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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把国家目标放在重要位置与

重视创新是为了同一个 目的

韦 钮

(国家教育委员会
,

北京 1 0 0 8 1 6 )

中共中央
、

国务院在 《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 》 中指出
, “

在 当前一个时期
,

基础

性研究要把国家目标放在重要位置
,

把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动力作为中心任务
,

重点

解决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和技术问题
,

创立新的技术和方法
” 。

这里
,

说的是一个问题
,

也就是说
,

强调在当前的基础性研究中要把国家目标放在重要位置和强调创新性
,

为的是一

个 目的
:

这就是
,

把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动力作为中心任务
。

就这样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和这样一个目的
,

我说几点体会
。

1 重视创新是实现国家 目标的需要

中国从文化传统
、

教育制度
、

研究工作特点上看
,

在严谨和循序方面较强而创新不足
,

这

早 已不是什么
“

新论
”
了

。

记得 1 9 9 1年夏
,

我曾应邀到 日本参加过一个由中
、

日
、

美
、

德四

国学者参加的研讨会
。

研讨的题目之一是东
、

西方教育的对比
。

大家一致的结论是
,

中
、

日

教育的优点是严密
、

继承性强
、

系统性强
,

弱点是创造力较差
,

而西方教育在上述两方面的

情况则相反
。

可见
,

不管是人才培养方法本身
,

还是培养出来的人才身上
,

我国都存在着创

新性不足的问题
,

这种缺陷由来已久
。 “

枪打出头鸟
” 、 “

出头的椽子先烂
”
之类

,

就是我国著

名的古训
。

大家都知道
,

解放以后
,

我国的教育在很多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

但在提高创

新能力上
,

却进展不大
。

这里面原因很多
。

例如
,

日趋激烈的升学竞争导致了应试教育
,

一

些政治运动对知识分子不够公正的对待使一些人心有余悸
,

有人认为少些标新立异就可少找

麻烦等等
。

因此
,

间题的存在大家都知道
,

但认真去对待的人不多
,

有信心去着手解决这个

问题的人则更少
。

今年
,

江泽民同志在全国科技大会上提出
, “

创新是一个 民族进步的灵魂
,

是国家兴旺发

达的不竭动力
。 ” “

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
,

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
” 。

江泽 民同志把

创新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

在全国各界引起了很大的反 响
,

不仅在教育界
、

科技界
,

在

政界和经济界也是如此
。

大家十分拥护
,

各界已开始重视这个问题
,

有的企业还提出
, “

创新

是企业生存的基础
” 。

为什么大家这么重视这个问题 ? 这是因为创新能力的强弱关系到国家目标能否实现
。

为

什么 ? 请看下述事实
:

一
一在当今世界

,

决定国家实力的基础是科学技术发展的水平
;

— 科学技术的发展呈现前所未有的迅猛势头
,

科学技术前所未有地进入到人们生活的

各个方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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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成果转让可以带来经济利益
,

这就使知识作为一种产权受到法律保护的意识已

大大得到加强
;

— 世界市场统一的倾向
,

导致竞争加剧
,

公司之间
、 “

国家之间的技术
、

专利转移或转

让越来越困难
。

所以
,

无创新就无自己的知识产权
,

无创新在激烈的世界市场竞争中就难以立足
,

无创

新就无优势
,

无创新就难以摆脱技术落后的局面
。

所以说
,

创新已经涉及到我们能否屹立于

世界先进民族之林
,

涉及到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大国
,

我们能否掌握 自己的命运
,

这

样重大的问题
,

的确十分重要
。

总而言之
,

创新之所以重要
,

是因为它涉及到国家目标的实

现
,

涉及到中国和中华民族在本世纪末和下个纪的命运和前途
。

支持创新
,

首先应该支持涉及到 国家目标的实现的创新
。

创新需要人才
,

首先是培养人

才
,

然后是正确使用人才
,

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潜力
。

这也就是我要讲的第二点
。

2 创新首先要培养有创造能力的人才

要提高我们民族的创新能力
,

首先要改革教育
。

创新能力不仅取决于智力因素
,

更重要

的是非智力因素
,

这两个因素都很重要
。

当然
,

教育改革需要从教育体制
、

教育思想
、

教育

投入等方面做很多事情
。

具体地讲
,

有以下三点
:

