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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制定科学技术基金法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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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
,

我们与德国和美国开展 了一系列有关科学技术基金立法工作和学术交流活

动
。

通过这些活动推进了我们与各国在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与交流
,

并推进了我国科学技术

基金的法制建设
。

为了便于大家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和讨论
,

介绍一些有关 《中国科学技术基

金法 (草案 ) 》 制定的背景和情况
。

1 立法任务的确定

采取基金制资助科技事业
、

教育事业和其它公益事业在许多国家已有很长的历史
。

但在

中国
,

只有十几年的历史
。

1 9 8 1 年
,

中国科学院 89 位学部委员联名致函国务院建议在基础

研究领域引入科学基金制
。

这个建议很快得到政府同意并给予财政拨款
,

从此
,

我国开始建

立了面向全国的自然科学基金
。

1 9 8 6 年国务院又批准成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

这 标

志着我国科学基金制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

其后
,

一些部门和行业
、

地方以及民间的科学技

术基金也纷纷建立
,

初步形成 了我国科学技术基金体系
,

为中国的科技发展提供了可观的经

费支持
。

随着中国科学技术基金的发展
,

加强这一领域法制建设 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

早在 1 9 8 7

年
,

中国科学院院士师昌绪等 42 位全国人大代表就提 出建议制定
“

中华人 民共和国 自然科学

基金法
”

的提案
。

以后
,

一些人大代表曾多次提出这方面议案和建议
。

1 9 9 4 年
,

在我国第八届

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
,

卢嘉锡
、

母国光等 65 位代表又提出了
“

关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

术基金法的建议案
” ,

议案提出
:

为了确保我国科学技术基金工作的更好发展
,

真正做到有章可

循
,

有法可依
,

要求拟订我国的科学技术基金法
,

以便明确它的归属
、

性质
、

地位
、

作用
、

任务
、

基

金保障和管理规范
。

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同意
,

决定研究起草这部法律 (草案 )
。

此后
,

由国家科委牵头
,

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
、

国务院法制局
、

国务院政策研究

室
、

北京大学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等部门
、

单位参加
,

开始了本法 (草案 ) 的研究起

草工作
。

为了学习和了解国际上有关科学技术基金立法方面的经验和情况
,

我们曾先后派代

表团去德国和美国考察
。

德国是 《魏玛宪法》 的故乡
,

具有良好的法律传统
,

美国也有关于

国家科学基金的法律
,

两国的经验对我们都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

同时
,

我们也与国内有关部

门和人士进行了多方面的座谈和讨论
。

在广泛进行国内外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

形成了该法律

(草案 ) 征求意见稿
,

并送交有关部门和地方征求意见
。

其后又经过多次研究修改
,

于 19 9 7

年 8 月提交国务院审议
。

中国科学院院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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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制定科学技术基金法的意义

( 1) 以国家法律的形式肯定科学技术基金制

实行科学基金制是我国科技研究拨款制度改革的重要措施
,

也是科技体制改革的重大

成果
。

科学技术基金法律的制订
,

就是以国家立法的形式肯定和确立这一改革成果
。

( 2) 规范和加强对我国科学技术基金的管理和监督

我国各类科学技术基金的建立和发展
,

需要国家立法予以保障和规范
,

以法律形式明确

它们各自的地位
,

使科技基金及其管理组织的建立
、

管理
、

运行
、

监督等等有法可依
。

( 3) 保障合法权益
,

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为了完善和发展科学技术基金制
,

促进科学技术基金事业的发展
,

需要利用法律武器
,

保障科学技术基金的出资者
、

管理者和受资助者各个方面的合法权益
,

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

性
,

加速科学技术的发展
。

(引 为增加社会对科技的投人开辟渠道

众所周知
,

一个国家的科学技术要得到发展
,

增 加资金投入是关键
。

世界上许多国家
,

都通过立法和采取各种措施为增加科技投入而筹集资金
。

法律 的制订
,

有利于调整投资结

构
,

引导投资方向
,

鼓励全社会多渠道
、

多层次筹集资金
,

增加科技投入
。

此外
,

我国科学技术基金法制的的建设和完善
,

也将有利于推进我国科学技术基金及其

管理组织与国外的合作与交流等等
。

3 法律 (草案 ) 的几个要点

( l) 关于科学技术基金的设立问题

目前我国科学技术基金的种类 比较多
,

就其资金来源划分
,

大体有两类
:

