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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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和技术间题
,

创立新的技术和方法
” 。

江泽民主席在科技

大会上针对基础性研究指出
: “

要目光远大
,

筹划未来
,

针对下世纪影响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

的重大问题
,

加强基础性研究和高技术研究开发
,

要把为未来经济发展提供科技动力和成果

储备
,

作为基础性研究工作的主要任务
。

要确定有限目标
,

突出重点
,

有所赶
,

有所不赶
,

才

能有所作为
。 ”

我们从事基础性研究及其管理的同志
,

都应该认真理解
、

学 习上述重要精神
,

并努力贯彻执行
。

首先
,

什么是国家目标呢 ? 按我们学习全国科技大会文件的理解
,

最好
、

最准确的解释

就是上面引用的中共中央与国务院决定中
,

在
“
国家 目标

”

后面那三句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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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和技术问题
,

创

立新的技术和方法
” 。

所以
,

对我们搞基础性研究
,

必须防止两方面的倾向
。

首先是要防止不顾经济和社会发

展的需要
,

而走向象牙之塔的倾向
。

从科学研究工作的全局讲
,

必须安排必要的当前还看不

出什么实际应用背景的基础研究
,

这是很重要的
。

但不能把我们研究或资助的主力偏向于那

些尚很难看到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有任何贡献的课题
;
对重大

、

重点课题更是如此
。

特别是对

我们材料与工程学部
,

所包涵的学科内容都是与国民经济及社会发展有密切关系的
,

我们所

应从事的研究
,

至少应该能指出它可能对哪些经济与社会发展问题有什么实际用处
。

我们工

程科学的基础性研究一定要为实际服务
,

这是坚决不能动摇的
。

但是
,

我们也要反对另一种倾向
,

那就是认为我们只应该搞立竿见影的联系实际课题
。

上

述引用的中共中央与国务院决定和江主席讲话中对此也有明确指示
,

那就是
“

要重点解决未

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理论和技术问题
,

创立新的技术和方法
。 ”
强调的是

“

未来
” 、 “

新

的
” ,

这是因为一来基础性研究离商业实用总是有一段距离的
,

不应该要求它立竿见影
;
另外

,

还必须要有基础性研究来做到江主席所指出的
“
目光远大

,

筹划未来
,

针对下世纪
。 ”
否则

,

只顾今天
,

没有后劲
,

实际上是不可取的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的特点
,

在于力求从基本原理
、

基础理论入手
,

搞清事物的

本质
,

为技术发展和应用打下扎实的基础
。

基金资助项目一般不要求当前的经济效益和产业

化
。

但对技术科学项 目
,

则应更强调把国家目标放在重要位置
,

要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提

供动力
,

为解决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理论基础和新技术
、

新方法
。

为了使我们的基金工作能够真正瞄准国家目标
,

实实在在促进我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
,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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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鼓励科技创新
,

把创新性看作学术水平的应有体现
,

看作衡量研究成果的核心标准
,

并

且应在国际范围内看待创新
。

除了一些具体措施外
,

首先要在思想上大力宣传创新的意义
,

打

破多年封建守旧 习惯对我们民族的束缚
,

还要 明确
,

没有创新也就没有祖国真正的四个现代

化
。

江主席在科技大会上对这一点也有明确的指示
。

他说
: “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
,

世界上

有些最先进技术是买不来的
” 。 “

如果 自主创新能力上不去
,

一味靠技术引进
,

就永远难以摆

脱技术落后的局面
” 。

因此
,

把国家目标放在重要位置和鼓励科技创新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

在技术科学的基金工作中应该统一起来
。

10 年来
,

材料与工程科学部根据本学部 9个学科的特点
,

在瞄准国家目标
,

鼓励科技创

新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和努力
,

也收到了一定效果
。

为了把基础性研究的触角伸向国民经济

建设
,

提高研究项 目的针对性
、

目的性
,

发挥基金的粘合剂作用
,

我们先后与 15 个部委实行

了不同层次的联合资助
。

如从 1 9 8 7年起即与建设部实行联合资助
, 9年来共资助 1 60 多个项

目
,

双方共投入 1 8 0 0 余万元
。

在大型现代化高层
、

超高层钢结构建筑
、

大跨度空间结构的稳

定性
、

人工智能决策系统
、

沿海经济区的建筑规划与风景资源保护理论
、

高强度混凝土技术

等方面取得一系列既有较高理论学术水平
,

又对国家城乡建设有重大价值的成果
。

由于建设

部的介入
,

这些成果又很快转化为实际应用
,

大部分 已在设计
、

建设中发挥作用
。

三峡工程

为世界所瞩目
,

涉及多方面的基础理论问题
。

我学部及时针对水利枢纽建设和水轮发电机制

造组织了两个重大项 目
,

并实现 了与三峡总公司
、

机械工业部的联合资助
,

其初步成果已被

设计所采用
。 “

八五
”
期间

,

我们在重大
、

重点和面上项目中共吸纳部
、

委和企业匹配经费约

2 0 0 0 万元
。

有些基金资助项 目已开始显示经济社会效益
,

例如我学部从 1 9 8 6年即开始资助先

进制造技术方面的研究
,

在设计理论与方法
、

制造新工艺和技术基础
、

制造自动化及测试技

术诸方面都取得较好成果
。

1 9 9 5 年 4 月国家科委
、

机械部与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等部门联合

召开了
“

先进制造技术发展战略研讨会
” ,

在会议报告中
,

基金资助成果成为报告的主体
,

说

明基金资助效果正在向生产力转化
,

并构成国家的重要技术基础
。

又例如清华大学徐旭常院

士从燃烧理论出发
,

研究成功船形燃烧器
,

到 1 9 9 4 年底推广到 64 个发电厂
,

1 25 台煤粉锅炉
,

节省燃料经济效益每年可达 1
.

