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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86 年 2 月
,

国务院批准成立 国家 自然科学基

金委员会 ( 以下简称基金委 )
,

师昌绪院士被任命为

副主任
。

当时他已逾 65 岁
,

但给大家的印象是精力

旺盛
,

思路清晰
,

务实开拓
,

为人 开朗
,

待人和蔼可

亲
,

善于团结同志
。

师先生身为院士
,

有深厚的学术

造诣
,

但同时又是不可多得的科技管理帅才
。

早在

19 81 年 5 月举行的中国科学院第 4 次学部委员大会

上
,

师先生就为在我国实行科学基金制做了大量宣

传工作
。

中国科学 院设立面向全 国的科学基金后
,

特别是师先生担任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

后
,

对中国科学基金事业 的发展提 出了一系列高屋

见领的见解和思路
,

并努力为之奋斗
。

鉴于师先生

对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所做 出的杰 出贡献
,

19 89 年

被基金委广大群 众推选 为全 国先 进工作 者
。

19 90

年以后任基金委特邀顾 问
。

在庆贺师先 生 80 华诞

之际
,

我们就所 了解 的他在科学基金工作中的一些

想法和贡献做一简要 回顾
。

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应 为我国基础

研究的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师先生认为
,

基金委在做好科学基金工作 的同

时
,

应从发展我国科学事业 的战略和全局着眼
,

从更

多的方面主动争取介人和承担有利于推动我国基础

研究总体发展的工作
,

他在各种场合坦率发表意见
,

并为此做 了大量工作
。

198 7 年国家
“ 8 63 计划

”

开始 实施
,

其 中有小额

的基础研究经费
。

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方毅 同

志听取基金委工作汇报时
,

师先生提出这小额 的经

费应 当由基金委管理和执行
,

并阐述了多方面理由
,

特别强调
, “ 8 63 计划

”

是国家的高技术发展计划
,

关

系重大
,

与基础研究联 系密切
,

基金 委介入 这项 工

作
,

有利于 了解情况
,

互通信 息
,

相互衔接
,

避免重

复
,

对
“ 8 63 计划

”

和 国家科学基金都是好事
。

经师

先生的反复阐述
,

说明理 由
,

得到各方面领导同志支

持
,

国务院科 技领导小组决定从
“ 8 63 计划

”

的 7 个

领域各扣出 2 % 的经费
,

交由基金委管理
,

用 于支持
“

高技术新概念
、

新构思探索项 目
” 。

为此在基金委

综合计划局设立高技术办公室
,

并制定 了管理办法
。

至 2 0 (刃 年
, “

高技术新概念
、

新 构思探索项 目
”
已实

施 14 年
,

累计拨款近 2 亿元
,

资助各类项 目 2 0 0( ) 余

项
,

培植 了一批高新技术生长点
,

培养出一批优秀青

年科技人才
,

成为
“ 8 63 计划

”

重要 的项 目和人才来

源
。

同年
,

国家恢复
“

国家 自然科学奖
”

评审工作
,

担

任奖励委员会主任 的武衡同志提出
,

由于 自然科学

奖学术性很强
,

应 由中国科学院或国家基金委组织

评审
。

因评奖工作停顿多年
, “

国家 自然科学奖
”

授

奖数额很少
,

而积累的优秀成果又很多
,

竞争非常激

烈
,

工作难度很大
。

师昌绪先生认为
: 确定资助项 目

和奖励优秀成果
,

是基础研究的一头一尾
,

两者不可

分割
,

依靠我们的评审机制
,

完全有能力做好评审工

作
,

因而力 主接受
,

并做 了大量 说服和组织 协调工

作
。

后经国家科委批准
,

正式明确国家 自然科学奖

交由基金委组织评审
,

师先生担任奖励 委员会副主

任兼秘书长
,

并在基金委设立 了奖励办公室
,

起草了
“

评审办法
”

及
“

实施细则
”

等文件 ;当年开始受理 申

请
、

组织评审
,

圆满完成 19 87 年度 国家 自然科学奖

评审工作
。

19 88 一 19 89 年又制定并公布了
“

香港
、

澳

门同胞推荐国家 自然科 学奖实施办法
” ,

并于 19 89

年收到港
、

澳地 区若干份推荐
,

经评审
,

最后有 2 个

项 目获奖
。

其 中香港地区获二等奖
、

四等奖各 1项
。

19 9 0 年师昌绪 先生亲往香港授奖
,

受 到港
、

澳同胞

执笔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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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我国有关机构高度评价
。

