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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基金和我在中国的事业

王 中林

(美国佐治亚理 工 学院纳米科学和技术中心
,

美 国亚特兰大 )

我是居住海外的中国学者
,

应该说我的事业是

在国外
。

但我在中国事业的发展是和国家 自然科学

基金分不开的
。

我从 事材料和物理基础科学研究
,

基础研究的根本就是要加强 国际间的合作和交流
,

共同探讨一些科学上的前沿问题来达 到创新 的 目

的
。

我和国内的科研合作从 19 92 年开始
。

第一个

合作对象是 中国科学院郭可信院士
。

由于当时国家

没有资助国内外合作 的项 目
,

郭先生为我申请了香

港的王宽诚基金
。

但 由于基金 的力度 有限
,

支付一

个博士学生就基本用尽了该基金
。

我们后来 的合作

只能通 过 电子 邮件
,

工作 的进 展断 断续续
。

直到

19 98 年国家 自然科 学基金委员会 推出 了杰出青年

科学基金 B 类 (后改 称海外青 年学者 合作研 究基

金 )
。

我有幸得到了首批基金 资助
。

这个基金 的获

得为我和国内单位开展进一步的合作搭起 了桥梁
,

铺了路
,

真正开始实现我为国家 的科学发展长期作

贡献的愿望
。

科学基金是培养人才的基础
。

基金的获得为我

们开辟 了共 同培养人才的有效途径和经济基础
。

我

是做纳米科学实验研究的
,

研究费用较高
。

在基金

的支持下
,

我们开展了微结构和巨磁阻材料 的研究
。

迄今为止
,

我们 已培养 了 1 位博士后
,

2 位博士和 1

位在读博士生
,

发表了近 10 篇学术论文
。

科学的发

展
,

国家的兴旺
,

重在人才
,

有 了杰出的人才才能有

一流的科学
。

大学是 培养人才的摇篮
,

而科学基金

是大学的食粮
。

科学基金是开展国内外合作的桥梁
。

通过多次

回国讲学
,

我和国内几所大学和研究单位建立 了学

术交流关系
,

并担任了这些大学的客座和兼职教授
。

通过讲学
,

可以把该领域最前沿的东西介绍给 国内

的学者和学生
,

并 开展 了一些有益 于双方 的合作研

究
。

科学基金的获得为打开其他方面的渠道也开了

绿灯
。

我们的研究工作也得到了中国科学院的相应

支持
。

从 20 01 年启动 的中国科学 院海外合作研究

基金到国际量子中心 的成立
,

都是和海外青年学者

合作研究基金的资助分不开的
。

科学基金是为国服务的一颗种子
,

有了它就会

发芽
,

生根
,

开花
,

结果
。

通过交流
,

国内的专家和学

者也对我的研究领域有所 了解
,

我也对 国内的动态

有所掌握
。

我已几次应邀参加国内科学和技术发展

方 向及领域研讨会和项 目评 审会
。

通过这些活动
,

我可以把我对国内科技发展 的看法和建议提到做决

策的领导人的桌面
,

真正为国家 的科技振 兴做一些

建设性的贡献
。

在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

中国

科学院和教育部的有力支持下
,

我们在 2 0 01 年 7 月

召开的
“

国际华人科学家纳米科技研讨会
”

期间就对

国家发展纳米科技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建议
。

科学基金是人才交流的通道
。

通过交流
,

国内

的学者也到我们学校短期进修
,

其 中包括大学 的教

授
,

研究所的博士后和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的

学科主任等
。

经过在国外 的短期合作研究
,

使得他

们 了解到国外的发展方 向
、

学术动态以及 开展研究

的方法
。

把这些有用 的经验带 回国内
,

为国内的学

术和学科发展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用
。

总而言之
,

我在国内的事业还是 比较有限的
,

但

这有限的空间也是在科学基金支持的前提下开拓出

来的
。

我感谢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的支持和信

赖
。

作为一个 以
“

科教兴国
”

为发展 战略 的大国
,

国

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起着和世界连接 的作用
,

他

的发展壮大标志着 中国和世界接轨的进一步扩大
。

一个 国家基础科学的发展反应 了国家 的科研素质
。

尽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才是一位 巧 周岁的

少年
,

但他 已为中国的科学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

贡献
。

我祝愿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在以后的道

路上不断发展壮大
,

为振兴中华不断立新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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