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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19 8 5 年中共 中央颁布 的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

决定指出
: “

当前科技体制改革的主要 内容是
:

在运

行机制方面
,

要改革拨款制度… …
,

对基础研究和部

分应用研究工作逐步实行科学基金制
。 ”

这个决定把

科学基金制列 为我国科技 体制 改革 的重要 内容 之

一
,

从而推动了我国科学基金制的发展
。

目前
,

在我国已形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

地方科

学基金
、

行业科学基金的
“

群体
” ,

年度基金总额已近

12 亿元
,

其中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由 19 86 年的 8 0 00

万元增加到 19 98 年的近 9 亿元 ; 地方科学基金年度

资金总额 1
.

5 亿元左右
; 行业科学基金年度资金总

额 1 亿元左右
。

1 行业科学基金的十年回顾

行业科学基金是 自 19 86 年
,

国务院各主管部门

(包括国务院批准成立的行业总公司 )相继批准设立

的
。

其 目的是改革科技拨款制度
,

破除部门界限
,

通

过基金制的方式支持行业科研工作
,

重点资助应用

基础技术研究
。

到 目前为止
,

已经建立 了面向各行

业的科学技术基 金 30 多个
。

通 过对 21 个基金 10

年运作的统计
,

共资助项 目 20 13 7 项
,

资助经 费总

额 10 亿元左右
。

行业科学基金经过 or 年的运作
,

日益发挥和

体现出
“

基金
”

的公平
、

公正
、

公开 ; 鼓励竞争
、

支持创新
、

择优资助的特点
。

行业科学基金是实施
“

小政府
、

大社会
” 、

改革科技拨 款方式 的有效 举

措 ; 是政府机构 改革
,

职 能转 变
、

转移 的可靠依

托
。

是实现跨行业
、

跨部门资助
,

避免重复投资
、

重复立项
,

实现科技资源的最优配置的一种有效方

式
。

尤其在资助科技成果 转化方面进行 的有效尝

试
,

取得了喜人的效果
。

为了促进科技成果商品化

和产业化
,

从 19 89 年开始
,

对如何资助科技成果

商品化和产业化分别进行了探索
。

实行有差别利率

贷款和投资等有偿使用 的方式 进行资助
。

8 年来
,

共安排贷款项 目 191 项
,

投人的贷款总额为 5 64 1 万

元
。

滚动使用累计达到 13 800 万元
。

目前
,

己完成

13 5 项
。

另外
,

19 95 年以来
,

还支持成果产业化项 目

4 项
,

投 入资 金 1 3 30 万元
。

例如
,

机械基 金项 目
“

自控温导电高分子材料研究
” ,

在完成应用基础研

究后
,

机械基金又给予 30 万元基金贷 款资助成果

转化
,

现 已产业化
,

年产值超过千万元
。

机械基金

项 目
“

高品级立方氮化 硼
”

研 究
,

机 械基金投人

95 万元基金贷款进行成果转化
,

已形成 了产业化

基地
,

产值 1 0 00 余万元
。

再如
,

19 88 年科技促进

经济发展基金会
,

及时地给予
“

地奥心血康
”

这一

治疗冠心病新药的开发研究 60 万元贷款资助
,

使

得该项研究成果得 以及 时的转化为商 品
,

形成产

业
。

该产品的产值 6 年增加 了 100 倍
,

年创利税 1

亿元
。

机械工业技术发展基金会 10 年来
,

共资助技术

研究项 目 1 8 67 项
,

资助经费总额 2
.

72 亿元
。

截止

到 19 9 6 年底
,

完成项 目 1 39 4 项
。

其中
,

获省
、

机械

部部级 以上科技进步奖 21 4 项 ; 发表论文 2 06 篇 ; 获

奖论文 26 篇
。

10 年来
,

由于基金的支持取得 了一批优秀的成

果
,

增加 了科研单位的技术储备
,

为机械工业的可持

续发展
、

提高机械工业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
,

增强研

究所的活 力
,

稳定 部分科研 队伍
,

培养一批科技骨

于
,

作出了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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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业科学基金面临的主要困难

2
.

