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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工作的回顾与展望

王乃彦
`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

北京 1《x洲) 85)

工作回顾

199 5 年 4 月
,

苏步青
、

朱光亚等 11 位科学家致

函江泽民主席
、

李鹏总理
,

呼吁进一步加强和保护基

础科学研究与教学人才培养
,

建议设立
“

国家基础科

学人才培养基金
” ,

每年经费 6 0( X) 万元
,

5 年共 3亿

元
。

江泽民主席做了重要批示
,

给予很大的关怀和

支持
,

国务院提出了将这项基金列为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一个专项
,

由教育部
、

科技部
、

财政部和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联合组成管理委员会进行管理并

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负责组织实施的意见
。

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是针对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我国高等理科教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

问题
,

在 1990 年
“

理科兰州会议
”

基本精神指导下设

立的
。

当时的基本情况是
:
教学经费严重短缺

,

教学

设施陈旧落后 ;实验
、

实习条件满足不了要求 ;图书

资料难以为继 ;教学内容
、

课程体系
、

教学方法陈旧
,

教材落后 ;报考理科专业的优秀考生逐年减少
。

这

些状况引起了老一辈科学家
、

教育家
、

学校领导和广

大教师的极大关注和不安
。

为了保护和加强基础科

学人才培养
,

1990 年原国家教委决定从全国条件较

好的大学中
,

选择部分基础学科专业建设
“

国家基础

科学人才培养基地
”

(以下简称
“

基地
”

)
,

并为其他学

科的教学改革起示范和辐射作用
。

截至 19 9 7 年底
,

共建设基地 83 个
。

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资

助经费的 91 %用于支持基地的建设
,

经费使用的方

向主要是本科生基础课和专业课教学条件的改善
,

实验
、

实习基地的建设
,

图书资料的购置
,

骨干教师

的培训以及教学改革和教材建设等
。

鉴于部分大科

学工程和特殊学科点也面临后继乏人的问题
,

该项

基金资助经费的 9 % 用于支持 6 个大科学工程点和

6个特殊学科点的人才培养
。

截至 2X() 1年 6 月份
, “

九五
”

期间国家基础科学

人才培养基金经费共下达 2
.

9 2 0 9 亿元
。

由于各方

面的关心
、

支持和努力
,

特别是基地广大师生的辛勤

劳动
,

这项基金的实施在推动原有基地建设方 面发

挥了显著的作用
,

保护和加强基础科学人才培养的

任务已初见成效
:

1
.

1 办学条件明显改善

基地建立特别是基金实施以来
,

教学
、

实验
、

实

习条件得到明显改善
,

基地重点建设和改造 了一批

适应学科发展的实验室
,

恢复和补充了必要的实验

课 ;加快了教学手段的现代化建设
,

各基地新建了机

房和多媒体教室
,

部分课程实现了多媒体网络教学
,

实验教学中利用先进的实验仪器和计算机
,

大幅度

提高了课堂教学质量和实验课教学水平
。

各基地都

相继改变了图书资料订购连年锐减的状况
,

增加了

期刊的订购数量
,

补齐了过去停订的过刊
,

购买了少

量国外原版著作和教材 ;各基地图书资料的信息化
、

网络化建设也有较大进展
,

基地班学生均可利用互

联网查阅国内外期刊及数据资料
。

1
.

2 教学改革取得进展

基金拨出专款支持面向 21 世纪教学内容和课

程体系改革的研究和教材的编写出版
,

基地率先在

高等教育领域里 开展了 自新中国建国以来力度最

大
、

涉及范围最广
、

持续时间最长的教学改革研究工

作
。

基地教师以极大的热情纷纷投人到教改研究工

作中来
,

就人才培养的观念
、

目标
、

模式
、

教学内容
、

课程体系
、

教学方法与手段
、

教材建设等方面进行了

深人的研究与探索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
,

一批

新的教学改革研究成果和新的教材已经产生并在教

学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

基地不断探索人才培养

的模式
,

多数基地提前招生以确保优秀生源进入基

地学习
,

基地采取基地班
、

大理科班等形式
,

并通过

分流制
、

本硕连读
、

本硕博连读和为基地班学生配备

导师
、

吸引学生早期参与科研活动等机制和方法
,

稳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
,

中国科学院院士
.

本文为作者在么力2年 2 月 1 日在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 (基地 )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本文于 2X() 2 年 2 月 25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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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和加强了
“

少而精
,

高层次
”

的基础科学研究和教

学人才的培养
。

基地教学改革的不断深人还为高等

学校教学改革
、

人才培养乃至学科建设带来了积极

的示范和辐射作用
,

带动了基地所在高校其他学科

和其他高等学校的教学改革和学科建设
。

1
.