至 19 93 年共组织评审 4

次
,

其公平
、

公正和程序严谨
、

透 明等特点受到科技

界广泛好评
。

2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既 应鼓励 自 由申

请同时要加 以引导

师昌绪先生认为
,

允许科学家按照个人的兴趣

和特长 自由申请基金项 目
,

有利于发挥科学家的聪

明才智
,

有利于创新
,

但容易产生 目标分散
、

脱离国

家需求等弊端
。

实行宏观指导下 的 自由申请制度
,

将国家需求和个人兴趣结合起来是合理 的
,

这也是

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
。

为此师先生从 19 8 6 年起就

为编制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指南》而忙碌
。

他认

为
“

发布《项 目指南》是实现我 国科技规 划的重要措

施之一
,

必须给以足够重视
” 。

《项 目指南》内容应包

括
“

除目前以 自由申请为主的项 目外
,

还要包括重大

项 目的选题
,

要把工农业生产中带有普遍意义的科

学技术问题列人定向课题 ; 《项 目指南 》要和 国家攻

关计划
、

高技术计划紧密结合
,

使 国家计划 的实施有

坚实的理论基础
” 。 “

国家重点实验室和某些开放实

验室的研究方 向和领域也可纳人 《项 目指南 》
,

使全

国科技人员对此有所 了解
,

能找到他们合适 的研究

方向
,

并增加实验室的透明度及相互间的竞争和协

调
” 。

《项 目指南 》 自 19 87 年开始按 年度 向全 国发

布
,

并译为英文以便对外交流
。

经过逐步改进
,

实行

十几年来
,

对指导项 目申请起到重要作用
。

19 8 8年 6 月
,

经师先生提议
,

基金 委委务会议

决定开展学科发展 战略研 究
,

由师先 生具体领 导
。

师先生在阐述 目的时说
“

我们希望这一战略研究活

动能对科学基金 的项 目资助工作 起到宏观 引导作

用
,

特别是对一个时期内资助的重点领域和方向
、

重

点和重大课题 的选择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
,

对学科

的建设和发展起到学术规划作用 ;特别对学科工作

人员起到培养作用
,

对 国内其他研究人员和政府决

策起到参谋和咨询作用
,

最终起 到促进学科发展的

作用
” 。

师先生要求
“

这些书应该是深人浅出
,

本专

业人员看了有启发
,

非本专业科技人员读后也感到

受益
” 。

这套丛书 19 91 年开始出版发行
,

至 19% 年

出齐 54 本
,

基本覆盖了 自然科学各个学科
。

参加研

究
、

撰写的科学家近千人
。

在组织编辑出版过程 中
,

因工作量大
,

遇到很大阻力和困难
,

师先生做了大量

深入细致的工作
。

3 重点实验室建设是基础科学发展的重要

组成部分
,

我们 必须介入

19 8 8 年 国家计委与世界银行商定
,

利用第 6 批

贷款建立
“

重点学科发展项 目
” ,

建设一批国家重点

实验室和专业实验室
。

时任国家计委科技司副司长

的秦声涛同志请师先生任国家计委评审组组长
,

完

成第 6 批世行贷款项 目最终评审
。

师先生从全 国选

聘了不同学科专家 18 人经 40 多天的辛 勤工作
,

出

色地完成了 75 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和 58 个专业实验

室的最终评审
,

并为此付出 了艰苦 劳动
。

正值 19 89

年春夏之交 中国那场政治风波喧嚣之时
,

世界银行

代表芭芭拉
·

斯尔女士来华考察
“

重点学科 发展项

目
” ,

师先生作为中方首席科学家全程陪同
。

当在广

州考察结束去机场时
,

恰遇学生游行阻塞交通
,

绕道

时汽车又抛锚
,

一行人步行 2 公里到达机场
,

差点误

机
。

但芭芭拉
·

斯尔女士对 中国方面杰出的工作
,

特

别是对师先生幽默
、

诙谐而流利的英语介绍深感满

意
,

