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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 12 年来
,

化学科

学部资助各类项 目 4 仪旧 多项
,

这些基础课题 的实

施与完成大大促进了我 国化学科学 的发展
,

取得 了

众多重要研究成果
,

培养 了一大批中青年优秀科技

人才
,

为提高我 国科技水平做 出了应有 的贡献
。

但

是
,

在看到我国化学基础研究有长足进步的同时
,

不

能不认识到我国化学的整体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还

有相当大的距离
。

我们应该清醒地 意识到
,

我们肩

负着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重任
,

需要更加拼搏奋进
。

在我国
“

九五
”

科技规划实施及 21 世纪即将来临之

际
,

我们的基金管理工作应该再跨新台阶
,

使化学科

学的基础研究在整体发展 中再攀高峰
。

为此
,

我们

认为
,

应该在基金课题的选择与成果评估上下功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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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化学基础研究选题思考

自然科学基金是 目前支持基础性研究的主要渠

道之一
。

最近几年的资助方针是
“

控制规模
、

提高强

度
、

拉开档次
、

支持创新
” 。

连续 5 年来
,

化学科学部

的资助率基本控制在 20 %
。

在这种情况下
,

大家都

在努力思考如何提高基金项 目申请命中率问题
。

根

据多年基金管理工作的体验
,

我们认为
,

申请基金最

关键的是提高选题的质量
,

提出新颖的课题
,

突出创

新性
,

改变以往跟踪
、

模仿过多
,

避免低水平重复或

多年一贯制的课题
。

基础性研究是创造性
、

探索性

很强的研究活动
。

创新是基础研究的灵魂
,

而且是

检验资助项 目成败的首要标准
。

优秀的项 目一定要

有创新思想
,

优秀的科学家必然有创新 的成果
。

很

难想象
,

立项时没有创新的思路的项 目会有突破性

成果
。

创新有原始性和积累性等不同层次
。

原始创

新就是首创性的
,

探索未知的能导致新发现
、

促进某

一研究领域的重大突破
。

基础研究首先追求的是原

始性创新
。

但就 目前选题状况看
,

原始创新项 目为

数不多
,

绝大部分是积累性创新课题
。

显然
,

增加原

始创新项 目的比重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

就 目前选题

情况看
,

存在起点不够高
,

研究方向老化
,

传统课题

偏多的倾向
。

例如
,

作为化学科学核心的合成化学
,

多年来受传统炒菜式筛选及
“

合成
一 结构

一 表征
”

模

式的影响
,

尽管研究 队伍不小
,

也发表了许多论文
,

但突破性的成果却寥寥无几
。

现代合成化学要求引

人新的设计思想
,

新的研究方法
,

合成 出新 型化合

物
,

进行理论分析
,

并有可能对产生功能性质的基础

进行研究
,

使合成化学向高层次发展
。

这就需要我

们改变传统观念
,

大胆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
,

发挥合

成化学在现代科学中的作用
。

对于应用基础研究
,

应选择有应用背景及潜力
,

而且是从实际中抽出的基础性课题
。

一方面可为高

新技术发展提供重要基础
,

另一方面还能推动学科

发展
。

对有应用开发前景的基础研究课题给以连续

资助
,

使其向应用开发领域延伸
,

力求取得具有市场

开发前景的中间成果
,

这并不是偏离基金资助基础

研究的方向
。

对于一部分纯基础研究
,

不能要求他

们必须直接为经济建设服务
,

不 能简单地追求近期

效应
,

这是由基础研究 的探索性 和难以预测所决定

的
。

但应引导和鼓励可以为经济建设提供动力的研

究为国家做出贡献
。

所以
,

研究工作者既需要有追

求科学底蕴的狂热
,

又要有将科研与实业相结合的

热情与敏感
,

以课题的新颖性
、

创新性取胜
。

管理部

门也要积极创造条件
,

鼓励和支持创新性课 题
。

这

样才能促进我国化学科学的进一步兴旺发达
,

获得

高层次的研究成果
,

逐步提高我国化学科学 的国际

地位
。

现在逐渐形成了一个共识
,

不同学科间的交叉

融合往往蕴含着新观点
、

新方法
。

所 以应采取保护

措施
,

不要使学科归属不明确的项 目流失
,

大力促进

和发展学科交叉领域研究
,

对科 技发展有着极其重

要的作用
。

因此
,

我们应该鼓励学科交叉融合
,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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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研究
,

瞄准学 科前沿
,

进 而发展新 的学科
。

自

199 4 年以来
,

化学科学部 为保护创 新
、

交叉课题 做

了不少大胆尝试
、

设 立风险基金便是其中一例
二

我

们在实践中发现
,

原始创新课题
,

创新性强和交叉课

题
,

由于思想奇异
,

探索性强
,

难度大
,

同行评议意 见

往往 比较分歧
,

难以取得专家的
“

共识
” 。

例如
,

19 95

年化学科学部尤机化学学科 曾有一 个
“
111 一 、 族化

合物纳米材料的低温非水体系制备 和发光性能
”

项

目
,

提出 了难度大的合成路线
,

开始 未被 专家认可
,

但当再次审查时却发现有较大的挑战性
,

先以风险

基金形式给 予 了资助
,

后来又追加了经费
。

经过研

究组的艰苦奋 斗
,

得出了创新的研究成果
,

论文发表

在《Sc ie nc e 》
,

《J
.