3 教与学的积极性明显提高

党和国家对基础科学人才培养的关怀和重视
,

极大地激发了基地广大师生教与学的热情
。

教师队

伍青黄不接的现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
,

不少基

地毕业生乐于留校
,

基地还吸引了一批学有所成的

国外留学人员 回国任教
,

一些中青年教师已成为教

学骨干力量
,

担负起了基础教学的重任
。

报考基地

所在专业的优秀考生逐年增加
,

录取成绩逐年提高
,

人学后学习热情高涨
,

有些学生在国内外的一些重

要刊物上发表了学术论文
,

有些学生的科研成果还

获了奖
,

有些学生申请了国家专利
。

基地在精神文

明建设方面也取得了突出成绩
。

基地学生全面发

展
,

素质不断提高
,

基地为国家源源不断地培养和输

送了一批高素质人才
。

1
.

4 基金的实施在教育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

在全

社会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教育界十分感谢党和国家对基础科学人才培养

的关注和支持
,

认为基地的建设和基金的设置非常

必要
、

及时
,

是雪中送炭
。

目前
,

国家基础科学人才

培养基金已成为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用于培养青年科

技人才中的一个重要举措
,

它和青年基金
、

国家杰出

青年基金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配套的措施
。

国家

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执行 5 年来受到了教育界
、

科技界的普遍赞扬和欢迎
。

基金的实施不仅推动了基地的改革与建设
,

引

起了全社会的关心与支持
,

许多企事业单位和管理

部门开始注重人才的基本素质和能力
,

理科基地培

养的人才基础宽厚
、

扎实
,

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
,

理科专业学生进出口狭窄的情况有了一定的缓解
。

1
.

5 大科学工程和特殊学科点的人才培养取得进

展

按照
“

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
”

管理办法

的规定
,

本基金资助经费的 9% 用 于支持科技部认

定的大科学工程及特殊学科的人才培养工作
。

通过

5 年的连续支持
,

这些工作也取得了较好的进展
,

人

选的 6 个大科学工程中中国地壳运动观测 网络
、

I A MST 大天区天文望远镜属于在建项 目
,

由于基金

的实施
,

人才培养和工程建设得以同步
,

从而保证了

工程设施完成时可以发挥效益 ;其余 4 项均属 已经

运行的大科学工程
,

基金的实施在培养青年骨干
,

充

实工程设施技术支撑系统以及为科研队伍培养新人

方面也发挥了显著作用
。

特殊学科点人才培养项目

是本基金中非常有特色的一个组成部分
,

所选择的

6 个点都是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严重困难的学科
,

这

些学科对国家发展的全局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

但他

们大多面临后继乏人的严重局面
,

经过本项基金的

支持
,

这种局面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
。

比如对古

生物学的支持
,

使得在过去几年我国取得一系列令

世人瞩目的成就的同时培养了年轻队伍
,

避免了人

才断档
。

中国是一个文物大国
,

但是考古学的研究

方法和研究手段却远远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
,

前后

共 2X() 万元对考古学人才培养的支持
,

加上依托单

位大量的活动经费匹配
,

吉林大学考古系建立 了考

古 DNA 的学科和实验室
,

培养了既掌握考古知识又

掌握古 D NA 分析的复合型人才
,

并已经在确定墓葬

中人的亲缘关系和民族关系方面发挥了作用
,

提高

了我国考古学科自然科学研究的水平
。

2 经验与体会

2
.

1 “ 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
”

的设立是贯彻

落实
“

科教兴国
”

战略方针的重要举措

在我国
,

基础科学研究人才的培养主要有赖于

高等理科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

高等理科教育除了担

负培养和输送基础科学研究和教学人才的重要任务

之外
,

还要为高技术的研究与开发
,

为工
、

农
、

医等应

用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开发
,

乃至哲学和部分人文
、

社

会科学的研究
,

培养和输送高质量的理科人才
。

国

家决定设立
“
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

” ,

将基金

制的管理机制运用到教育经费的配置中
,

既拓宽了

教育经费的投入渠道
,

又将高等学校基础学科的人

才培养与基础研究紧密结合
,

有利于在我国的基础

研究事业中更好地发挥高等学校的作用
。

这一重要

举措功在当代
、

利在千秋
,

必将对我国高等理科教育

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乃至 国家的 日益强盛产生积极和

深远的影响
。

2
.

2 基金的实施既要体现基金管理的特色
,

又要遵

循教育的客观规律

基金的组织实施注意充分体现基金制管理的特

点
,

认真贯彻
“

依靠专家
,

发扬民主
,

择优支持
,

公正

合理
”

的原则
,

同时也采取了一些适合人才培养特点

的作法
:
五年中初期和中期各评审一次

。

在 199 8 年

8月组织的评审中
,

尽可能地排除了基地之间因起

点不一而造成的影响
,

评审指标体系力求简洁明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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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重点
、

便于操作
,

评审工作与基地建设的经验交

流和研讨相结合
,

这次评审共产生 了 23 个优秀基

地
,

除对这些基地给予更强的资助外
,

还将他们的经

验汇编成文集
,

供大家交流借鉴
。

中期评估恰好和

教育部组织的评估检查时间上发生冲突
,

为了不给

基地造成过重负担
,

我们放弃了 自己组织评审的想

法
,

参加到教育部组织的评审活动
,

这次评审共产生

了 35 个优秀基地
,

我们将和教育部共同对这些优秀

基地给予奖励
。

2
.

