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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对跨学科和学科交叉

研究领域的支持及启示

沈新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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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

传统学科间不断相
f l

_

渗透
、

交又
,

所产生的新的交汇点不仅为传

统学科自身的进一步发展或重大突破提供 了新的机遇
·

同时也往往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

的重要问题密切相关
。

虽然科学界对此 已达成共识
,

但由十受历史
_

上形成的传统学科分类的

制约
、

学科保护主义的影响和管理体制惯性运行的束缚
,

跨学科研究
、

学科交叉研究仍往往

被挤缩在传统学科圈子的夹缝中
,

难以得到应有的支持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 N S F ) 对跨学

科和学科交叉研究领域支持的战略考虑和有效的资助形式
,

为我们提供 了有益的启示
` 〕

1 矩阵式的资助体系 一一 支持跨学科和学科交叉研究的主要途径和形式

如何在传统学科分类和设置的框架 卜
,

加强对
一

跨 货科和学科交又研究领域的支持
, 一

自是

一个广为关 注的问题
。

N S F 的做法是
,

在保持按传统学科设置的纵向资助基本格局的基础 上
,

通过设立跨学科和学科交叉的专门领域
,

从横向上把有关学科联系起来
,

纵横相辅相成
,

构成

一个矩阵式 的资助体系
。

N S F 目前设立有十个跨越科学部的专门研究领域
,

包括先进材料与

加工 ( A d v a n e o d M
a t e r l a l s a n d p r o e e s s i n g

,

A M I ) )
、

生物技术 ( B l ( ) t e e h n ( ) lo g y
,

B l ( ) )
、

民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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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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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系统建模 (M
、 ) d o l; n g o f 工弓i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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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 y 、 , e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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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
、

数学
、 _

犷
_

程和技术教育 ( S e i e n e e 、

M a t h e m : , t i e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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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

研教学人员 的早期研究经历发展 ( F a c ul t y E a r l y 〔
’
a r 。

一

: D o v
(,l 叩 m e llt )

,

资助 与 L业界的科学

联络 ( ( ; r a n ` ( ) p p o r t u n i t i e s f o r A e a d e m i e l i a i s , ( ) n w l : }、 l , 1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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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这些领域不仅涉及

范围广泛的跨学科和学科交叉研究
,

还延伸到技术和教育领域
。

通过引导和促进不同学科 围绕

专门研究领域的交叉和融合
,

使基金会有效地增加 了从这些领域 中获得的投资回报
,

减少 了重

复资助
,

加强了科学资源的协调分配
。

矩阵式的资助体系体现 了学科政策的科学统筹和全 lfll 规

划
,

重要的科学问题在纵向 (传统学科 )或在横 向 ( 专门领域 )都能找到应有的位置 它与美国科

研机构和大学的矩阵式组织机构相协配
,

既保证 了传统学科的稳定
、

协调发展
,

又为学科交又
、

渗透形成的新的生长点提供机遇
。

在实际运作中
,

N S F 对每
一

个专门研究领域都明确 了有关

的受理科学部 (学科 ) 以及协调 (联系 )人
,

有些科学部还设 立专门计划与之协调
、

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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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了设立跨科学部的专门研究领域外
,

鉴于 N S F 的数理科学部 ( M P )S 涵盖天文
、

数学
、

物理
、

化学
、

材料等厂
一

泛的研究领域
,

本身涉及多个一级学科
,

遂于 1 9 9 5 年专门设立了多学

科研究办公室 ( ( ) f f i e e o f M u l t id i s e i一。 l i n a r y A e t i v i t i e s ,

( ) M A )
,

以支持数理科学部内部多学科

交叉的研究活动
,

并加筑与其它学部研究领域联系的桥梁
。

O M A j9 96 年度的经费为 30 ()0 万

美元
,

约为数理科学部总经费的 4 % 5 %
,

由各学科切块经费分摊
。

获得 O M A 资助的项 目

通常要求相关学科的经费匹配
,

一般为 5() %
。

N S F 的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和 L程 ( l(7 S E ) 学部也 下设有跨学科研究的专门计划 ?(( or
s s -

I) i s c i一。l i n o r y A e t l v i , 10 5 ,

(二D A )
,

C l ) A 主要支持与 C I S E 有关的教育和研究基础设施
。

C l ) A 项

目
`

般都要求承担项 目单位提供经费匹配 (通常至少为总经费的三分之一 )
。

这种学科内部组织的跨学科和学科交叉研究活动及专门计划
,

有效地配合 了高度综合 的

专门研究领域 工作的顺利实施
`

由此可见
,

对跨学科和学科交叉研究的支持
,

其关键并不在于另设交叉学科科学部
,

也

不在于划 出专门的经费
。

关键在 于确定和设立我们需要重点支持的交叉领域
,

这应是支持跨

学科和学科交叉研究的重要途径和形式
。

我们曾组织了 6 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先资助交叉

领域专题讨论会
,

围绕环境与生态
、

高速信息网络与平行处理
、

能源的优化利用与潜在能源

的开发
、

面向 2 1世纪新材料的科学问题
、

生命科学中的跨学科前沿
、

重大工程建设中的关键

力学问题等进行 了广泛的讨论
。

在遴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先资助领域的原则中
,

也明确指

出
“

要瞄准若干前沿 与交叉领域给予优先 支持
” ·

在已确定的 5 0 个
“

九五
”