从而促进 了世行贷款的落实
。

鉴于上述工作
,

国

家计委 19 89 年正式行文
,

委托基金委长期承担 国家

重点实验室评估任务
,

并负责拟定相应评估办法和

评估指标体系
。

尔后 国家科委也委托基金委对国家

重点实验室和部 门开放 实验室进行运行补 助费评

估
。

但这项工作在委内存在分歧
,

一时难以共识
,

师

先生则极力主张接受这项工作
。

师先生说
: 国家重

点实验室建设是基础研究 的重要组成部分
,

没有先

进的科研基地
,

没有高水平 的实验手段
,

基础研究无

法进行
。

基金委作为基础研究 的资助者和管理者
,

不介人重点试验室建设和评估
,

就不能全面 了解基

础研究实力之所 在
。

实验室建设需要大量投资
,

我

们没有条件全部管起来
,

从评估介人是最好 的切入

点
,

目前是最好时机
。

经师先生耐心说服
,

终于接受

了这项工作
,

并于 19 90 年对 1 03 个实验室进行了首

次评估
,

19 92 年又对 143 个实验室进行 了第 2 次大

规模的评估
。

两委委 托的评估任 务虽然都 圆满完

成
,

但 由于两委评审办法和标准不统一
,

导致结果差

异
,

在科技界引起 了议论
。

为此师先生出面做 了大

量协商
、

协调工作
,

终于将两个评 审办法取长补短
、

合二为一
,

统一 了两委共 同委托的实验室评估工作
。

这样做既节省人力
、

经费和 时间
,

又统一 规范和标

准
,

为进行科学
、

公正
、

统一
、

权威的评估工作奠定 了

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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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数学学科要率先进入国际先进行列

师先生是学冶金的
,

一生从事金属材料研究
,

但

他却主张选择数学和理论物理这些基础学科做为基

金委的重点支持学科
。

在一次报告中他说
“

为了使

我国在下世纪中叶进入国际先进行列
,

科学技术要

在世界上 占有一席之地
,

必须有若干学科在国际上

处于领先地位
。

从现在起就应该选一些我们具有较

大优势
,

有较大带动性
,

并花钱不多的学科领域
,

给

子足够的支持
,

使其能率先赶上 国际先进水平
。

我

认为数学便是其一
” 。

19 88 年 8 月在 天津召开
“

21

世纪中国数学展望学术讨论会
” ,

为给数 学家们 鼓

劲
,

师先生出面邀请到李铁映
、

周培源
、

朱 丽兰等领

导同志出席会议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

深受鼓

舞的数学家们和与会科学家提出了
“

中国数学要在

2 1 世纪率先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

的豪 言
。

之后在李

铁映
、

宋健等同志的关怀下
,

国务院批准拨专款设立
“

天元数学基金
” ,

专门支持数学发展
。

在有关
“

天元

基金
”

运作 上
,

师先生提出
“

基金的使用应根据
`

率先

赶 上
’

总的需求和 中国数学的实际情况
,

由专家组决

定
,

应更灵活
,

更机动
,

应不同于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

要有 自己的特色
” 。

关于
“

天元基金
”

学术领导小组

的问题
,

师先生提出
: “

天元基金
”

学术领导小组的任

务应 比基金委的学科评审组 的任务更多一些
,

不仅

要评审项 目
,

还是担负组织和协调全 国数学界活动

的责任
。

因此
,

专家小组应 由学术造诣高又热心 中

国数学事业的德高望重的数学家组成
。

师先生的意

见后来成了
“

天元数学基金
”

运作的重要指导思想
,

or 多年 的成 功实践证 明 了师先 生意见 的正确性
。

师先生受到数学家的赞扬和敬佩
,

19 99 年他受特邀

出席
“

天元基金
”