1 行业科学基金不具备法人地位

各行业科学基金及基金管理机构是由国务院各

行业主管部门批准设立的
。

机械工业技术发展基金

是作为试点单位
,

经 国家科技领导小组和原国家科

委同意
,

由原机械工业 部批准设立的
。

由国家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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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批准成立
“

机械工业技术发展基金委员会
” ,

为事

业单位
。

其他行业科学基金主要依附于政府机构或

挂靠在部属事业单位
。

如城乡建设科学技术基金管

理办公室设在建设部科技发展促进中心
; 地震科学

联合基金办公室设在 国家地震局科技局
; 水利技术

开发基金设在水利部科技司
。

行业基金这种设立和

管理
,

仍未完全脱离行政管理的方式
,

不符合基金制

实行专家决策的要求
,

影响了基金的发展
。

2
.

2 行业科学基金的来源没有得到国家财政的认

定

长期以来
,

行业科学基金 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国

家财政切块给各行业主管部门的科技三项费用的一

部分
,

有些基金还有另一个来源— 科研单位核减

下来的科研事业费
。

19 % 年财政部
、

国家计委
、

国

家经贸委
、

国家科委联合下发了《科技三项费用管理

办法 (试行 ) 》
,

并未允许科技三项费用用于行业科学

基金
。

所以
,

行业基金的资金筹集
,

是由各部门决定

的
,

并没有得到国家财政的认定
,

即没有建立一种正

规的国家资金投入渠道
。

同时
,

国家对科技三项费用的投入
,

相对于国家

财政对整个科技活动的经费投人而言
,

呈下降趋势
。

“

八五
”

期间
,

科技三项 费的平均增长速度为 5
.

6 %
,

而同期 国家财政科技 拨款 的平均 增长速度 为 14
.

8 %
。

随着国家经济体制和科技体制 的改革不断深

化
,

国家切块给中央各部门的科技三项费用将会逐

年减少
。

国家政府机构的改革
,

一些部门的合并
、

撤

消将会出现一些行业科学基金失去原有的资金来源

渠道
。

因此
,

行业科学基金 的资金来源是极不稳定

的
。

2
.

3 行业基金的运行机制不健全

《国务院关于科学技术拨款管理的暂行规定》中

强调
,

未经财政部门批准
,

不得实行科技三项费用有

偿使用
。

这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限制了行业科学基

金的运作
,

尤其是对科技成果转化项 目的资助
。

一

些行业科学基金改变原来无偿资助的单一模式
,

探

索试行拨
、

贷
、

投相结合 的多种方式
,

虽然取得了 良

好的效果
,

却没有法律依据
,

造成这一尝试和探索处

于一种合理却不合某些规定的尴尬局面
。

在基金资

助方式上的单一
,

造成行业科学基金至今无法形成

基金增殖发展的良性循环
。

前面我们列举 了几项基金资助成果转化实例
,

但是这些资 助并没有给基金 的运 作机 制带来很 大

的
、

或根本性的变化
,

并没有出现基金 自我增殖的良

性循环的局面
。

一方面还需要我们再进一步 的进行

探索 ; 另一方面
,

需要社会环境
、

尤其是政策环境的

改善
,

即上述提及的两方面问题的彻底改变
。

3 几点建议

3
.

1 完善国家科学基金体系

完善国家科学技术基金体系
,

主要包括基金 的

分类和资助领域
。

从科 学技术发展 阶段考虑
,

主要

可分为 3类
:

( l)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

地方科学基金
,

主要资

助基础研究 ;

( 2 )国家技术发展 (行业科学 )基金
,

主要资助应

用基础研究
、

应用技术的创新研究和科技成果转化 ;

( 3) 国家科技风险基金
,

主要资助高新技术的产

业化
。

目前的行业科学基金就其资助的领域和性质
,

称为技术发展基金更为贴切
。

应按照现在各行业科

学基金面向行业 的属性分为两类
:

一类如地震
、

气

象
、

卫生
、

测绘等公益性行业
,

主要资助应用基础研

究 ; 另一类是面向产业的基金
,

如机械
、

冶金
、

轻工
、

化工
、

石油等
,

主要资助应用技术的创新研究和科技

成果转化
。

国家科学基金体系的建立
,

将有利于国家基金

的有序发展
,

有利于资金的有效使用
、

规范管理
。

是

实施
“

小政府
、

大社会
”

管理体 制
,

改革科技拨款方

式
,

尤其是改变科技三项费用切块管理 的方式 的有

效举措
。

是政府机构改革
,

职能转变
、

转移的可靠依

托
。

是实现跨行业
、

跨部门资助
,

避免重复投资
、

重

复立项
,

实现科技资源的最优配置的一种有效方式
。

通过国家科学基金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

确定行

业科学基金在科技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
。

3
.

