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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正式批复后
,

方可实施所报计划并使用其经费
,

不再逐项办理审批手续
; 国际合作局对

重点项 目的国际合作与交流计划认可后不下达批复件
,

重点项 目组在国际合作与交流计划上

报一个月之后若未接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国际合作局任何批复通知
,

项 目组即可按上

报计划实施并使用其经费
,

若一 个月之内接到批复意见者
,

则按批复意见实施并使用其经费
。

( 6) 办法还对如何加强对重大项 目和重点项目国际合作与交流计划的执行情况的检查提

出了具体措施和要求
,

对国际合作与交流计划在执行和经费使用中存在的问题
,

国际合作局

和相关科学部有责任要求项 目组做出相应改进
,

若有严重违反外事纪律或相关规定者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有权缓行或停止相应国际合作与交流计划的实施
。

根据外事归 口管理的原则
,

重大项 目和重点项 目国际合作与交流活动由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员会国际合作局归口 管理
,

该办法亦 由国际合作局负责解释
。

( 国际合作局 汤锡芳 供稿 )

《中国科学基金 》 第四届编委会会议召开

《 中国科学基金 》 期刊第四届编辑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 1 9 9 6 年 12 月 17 日在北京举行
。

《 中国科学基金 》 的第一届主编师昌绪院士
,

第二
、

三届主编陈佳洱院士应邀出席会议并发表

了热情的讲话
。

会议由 《 中国科学基金 》 本届主编张新时院士主持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梁

森同志首先宣布了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关于聘任 《中国科学基金 》 第 四届编辑委员会的

决定
,

包括主编
、

副主编共计 46 名编委
。

本次会议 3 5 名编委 出席
,

n 名编委因事缺席
。

会
_

匕 祖广安同志代表期刊编辑部做了工作情况汇报
,

总结回顾 了 《中国科学基金 》 自 1 9 8 7 年

创刊
,

10 年来的办刊情况
;
第三届编委会成立以来期刊编辑工作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

,

以

及今后的工作设想 编委们对此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

因事不能到会的编委
,

也专门来电
、

来

函
,

提出了许多很好的建议
。

《 中国科学基金 》 期刊 10 年来已经出版了 10 卷 4 2 期 〔包括专刊 5 期 )
,

刊登学科发展和

成果简介文章 90 0 余篇
;
科学基金管理工作讨论交流文章 4 00 余篇

。

19 9 3 年 《中国科学基

金 》 创办了英文版期刊
,

为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对国外学术界的宣传和交流开辟 了
一

个

正式窗 口
。

英文版期刊到 1 9 9 6 年年底已经出版 8 期
,

以较高的质量和图文并茂的形式受到国

外科技界和图书出版界的关注
。

10 年来
,

《中国科学基金》
一

在编委会领导下
,

在基金委员会各级领导的支持和机关内各部

门的积极配合下
,

经过编辑部工作人员的不懈地努力进取
,

期刊工作不断有所开拓
,

刊物质

量也不断提高
。

在 1 9 9 2 年
、

1 9 9 6 年两次由中宣部
、

新闻出版署
、

国家科委共同主办的
“

全国

优秀科技期刊评 比
”

活动中连续获奖
,

为基金委员会在全国科技出版界争得了荣誉
。

目前
,

《 中国科学基金 》 期刊每期发行 2 0 0 0 余份
。

其中国内交换单位已达 40 余个
,

并与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 的近 40 个科学基金组织
、

国家图书馆
、

国家科技情报中心
、

学术团体
、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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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院校建立了刊物交换关系
。

英文版期刊已经被 《 E I》 正式收录
。

编委们在讨论发言中充分肯定了《中国科学基金 》期刊的工作
,

认为期刊在多方位宣传我

们党和国家对基础性研究的方针政策
,

宣传科学基金制
,

报道科学基金资助下的重要研究成果

和优秀科技人才的培养方面是积极的
。

在针对科学基金管理的热点问题
、

政策问题等所组织的

专题讨论
,

和为百家争鸣
、

开拓研究思路
、

恰当选择优先发展领域等问题而设立 的战略研讨栏

目所发表的文章
,

对于我国科学基金工作的不断发展与完善
,

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

编委们对今后进一步提高 《中国科学基金 》 期刊的整体质量提出很多积极的建议
,

希望

能够尽快增加刊期数
,

加大信息量
,

扩大发行面
,

把 《中国科学基金 》 期刊办成全国科研单

位和广大科技工作者都关心的科技刊物
。

同时对 《中国科学基金 》 在我国基础性研究工作中

应起到的作用寄予了厚望
。

经过讨论
,

会议认为今后应切实注意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

1
.

《中国科学基金 》 的主要任务和内容应该是刊登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基础研究和科学基

金的具体指示等带有方向性和引导作用的文章
,

宣传科学基金制
,

介绍科学基金管理的重大

政策
,

使广大公众对科学基金工作更加了解
,

使中国的科学基金制不断发展完善
。

通过刊物

带动全国地方和行业的各种类型的科学基金工作
。

2
.

刊物应该为作者服务
,

但更应为广大读者服务
。

充分利用版面
,

增加信息量
。

《中国科

学基金 》 期刊的读者应该主要是科学基金的申请者
,

即广大的研究人员
,

同时包括科学基金

的科研管理人员和科技界的领导
。

建议把 《项 目指南 》 中每年的鼓励资助领域
、

重点项 目和

申请规定等内容灵活地刊登在刊物的每年的某一期上
,

方便读者
,

提高刊物的实用性
。

3
.

《中国科学基金 》 期刊的学科发展栏目综述介绍各学科领域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和发展

动态
,

不发表原始的研究实验报告
。

压缩现有的成果简介的文章篇幅
,

但发表的成果数量要

增加
,

要成为重点
。

应要求科学基金资助的重大
、

重点项 目结题时都能撰写综述性的深人浅

出的介绍文章
。

并积极开展科学评论
。

4
.

期刊应加强人才成长的宣传力度
,

要注意实事求是
,

多介绍成功之道
,

强调德才兼备
,

但要避免不切合实际的宣传
,

避免文学色彩渲染过强的倾向
。

5
.

期刊要宣传报道科学基金管理的有关信息资料
,

预告各种学术活动和交往
,

特别是国

内举办的国际性学术活动的信息
,

方便科研人员
。

增加统计与分析信息以引起各方面人士对

基础研究特别是科学基金工作的关注
。

总之
,

《中国科学基金 》 期刊应该成为一种具有引导性
、

论坛性
、

信息性
、

现代性
,

高质

量
、

高水平的科技刊物
,

成为全 国科研单位和广大科技工作者都关心的科技刊物
。

张新时主编最后做了总结发言
。

认为编委会议开得很成功
,

编委们对 《中国科学基金 》 的

办刊宗旨认识是一致的
。

作为一个刊物只有办出特色
,

才能有生命力
。

他对编委们提出的许

多建设性意见表示非常感谢
,

因为这些建议不但对刊物工作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

同时对科学

基金工作也会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

他希望编委们继续支持和关心刊物工作
,

积极为刊物撰写

和推荐稿件
。

希望编委们与编辑部的同志加强联系
,

以更好地促进期刊的建设与发展
。

(杂志部 祖广安 供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