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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科学发展趋势 的一个主要特征是 整 体观
、

系统观的研究思路得 到加强
,

跨学科
、

多学科
、

多部

门的研究方式逐渐成为主流
。

国际地学界在制定新

世纪的发展战略时
,

都较为一致地选择了 以可 持续

发展为 目标
、

以地球系统科学为框架把地球科学带

入新世纪的战略方针 ; 重大科学问 题通过设立专 门

的研究计划来完成
。

目前正在执行的国际地学研究

计划有 12 项
,

有的 已取得世界瞩目的成就
。

由于地球科学研究对象时空 尺度的广泛性和复

杂性
,

虽 然科学研究的进展是通过科学家个 人的努

力而取得的
,

但互不协调的个人研究不能有效地动

员起解决大科学问题所需的广泛的人才和 技术
。

把

这些统一起来的媒介就是具有统一科学 目标
,

众多

科学家相互配合进行的长期
“

研究计划
” 。

它可 以使

不同单位
、

不同学科 的科学家按 照
“

计划
”

的方针来

承担任务
,

因而每一项单独的研究项 目
,

都是在更为

宽广的设计好的计划框架 内进行
。

它即保证 了科学

研究自由探索的需要
,

又顺 应了
“

大科学
”

时代科学

研究的规模性
。

我们 以前实施 的重大项 目
,

在取得重大进展的

同时
,

也暴露出一些弊端
,

如围绕项 目 目标多学科集

成
、

协调不够
,

甚至出现
“

层层转包
” 、

经费纠纷
、

竞争

性不强
、

不能调动多数成员 的积极性等
。

产生 这些

弊端的源头在项 目组织形式上
。

为 了使地球科学基金研究项 目的组织
、

实施更

好地符合科学 自身的发展规律
,

提高我 国解决重大

地学问题的能力 ; 使我 国的地球科学研究上一个 新

台阶 ;集中有限资金
,

瞄准重大前沿科 学问题
,

长远

规划
,

加强协作
,

以
“

研究计划
”

方式组织实施项 目是

必要的
。

经过地球科学界多年的酝酿和调研
,

条件

已基本成熟
。

下面将这一资助模式的实施框架作简

要介绍
: “

研究计划
”

的组织实施充分体 现
“

依靠 专

本文 于 2侧洲) 年 8 月 l] 日收到
,

家
” 、

“

科学管理
”

的宗 旨
,

实行 以基金资助管理体制

与专家学术管理体制相结合 的管理架 构
。

加 强
“

顶

层设计
” ,

立项与执行相分离
。

设立
“

研究计划
”

科学

指导与评估专家组和
“

研究计划
”

协调工作组
。

1 科学指导与评估专家 组和协调 工作组 的

组成 与职责

1
.

1 科学指导与评估专家组

主持
“

研究计划
”

目标和核心科学问题的确定及

其修 汀 ;指导实施计划的制定 ;在计划执行过程中实

施学术指导
,

保证科学目标的达成 ;组织高层次专家

对实施中的研究进展进行综合分析
,

形成对后续工

作的指导意见
。

该小组不是荣誉 机构
,

是高层次综

合分析的专家群体
,

需要有工作时间的保证
。

科学指导与评估专家组 由 9一 H 位不参加项 目

的科 学家 组成
,

设正
、

副组长各 1 名
,

每 2 年更换

1 / 3
,

每届 2 年
,

可 连任 1 届
。

科学指导与评估专家组的职责是
:

( l) 提出
“

研究计划
”

的总体科学 目标及方向 ;

( 2 ) 通过 召开研讨会等形式进行调研
,

制 汀研究

规划 ( cs i en ce p lan )
,

其内容包括科学 目标
、

核心科学

间题及研究途径
,

使科学家在这一框架 内
,

围绕总体

科学 目标与核心科学问题
,

从不 同角度 自由申请
、

自

由探索 ;

( 3) 选择通讯评议的同行评议专家
,

如有 必要提

出特殊 的评议准则 ;

( 4 )对立项申请进行会议评审和 排序 ;

( 5 )通过召 开科学指导和评估专家组与项 目负

责人联席会议
,

对项 目跟踪并指导在研项 目的实施

和调整 ;

( 6) 编写年度工作报告 ( an nu al er po 川服告研究

计划的进展和执行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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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组织高层次专家对实施中的研究进展
,

进行

综合分析和集成
,

以指导
“

计划
”

的修订
。

1
.

