贡献越来越大
,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企业家的介入
,

尤其是在第二次世

界大战以后
,

国家开始觉得
,

不掌握科技
,

就打不赢战争
。

所以
,

到这时
,

由于战争的驱动
,

产生了国家目标
。

而今天
,

由于政治冷战变成了经济热战
,

而在经济热战中
,

对科技的需求
,

对科技的认识
,

使科技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

最精辟的就是小平同志所说的
“

科技是第一

生产力
” 。

就是说
,

科技在经济热战中已处于决定性的地位
。

正是由于这样一种形势
,

经济热

战将科技与国家目标联系在一起了
。

对于这一点
,

各国政府的认识和对策是不一样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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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一点认识得比较早
,

官产学的成功就说明了
,

是政府的组织使得它后来居上
。

而美国在

这一点上是滞后的
。

它一直认为自由经济只要靠市场驱动
,

不需要国家目标
,

直到它的半导

体
、

电子市场被日本
“

侵占
”

得越来越多的时候
,

由企业家提出了要求
,

要求改变由美国的
“

地方队
”

迎战
“
日本的

“
国家队

”

的状况
,

这时
,

才引起了美国政府的注意
。

现在
,

美国也

成立了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
,

由总统亲自出任主任
。

我国在今年的科技大会上提出了
“

科教

兴国
”

的战略
,

在五中全会上提出了两个根本转变
:

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

实

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
,

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
。

这样才叫做科技进入了国家

目标
,

而不是一般的科技为经济服务
、

科研成果为企业服务
。

这些还不能算是国家目标
,

而

是国家的战略目标
,

已经把科技
、

经济
、

国家安全这三者结合为一体
,

将这三者同样提高到

了国家战略的地位
。

科技界对国家目标的认识又是如何呢 ? 基础研究如何瞄准国家目标 ? 在基础研究中
,

人

们总是强调
,

基础研究的某一项成果总是会为经济发展服务的
,

但不能要求它马上就能为经

济服务
,

或马上说出它潜在的应用价值在哪里
。

在这里
,

怎么体现瞄准国家目标呢? 我认为
,

国家目标就是对国家整个科技实力或经济实力的提高
。

也就是说
,

要看对我国科技整体水平

的贡献如何 ? 对国家整体经济实力的提高推动如何 ? 对我们的民族整体认识世界
、

认识自然

的推动如何 ? 当然
,

我不是说要求一篇文章就做出这么大的成绩
,

但是
,

基础研究至少要向

这几个方面努力
。

因此
,

我们对科技发展的整体 目标提出两个 口号
:

顶天立地
,

后来居上
。

“

顶天
”

就是要让国际上承认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
, “

立地
”

就是要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
。

只

有
“
顶天立地

” ,

才能
“

后来居上
” 。

创新的成功一开始就是选题的成功
,

我认为
,

选题的准确体现了对技术发展的预测
、

对

市场需求的预测
,

和对我们整个国家经济目标需求的理解
,

只有把这两者结合起来
,

才能说

是真正瞄准了国家目标
,

同时又有创新
。

现代社会的科技创新还需要创新精神与团队精神相

结合
。

现在
,

科技界面临的间题
,

就是对整个国家目标的理解
,

首先要对国家整体经济发展所

存在的问题
、

所需要的方面有所了解
。

科技界首先要深刻地去理解或了解国家目标到底是什

么
,

这不是抽象的
,

是分层次的
。

比如
,

对于地方来说
,

要更好地与地方经济的发展有机结

合
,

对于产业来说
,

应更好地理解产业
、

行业的发展 目标
;
对于我们整个的基础研究

,

应该

知道
, ,

整个国家科技发展的重点屯 方向是什么 ? 在这个前提下选题
,

就会比较好
。

但是
,

国家目标与基础研究之 间有没有矛盾呢? 有矛盾
。

基础研究有探索性
,

有风险性
,

所以
,

也不能要求每一个题都选得那么准
,

要有一个宽松的环境
,

要允许科技人员发挥想象

力
,

这样
,

虽然具体的选题也许与国家目标无关
,

但我们的整体发展方向是和国家目标一致

的
。

另一方面
,

虽然我们允许失败
,

但也要提高成功率
。

在具体的操作方面
,

关系到很多政

策上 的问题和对各种度的掌握
。

第二个方面是关于创新
,

.

我想从组织的角度上来说
。

现在
,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
,

题目选

准以后
,

在整体的团队作战中
,

管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

要从组织的观念
、

程序和措施

上保证创新
。

另外
,

我们要有政策上的支持
,

要奖励创新
。

现在的创新在某种程度上是全民

的创新
,

创新的环境很重要
。

从大的方面
,

要创造创新的社会环境
,

比如法制的环境
,

包括

公平竞争的环境
; 我想强调的是

,

小环境的创造也很重要
,

要在观念上创新
。

比如
,

在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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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研究方面
,

基金会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

要树立这样的观念
, “

给第一个馒头
”

的最重要
。

对人才问题也是一样
,

要尊重创造性人才
,

对敢于提出不同意见
、

有不 同看法的人
,

应该受

到尊重
。

同时
,

为了能瞄准国家目标
,

鼓励创新
,

对各方面的预测也很重要
,

对科技发展的

预测
、

趋势的掌握
,

对国情发展的预测
,

对市场需求的预测等等
。

有了这样一些预测以后
,

不

只是了解未来
,

而是去创造未来
,

创造我们国家的未来
,

创造我们国家科技发展的未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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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料
·

1 9 , 5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资助的前 20 所高等院校名单
(按资助金额排序 )

单位
:

万元

单 位 名 称 项 数 资助金额

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

浙江大学

南京大学

天津大学

北京农业大学

华中理工大学

四川联合大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北京医科大学

复旦大学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

上海医科大学

武汉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上海第二医科大学

南开大学

吉林大学

9 5 9
.

7 0

9 4 3
.

6 0

5 9 3
.

3 0

5 1 9
.

3 0

4 9 8
.

0 0

4 7 3
.

5 0

4 5 6
.

5 0

4 4 3
.

3 0

4 3 5
.

1 0

4 0 6
.

8 0

3 7 4
.

8 0

3 5 7
.

8 0

3 5 6
.

0 0

3 3 8
.

3 0

3 2 7
.

8 0

3 1 8
.

7 0

3 0 8
.

2 0

3 0 1
.

3 0

2 8 6
.

2 0

2 8 1
.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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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计划局信息处供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