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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墓金论坛
·

促进我国基础研究的振兴和发展

〔编者的话〕 如何全面地
、

实事求是地分析我国基础研究的现状
,

找出存在的问题并制定未来的发展规划
,

这不仅是国家科学技术领导机关的重要任务
,

也是广大科技工作者一直关注的问题
。

改革开放以来
,

我国的

基础研究有了很大发展
,

为世人所瞩 目
,

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意识到我国基础研究存在的危机
,

要清醒地看到

世界科学发展新趋势已对我国构成挑战
。

我国科技人员发表论文被引用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 基础研究经费

中实际用于研究工作的 比例在下降
,

研究队伍不稳定的情况十分严重
;
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已经多年空

缺
;
我国 目前基础研究实力与国家的需求很不相适应

,

等等
。

如何解决这些间题
,

使我国基础研究能更好地

适应国际科学的发展和我国经济建设的需要
。

今年 3 月 2 日在全国政协会议科技组讨论会上
,

有几位政协委

员从不同角度就上述间题发表了很好的意见和看法
。

李鹏总理也就此做了重要指示
,

现将李鹏总理和黄荣辉

等 4 位委员的发言摘要刊载于此
,

希望能对关注我国基础研究发展情况的同志有所帮助和启迪
。

即将召开的
“
全国基础研究工作会议

” ,

对于上面谈的几方面问题
,

也将会是会议的中心内容之一
。

为配合会议的召开
,

本刊将在 1 9 9 7 年第 3
、
4 期两期上开辟专栏

,

研讨促进我国基础研究振兴和发展的问题
,

发表科学家和科技

管理人员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

旨在全社会造成一个人人关心科学和教育
,

尊重知识
、

崇尚科学的良好局面
,

并为科技人员创造一个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
。

也衷心希望我国的科学工作者不畏艰辛
、

刻苦拼搏
,

在一些

重要科技领域中不断有所创新
,

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
,

为提高全民科学文化素质
,

为迈向新世纪做出更大贡

献
。

当前基础研究中亚待解决的两个问题

黄荣辉
`

(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
,

北京 1 0 0 02 9)

基础研究是一切工程技术科学
、

应用开发研究的基础
,

也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和人民

科学文化素质的重要标准之一
;
资源

、

环境方面的基础研究更是与国家经济建设
、

社会发展密

切相关
。

因此
,

基础研究在任何一个国家均 占有一定地位
。

我国一直重视基础研究
。

近年来
,

国家建立了 10 。 多个 国家重点实验室
,

国家科委实施了
“

攀登计划
”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不断扩大对自然科学研究的资助
,

这些措施对于稳定和发展我国基础研究起了重要作用
。

但是
,

由于目前国际基础研究发展迅速
,

而我国基础研究缺乏很好规划
,

在研究课题
、

研

究队伍和研究结构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
,

使得我国基础研究与国际先进水平的距离在拉大
。

根

据国家科委科技信息研究所统计
,

我国被 S CI 收录的论文数 1 9 9 4 年为 1 0 4 n 篇
,

1 9 9 5 年为

. 中国科学院院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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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34 篇
,

在世界排名第 巧 位
,

而印度排名第 12 位
。

虽然 SCI 收录与引用的统计数不能作为

基础研究水平的唯一标准
,

但可以从一个侧面来反映我国基础研究的状况
。

从上面列举的数

字可以看到
,

我国基础研究在国际上所处的地位与我国经济发展很不相称
。

这个问题必须重

视 ! 当前
,

妨碍我国基础研究迅速发展的原因
,

除 了经费投入不足外
,

还有以下两个问题
:

1
.

墓础研究缺乏一个长远规划

基础研究必须根据国际科学发展的方向
、

国内的需求以及我国的优势和特色来制定一个

长远的发展规划
。

( l) 现在 由于没有统一规划
,

能争取到什么经费就研究什么
,

所谓
“

钱就是方

向
” ,

这样的后果是研究院
、

所和学校失去对研究课题的调控能力
。

由于谁拿到钱
,

谁就组织一

些人研究
,

致使基础研究课题严重分散
,

研究趋于小型化
、

个体化
,

甚至一些研究已严重偏离本

来的研究方向
,

如搞大地测量研究的也搞起环境污染研究
,

专家认为这是
“

西瓜上长葡萄
” 。

这

样做是拿不出大的研究成果的
,

因此这几年
,

国家 自然科学奖一等奖非常难评
; ( 2) 由于没有

长远计划
,

本来中国科学院从事基础性研究的研究所与主要以基础研究为主的高校
,

现在不得

不大搞应用研究来维持
;而有些本来以搞应用基础

、

应用开发研究为主的研究机构却搞基础研

究
,

造成分工不清
、

研究机构重叠
、

研究分散
,

也使得很有限的基础研究资金分散了
; ( 3) 由于

没有统一规划
,

一些基础研究立项在一定程度上缺乏科学性
。

现在许多重大社会发展研究项 目

的立项
,

一般强调归 口或部门领导
。

因此
,

在资源
、

环境等与社会发展有关的基础研究上很有优

势的中国科学院和有关院校很难得到重大研究项 目
,

科研
、

教学
、

应用很难进行结合
。

此外
,

现

在有些项 目的得到
,

公关成分很大
,

缺乏严格的科学性论证
。

由于这样
,

本来很有研究实力的研

究机构得不到项 目
,

而没有研究实力的机构却能得到项 目
,

造成用其所短
,

而避其所长
,

这样研

究水平怎能提高 ? ( 4) 由于没有统一规划
,

大型科学工程在
“

八五
”

