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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科技投人和基础研究规划问题

李 朋鸟

大家在座谈中提出很多好的意见
,

现在我讲两个问题
。

第一个问题
,

关于科技投入
。

大家关心的科技投入问题
,

是一个现实问题
。

如果没有一

定的投入
,

科技是不可能有什么发展的
。

但增加科技投入有赖于经济发展
。

只有当人们吃饱

了饭
,

维持基本生活需要还有剩余的时候
,

才可能从事文化
、

科技以及其他方面的工作
。

这

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
。

现在经济发展了
,

有可能增加科技投入
。

为了促进经济增

长方式的转变
,

进一步提高我国的经济水平
,

必须依靠科技进步
。

我国现在按人均收人计算

离世界先进水平还差很远
。

我们国民生产总值人均现在究竟是多少 ? 有不同算法
。

按汇率法

来算
,

还不到 1 0 00 美元
。

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法来算
,

比按汇率法计算就要高得多
。

从我国

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来看
,

超过 1 0 00 美元
。

总的来讲
,

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

我国是社

会主义制度
,

可以集中力量办一些大事情
。

这是我们的优势
。

我国人 口多
,

虽然平均水平不

高
,

但经济总量大
,

综合国力强
。

钢现在达到年产 l 亿吨
,

电到了 2 亿千瓦
,

都在世界前列
。

粮食更不用说
,

今年是 4 8 00 亿公斤以上
,

也是世界第一
。

对于我们粮食的产量究竟怎么估计 ?

这个问题立一个科研课题也是可以的
。

不要以为这是小事
,

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
。

产量的估

计影响政策的决定
。

粮食产量如果估计得不合适
,

估少了
,

得出缺粮的结论
,

就得 出去购买

粮食
。

估得过高
,

没有那么多
,

粮食真的短缺
,

临时去买粮就难了
。

就这件事
,

关于中国粮

食产量的统计间题
,

不知哪位科学家愿意承担这个研究任务? 最近这几年中国科学院所做的

粮食产量预报
,

应该说还是比较准确的
。

国民生产总值的 1
.

5%用于科研经费是应该达到的
,

也是可以达到的
。

关键是认识间题
,

特别是各级领导的认识问题
。

当然
,

从各级财政方面讲
,

有一定的困难
,

比如说我们现在财

政收入占 G N P 的 10 %多一点
,

如果教育要求 4%
,

科技要求 1
.

5 %
,

最近环保也要求 1
.

5 %
,

文化还要求多少
,

政府还要养活工作人员
,

还有 3 00 万军队
,

加起来就不够了
。

完全靠财政

是不行的
。

我觉得要真正达到这个数字
,

要靠各方面的力量
,

也包括刚才何柞麻同志讲的预

算外资金
。

国家现在用行政的手段是很难把它都拿出来的
。

我们已经用了一些行政手段来搞

建设
,

这几年搞这么多电力
,

搞这么多水利
,

有一部分钱就是从预算外资金收集上来的
。

主

要是提高认识
,

使大家认识到
,

如果没有科技的发展
,

企业的生命也就没有了
,

农业也发展

不了
。

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已经认识到
,

如果没有一个好的产品
,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是

要失败的
,

产品要滞销
,

弄不好企业是要垮台的
。

这样的事情已经屡见不鲜
。

有好多企业在

改革开放初期引进了当时最先进的设备
,

但现在已经成为落后的设备
,

因为没有后续的开发

能力
。

相反
,

有些企业既引进了设备
,

又有后续的科技开发能力
,

产品就畅销
。

要通过改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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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企业主动增加科技投入 的机制
。

我看企业越是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律办
,

企业的

实力就会越雄厚
。

在企业集团形成以后
,

能够把经费集中使用
,

用于技术改造
,

用于科研
。

凡

是有远见的企业领导人
,

必定肯花钱
,

不仅支持研究与开发
,

而且支持基础科学的研究
。

中央 已建立了两项专项基金
。

一个是自然科学基金
。

这个基金
,

现在说起来也不算多
,

每

年 6 个亿
,

但是逐年增加
,

而且使用效果很好
。

我听说自然科学奖 80 %获奖项 目与自然科学

基金资助有关
。

还有一个是最近这几年搞起来的国家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
,

主要是资助青年科

学家进行科学研究
。

第一次是 49 人
,

第二次是 81 人
。

从今年开始
,

可以适当地加大力度
。

第二个问题
,

就是大家说的基础研究
。

基础研究的工作确实容易被忽视
。

很多科学技术

方面的进步
,

总是先从前沿科学基础研究开始
,

然后逐渐发展到应用研究
,

最终成为产品
,

要

经历一个过程
。

从发展的眼光看
,

应该充分重视基础研究
。

现在我 国已经把基础研究列入科

技工作三个层次中的一个层次
。

不过有一个重要观点
,

还需要得到大家的共识
,

就是江泽民

同志讲的
“

有所为
,

有所不为
” 。

因为我们现在力量还有限
,

只能够在某些具有优势的前沿领

域里发展基础研究
,

取得突破
。

当然
,

每个科学家都希望把自己的领域列为重点
,

但实际上

不大可能
。

因此要每一个人都满意
,

就 比较困难
。

这方面我看倒是可以吸引现有的大量留学

人员参加研究
,

因为他们毕竟要学成 回来
,

为国家出力嘛
。

我们要集中力量搞几样东西
。

在

50 年代
,

当时周总理
、

聂老总
、

陈老总他们领导科学规划的时候
,

就是全国集中了 1 2 个项 目

搞科研
。

确实
,

那时刚刚解放
,

在经济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取得了重大成果
,

那就是以任务来

带科研
。

现在我们仍然要以任务带科研
。

比如我刚才点的问题
,

中国人首先是要解决吃饭问

题
,

但中国人多地少
,

扩大耕地面积的余地不是很大
,

必须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

所以我们要

靠生物工程
,

要搞节水工程和防治病虫害等
。

还有金融的问题
,

现在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

我

们有 1 0 00 多亿外汇储备
,

如何让它更好地发挥作用 ? 还有股票市场和其他证券市场
,

如何避

免国际上所发生的风险
。

还有如何提高财政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比重的问题
。

现在城乡居

民储蓄很多
,

去年就增加了 8 0 00 亿元
,

如何把这些存款用好
,

这里面也有许多学 问
。

在市场

经济条件下防范金融风险也是个重要问题
,

如果在爆发金融大波动之前能够预见
,

并采取有

效的防范措施
,

那就可能避免或者尽最大的可能来减少损失
。

有许多问题
,

需要自然科学家

与社会科学家联合起来进行研究
。

总之
,

我赞成从我国国情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出发
,

制定

基础研究的中长期规划
。

希望经过广大科学家的共同努力来制定一个好的规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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