成立 十周年总结大会
,

发表 了热情

洋溢的讲话
,

受到与会数学家们的热烈欢迎
。

5 抓好科学基金成果
,

提高显示度

师先生认为
,

基金委和科学基金事业要发展壮

大
,

就需要争取更多的经费支持
,

才能对 国家
、

对社

会有所贡献
。

抓好成果
,

促其 获得不 同形式 的利用

或转化
,

是提高科学 基金显示度 的重要措施之 一
。

他曾说
“

科学基金主要任务是
`

出成果
、

出人才
’ ,

因

此成果管理至关重要
,

而且 比经费分配更重要
,

涉及

的问题更复杂
,

在这方面我们与世界发达 国家相 比

存在很大差距
,

必须给予充分重视
” 。

按照师先生意

见
,

基金委采取措施加大成果管理力度
。

19 90 年由

师先生主持
,

编辑出版了《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优秀成果选编》
,

从报来的大批材料中筛选 出 188

份优秀者
,

师先生亲 自将其 分类整理
,

编写分类标

题
,

并夜以继 日的逐份阅改
,

把一些难涩的学术词句

改为生动活泼
、

易于理解 的通 俗语 言
,

春节亦不休

息
,

耗费 了大量时 间和精 力
,

付出了艰苦 的劳动
。

《成果选编》在 1992 年基金委成立 10 周年前夕正式

出版
,

图文并茂
,

通俗易懂
,

江泽民主席题写书名
,

李

鹏总理
、

宋健主任题词
。

此后
,

不 同类型的 《成果选

编》编印出版多部
,

成为定期集中反映基金资助项 目

成果的主要方式
。

并 曾选 择少量有 实用 价值的成

果
,

促其 向生产力转化
,

取得一定成绩
。

基金委成果管理 以后逐步进人轨道
,

采取措施

通过报纸和其他媒体加强对科学基金及其成果的宣

传
,

在有影响的报纸上开辟专栏
,

使社会能更多了解

自然科学基金
,

对提 高 自然科学基金 的显示度起 了

重要作用 ;通过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 等单位对基金

资助项目进行检索统计
,

每年定期公布
,

并规定凡未

标注者不计入项 目成果
,

影响对项 目评价
,

从而强化

了基金资助项 目标注制度
,

使标注率逐年提高
。

这

些成绩和师先生当年的工作是分不开的
。

6 基金委主办的杂志要起到学术导 向作用

师先生在基金会工作期间
,

亲手筹办 了两种学

术期刊
,

即《中国科学基金》和《自然科学进展 》
,

兼任

主编
,

前者是科技综合性刊物
,

后者是学术性刊物
。

早在 19 86 年 8 月
,

师先生就提 出
“

我们不能没

有 自己的机关刊物
”

的主张
,

于是 19 87 年创刊了《中

国科学基金》
。

师先生的意见是 :
作为基金委的委刊

应有别于其他部委 的机关报刊
,

要定 位于学术指导

类期刊
,

应成为基金委对外宣传的窗 口
,

应当成为沟

通基金委与广大科研工作者的桥梁
。

委刊要体现学

术导向和管理 的双重功能
,

要 向社会各界展示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各类资助项 目的研究活动的重要进展

和优秀成果
,

向广大承担科学基金项 目的科学家提

供有价值的各类信息
,

努力为科研人员服务
。

师先

生的这个 意见一直成为 《中国科学基金 》的办刊宗

旨
。

师先生注意培养年轻编辑人员
,

鼓励他们放手

工作
,

使他们很快挑起重担
,

杂志越办越好
,

接连两

次获得
“

国家优 秀期 刊评 比
”

二 等奖
。

19 93 年又创

办了英文版
,

更大范围的宣传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

扩

大了国际影响
。

19 89 年受国家计委委托
,

决定创办 国家重点实

验室通讯刊物
,

取名为 《自然科学进展 》
。

目标是 办

在 国际
、

国内有所影响的高水平的学术刊物
。

办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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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困难重重
,

师先生亲 自出面一一解决
。

为克服

缺乏高水平编辑 队伍 问题
,

师先生走访科学出版社
,

商定 由《中国科学》和《科学通报》编辑部代为进行编

辑出版
,

以保证期刊的学术水平和整体质量
;
他又亲

自遴选
、

邀请国内不 同专业 的一流科学家组成第一

届编委会
,

邀请国际著名专家组成国际顾 问委员会
;