( l) 把应试教育转变成素质教育
。

特别是在基础教育中
,

要努力实现全面教育
。

这里
,

全

面教育有两方面的内容
。

一个是
,

每个学生要通过教育得到全面发展
;
另一个是

,

教育要面

对全体人 民
;

( 2) 加强学校的科学研究工作
。

大力支持有条件的高校建成科研和教育两个中心
,

把人

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工作结合起来
。

博士生阶段是创新的最好阶段
,

要特别重视
。

这里
,

特别

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对高校的支持
;

( 3) 建立可以提供终身教育的体制和机制
。

3 创新需要条件和环境

( l) 创新需要条件

要让一个人从事创造性的活动
,

首先要稳住他
,

让他能安心
,

能沉得住气
,

坐得下来
。

创

新是一种高级的智力活动
,

是一种极为可贵的深邃的思维
,

是很难得的
,

往往需要锲而不舍

的长期奋斗
,

需要进入一种旁若无人
、

如痴如醉的境界
。

在这一点上
,

科学家和艺术家是一

样的
。

创新是一个人在长期积累的基础之上激情的爆发
,

是长期积累的能量的瞬间释放
。

所

以
,

要让一个人能安于长期积累
,

就要让他奋斗时有安全感
、

稳定感
,

能长期安心工作
,

并

有相应的工作条件
。

( 2) 创新需要激励

我刚才说过
,

创新是一种高级的智力活动
,

是一种深邃的思维
,

往往不是周密的推理
,

而

是在激情推动下的直觉思维
,

有时甚至一时显得没有太大的道理
。

所以
,

需要理解
、

保护和

激励
,

要建立奖励和保护制度
。

( 3) 创新需要理解

特别是基础研究中的创新需要理解
,

对于基础性研究中的创新
,

我们在严密性
、

成功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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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性和经济性上
,

都不要急于苛求
。

在严密性方面
,

应该是在最后提出要求
,

而不是在一开始就要求严密
。

因为创新活动在

开始时
,

往往是受激情的驱使
,

是一种灵感
、

一种直觉
,

而不是填密的推理
。

对创新活动的成功性
,

不要要求太高
。

因为创新活动有风险性
,

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
,

要

宽容
、

要鼓励
,

勿以成败论英雄
。

对创新活动的现实性也不要苛求
。

创新活动往往带有幻想的成份
,

有狂想的一面
,

要允

许标新立异
。

最后
,

对创新活动的经济性不要苛求
。

一些创新活动在当时看来也许不
“

划算
” ,

但一旦

成功
,

产生的影响和效益将是很大的
,

甚至是巨大的
。

所以
,

在对创新活动的评审
、

评议和成果鉴定中
,

要有一种理解的态度
。

特别要关注交

叉学科中产生的创新
,

因为它们更不易被理解
,

尽管正是在交叉学科中最容易产生创新
。

( 4) 创新需要引导

创新需要引导
,

要引导到围绕国家 目标上来
。

这一方面
,

我认为基金委员会的作用也很

大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量大面广
,

在对创新的引导和扶持上作用很大
。

我自己有深切的

体会
,

在此也表示感谢
。

我认为
,

可以通过以下四个方面对科学家的创新进行引导
:

第一个是确定领域
,

就是在进行确定创新活动领域中要进行技术和市场预测
。

围绕国家

目标确定的领域可简单地分为两类
,

一类是对我国目前来说
,

投资比较少但容易取得突破的

领域
。

比如生物技术
,

材料科学和技术
、

信息科学和技术等
; 另一类是我们必须做的支柱领

域
,

比如
,

能源
、

农业
、

制造业等
。

第二
,

科学家应转变一点观念
,

在研究时要尽量注意应用背景
。

第三
,

把创新引向深入
,

集中跨学科的力量
。

不能把研究引向以登录上 《 S CI 》 为唯一 目

标
,

要引向多学科配合
,

以转化成现实的生产力
。

第四
,

在后续科技活动的衔接上注意组织
,

把基础研究
、

应用研究和成果转化通过比较

好的组织衔接起来
。

L A Y IN G E M P H A S I S O N P L A C I N G N A T IO N A L O B J E C T I V E S O N A N

IM P O R T A N T P O S I T IO N A N D G I V I N G P R O M I N E N C E T O

B L A Z I N G N EW T R A I L S A R E F O R A S A M E P U R P O S E

W e i Y u

( hT
e S at t e E d u c a t i o n

OC , , i s s io n ,

B e

iij
n g 10 0 8 1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