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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我国科学技术要两条腿走路

师昌绪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
,

北京 l (XX)8 5 )

科学技术的发展
,

一靠市场牵引或任务驱动
,

二靠科技人员的灵感
、

好奇心或兴趣
。

在经济全球

化和技术竞争十分激烈的今天
,

为了增强国家经济

和国防实力
,

尽快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

加强科学技术

方面国家目标的制订
,

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

如目前正

在实施的为促进企业产品更新换代的国家攻关项

目
,

加速国家早 日实现现代化 的高技术研发项 目
“

86 3计划
” ,

有明确目标的国家重大基础研究项 目
“

97 3 计划
” ,

以及国家计委主持的高技术产业化项

目等
,

都是为了使我国科技事业沿着一条健康道路

发展
,

促进实现跨越式发展
。

这是我国自实行改革

开放以来科技体制改革的主要成就
,

也是我国科技

界议论的最多话题之一
。

近年来
,

为了提高我国人世后参与国际竞争的

能力
,

十分强调科技创新
,

特别是原始性创新
。

为了

保证科学技术创新
,

又提出来体制创新和管理创新
。

最近《科技日报》 ( 2田2
.

3
.

13 )刊登的对科技部副部

长程津培访谈的文章—
“

加强基础研究
,

营造 良好

环境
,

提高我国原始创新能力
” ,

讲的很全面
,

对目前

我国基础研究原始性创新不多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

并提出了解决的途径
。

现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召开全委会之际发表一些个人看法
,

仅供参考
。

一
、

如前所述
,

国家科技计划 目标项 目的实施
,

可以产生多项技术创新及发明专利
,

但很难出现原

始创新
,

即使国家重大基础研究项 目也是如此
。

由

于项 目在论证时所规定 的 目标和指标十分明确
,

经

费的使用限制又很严
,

即使在研究过程中发现了一

些新现象或奇异的结果也很难进行深人而系统的探

索
,

原始性的创新也就难以实现
。

因此
,

必须创造一

个有利于基础研究的宽松环境
,

改变 目前存在的急

于求成
、

热衷于
“

短平快
”

的作风
。

二
、

人们经常提出
,

为什么近年来连续四届没有

出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 中国何时能出现诺贝尔

奖获得者 ? 我个人体会是我 国前几届的自然科学奖

一等奖是过去长期积累的结果
。

年纪大的人都还记

得
,

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对基础研究比较重

视
,

提倡向科学进军
,

中国科学院便成了青年人向往

的地方
,

形成了
“

人心 向院
”

的局面
。

中国科学院也

为从事基础研究的学者创造了一个宽松的环境
,

提

倡
“

安专迷
” ,

即安心
、

专志
、

对从事的专业着迷
。

陈

景润便是
“

安专迷
”

的典型
。

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除了强调原始性创新以外
,

还要求系统性
,

这就不可

能一蹦而就
。

像喜马拉雅山及西藏高原 的考察结

果
、

合金中准晶的发现等都是一个研究群体通过长

期深人研究而得到一等奖的
。

因为中国科学院过去

有这种环境
,

鼓励个人才能的发挥
,

加之有一个实力

较强的研究集体
,

所以在过去历届国家 自然科学奖

一等奖中
,

中国科学院占了一大半
。

自改革开放以

后
,

国家提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

很多中青年学者转

向有经济实效的研究与开发
,

同时
,

国家的科技管理

体制又鼓励早出成果
、

快出成果
,

在这种环境下很

少有人安心于长期不见成效
、

难度很大的工作
,

尽管

我国科研装备及科研经费有明显改善和大幅度提

高
。

近几个月来
,

北京电视 台
“

百年百星
”

节 目每天

早晨播放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奋斗历程
,

从中可 以看

出
,

这些学者往往是从兴趣出发
,

在好奇心驱使下经

过坚持不懈地长期努力而得到原始性创新成果
,

也

有一些人出于灵感的激发 而做出意想不到的结果
,

但灵感也来自于长期的求索
。

因此
,

我们必须创造

一个宽松的学术环境
,

使那些从事基础研究的学者

无忧无虑地开展他们喜欢的工作
,

只要水到渠成
,

诺

贝尔奖便应运而来
。

日本在历史上已有几位诺贝尔

奖获得者
,

主要出 自京都大学
,

而不是科研投人和名

气更大的东京大学
,

主要原因之一是京都大学有一

个良好的学术环境和 自由竞争的学风
。

,

中国科学院院士
,

中国工程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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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以下简称基金