2 建立科学的
、

规范的资金投入和资金筹集机制

建立科学的
、

规范的资金投人
、

筹集机制
,

有利

于吸引社会各界对科技的投人
。

国家财政在对国家

科学基金体系通盘考虑 的前提下
,

应对国家技术发

展基金有一定 比例的投人
,

每年或一 次性投人
。

例

如
,

将 目前切块给中央各部门的科技三项费用
,

作为

国家每年向各行业技术发展基金的投入
。

或将
“

九

五
”

后 3 年切块给中央各部 门的科技三项费用作 为

设立各行业技术发展基金的本金
,

一次性核定
,

分 3

年拨款
。

国家应尽可能的从政策上鼓励社会各界投入
,

尤其是要制定鼓励企业对科技投人的政策
、

法规
,

对

投人者或捐赠者给予应有 的名誉或税收上 的优惠
。

给投人者在使用成果或接受转让成果的优先待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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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经济利益的考虑
。

银行在政策上对用于科技成果

转化的贷款
,

尤其是取得科学技术基金资助的项 目

贷款予以政策倾斜和利息的减
、

免优惠
。

国外发达国家
,

如美 国有 2 00 多万个 非营利性

基金组织
,

大约有 60 万个基金组织面向科技和教育

事业
。

全国 70 % 的家庭为基金会捐助
,

平均每户出

资 100 美元 /年
,

占捐助者年收人的 2
.

2 %
。

华盛顿

已有 3
.

8 万多个私人基金 向社 会公益事业 提供 了

100 亿美元
,

其中资助科技的资金达 4 亿美元
。

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中

规定
,

科技成果转化基金 的资金来源 由国家
、

地方
、

企业
、

事业单位 以及其他组织或个人提供
,

用于支持

高投人
、

高风险
、

高产 出的科技成果 的转化
,

加速重

大科技成果的产业化
,

这一规定需要有具体措施予

以保证
。

3
.

3 加速基金立法是促进科技基金发展 的重要保

障

随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
、

经济体制改革 的不断

深人
,

立法越来越成 为管理社会各项事务 的必不可

少的手段
。

改革 中的新生事物
,

在经过一段时期的

试点
,

经验基本成熟之后
,

就应该及时进行立法
。

适

时的立法对新生事物的发展能够起 到引导
、

推动和

促进的作用
,

从而加速新生事物的发展进程
。

而长

时期的无法可依所造成的混乱
,

必然阻碍新 生事物

的发展
,

甚至使一项大有可为的事业夭折
。

我国行

业科学基金经过十几年的探索发展
,

已经取得令人

瞩 目的成就
。

随着我国改革步伐 的进一步加快
,

随

着国际经济
、

科技统一大市场的逐步形成
,

科学基金

蓬勃发展的春天即将来临
,

行业科技基金将 越来越

显示 出强大的生命力
。

尽快改变 目前我国科学基金

立法严重滞后的状况
,

总结科学基金发展的经验
,

制

定有关科学基金 的法律规 范
,

依法解决当前行业科

学基金发展过程 中函需解 决的问题
,

通过立法确立

各类科学基金组织的法人地位
。

随着科学基金的法律
、

法规的不断建立和完善
,

必将推动我国科学基金业 的发展
,

形成资助科技事

业的新格局
,

为我国的技术进步与发展作出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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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血液学研究所血液学研究的 10 年历程

沈文雄 于永正 常存玉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

北京 10 00 83 )

党的十五大提出
,

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

续发展战略过程 中
,

要加强基础性研究
。

江泽 民同

志曾具体阐明基础研究的重要意义
。

他说
: “

基础研

究很重要
,

人类近代文明进步史已充分证明
,

基础研

究的每一个重大突破
,

往往都会对人们认识世界和

改造世界能力的提高
,

对科学技术的创新
,

高技术产

业的形成 和经济文化的进步产生巨大的不可估量的

推动作用
” 。

但是
,

发展基础性研究
,

需要有一定的

经费投人
,

而且在相 当一段时期内
,

不一定能得到具

体的经济 回报或明显 的社会效益
。

所以
,

各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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