一类是由政府

财政拨款设立的
,

其中最大
、

最主要的是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

此外
,

还有一批省
、

市地方科

学技术基金和国务院一些部门和行业综合管理部 门设立的行业
、

部门科学技术基金
。

另一类

是其他资金来源设立的基金
,

包括 自有
、

自筹和各种捐赠设立的科学技术基金
,

如一些企业

事业单位设立的和民间的科学技术基金
。

确立这些科学技术基金及其管理组织的法律地位
,

对其活动加以规范
,

推动各类科学技术基金的健康发展
,

对加速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必要

的和有利的
。

为此
,

本法总则第 3 条做了如下界定
: “

本法所称的科学技术基金是指由中央

和地方人民政府财政拨款或者 国内外法人
,

其他组织 以及个人出资或者捐赠资金依法设 立

的
,

用于发展科学技术事业
,

促进科学技术进步的基金
” ,

并在第 2 章
,

对各类科学技术基

金的设立和资金来源做了规定
。

( 2) 关于科学技术墓金组织问题

设立科学技术基金
,

需要有相应的组织机构来加以管理和运作
。

因此本法 (草案 ) 第

13 条第 1款规定
: “

设立科学技术基金
,

应当成立或者委托科学技术基金管理组织进行管

理
” 。

为了保证科学技术基金组织设立的合法性和严肃性
,

第 13 条第 2 款规定
: “

科学技术

基金管理组织的设立应当依法审批和登记注册
” 。

并在第 14 条
、

巧 条
,

对建立各类科学技

术基金管理组织的审批
、

登记程序及成立的条件等做 了明确规定
。

为了加强科技基金组织的

监督工作
,

规定
: “

科学技术基金管理组织应 当建立
、

健全基金筹措
、

管理
、

使用
、

增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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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的监督制度
。

科学技术基金管理组织应当依法设立监事会
。

监事会对基金的筹措
、

管理
、

评审
、

使用
、

增

值等活动进行监督
。

政府财政拨款设立的科学技术基金组织的监事会
,

政府部门应当派员参

加
” 。

并且
,

第 33 条还规定
: “

科技基金管理组织应当每年定期就上一会计年度资助项 目的完

成情况及经费的使用请况作出年报
,

上报有关主管部门
,

并向社会公开
,

供公众查阅
” 。

( 3) 关于科学技术基金的管理问题

加强各类科学技术基金的管理
,

管好用好基金
,

是科技基金工作的重大问题
。

为此
,

本

法 (草案 ) 专设一章
,

就其中一些重要问题做了规定
。

例如
,

科学技术基金的评审是基金工

作的重要环节
,

本法 (草案 ) 规定
,

评审工作要
“

遵循依靠专家
、

发扬民主
、

择优支持
、

公

正合理的原则
,

不受 出资者以及其他组织或者个人的干涉
” 。

为加强基金的管理
,

提高资金

的使用效益
,

本法 (草案 ) 规定
,

科学技术基金管理组织可以与受资助者签订合同
,

就资助

方式
、

使用范围
、

项 目完成期限
、

验收办法等做出约定
。

为了保障基金确实用于科技事业
,

第 2 9 条规定
,

政府财政拨款设立的科学技术基金
,

除经同级财政主管部门和科学技术行政

部门批准同意
,

可以建立本金或留取一部分用作本金外
, “

在依照有关规定扣除管理费用及

人员工资支出后
,

应当全额用于资助活动
” 。

《4) 关于鼓励出资
、

捐赠问题

通过税收政策鼓励
、

推动社会各界出资设立社会公益性基金
,

或者对这类基金给予捐

赠
,

是世界各国的通常做法
,

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

使这类社会公益性基金蓬勃发展
,

为国家

减少这类公益事业投资创造了条件
。

为此
,

本法 (草案 ) 第 12 条规定
: “

法人
、

其他组织或

者个人对科学技术基金的捐赠或者出资设立科学技术基金的
,

可以依法减免所得税或者其他

税额
。

并规定
,

国内外法人
、

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出资设立科学技术基金
,

经主管部 门审核
,

该基金可以按照出资者的意愿命名
。

( 5) 关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是我国经费最多
,

资助范围最广
,

资助类型最全面的国内外影晌最大

的科学技术基金
。

自 1 9 8 6 年建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来
,

取

得了显著成绩和重要经验
,

对保障和促进我国基础研究和部分应用研究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

用
。

19 9 2 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进步法》 也明确规定了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在我国科学技术工作中的职能和作用
。

因此
,

我们在法律制定中专设一章
,

对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性质
、

基金的用途与设置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组成和职责等重要

问题做了规定
。

需要说明一下
,

国际上的科学基金通常包含 了对 自然科学
、

技术以及社会人文科学 的资

助
,

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和历史条件
,

我们所起草的科学技术基金法仅指自然科学与技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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