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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基础研究
“

稳住一头
”
的建议

张新时
`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

北京 1 0 0 0 9 3)

21 世纪是科技的世纪
,

在发展综合国力上
,

科技是 比资源和资金更为重要的因素
。

中央

把
“

科教兴国
”

作为国策是十分英明正确的
。

在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技中基础理论又是第一

性源泉
,

具有长远和根本的决定性作用
。

小平同志指出
: “
不论是现在或者今后

,

还会有许多

理论研究
,

暂时人们还看不到它的应用前景
。

但是
,

大量的历史事实已经说 明
:

理论研究一

旦获得重大突破
,

迟早会给生产和技术带来极其巨大的进步
。

当代的自然科学正以空前的规

模和速度
,

应用于生产
,

使社会物质生产的各个领域面貌一新
。 ”

( 《邓小平文选 》 二卷
,

87

页 )
。

江泽民主席指出
: “

在未来的新世纪中
,

中国科学技术应该有一个大的发展
,

为人类文

明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 。

加强基础研究是我国科技大发展的保证
,

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后盾
,

是

高新技术的先导
。

据统计
,

现代技术革命的成果约有 90 %来自基础研究
。

但从 目前 国际科技

总体发展趋势来看
,

至少在相当大部分的领域
,

我国与先进国家的差距将会拉大
,

而不是缩

小或接近
。

虽然在个别领域可能达到国际先进甚至领先水平
,

但总体情况颇堪忧虑
。

我国建

国 4 7年来
,

在毛主席一代领导下我国的经济建设已初具规模
,

在小平同志改革开放
、

发展经

济的思想指导下
,

使我国将进入经济大国行列
,

我国外汇储备 已达世界第 2 位 ( 1 0 50 亿美

元 )
,

仅次于 日本
。

特别是港澳回归后
,

我国经济实力将超过法国
,

达到世界第 4 位
。

在体育

方面我国也达到第 4 位的大国地位
。

但在作为先导的科技方面
,

我国至多不过是一个二流的

国家
,

按 S CI 发表科技论文的统计
,

我国近年一直徘徊在第 14 一 15 位
,

台湾则由第 44 位上

升到第 22 位
,

直逼大陆
。

无论由于何种原因
,

诺贝尔奖至今尚无一项问津我国
。

这与我国的

政治
、

经济地位极不相称
。

科技的落后将成为 21 世纪我国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和制

约因素
。

在这种状况下
,

如按江泽民主席指示科技要
“

有一个大发展
” ,

就要有一个超常规的

行动
,

才能保证我国科技在 21 世纪初叶的腾飞
。

时不我待
,

必须从现在起就对我国科技的基

础研究进行大力度的支持
。

基础研究的部署涉及到体制
、

规划
、

投入
、

人才
、

设备
、

社会配套等方方面面
。

在即将

召开的国家基础研究工作会议中将会有全面的讨论和安排
。

在这里我仅想谈谈
“

稳住一头
”

的

几点想法
。 “

稳住一头
”

是国家对基础理论研究的政策
。

遵照江泽民主席
“

有所为
,

有所不

为
”
和

“

在稳住一头中也要抓住重点
”

的指示
,

做好基础理论研究的国家规划具有战略性的

意义
。

但要成功地实行这一战略部署应有三方面的保证
。

这就是
:

科技体制改革及其社会配

套
,

科技人才的吸引与稳定
,

以及加大对基础研究投入的力度
。

`

中国科学院院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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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体制改革及其社会配套

为适应我国经济体制改革
,

必须深化科技体制的改革
,

李鹏总理关于
“

九五
”

计划和 2 0 10

年远景 目标纲要报告指出
:

按照稳住一头
,

放开一 片的方针
,

合理分流人才
,

优化科研组织

结构
,

这里除 了科研机构 (院
、

所 ) 自身的调整
、

择优组合
、

保证重点之外
,

还需要有相应

的社会保障体制
,

如失业保险
、

医疗保险
、

养老保险
、

再就业培训
,

以及一定规模的科技转

化 (中试 ) 手段等各层次的社会保障
,

才能实施
“

放开
一

片
”

.

从而
“

稳住一头
” 。

目前
,

许

多基础理论与社会公益型的老研究所由于超量的退休人员大军
、

超负荷的医疗负担
、

下岗人

员无法安置
、

赤字累累等
,

很难
“

放开一片
` , ,

更 龙法保证
“

稳住 一头
” 。

因此
,

社会保障体

制间题
,

巫待解决
。

2
,

科技人才的吸引与稳定

21 世纪
,

科技 (含管理 ) 人才资源的争夺远重 于对经济资源
:

石油
、

矿产
、

黄金的争夺
。

人才争夺战略将成 为科技发展
,

乃至经济发展的关键
。

美国二战后流入了大量科技人才成为

5 0 年代国际头
一

号科技与经济强国
。

现在美国又在大 量吸引中国培养的最优秀科技学子英才
,

作为它在 21 世纪科技领先的人才贮备
。

我国 8() 年代后期到美国留学的一批青年学者
,

已在

分子生物学
、

基础医学 与信息科学的某些领域成为带头的科学家
,

具有极大优势和发展潜力
。

我 国各科技院所和大学的优秀青年学子 留居国外的现象 已成为发展我国科技的最大心

病
。

这一趋势一时尚难遏制
,

只有因势利导
。

但 目前也有一批青年学者归国服务
,

成 为学科

的中坚力量
。

为此
,

建议
:

` )I 对重点
“

稳住一 头
”
和关键的高技术领域或机构的科

一

技人员给予 4一 5 倍
,

甚至更高

的待遇和生活条件
,

当然还要有优 良的科研设施
.