Am
.

c he m
.

oS
C

.

》等杂志士几
。

这就

说明
,

我们不能忽视具有风险性的课题
,

机遇往往
`
j

风险共存
。

我们不 必追求基 础研究百分之 百的成

功
,

要 允许失败
,

但要第一 流的创新成 果
。

不求平

稳
,

但求高度和深度
。

这里还需说明
,

所谓风险
,

不是凭空想象
,

而是

有根据的
“

标新 立异
” 。

基础研究是需要有基础
,

有

积累的
。

否则
,

想
“ 一步登天

”

是不可能实现的
。

希

望在将来的基金项 目申请 中
,

逐渐增加 原始创新的

项 目
。

我们 的目标是创世界一流
,

在国际土: 占有举

足轻重的地位
。

2 科学基金项目成果评估

基金项 目成果的评估是大家非常关注 的问题

成果是最终检验资助项 目效益的标志
。

尤其是近年

来重视新老项 目挂钩的做法
,

科学
、

正确的评估更显

得重要
。

讲效益 首先看投入产出 比
。

一般讲
,

项 目

负责人对完成基金课题是严肃认真的
、

投人产出比

是高的
。

作为基础性研究
,

一个 面 仁项 目都有 3一

10 篇论文发表
,

也有更 多的
。

重点
、

重大项 目的论

文数从儿 十到几 百篇不等
。

但今天看来
,

一味追求

文章的数量是远远不够 了
。

我们不仅要注意数量
,

更要求质量
。

对于基金项 目
,

尤其是多年受资助 的

研究组和研究实力强的科研单位
,

应该把标准定得

更高
。

现在国内评价个人或单位科研成果时
,

在许

多情况下往往只笼统讲在国内外刊物
_

!二发表了多少

篇文章
,

仅强调论文数量
,

而不大关注质量和刊物档

次
。

这样容易产生本是一篇文章
,

分成几篇发表
,

或

稍作修改另外发表的现象
,

因而
,

降低 了论文的实际

水平
,

削弱 了竞争力
。

一篇发表在高档次杂志 上的

论文
,

从学术思想的构成
,

到通过实验来实现这一思

想
,

到最后整理成文所需 时间
一

与精力及其难度不是

一

般杂志的沦文所能 比拟的
。

高档次杂志是靠发表

高水平论文而出名的
,

都有严格 的评审程序和高水

准的评议专家把关
。

近年来
,

国内逐渐把在 S CI
、

以

等检索系统收录杂志
_

l二发表论文数作为衡量一个人

或 一个研究集体的科 研成果 的标准之 一
,

这无疑是
一

个进步 但这还不够
,

述应看杂志的等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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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 5 C I 外圈期刊有 5 2 20 种
,

lAJ 圈 也有 3 3 00 种
。

表明文章被引用次数多少的影响因子差别是
一

作常大

的 例 如
,

自然 科 学 的综 合 性 杂 志 《 N at ur
e

》 和

《 s e
i
e r l ` e》在 r 9 9 5 年的影响因子分另IJ为 2 7

.

1 和 2 1
.

9
,

在化学科 学中
,

《美 国化学会会 占》 ( 《J
.

A m
.

C h e m
.

s()
C

.

》 ) 为 5
.

