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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害科技人员的
“

强烈 自尊心
”

而疏于管理
。

我们从

199 3年开始组织结题项 目召开学术讨论会
,

这既促

进 了学术思想的交流 (这是科学基金资助 的主要 目

的之 一 )
,

也 了解 犷项 目组究竟做 了什么
、

得到了什

么结果
。

同时
,

将受资助项 目的完成情况有力地反

馈到受资助人 以后 申请项 目的评审中
,

形成管理的

闭环
,

阻止那些只注重
“

拿钱
”

不注重
“

工作
”

的倾向
,

保证 目前有限的科研经费用 在刀 口 上
。

同样 的
,

所

有资助项 目完成的情况也应 向科技 界公开
,

让我们

的评审制度接受科技界的检验
,

以便不断改进
,

保证

评审制度的
“

公平
” 。

这就是我们希望的
“

严出
” 。

总之
,

科技竞争在新世纪 中将 日趋激烈
,

只有不

断创新才能在竞争中获先机
。

地方科学基金组织要

在新世纪中有更大的发展
,

必须在管理体制上有所

创新
,

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
,

从而在整个创新体系中

发挥更大的作用
。

以 上是我们的一些初步想法
,

本

身可能也没有什么创新
,

只是别人成功的经验和我

们的一些思考的综合
。

抛砖引玉是为了与同行们一

起努力
,

让地方科学基金能够在新时期不断发展壮

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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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工作的几点思考

张 麟 杨 榕 王素清

( 四川大学科研处
,

成都 6 10 0 6 4 )

科学基金制是我国科研经费拨款体制的一次重

要改革
。

自 19 82 年实施至今
,

已走过了 19 个年头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也已 巧 年 了
。

它 已

成为资助我国基础研究的主要渠道
,

科学基金较好

地发挥 r 鼓励创新机制
、

平等竞争机制和科学 民主

机制
,

有力地支持了基础研究
,

在出成果
、

出人才
、

稳

定基础研究队伍等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
,

取得 了显

著成绩
。

基金制已得到了许多科学家的肯定
。

但基

金制在我国的实施时间不长
,

仍有许多地方有待进

一步的深化
、

发展和完善
。

1 关于创新

21 世纪将是知识经济的时代
,

而知识经济的发

展是以基础研究的不断创新为基础 的
,

创新是基础

研究的生命
。

鼓励和支持创新是科学基金义不容辞

的职责
。

为了大力倡导创新
,

科学基 金还需不断发

展和完善
。

1
.

1 加强政策 引导
,

制定相关可行措施
,

营造有利

于创新的环境

政策先行是引导进行创新 的重要手段
。

政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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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 目的是使研究工作者能大胆地进行知识创新
。

因此
,

在基金评审中必须把创新提高到非常重要 的

位置
,

具体措施有
:

( l) 修改 同行评议表格
,

突出支持创新
,

大胆支

持风险较大的科研项 目
。

( 2 )对专家组成员注意政策引导
,

提倡创新
,

认

真分析每项 申请书中潜在创新思路
,

努力挖掘创新

项 目
。

( 3 )学科主任尤其要重视非共识项 目
,

对非共识

之处认真组织专家讨论
。

1
.

2 培养重用 中青年科技工作者

中青年科技工作者是科研力量的主力军
。

据统

计杰出科学家做 出重 大贡献 的最佳 年龄区 在 25 一

45 岁之间
,

其 中创造力量旺盛的最佳峰值年龄为 37

岁
。

因此能否开展进行真正有创新的研究工作
,

关

键在于如何调动并充分发挥中青年科技工作者的积

极性
。

具体措施有
:

( 1 )创造条件
,

委以重任

( 2) 不能求全责备
,

只看见其缺点
,

不认识其优

点

( 3) 减少或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1
.

3 给学科主任 以一定的决定权

学科主任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

他们 的作用应

有明确的说法
,

在支持保护创新方面
,

有的学科主任

做得很出色
,

有 的则未在此方面予 以 足够 的重视
。

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没有从政策上给学科

主任 以明确的 自主权
,

学科主任怕承担责任
,

怕违反

了
“

依靠专家
”

的原则
。

具体改进方法可 以是
,

比如

按每年资助项 目数量的一定百分 比交给学科 主任 自

主决定
,

给予其认为有创新性的项 目
,

并在适当时间

对学科主任决定的项 目进行评估
,

以 了解效果
。

1
.

4 完善同行评议体制
,

突出创新性在评议 中的分

值

现阶段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所实施 的同行

评议制度有些方面仍不完善
。

影响了同行评议作 为

科学决策手段的科学性
,

所以我们提出
:

( l) 采用定性评议定量评议相结合的同行评议

体系
,

在作决策时坚持 以走性评议为主
,

定量评议为

辅
,

定性定量相结合的办法
。

( 2) 完善 同行专家库
,

注意一定选办事公正
、

学

术水平高
、

思想活跃的同行评议专家评议
。

( 3) 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
,

改进对风险性创新项

目的评审
。

2 关于加强后期管理
,

提高绩效

通过同行评议科学的决策系统找 出优秀的项 目

予 以资助
,

只能说做好 了基金制工作 的一半
。

另一

半重要 的工作便是项 目的后期管理
。

对于基金会来

说
,

如果没有有效的后期管理
,

基金项 目的绩效就得

不到提高 ;对于申请单位来说
,

学科得不到发展
,

科

研水平得不到提高
,

先进有可能会变成后进
。

( l) 规范后期管理办法
,

对于以资助基础研究为

上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

应多注重文章的发

表质量
。

(2 )强化下一个基金项 目与上一个基金项 目完

成情况的挂钩
。

完成一般或差的
,

可以予 以一票否

决
。

完成特别优秀的也可以予以一票通过
。

( 3 )加强连续资助
,

科学研究成就的取得需要多

年的工作积 累
,

认准了方向后
,

学科应注意加强连续

资助
。

3 关于基金会的自身建设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编制有限
,

工作量很

大
,

同行评议决不能走过场
,

唯有提高工作效率
,

才

能使学科负责人从繁杂的事务性工作中摆脱 出来
,

以提高工作质量
。

( 1 )加强专家数据库的建设
,

应将优秀的同行专

家的信息集 中起来建立数据库
,

实现找 同行专家的

计算机化
,

做到找准专家
。

( 2) 用计算机去处理那些重复性的事务性工作
,

如写信封等
,

虽说是小事
,

但容不得出错
,

量大 了便

是一件大事
。

另外可将许多重复性简单工作交给服

务部门去做
,

使学科工作人员从繁杂的事务性 工作

中解脱出来
,

从而能专心致力于专业工作
。

( 3 )加强对学科负责人专业水平的提高
。

( 4 )加强职能部门与各学科的交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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