2 “
研究计划

”
协调工作组

负责对实施方案的总体审核
、

协调及组织评估
。

协调 工作组 主要由 5一7 位管理专家组成
,

其中

基金委分管委主任
、

主管及相关科学部 2 一 3 人
、

计

划局 l 人
、

国际合作局 1 人
、 “

计划
”

指导与评估专家

组正
、

副组长 2 人
。

分管委主任任组长
,

一名学科主

任任秘书
。

协调工作组 的职责是
:

( l) 审核
“

实施计划
”

的正式文本
、

评议准则和操

作办法
,

报委务会议审批 ;

( 2) 负责专家组成员变动 ;

( 3) 阅研
“

研究计划
”

专家组工作报告
,

协调
、

解

决有关问题 ;

( 4 )定期 ( 2一 3 年一次 )组织对
“

研究计划
”

的总

体实施情况及进展进行评估 ; 实施结束组织绩效评

估 ;

( 5) 负责
“

计划
”

投入经费的预算
、

经费指标使用

管理 ;

( 6 )向指导与评估专家组提出建议讨论的问题
。

2 项目立项与执行

2
.

1 立项

项 目立项
,

较原重大项 目进一步引人竞争
、

激励

机制
。

根据
“

研究计划
”

实施需要
,

按年度计划分批

立 项
,

发布指南
,

定向申请
。

在研的 面上
、

重点
、

重大

项 目也可 申请纳人
“

研究计划
” 。

项 目研究规模可相当于重大
、

重点和面上项 目
,

执行期可为 3一4 年
,

研究经费强度不低于 4 万元 /

人年
。 “

研究计划
”

总强度 2 0 00 一 4 0 00 万元
,

期限 8

年左右
。

2
.

2 实行课题制

资助经费按项 目逐项批准
、

核定
、

拨款
。

项 目负责人 对项 目组织实施
、

经费核算管理负

责
。

2
.

3 建立
“
研究计划

”
的科学数据中心

建立服务于
“

研究计划
”

的信息系统
,

包括资助

项 目试验观测数据和其它科学数据
,

形成共建共享

机制
。

科学数据工作组负责制订基本科学数据质量

保证和管理计划
、

数据的收集整理
、

数据库的维护 以

及提供数据服务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委务会议 4 月份通过

决议
,

试点实施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
”

(简称
“

研究计划
”

)
。 “

十五
”

期间预计启动 15 一 20

项
。

地球科学部会同生命科学部
、

工程材料科学部
、

化学科学部及管理科学部组织 的
“

中国西部生 态 和

环境科学研究计划
”

是 2 O0() 年 4 个试点
“

研究计划
”

之一
。

委领导对试点工作十分重视
,

提出了判断试

点是否成功的 6 点判据
:

( l) 是否促进源 头创新
,

推

动学科发展 ; ( 2 )是否 符合基础研究 的规律 ; 如前瞻

性
、

长期性
、

包容性
、

交叉性及不同学术观点的碰撞 ;

(3) 是否实现 了基金项 目的集成和 深化 ; ( 4) 是 否给

科学家营造宽松的研究环境
,

比 同类其它项 目具有

优势 ; ( 5 )是否产生原始创新的成果 ; ( 6) 是否形成不

同学科交叉
、

联合 的研究群体
。

既然是试点
,

其 中一些规律性的东西还不完全

清楚
,

需要不断探索
。

我们已将
“

中国西部生态 和环

境科学研究计划
”

的征求意见稿
,

向中国科学院地学

部进行 了咨询
,

并寄送给相关专家
,

征求意 见
,

并将

在学科评审组会上认真讨论
。

使该
“

研究计划
”

的组

织
、

实施
、

科学 目标 的定位以 及科学问题 的选择
,

更

好地符合科学 自身的发展规律
。

地球科学部拟在
“

十五
”

期间
,

以
“

十五
”

优先资

助领域为基础
,

围绕全球变化的区域响应
,

地球环境

与生命过程
,

天气
、

气候系统动力学
、

大陆动力学
、

区

域可持续发展
、

日地空 间环境与空 间 天气逐步形成

若干研究计划
。

积极组织参与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统一遴选的
“

研究计划
” 。

同时
,

使用原重大项

目的经费指标
,

安排
“

研究计划
” ,

对于领域相近的重

点项 目
,

参照
“

研究计划
”

的组织形式
,

成立科学指导

与评估专家组
,

统一协调管理
,

形成
“

捆绑式
”

集团项

目
。

面上资助的符合
“

研究计划
”

总体科学 目标的项

目
,

也纳人
“

研究计划
”

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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