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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基金会应为基础研究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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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年前
,

我与何柞麻等人提出建议
,

希望中国科

协能够拿出一些钱资助科技期刊
。

这项工作做了儿

年
,

大家反映还不错
。

但是
,

它只限于支持学会的刊

物
,

限于科协系统
,

没有面向全国
。

有些学术期刊水

平并不低
,

但是经费很紧张
,

只是靠收取作者版面费

来维持刊物的生存
。

作为我们这样一个大国
,

出现

这样的事似乎有些说不过去
。

基金委员会的陈佳洱
、

王乃彦院士说
,

现在我国

的科技界不光是人才外流
,

研究论文外流的更严重
。

近 14 年我国科学家在 SCI 系列期刊发表的文章的

数量增长 3 多倍
,

然而在中国科技期刊上发表的文

章只增加了 13
.

5%
。

当前
,

绝大多数的高校或研究

所的图书馆是没有足够的经费订阅国外专业期刊

的
。

中国科学家在国外期刊发表的研究论文并不为

国内科技人员所了解
。

因此研究论文大量外流的严

重的局面对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非常不利
。

希望基

金委员会在对科技期刊进行资助时
,

方式要不同于

中国科协
,

对少数重点学术期刊应重点支持
,

不撒
“

胡椒面
” 。

对科技期刊资助
,

可以参考 SCI 已有的数据
,

经

过专家推荐评审
,

资助力度要足够大
。

得到资助 的

期刊起码应当向作者免收版面费
。

这方面工作也应

有原期刊的主管单位的积极配合
,

应该也适当加大

对期刊的经费支持
。

有关部门应做出规定
,

鼓励研

究人员多在国内科技期刊上发表高质量的研究论

文
。

建议每个学科领域创办 1种英文版期刊
,

把本

领域各学科中文期刊上发表的优秀研究论文集中起

来
,

译成英文发表
。

让外国科学家对中国的期刊不

仅只是随手翻翻
,

而要让他感到有兴趣
,

有参考价

值
。

另外的一个建议是
,

期刊的编辑要求论文作者

撰写比较详细的英文摘要
,

使读者通过摘要
、

图形
、

表格等就能理解论文的内容
,

看出作者的思路和实

质的水平
。

按照 SCI 所使用 的国际惯例
,

每篇沦文

都要有 5 (X卜一日汉) 字的结构式摘要和 比较完整的参

考文献
。

不能像目前国内大部分刊物上普遍出现的

三言两语式的摘要
,

也不应限定参考文献的数量
。

各期刊编辑部如长期坚持下 去
,

可以有助于国际同

行了解我国的研究工作
,

对提高中国科学技术的国

际影响起到很好的作用
。

基金委员会应该支持科研人员在中国的期刊上

发表文章
。

尤其是国内办的外文版期刊
。

要有这么

个规定
,

促进我 国期刊质量水平早一点赶 上去
。

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也应有这个责任
。

国内的期

刊要向基金委的刊物那样
,

与国外同学科的期刊签

订协议
,

允许中国人在国外期刊发表的研究论文的

中文稿在国内期刊上发表
。

这有利于推动我国科技

事业的发展和科研人员的国内交流
。

多交换期刊也

是一种扩大影响的好形式
。

中国的科技期刊也不能都办成学术性很强的期

刊
,

那些是代表国家研究水平的
,

应当重视它
。

但是

我们也要有一些针对不同读者对象的不同档次的期

刊
,

要鼓励不同领域的科研人员
、

技术人员发表文

章
。

不论是青年学生
,

还是科研人员只要有研究论

文
,

就应该给他发表的机会
。

比如
,

光学上的小工

艺
,

虽然谈不上有什么学术水平
。

但只要有创新实

践心得体会
,

值得向同行介绍
,

那就是有发表的价

值
。

所以不同领域的
、

针对不同读者的科技期刊都

应该有一些
。

我赞成基金委同志提出的科技期刊应

该合理分流
、

重点资助 的看法
。

希望基金委对国内

科技期刊的资助能够经常地开展下去
。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会支持少数的重点期刊
,

各部门
、

各行业也应

当支持一部分自己领域的优秀期刊
。

基金委员会的领导应注意为原创性研究提供比

较宽松的气氛和环境
,

对跟踪性
、

重复性的东西要严

中国科学院院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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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控制
。

要把握课题的实际水平和质量
,

要防止出

现科研人员应该做
,

但因经费关系又不愿做的事情

发生
。

应当鼓励青年科研人员敢于承担大课题
、

构

思大文章
。

不要让他们急于为晋升职称而迫使他们

每年为汇报
“

成果
”