委 )在提高我国原始性创新能力方面 应该发挥更大

的作用
。

19 6 8年在基金委成立之初就明确规定 自

然科学基金主要资助我国基础研究与部分应用研究

(就是应用基础研究 )
。

十几年来
,

自然科学基金在

国内建立了良好的声誉
,

基本做到了公开
、

公正
,

为

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人才培养做出了贡献
。

基金委管理项目的干部有以下几个特点
:
第一

是绝大多数干部从事过科研工作
。

通过项目的评审

和检查
,

以及和科研人员的接触不断扩大自己的知

识面并加深对本学科的了解
,

因此在工作几年以后
,

大大提高了有关学科申请项目取舍的判断能力
。

第

二是项 目管理人员对全国从事基础性研究人员的分

布
、

水平及研究设施等情况有一个真实的了解
,

因为

基金委每年有数以万计的申请书要他们过 目
,

每个

学部有几十个相关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开放实验室

要亲临考核
,

要从上千名优秀青年科技人员中选出

若于名杰出青年
,

如此等等
,

使基金委的项 目管理人

员对我国基础研究的科技资源有较深人的了解
,

且

这种了解是根据真实情况而不是通过人事档案或书

面的自我介绍
。

根据以上情况
,

我 以为基金委对发展我国基础

研究
、

培育我国科技人员的原始性创新能力大有作

为
。

具体建议
:

( l) 大力支持不以考察其具体科研项 目为 目标

的优秀研究群体
,

创造宽松的环境
,

根据研究人员的

兴趣开展原始性研究
。

200 1 年基金委经过严密考

核已开始启动了这一计划
。

( 2 )提高面上自由申请经费的比例
,

在现行两级

评审制度 (同行评议与专家组评审 )之外
,

扩大学部

主任及学科主任决定立项的权力
,

以便对
“

非共识
”

项目给以快速支持
。

同时
,

项 目管理人员要积极参

加在国内召开的学术会议
,

以了解当前学术热点和

发现人才
。

( 3) 充分利用国家实验室
、

国家重点实验室和部

门开放实验室的设施
,

认真贯彻
“

开放
、

流动
、

竞争
、

联合
”

的方针
。

因为基金项 目的批准条件之一是所

在单位要具备开展该项研究的基本条件
,

不能用基

金购买大型设备
。

这样的要求不利于那些有新颖的

思想而设备欠佳的研究单位或大学
,

同时
,

科技部

(徐冠华部长与程津培副部长 )一再强调 的要关注
“

小单位
、

小人物
”

的倡议也无法实现
。

开放实验室

在这方面可发挥作用
。

但是国家要对实验室与来实

验室做研究的科研人员间关系
、

权益分配等作出明

确规定
,

否则
“

开放
、

流动
、

竞争
、

联合
”

是难以实现

的
。

( 4 )积极参与对从事基础研究人员及研究成果

的考核标准及评价指标的制订工作
。

考核标准和评价指标是基础研究工作的指挥

棒
。

对研究成果来说
,

我以为发表的文章刊登于国

际知名杂志仍然是一项重要指标
,

与此同时也要建

立我国自己的评价指标体系
,

该体系建议由科技部
、

教育部
、

中国科学院及基金委共同制定
。

一个好的

指标评价体系能防止许多弊端
,

比如文章发表中的

个人崇拜现象
。

有人曾做过试验
,

把基础研究成果

寄给别人审查
,

如文章署名为知名人士
,

返回来的意

见是一片叫好声
,

如果把未署名的相同文章寄给另

外一些同行
,

则评价就大不相同了
。

当然
,

对一贯作

风严谨的学者给予较高的评价也是应该的
,

但这就

苦了那些
“

小人物
” ,

永远埋在土里发不出芽来
。

必

要时有些重要成果可以寄给外国同行进行评审
,

因

为有些学科我国确实太薄弱
,

难以做出正确评价
。

为了基础研究在国内得到健康发展
,

在国际有

较高显示度
,

办好若于种在国内外有知名度的期刊

是十分必要的
,

对基金委来说
,

《自然科学进展》是展

示我国自然科学基金资助效果的一个重要窗 口
,

一

定要把它办好
。

最后应该强调
,

为了提高我国原始性创新能力
,

大力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投入
,

并创造有利于开展基

础研究氛围是十分必要的
。

不重视基础研究
,

我国

在国际上的科技地位便不能提高
,

高技术开发便没

有后劲
,

对培养人才也极为不利
。

但工程技术科学

仍是我国目前科学技术发展的重点
,

包括应用基础

研究
,

因为它是发展国民经济与国防建设不可分割

的重要组成部分
。

因此
,

要强调两条腿走路
,

不能顾

此失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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