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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资助大学科研的新途径

改革的浪潮席卷着日本的高等教育体制
,

官僚主义形成的壁垒正在崩塌
,

这种壁垒使该

国的大学很难获得到文部省以外
、

政府其它机构的科研资助
。

通产省所属的新能源产业项 目技术综合开发机构 ( N E D O ) 希望大学研究人员提出几百

份申请
,

拟从中资助 10 0 个大型项 目
,

每项资助经费达 5 0 00 万至 2 亿日元 (6 o一 2 30 万美

元 )
,

以推动新技术的发展
。

这是文部省以外的一个部第一次被允许向大学提供 巨额资助
,

而不受教育部的干涉
。

N E D O 的计划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

在这个新时代中
,

将有大量政府的经费拨给公认

的能开展前沿性研究的大学
。

N E D O 的资助经费包括在政府 1 9 9 5 年 5 月批准的补充预算之

中
。

这项预算旨在减缓神户地震影响
,

同时也包括对科学研究的巨额资助
。

国家研究所和大学均可申请该类项 目
。

由大学
、

国家研究所及私人机构的专业人员组成

的委员会对申请予以评审后
,

将于 9 月份公布批准资助的申请
,

涉及的研究领域包括生物技

术
、

新材料
、

电子学和信息技术
、

以及医学
、

能源和环境科学技术
。

筑波高级研究联盟 ( T A R A ) 的一位教授 H ir o s h i S a i t o
称

,

N E D O 的
“
划时代

”

计划

是一项惊人之举
。

该联盟是筑波大学于去年成立的新组织
,

成立该联盟的 目的是鼓励大学
,

国家研究所和私人公司在东京西北部的筑波科学城 内开展联合研究
。

这位教授还说
,

这项计

划以及其它政府有关政策 的改变表明
,

日本的大学将有极好的机会使自己进一步 向社会开

放
,

并通过从外界获得大量资助以拓展其研究领域
。

N E D O 并非第一个向大学研究人员提供大量经费的非文部省组织
。

然而
,

它却是第一

个得到教育部的支持
,

因为大学的研究至今一直受着教育部的控制
。

科学技术厅 (S T A ) 的先进技术探索研究计划 ( E R A T O ) 已经运行多年
,

该计划对

通常以大学教授为首的研究组提供大量项 目经费
。

但是
,

这种研究项 目的主持人必须成立一

个校外的项 目办公室
,

而且不能在大学里开展 E R A T O 项 目的正式研究
。

据说
,

接受了

E R A T O 资助的大学研究人员要承担被文部省中断资助的风险
。

通产省工业技术院工业科学前沿计划办公室副主任 H i f oy
u ik iK hs i 说

,

就新的计划经常

和文部省接触
,

至今还未发生什么特殊问题
。

该办公室负责检查新的 N E D O 计划
。

iK hs i

说
,

获得资助 的大学研究人员可任意购置设备及使用大学现有的各种设备
。

他们还可通过

N E D O 聘用博士后研究人员
。

N E D O 计划是许多新计划 中的一项
,

通过这项计划
,

大量政府经费正在拨给一些特定

的大学
。

这和文部省提供资助的传统方式恰好相反
,

以往文部省把极少量的经费资助给所有

大学的教学人员
,

而不管他们研究的是什么
。

在本财政年度
,

教育部将提供大约 60 亿日元 (7 0 00 万美元 ) 的额外经费资助给那些

经选择的与研究所有关的大学以及少数特选的大学研究组
,

以创建具有优势的中心
。

在这项补 充预算中
,

文部省为 日本科促会 (J S P S ) 争得 了 20 亿日元
。

这将为 20 个较

大项 目提供经费
,

用以支持 N E D O 计划中大学与工业部 门的联合研究
。

T A R A 的 S al ot 说
,

这些举措证明文部省
“
已开始力图把大学 的研究成果转到工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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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
” 。

他认为
, “

象牙塔
”

式的 日子 已结束了
。

持怀疑态度的人则认为
,

在很大程度上如何优选出大学的研究人员并予以资助将是一 个

问题
。

过去少数权威教授与文部省关系密切
,

他们可在经费最多的领域挑选项 目
。

包括 已得到大量资助的人在内的批评者认为
,

只有在一个真正公开竞争的同行评审制度

建立 以后 (或许应有外国研究人员参与 )
,

日本的大学科学研究才能发生一场真正的革命
。

(译 自 N a t u r e ,

1 9 9 5 年 7 月 1 3 日第 3 7 6 卷

生命科学部 朱大保译
,

李修庆校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

九五
”
首批

资助的 17个重点项 目

( 1) 稀土生物效应的化学基础研究

( 2) 连翘等 12 种常用 中药化学成份和生物活性研究

( 3) 以核酸为作用靶的内源性生物活性物质研究

( 4) 中国红壤地区土壤退化的时空演变
、

退化机理及调控对策

( 5) 珠江三角洲地表系统中优控有机物迁移转化机制与调控

( 6) 复杂地质体精细速度分析及三维叠前深度偏移理论与方法

( 7) 副热带高压带的变异机制

( 8) 东海海洋通量关键过程研究

( 9) 金刚石单晶薄膜的生长及其应用

( 1 0) 壳聚糖水凝胶体系智能材料基础研究

( 1 1) 煤矿上覆岩移动破坏规律研究

( 1 2 ) 快速复杂型腔金属模具成型制造基础

( 1 3 ) 超高压输电系统中灵活交流输电 (可控串补 ) 技术

( 1 4) 自动跟踪同步通信卫星平板相控天线阵

( 1 5) 真实感图型的实时生成与显示技术

( 1 6) 连续过程工业的综合自动化应用理论与新技术

( 1 7 ) 有机聚合物 电发光器件研究

( 宣传调研处 供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