199 0 年经试刊后拟于 19 91 年正式 出版 中
、

英文版
。

此时
,

恰遇期刊整 顿暂停审批新刊
,

师老又 四 处奔

忙
,

终于解决了期刊正式 出版 的手续 问题和 邮局发

行问题
。

为打开英文版 的国外销路
,

19 92 年
,

近 72

岁高龄的师先生利用去德国开会机会绕道伦敦
,

不

顾身体严重不适
,

发着高烧和 国际著名学术 出版发

行公司 ( T ay fo : a
dn F ar cn i s tL d) 负责人会谈

,

达成合

作发行协议
,

为打开 国际市场奠定 了基础
。

从伦敦

返回北京后
,

行动迟缓
、

病容满面的师先生动情地对

前来机场接他的副主编 田 中卓教授说
“

这一 回真 以

为回不来了 !
” ,

田教授被感动的热泪盈眶
。

《自然科

学进展》现 已成 为国内有相当影响力 的学 术刊物
,

19 96 年其英文版被 国际著名检索 系统 SCI 收 录
,

各

项指标逐年攀升
,

这里浸透着师先生的大量心血
。

人员取得一批很有价值的成果
。

这一合作被当时的

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同志称为
“

开创 了我 国基础研究

与国外大型企业合作 的先河
” 。

为把这个项 目引人

基金委
,

师先生做出了努力
。

6 年前
,

他在加拿大访

问时得知美国福特汽车公司欲在中国寻找合作研究

伙伴
,

经他多方做工作
,

促成了双方的联合
。

7 加强 国 际交流是发展我 国基础研究的必

要条件

师昌绪先生学识渊博
,

待人热情
、

诚 恳
、

言谈 风

趣
,

在美国学习工作 多年
,

学术上很有成就
,

有很强

的英语能力
,

在国外有很多朋友
。

他很重视 国际合

作
,

认为
“

基础研究具有很强的国际性
,

只有加强 国

际交流才能增强国际竞争的能力
” 。

虽然 师先生在

委内不分管外事工作
,

但在基金委 的国际交流活动

中的贡献非常突 出
。

19 87 年 9 月代表基金委与加

拿大 自然科学与工程研究理事会 ( N s E R )C 签定的双

边合作协议
,

是基金委成立后最早签定的国际合作

协议之一
,

而且 至今仍保持 良好的合作关系
。

19 89

年北京发生政治风波后
,

西方国家几乎 中断了对 我

国的全部外事往来
,

但师先生却通过 同美 国科学家

的交流合作
,

于 19 90 年 1 月 巧 日率领 25 人的科技

代表团成功进行 了对美 国访 问
,

其中包括 3 位大学

校长和众多高层专家
,

国际旅费和在美全部费用均

由美方负担
。

代表团受到美方热情接待
,

分 4 组到

各地参观访问
,

在政治和业务上都有重要意义
,

因而

受到各方面的关注和赞扬
。

199 3 年建立的福特
一
中国研究发展基金

,

至今

已 6 年之久
,

福特公司已投人 170 万美元
,

中国科技

8 抓好 自身建设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前提

在基金委 自身建设方面
,

往往涉及一些敏感话

题
,

容易得罪人
,

但师先生历来有话就说
,

直言不讳
。

例如关于基金委 的性质
、

人员素质要求
、

基金资助范

围等就是争论不休 的话题
,

涉及具体部 门和具 体人

的利益
。

师先生 明确表明意见
:

基金委有学术性和

机关性双重作用
,

而且首先是学术性
。

师先生力主

基金委对调进干部要严格把关
,

应该有较强的学术

背景和研究工作经历 ;特别是学科主任
,

更应是所在

学科的业务骨干
,

必须有独立判断项 目质量的能力
,

有与专家讨论问题 的能力
,

不能把
“

依靠专家
”

理解

为
“

依赖专家
” ,

否则容易失误
。

为此师先生主张为

基金委干部创造提高和进修机会
,

如参加国内外学

术会议
、

脱产学 习等
。

上述意见均被基金委采纳
,

目

前仍在执行
。

从 19 88 年起
,

师先生领导各科学部编

写 《学科发展战略 》丛书
,

明确规定各学科主任参加

编写小组
,

其 目的也在 于提 高学科 主任业务水平
。

师先生还 曾建议
,

从 国内外招聘一流 的学术带头人

担任 2一 3 年学科主任
,

一则提高我委工作人员的学

术水平
,

二则使他们 开阔眼界
、

拓宽知识 面 ;此议 因

涉及问题较复杂未能实现
。

19 88 年 12 月 26 日
,

师

先生在基金委一届四次全委会上系统地 阐述基础研

究的含义
,

将其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
,

狭义的是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的定义
,

广义的是世界各国通用的
,

并

具体 阐述 了广义基础研究应包括的 4 部分内容
。

师

先生在报告中说
“

我们采用广义 的基础研究 的含义

做我们讨论的对象是合适的
。

我们不 能作茧 自缚
,

把 自己限制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
。

因为这样做不符

合我国
`

面向
’ `

依靠
’

的科技方针
,

很难得到国家 的

支持
” 。

这些观点 已体现在后来 的《国家 自然科学基

金申请办法 》之中
。

2 0 00 年 n 月 巧 日是师 昌绪先生 80 大寿的 日

子
。

师先生依然身体健康
、

思想敏锐
、

热情洋溢
、

和

蔼可亲
。

最近师先生又为我国纳米科学和技术的发

展而奔忙
。

中国的科学基金事业仍需要师先生的指

导和帮助
。

我们谨祝师昌绪先生健康长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