而以一些小文章来凑数交帐
。

基

金委员会在这个问题上应当有所作为
。

对于资助原创性研究
,

条件要宽松
,

研究人员要

有敏感性
。

任何重大的发现都是在常人视而不见 的

情况下
,

由敏感的人
、

善于发现问题的人突破的
。

对

摆在眼前的东西看不见
,

这是个观念问题
。

对所有

事物都一样
,

能够看到问题的人就会发挥主观能动

性地勇于解决问题
。

如果把看到的问题视为麻烦
,

绕开问题走
,

那只能培养一批懒人
,

对人类社会不会

有什么贡献
。

要提倡开拓进取
,

开动脑筋
。

创新只不是科学工作者的个人行为
,

全社会就

是个创新的金字塔
,

创新的最高层是包括最原始发

现和对环境的创新
。

社会为创新提供基础和条件 ;

没有最高层的创新
,

也就形成不 了全社会的创新气

氛
。

创新的头一个人是很重要的
,

比如乒乓球运动
,

容国团在第 25 届世乒赛拿下男子单打冠军后
,

为什

么后来大批中国人能够不断拿冠军 ? 这正说明原创

人的重要性
。

这其中也有个规律和窍门
,

值得我们

去研究和探索
。

原创性研究的成果也许今天用不上
,

为今后的

科学发展提供储备
。

但要认识到这要形成风气
,

它

代表的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
。

比如李四光的地质力

学学说就属于原创性研究
,

但它对我们现在的地震

预报
、

探矿等非常有用
。

为世人所瞩目
,

是中国人的

骄傲
。

科学基金将有较大幅度的增加是件好事
,

但这

个数字并不算多
。

1982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的前身科学院学部基金建立时每年总经费只有

3《XX)万元
。

后来虽逐年有些增长
,

但有时基金每年

增长的速度赶不上当时物价上涨 (通货膨胀 )的速

度
。

19 82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刚刚开始时
,

科学基

金纯粹是资助科研人员从事研究工作的经费补助
。

原单位并不会因为研究人员拿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而中断原来的研究经费
,

科学基金更不会包括实

验室的房租
、

水电
、

人员奖金补贴和管理等费用
。

所

以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总经费比刚开始的 3《I X) 万元

在支持科研总量上实际并没有增加多少
。

国家对于

科技的投人应大幅度地增加
,

应该能够赶上 G NP 的

增长速度
。

对科技的投人也应向对教育的投人那

样
,

与 NG
P 挂钩

,

保证其应有的增长速度
。

早在 90

年代初
,

中央政府就已经 口头承诺
:
到 2X( X) 年

,

科技

投人占 G NP 的总额应达到 1%一 1
.

5%
,

现在看来没

有达到
。

对研究成果的评价
,

要注意吸纳能提出问题的

外单位的同行专家参与
。

科学基金项 目应该这样
,

博士生的论文答辩也应这样
。

外面来的人不能一味

说好话
,

而应能发表一些不同的见解
,

要包括一些与

被评议人有利害关系的人参与
,

保证这种评价的严

肃性和公正性
。

这是一条国际上评价人才
、

发现人

才的成功经验
。

要注意 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
,

社会科学

包括了人的因素
,

有人才有社会
。

自然科学工作者

研究物质科学离不开人的因素
。

自然科学与社会科

学在相互促进
、

相互影响
。

自然科学应当不断调整

自己的研究思路
,

不应
“

循序渐进
” ,

而要提倡创新
、

提倡
“

寻优勇进
” 。

寻找最优组合和最优途径
,

在研

究方法上能循序就循序
,

能跨越就跨越
,

当然这种跨

越也不能脱离实际
,

欲速则不达
。

注意科技与经济

的结合
,

提倡科技的产业化
。

比如金融数学
、

定量经

济等
,

这些都是眼下国内经济发展所必需的
。

顺便提起一件事
,

有关科研道德问题
。

其实这

里最要紧的就是要尊重人家的劳动果实
,

这也是做

人的根本原则
。

有一次我去国外访问一个朋友的实

验室
,

朋友很高兴地告诉我
,

他刚刚得到的一个重大

发现的全部内容
。

他知道我不会去剿窃他的成果
。

我为自己的朋友的重大发现也同样兴奋
,

为他的成

功而由衷感到高兴
。

我认为这是人最本质的东西
。

我从小养成吃饭别剩下的习惯
,

我们的盘中餐是多

少人用辛劳换来的
。

这也是尊重他人创造性劳动的

体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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