期间进展缓慢
。

有关资源
、

环

境方面的基础研究
,

本来我国很具有优势与特色
,

但从 8() 年代后期开始
,

与国际研究水平距离

在拉大
,

全国上百家与地学有关杂志却没有一家期刊被 S CI 收录
,

整个地学的论文每年被 (S 江

所收录的文章还不到 30 0 篇
,

这种情况若再延续下去
,

实在令人担忧
。

2
.

研究队伍老化
,

青年研究人才严重缺乏

目前
,

在基础研究第一线从事研究工作的还是五六十年代毕业的人员
,

这部分人在 2 0 0 。

年前均超过 60 岁
,

而 70 年代毕业的人员大部分从事行政工作
,

从事基础研究的极少
。

80 年代

毕业的硕士
、

博士生出国或到 中外合资公 司占一大部分
。

根据 1 9 9 7 年 1 月 21 日国家科委与人

事部召开的全国留学生回国工作会议上公布的数字
,

我国至今出国留学计 27 万人
,

回国只有

9 万人
,

而 自费出国留学人员 1 3
.

9 万人
,

其中只有 4 0 00 人回国
,

这部分人员许多是从事基础

研究的
。

此外
,

优秀学生不愿报考基础学科的院
、

系
。

因此
,

目前基础研究的研究机构或高校严

重缺乏优秀青年人才
。

如我所现有 56 名教授在 2 0 0 0 年前将退休 42 名
,

占 80 %
,

其它研究所

基本与此类似
。

由于没有青年人员补充
,

许多单位不得不延长退休年龄
。

本来从事基础研究需

要有敏锐的洞察力的优秀年轻人才来承担
,

现在根本谈不上
。

由于队伍老化
,

地质
、

地理
、

水文
、

海洋
、

大气等必须到野外观测或勘探的科学许多研究无法进行
。

我非常拥护李鹏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
“

科学研究是人类认识世界的重要途径
,

也

是技术进步的源泉
,

要加强基础性研究
,

特别是前沿领域的基础研究
,

力争在我国具有优势

的某些领域取得突破
” 。

为此
,

我建议
:
( 1) 当前在科技经费投入不可能太大增长的情况下

,

进行我国科技发展规划尤其重要
。

遵照江总书记的
“

有所为
,

有所不为
”

的指示
,

根据 21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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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初国际科学发展趋势
、

我国国内经济建设的可能与需求
,

以及我国的优势领域
,

组织著名

科学家和科学管理干部尽快制定我国 2 0 1 0 年前科学技术发展规划
,

规划应包括发展 目标
、

研

究方向
、

优先发展领域以及相应的发展战略措施
; ( 2) 应切实采取有效措施来保护优秀年轻

科学研究人才
。

当前确实存在着与先进国家争夺我国培养的青年博士
、

硕士问题
,

我们辛辛

苦苦
,

花费大量资金培养的优秀博士与博士后
,

一些先进国家轻而易举地把他们夺走
。

目前

国家实行一些吸引国外人才的办法
,

这是必要的
,

但从总体效果来看
,

并不理想
。

为此
,

我

建议应提高安心在国内工作的优秀博士的待遇
,

特别应提高从事基础研究和资源
、

环境研究

的优秀年轻科学研究工作者的待遇
。

目前这部分人的待遇 明显偏低
,

并且没有额外奖金
;
建

议国家拨款修建青年博士住房
,

现在中国科学院有不少研究所的青年博士还分不到一间一套

的住房
,

只要有一间一套住房就可以留住一个人才
。

此外
,

建议在宣传导向上应以宣传留在

国内不怕困难地工作的优秀青年科技工作者的成就为主
,

并且在人事晋升与待遇上
,

应提倡

洋博士与我们自己培养的博士平等
。

以上两个建议恳请政府有关部门能给予考虑
。

T W O P R O B L E M S IN T O D A 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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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u a n g R o n g h u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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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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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对可持续发展的认识

王 夔
`

(北京医科大学
,

北京 2 0 0 0 8 3 )

谋求可持续发展是关系国家和人类前途的战略措施
。

李鹏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 申要
“

继续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两个战略
” ,

这是极其重要的
。

我国一直对实施可持续发展

战略十分重视
。

1 9 9 2 年李鹏总理出席了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
。

我国积极地承担 了这一国际

责任和义务
。

近年来
,

越来越多的人对可持续发展的意义有了一定的了解
,

越来越多的发展

计划是在考虑可持续发展下制订的
。

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对这一战略的精神
、

概念和 内容的

理解有时并不十分准确
,

不够全面
,

有些模糊或者误解
,

这些都会影响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

施
。

因此提高全民对这二战略的认识水平是当前十分重要的工作
。

( l) 有两个基本概念模糊的地方
。

一是有人误把
“

增长
”
当做

“

发展
” ; 二是有人误把

“

持续增

中国科学院院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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