优先资助领域中

有光物理和超快过程研究等 17 个领域属前沿和交叉领域
; “

九五
”

期间拟资助的 5 0 个重大项

目中将组织 23 个跨科学部的学科交叉项 目
;
此外

,

从历年科学基金项目指南中列出的环境科

学
、

全球变化
、

极地研究和减轻 自然灾害等 专门领域看
,

也涉及范围广泛的学科交叉研究
,

体

现了我委对学科交叉研究的重视
。

我们要在继续保持纵向资助格局的同时
,

进 一步加强对优

先资助交叉领域的通盘考虑和统筹规划并辅以切实可行的配套措施
,

使之真正从项 目组织

(包括面上
、

重点和重大项 目 )
、

受理 申请和评审环节上体现对优先资助交叉领域的整体考虑
。

在这方面
,

N S F 的经验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

2 瞄准国家目标
,

围绕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科学技术问题
一
一 跨学科和学

科交叉研究的方向和重点

跨学科和学科交叉研究涉及学科的不同层次
,

其概念的内涵也有不同的定义和解释
。

N S F

在组织跨学科和学科交叉研究时并不拘泥于概念的界定
,

而更注重实际 月标和内容
。

它所设

立的跨越科学部的专门领域本身就与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 ( N S T C ) 确定的国家优先领域相一

致
,

所涉及的研究 目标和内容无不围绕国家社会
、

经济发展中的重要问题
。

例如先进材料与

加
_

f 领域 旨在加强材料知识的基础并将其应用 于重要的国家问题
; 生物技术领域的研究 目标

和内容体现 了N S F 在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领 导下对联邦政府在生物技术领域投资的协调作

用 ; 民用基础设施系统领域旨在传统学科交叉
、

综合研究的基础 上建立一个能保证经济增长

持续到下一世纪的基础设施系统
;
高性能计算和通讯领域按照联邦 H P C C 计划确定研究 目

标
;
制造领域围绕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关于建立

、

维持和扩大美国在制造业的领导地位的总

体目标实施研究
,

等等
,

从而把许多传统学科的发展方向全面推向瞄准那些对国家重要的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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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性问题
,

体现 了基础性研究国家 目标的重要内涵

我国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基础性研究
“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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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为基本出发点
,

在遴选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优先资助领域时
,

确定 了催化科学
、

成矿和汕气形成机理等 8 个国家经济建设 中

迫切需要解决的间题作为优先资助领域
。

要真正解决这类领域所涉及的问题
·

光靠单
一

学犷科
-

的深人研究显然是不能胜任的
,

必然涉及跨学科和
’

学科交又研究
。

从这层意义上说
, “

支持跨

学科和学科交叉研究
”
和

“

基础性研究要体现囚家 日标
”

这两个命题是密切相关的 如 果说
.

对跨学科和学科交叉研究领域的支持不力是影响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之
一 ,

那

么
,

根据
“

重点解决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和技术问题
”

的要求确定需要支持的专门领

域
,

正是我们 支持跨学科和学科交叉研究的方向和讯点

3 与工业部门研究活动的联络和交叉
一

跨学科和学科交叉研究的一个重要方

面

科学和技术正在走向形成共生关系和协调发展
,

要真止能解决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

础和技术问题
,

靠单 一学科的深人研究是难 以胜任的
.

但光靠科学界内部的跨学科和学科交

叉研究仍是不够的
,

必须加以外延
,

加强与 卜业部门研究活动的联络和交又
。

这种联络和交

叉一方面使科学界 了解工业部门的需求和 自身的作用 以便为调整或更新跨学科和学科交叉

研究领域的方向
、

目标和内容提供背景依据
:

另
卜

方面 又为工业部门的未来发展提供科学的

咨询和引导
,

促进科学和技术的融合
,

为科技成果转化纳入 良性运转轨道创造环境
。

N S F 的

G () A I
J

I 计划 支持工业界与大学间的交往
、

联络
`

促成 I
一

业界与大学间的伙伴关系
。

它支持 学

科交叉的工业界与大学研究小组进行长期的课题合作研究
.