5 亿元
。

重庆大学周家启教授的大电力系统可靠性理论研究
,

为

三峡电站 电气主线方案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

并 已被三峡电站工程设计所采用
。

近年来
,

我们在支持和保护科技创新项目方面也做了一些努力
,

如反复向评审专家宣传

保护创新的重要意义
,

特别重视甄别创新项目
,

不断提高创新性在评审中的权重
,

每年坚持

把一批非共识的
,

但可能有较大创新的项目送交评审会
。

一批创新性较强的项 目在科学基金

资助下
,

获得了很好的进展
。

如北京邮电大学章继高教授从事
“
环境污染对电接触可靠性影

响
” ,

因是跨学科交叉领域
,

在国内属空 白
,

同行评议不易共识
,

经给予适当保护
,

已连续四

次获得资助
。

章继高教授在这一领域的开创性工作
,

引起国际同行的重视和高度评价
,

北京

被国际学术界称为此领域的学术中心
。

重庆大学秦树人教授主持的
“

大型传动系统动态测试

理论与装置智能化研究
” ,

在测试理论和技术上都有较大的创新性
,

评议时也曾意见不一
,

但

实践证明秦教授做出了很好的成绩
。

清华大学过增元教授从事热与流体相互影响的研究
,

揭

示了一系列新的现象
,

提出了一些新的科学概念
,

建立了若干新的准则关系式
,

对推动学科

及工程应用的发展做出贡献
。

哈尔滨工业大学王仲奇教授在基金的连续资助下
,

进一步发展

了由他本人在 50 年代留苏时参与创立的弯扭叶片理论
,

提出了新的科学问题和规律
,

发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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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到国际同行的高度评价
。

经过学部内初步讨论
,

今后拟加强下面四方面的工作
:

( l) 高举基础性研究的大旗
,

不断完善和发展科学基金制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应该定位

于科技长河的上游
,

以支持基础性研究为 已任
,

是科技长河的重要源泉
。

这一定位符合国家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大利益
,

符合国家 目标的要求
,

应该长期坚持
,

否则将导致国家科技工

作三个层次布局失调和科技源泉枯竭
,

对国家科技基础的形成与实现国家目标也十分不利
。

因

此我们要更高举基础性研究的大旗
,

全心全意依靠科学家
,

不断完善和发展基金制
,

在提高

项 目选择的科学性
、

公正性与鼓励创新方面上新的台阶
。

(2 ) 加强与产业部门及企业单位的沟通
,

支持产
、

学
、

研的结合
。

要采取多种措施鼓励

科学工作者深入了解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科学间题
,

并作为自己创新的研究内容
。

在选定重大
、

重点项目以及制定各类指导性文件时
,

更要多听产业部门以及企业单位中有识

之士的意见
,

力求和国民经济及社会发展联系密切
、

目的性更强
;
努力争取更多项 目与产业

部门或企业单位联合资助
,

形成基础性研究一应用开发研究一工程实用的
“

一条龙
” ,

寻找解

决成果转化难的途径
,

促进国家 目标的实现
。

( 3) 鼓励科技创新
,

逐步增加独创性项 目的比例
。

创新项 目的重要特征是其先进的科学

概念和理论及其实现的先进技术
。

大力支持创新是基金工作的基本思路
,

也是保证国家目标
、

实现经济腾飞的重要措施
。

我们将更有力地鼓励和保护基金的创新项 目
。

尤其是对面上项 目
,

要树立敢于承担风险
、

允许研究工作可能失败的资助思想
; 不简单地完全按同行评议共识程

度来取舍项 目
,

设法提高创新性在评审中的权重
。

加强保护创新的宣传
,

争取科学家的理解

和支持
,

逐步提高对创新性项目的资助 比例
。

如果说对重大
、

重点项 目的资助首先要按江主

席提出的
“

有所赶
,

有所不赶
”

的准则来选择的话
,

那么面上项 目就应该更多强调创新性
。

(4 ) 加强国际合作
,

支持青年成长
。

基础性研究成果是人类的共同财富
,

因此有必要也

有可能在国际上相互沟通和交流
。

由于国力所限
,

我国在科研条件方面存在许多困难
,

利用

改革开放的条件
,

鼓励与支持国际合作与交流
,

让科学家充分了解国际最新成果
,

对实现国

家目标
,

促进创新
,

都会有所帮助
。

当然
,

我们不应该全盘引进
,

而应该立足在自力更生的

基础上
,

对基础性研究更是如此
。

青年是我们的未来
,

对创新更为敏锐
,

更有活力
,

国家目

标的实现更要靠他们的努力
。

基金工作一直有支持青年人的好传统
,

我们要继续发扬
。

当然
,

我们应该支持他们的创新精神以及赶超前辈的努力
,

而不能拔苗助长
。

我们祖国正在沿着改革开放的大道稳步地向前迈进
,

国民经济每过 10 年就翻一番
。

我们

的基金工作是这伟大事业的一小部分
。

部分虽小
,

也是光荣而重要的工作
,

我们应该努力做

好它
,

为祖国的前进尽可能出更大的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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