使他们毫无后顾之忧地专心从事尖端科研
。

( 2) 把吸引
一
批国外杰出的中华学子人才回流作为发展我国科技事业的重要战略

,

把美

国作为我国科技人才的储备库
。

台湾新竹科学园是留美归台工程师的大本营
,

其中半数以上

是从美国回归的
。

但台湾正在兴建另两座科学园
,

「世纪初期还有两个
。

李远哲募集 了 3 0 ()0

万美元协助海外学者返台教学与科研
。

我国可以有计划地吸引部分学有所成的学者回国或每年有一定时期回国
,

在国内建立实

验室
,

培养博士生
、

博士后
。

国家可为回国学者建 立生活园区
。

3
,

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人力度

仅 以自然科学基金为例
,

自 1 9 8 2 年中央领 导根据 89 位学部委员的建议设立了面向全国

的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
,

1 9 8 6 年又正式成立 了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

15 年来对支持我国

基础研究起了重大作用
。

目前我国基础研究经费约 l / 3 是 由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通过 自由申请
,

专家评议
,

公平竞争
,

择优支持的方式给各科研机构与高等院校的科研工作者以资助
。

科学

基金已成为我国许多院校和科研机构进行基础研究的
“

生命线
” 。

据了解
,

10 余年来
,

在自然

科学基金支持下
,

出了不少重大的理论研究成果
,

自 1 9 8 7 年以来的五届国家自然科学奖中
,

不同程度得到科学基金支持的项 目比例逐 届增 多
,

由 3 0%
一

, 49 % ~ 62 % ~ 67 %到
_

L届 的

88 %
。

国家科技进步奖也达到 16 %
。

如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陈竺院士研究室的 白血病分 子生物

学研究
,

无论在理论 与技术路线
_

L均有重大创新
,

在 《cS i e cn e 》
_

L被报道
,

有望取得 突破性

成 果
。

正 负电子对撞机测定
:
轻子 ( : l e p ot n) 质量的研究在国际上有重大影响

。

吴文俊院士

的昊氏 (机构 ) 定理与黄昆院士的黄朱定理 (半导体 ) 均 出自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
,

但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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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重大国际影响
。

有的基础理论项 目还产生了重大经济效益
,

如
“

传质分离与化学反应工

程
”
项目有 42 项成果推广应用

,

经济效益 1
.

3 亿元
。 “

机械强度与振动
”
项目的 17 项成果效

益 2亿元
。 “

腐蚀网站
”
项 目为三峡工程材料论证与邮电通讯做出了重大贡献

。 “

八五
”

重大

项 目
“

陆相薄互层油贮地球物理
”

对大庆贮油层提高采油率起了重要作用
。 “

九五
”
重点项目

在胜利油田用该理论成果计算方法进行贮油层的准确定位
,

偏差仅 5 米
,

现 已打出数 口 日产

1 0 0 0 吨的高产油井
。

培养人才方面
,

国务院批准设立的
“

国家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
” 1 9 9 4一 1 9 9 6 年三年共评 出

21 4 名
,

其中 70 %为回国人员
,

起了重大支持与稳定作用
。

但我国自然科学基金远不能满足科技大发展的基础研究需要
。

我国与美国 G D P 之比为 1

: 9 或 1 1%
。

但美国 1 9 9 6 年 N S F ( 3 3
.

2 5 亿美元 ) 和 N IH ( 1 2 0 亿美元 ) (不包括 D ( ) E
,

D O A )
,

折合成人民币共计 1 0 0 0 亿元
。

我国 自然科学基金 1 9 9 6 年为 6 亿元
,

仅为美国的

0
.

6写
,

所占 G D P 份额太少
,

应有较大幅度增加
。

对 2 0 0 0 年我国 自然科学基金投入强度有两种推算方法
:

( 1 ) R 乙 D 到 2 0 0 0 年占 G D P 的 1
.

5%
。

以 1 9 9 6 年 R 乙 D 为 3 2 7 亿元计占 0
.

5%
,

到 2 0 0 0

年 R & D 为 3 27 亿元 又 3一 9 8 1亿元
,

占 G D P 的 1
.

5%
。

其中基础研究占 R & D 的 8%
,

为 78

亿元 /年
。 “

自然科学基金
’ ,

、

占基础研究的 1 / 3 则为 26 亿元 /年
。

(2 ) 自然科学基金每年支持科技人员 7 万人
,

折合 5 万人年 ( 2 0 0 万人的 2
.

5% )
,

每人

每年应支持 5 万元
; 则每年需要 25 亿元

。

仅相当于美国科学基金的 1 / 40
,

如能在 2 0 0 0年时

科学基金年支持强度逐步达到 25 亿元 /年
,

方能满足科技大发展所需
。

建议逐年增加科学基金投入
。

1 9 9 7 年投入 2 0 亿元
,

2 9 9 5年 1 5 亿元
,

2 9 9 9 年 2 0 亿元
,

2 0 0 0 年 2 5 亿元
。

2 9 9 7 年增加 3亿元
,

今后每年增加 5 亿元
。

21 世纪的一个特色是科技的全球化
,

如果我国的科技不能与国际同步
,

不能占有一席之

地
,

将会导致在经济方面的脱节与滞后
,

后果将是严重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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