为新的设计
、

生产和方法提供基

本的科学和 {
_

程基础
。

我国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在制定
“

九五
”

优先资助领域时
,

贯彻中央领导关于
“

要

考虑如何把基础研究中那些能够转化为生产力的成果尽快转化为生产力
,

要将触角延伸到应

用开发领域
”

的指示精神
,

所确定的催化科学
、

成矿和油气形成机理等八个优先资助领域
,

既

面向国家经济建设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

也体现 了
“

将触角延伸到应用开发领域
” 。

此外
,

从 19 94 年起我委还在
_

L程与材料科学部和信息科学部试点
“

快速反应项 目
”

(确切的名称应

为
“

延伸项 目
” )

,

着眼于应用基础中的规律
,

解决进
一

步开发研究中的共性问题
。

三年来共

支持 4。 项
.

资助总金额一 千余万元
,

所支持的项 目大多与产业有密切关系
,

其内涵与 N S F 的

G () A l
矛

I计划很相似
。

进 步总结经验
,

加强 与工
_

业部门研究活动的联络和交叉
,

完 善对这类

项 目的科学化
、

规范化管理
,

也是支持跨学科和学科交叉研究的
一

个重要方面
。

4 着眼于培养未来一代综合性复合型人才 跨学科和学科交叉研究长远发展

的基础

J

学科保护 1
:

义的形成和存在与传统学科设置过细
、

教育面过窄有关
。

N S F 从教材改革
、

教

育体系的根本性问题抓起
,

鼓励调整学科设置
、

改革教材和 革新教育体系
、

着眼于培养
一

大

批综合性复合型新型人才
,

从而长远地为跨学科和学利
一

交又研究奠定基础 例如 N S F 设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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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学
、

数学
、

工程和技术 教育领域牵头 协调联邦机构各项 教育改革计划
,

组织跨学科的

S M E T E 研究活动
,

把推动学科交叉和部门交叉的研究生教育作为优先资助的内容之一
; C A D

计划支持旨在把研究结果转化为大学本科课程的革新活动
,

期望所支持的项 目将作为广泛应

用于 C IS E 领域全国性的教育实践典范
,

内容包括教材改革
、

教育技术
、

软件和其它形式的教

材
。

在 一些其它专门领域的不同层次上
,

也都体现了这种战略考虑
,

如先进材料及加工领域

支持大学本科教学中有关材料课程体系的改革和研究活动
;
高性能计算和通讯领域重视建立

一支懂得计算科学
、

计算机科学和工程的科学家
、

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的骨干队伍
;
制造领域

以通过教育和培训计划
,

加强人才资源基地建设为战略目标之一
,

等等
。

我国最近已设立 《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 》
,

旨在加强基础科学人才培养
,

使科学研

究队伍有稳定的后备力量
,

具体由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负责实施
。

该项基金的设立有利

于我们对科学研究和后备人才的培养作通盘考虑
,

为科学基金开拓新路子创造条件
。

在实施

过程中应与国家教委密切配合
,

把优化教育结构
、

改进和完善学科与专业设置
、

教材和教法

改革与综合性复合型的人才培养目标有机结合起来
,

把它作为一项支持跨学科和学科交叉研

究的战略性基础工作来考虑
。

纵观 N S F 对跨学科和学科交叉研究领域的支持
,

是以
“

使许多传统学科的研究方向瞄准

国家重要的综合性问题
”

为指 导
,

既围绕科学子系统内部各学科间的渗透
、

交叉
,

又向技术

和教育领域延伸
,

重视改善对未来一代科学家
、

工程师和公民的教育和训练
,

体现 了在科学
、

技术与社会 ( S T S ) 相互作用和影响的大系统下的通盘考虑和统筹规划
,

在我们探讨跨学科和

学科交叉研究的政策时
,

N S F 的经验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

N S F
夕

5 S U P P O R T F O R C R O S S C U T T I N C A N D IN T E R D I S C I P L I N A R Y

R E S E A R C H A R E A A N D I T S E N L I G H T E N M E N T

S h
e n X i n y i n

(召
u r ` u u

of j ) l。 , ,。 ; n g
,

N S F (
’

打r ,少; , , 9 10 00 8 3 )

·

信 息
·

何梁何利基金学术报告会在京举行

1 9 9 6 年 10 月 18 日
,

由何梁何利基金评选委员会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及清华大学

联合举办的
“ ’

96 何梁何利基金学术报告会
”

在清华大学举行
。

历年来荣获何梁何利基金奖励

的 15 位两院院士向 1 2 00 多名科研工作者
、

博士生
、

硕士生和大学生及教师介绍了自己获奖

项 目的科学成就和相关学科领域前沿的进展
,

介绍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在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

中产生的重要作用
;
并结合自己的科研活动

,

畅谈了各自独特的治学之道
。

这是一次多学科
、

高水平的学术交流盛会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张存浩院士
,

国家科委副秘书长段瑞

春
,

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院士分别在三个会场上致词
。

王选
、

袁隆平
、

王元
、

王大中
、

徐光

宪
、

徐如人等院士在会上作了报告
。

(政策局 计承宜 刘宇供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