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期 黄荣辉
:

当前基础研究中巫待解决的两个问题 1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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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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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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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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
当做

“

可持续发展
” 。

其实
,

增长仅仅是量的增加
,

发展则是质的提高
。

而持续一段时期的增

长不见得是可以持续的
。

一味追求持续增长
,

竭泽而渔
,

往往是不可持续的
。

前些年某国在农

业领域开展绿色革命
,

改种三季稻
,

打深井灌溉
,

粮食年年增产
。

但几年后 出现一种怪病
,

直到

1 9 9 6年才查明是由于地下水位下降
,

岩石暴露
,

使岩石中的砷氧化
,

溶入地下水
,

引起严重的

砷中毒所致
。

这一教训 实应记取
,

千万不要把可持续发展这一战略当成追求连年增产来理解
。

( 2) 我们有的县和乡不理解他们与周围地区以至全国
、

全球是沟通的
,

只想在 自己小范

围内搞持续发展
。

事实上
,

如不与周围协调发展
,

想在周 围尚不能进入可持续发展 良性循环

的情况下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
“

孤岛
”

是不可能的
。

它不是把妨碍发展的因素转嫁给其他

地区
,

就是受到来自其他地 区的这些因素的冲击
。

最后还是达不到发展的可持续性
。

例如有

些地方靠造酒业保持经济增长
。

但他们每年消耗大量粮食
,

影响全国的可持续发展
。

有些地

方建的小煤窑
、

小造纸厂等都是如此
。

制定区域性可持续发展规划是必要的
,

但那不只是为

了自己本地区
。

绝对不能误把它当成本地区持续经济增长的计划来制订和实施
。

( 3) 有一个不够全面的看法
。

有人认为可持续发展只是经济建设问题
。

实际上在实施这

一战略中精神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同等重要
,

两手都要硬
。

西方学者已经觉察到
,

20 世

纪以来建立起来的美国生活方式和水平是以一种文化为基础的
。

这个文化包含贪婪文化
、

享

乐文化和安逸文化
。

在过去几十年中
,

这种文化通过无限制的高消费刺激了经济发展
,

造成

了一个繁荣景象
,

对全世界都有影响
,

有强大 的吸引力
。

一个国家的发展 目标是否要朝着这

个方向? 现在有人分析
:

按美国现有人口和消耗的资源估计
,

若干年后美国人 口等于现在中

国人口时
,

想维持现有美国生活方式和水平
,

在热力学上说是不可能的
。

同样
,

如果全世界

的人口都达到美国生活水平
,

也是不可能的
。

( 4) 我们还要让公众知道
:

市场必须调控
,

否则会破坏 可持续发展
。

能够实行对市场经济的

调控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所在
。

市场由卖方和买方构成
。

如果卖方一味追求高额利

润
,

买方追求不合理消费以满足无限膨胀的欲望
,

这样的市场会反过来妨碍经济和社会持续
、

健康的发展
。

例如
,

目前保健品和保健食品业就是被这样炒出来的不正常市场所支撑的
。

它浪

费大量资源
、

不合理地消耗有限资金
,

影响制药业正常发展
,

影响公费医疗和医疗保险的实行
,

不可不引以为戒
。

应该通过宣传
、

教育使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有一种责任心
,

对子孙后代负责
。

( 5)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不只是科技问题
,

也是社会科学问题
。

在科技范围内
,

贯彻可

持续发展战略也不只是保护环境问题
,

还包括资源
、

人 口等问题
。

建议组织 自然科学
、

社会

科学和工程技术几方面的专家一起研究如何在我国实施这一战略
。

( 6) 谋求可持续发展也是下一代人的任务
。

因此
,

还应对青少年进行有关教育
。

可以把这

方面的知识纳入 中学有关课程中
,

也应在高等学校设一专 门课程
。

为此
,

要组织人力编写教材
。

我们希望加强宣传可持续发展战略思想和 内容
,

特别注意全面性和准确性
。

对决策者和

一般公众都要宣传
,

因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人人有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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