3
,

算是比较高的
。

但影响因
一

子小 于 1 的

杂志也不少
。

根据无机化学
、

有机化学
、

分析化学
、

物理化学
、

应用化学几个分类的统计
,

在引用的 308

种杂志中
,

有 145 种影响因子在 1 以
一

下
,

占 47 %
。

在

一定意义 上说
,

论文刊登在影响因子高的杂志 上
,

影

响比普通的大得多
。

如果细分
,

还要看是如何 引用

的
,

高度评价还是 一般提及 也是应该有区 别的
。

当

然
,

将各种杂志统一 比较
、

分等并不是很科学的
。

由

于影响因子是用来评价学术 刊物
,

不是用来评价研

究者的
,

而计算影响因子的依据
一

与杂志 的广
一

度和性

质
、

学科种类
、

研究队伍大小 以及语种有关
,

所 以不

应把文 章的 SC [ 引用率和影响因子大小当作唯一评

价标准
。

但不管如何
,

在同一专业系列 很影响 因子

大小是说明问题 的
。

对同一学科 内的刊物来说
,

影

响因子还是评价每一 刊物平均水平的可取的标准
。

国内杂志绝大多数以 中文发表
,

很难用 s CI 标

准衡量
。

实际 上
,

国内杂 志发 表的论文
,

水平并不

低
,

但由于种种原因
,

在国际上并没有足够 的影响
。

但不应认 为
,

凡是国外杂志 L发表的论文都 比国内

的水平高
。

办一批国内高水平杂志
,

并将其推向国

际
,

对提高我国学术水平
,

增强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

和在 2 1 世纪迈 向科技大国是 十分重要的 这一 点

应引起各级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
。

如何将国内各类

杂志分等并确定等级分数是一个值得研究
、

巫 待解

决的问题
。

否则高质量的文章都往 国外投
,

会影 响

国内杂志的稿源
,

降低国内杂志的水平
。

科学研究成 果的评估是一个十分严肃 的问题
。

科学家的声誉 只能建立在研究工作取得广大同行承

认的基础 上
,

对 自已评价 务必要 切合 实 际
,

对
“

一

首

次
’ ` 、

“

首创
”

、 “

突破
” 、 “

领 先
”

等词的使用 要极其慎

重
(

每篇合格的论文都有其创新之处
,

在 一 定意义

卜都是 首次
。

这里有一个是什么层次的问题
`

在基

础研究中判断 一项 工作是否重要
,

常常需要观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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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时间
。

它的意义和水平要由别人来评价
。

应该看

到
,

我国化学研究整体水平 与世界先进水平相差还

甚远
,

只是在某些领域的某些方面有一定优势
。

仅

就基础研究成果而言
,

《N at u er 》每年发表科学研究论

文 l 2 0() 篇以 l二
,

《S e ie n e e 》也在 1 0 0 0 篇以上
,

我们在

其上发表论文每年才大约 2 篇
,

《美国化学会会志 》

去年发表近 2 0 00 篇 学术论文
,

我们在其上才发表
’

大约 3 篇
。

现在国内似乎有一种倾向
,

往往愿意引用 国外

人的工作
,

而忽视 国内研究成果 的引用
。

经过多年

的努力
,

我国基础研究已有相当的发展
,

我们在某一

方面的水平可能比国外的还高
。

我们不能看不起 自

已
,

要提倡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

必要的国内
、

国外

的文献都应该引用
。

3 化学基础研究成果国际化

科学本身是无国界的
,

尤其基础研究
,

成果均可

共享
。

既然基础研究是国际化的
,

我们 的研究成果

应参与国际竞争
。

当前
,

在我国还没有足够竞争 力

杂志的情况下
,

向国外高水平杂志投稿
,

是应该理

解
,

也是应该鼓励的
。

但有一个西方对中国乃 至亚

州论文的歧视
,

挑剔和排挤问题
。

例如
,

《cs ie cn e 》按

地区发表的论文统计
,

美国和加拿大为 75 %
,

其余

的 25 % 中欧洲 占 20 %
,

包括 中国
、

日本
、

韩 国等 亚

洲
、

澳洲国家只有 5%
。

我们往 《N a t u er 》
,

《 Se i e n e e

》

投稿的科学家纷纷反映
,

杂志社要求我们
“

吐出
”

研

究细节
,

而对待西方的文章则不是这样
。

近些年来
,

我 国化 学 家 勇敢 地 向 国际 超一 流 杂 志投 稿
,

在

《aN ut er 》和 《 cs ien
c e

》上陆续发表了一些文章
。

我国

大多数化学家也逐渐重视了这个问题
。

当然
,

这只

是一个 良好的开始
。

另外
,

要提高我国化学基础研究的国际地位
,

应

鼓励科学家积极参与国际性重大项 目的研究
,

开展

国际合作
,

支持他们积极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

向国际

上推出一批年轻有为的科学家参 与各种学术组织
、

学术期刊和学术会议的工作
。

目前
,

科学技术正酝酿着新 的重大突破
。

电子

计算机和信息科学快速发展
,

人们对物质的认识进

人更深
、

更高层次
,

各种功能材料不断涌现
,

对生命

奥秘进行更有价值的探索
。

化学基础研究有 自己重

要的地位
。

基础研究的重要性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

认识
。

为此
,

我们要有面向世界的眼光和战略
,

了解

国际上研究新动向
,

利用国际上先进科技成果
,

提高

我们的研究起点
,

抓住机遇
,

迎接挑战
,

发挥优势
,

突

出特色
。

要有所为
,

有所不为
,

集中优势
,

重点突破
。

我们应为增进我国化学基础研究进入国际竞争舞台

的实力
,

促进化学科学的发展
,

提高我国整体科学水

平作出最大的努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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