3 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管理委员会的正

确决策是基金实施工作的根本保证
“

九五
”

期间管委会在基金的实施工作中发挥了

重要的作用
,

先后召开了四次会议
,

研究决定了基金

实施中的诸多重大问题
,

如基金实施工作的总体安

排
、

评审方式
、

评审原则
、

评审指标体系
、

评审专家组

组成
、

受资助学科的布局和数量
、

各学科资助经费的

分配原则以及经费分配方案等等
,

都经过管委会的

审定
。

可以说
,

这项基金完全是在科技部
、

教育部
、

财政部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共同领导下
、

在高等理科教育界的学术专家指导下实施的
。

2
.

4 基地以及基地所在学校的高度重视是
“
国家基

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
”
实施工作的基础

各基地所在学校对基金实施工作高度重视
,

一

般都成立了以主管教学的校长为组长
、

学校各有关

部门负责人
、

各基地负责人组成的基地建设领导小

组
,

并由教务处一位副处长负责具体工作
,

在人员分

配
、

资源配置以及招生政策等诸多方面向基地倾斜
。

基地更是十分珍惜这笔来之不易的经费
,

精心筹划

基地建设和教学改革方案
,

认真落实基金
“

管理办

法
”

和
“

实施细则
” ,

合理配置基地有限的资源
。

基地

老师则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投身到基地建设之中
,

在

基金的支持下积极开展教学
、

实验与实习条件的建

设以及教学改革和教材建设
。

基地还多方筹集经

费
,

不同程度地争取了配套资金投人基地建设
,

使基

金的投人发挥了更大的效益
。

3 “
十五

”
期间工作展望

由于科技界和教育界的共同努力以及财政部的

大力支持
,

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在
“

十五
”

期

间得以继续实施
。

为了管好
、

用好这笔基金
,

我们在

有关部委的指导下完成了以下几项工作
:

3
.

1 修订
“
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

”

管理办法

和实施细则

经协商
,

建议按照
“

九五
”

期间的管理方式
,

该基

金仍然列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一项基金
,

由科技

部牵头
,

会同教育部
、

财政部
、

自然科学基金委
,

对原

《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实施管理暂行办法》进

行修订
,

具体工作委托 自然科学基金委负责组织实

施
。

根据上述意见
,

科技部牵头
,

教育部
、

财政部
、

自

然科学基金委参与 了管理办法的修订
,

经过充分协

商
,

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一致意见
:

( l) 基金主要用于支持教育部认定的国家理科

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地的建设
,

其经费不少于基金

资助经费总额的 90 % ;适当资助科技部认定的特殊

学科点和大科学工程的人才培养
。

( 2)
“

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
”

列为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 的一个专项基金
,

由自然科学基金委专

项管理
。

基金项 目的组织实施应该充分体现基金制

管理的特点
,

按照
“

科学民主
、

公平竞争
、

鼓励创新
”

的机制
,

贯彻
“

依靠专家
,

发扬民主
,

择优 支持
,

公正

合理
”

的原则
。

管理委员会是基金的最高决策机构
,

自然科学基金委计划局作为管理委员会的办事机

构
,

负责综合
、

处理基金管理的 日常事务
。

(3)
“

十五
”

期间基金的评审与教育部对基地的

评估相结合
,

自然科学基金委将与教育部联合组织

专家组对基金项 目的申请
、

实施情况和完成情况进

行全面的评估和验收
,

对评估合格的予 以表彰和奖

励
,

对不合格的取消其再次申请资格
。

根据《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管理办法》
,

我们和教育部一起
,

对《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

实施细则》进行了修订
。

3
.

2 为
“
十五

”

期间基金的实施工作组织 了调查研

究

在新形势下
,

如何管好
、

用好国家基础科学人才

培养基金
,

需要有新的认识
、

新的思路
,

为此我们组

织了调查研究
。

目前调查研究工作已经结束
,

调查

组报告为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
“

十五
”

的实施

工作提供了参考
。

3
.

3 制定《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项目资助经

费管理办法》

财政部会同自然科学基金委专门制定 了《国家

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项 目资助经费管理办法 》
。

对基金经费支出的范围
、

受资助单位负责人的责任

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

对严重违反基金使用规定的单

位
,

经管委会批准
,

将采取中止直至撤销资助的办

法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将停止对这些单位的

拨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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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4 组成新一届
“
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

”

管

理委员会

管理委员会是基金实施的最高决策机构
,

负责

审定专家组组成 ;审定各学科资助经费的分配原则 ;

审定基金分配使用的总体方案
,

批准各类项目的资

助金额 ;研究决定基金实施中的重大问题
。

鉴于工

作变动等因素有必要对管理委员会的组成进行调

整
,

经与四部委协商
,

一致同意由 巧人组成国家基

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新一届管理委员会
,

由陈佳洱

院士担任主任
。

3
.

5
“

十五
”

期间基金实施的计划
“

十五
”

期间
,

我们将组织两次不同形式的申请

和评审
。

在 2X() 2 年布置第一次申请
。

自然科学基

金委将会同教育部
、

科技部
、

财政部
,

共同组织专家

组对各基地的申请进行评审
。

第二次于 2X() 3 年布

置基金项 目的中期检查
,

自然科学基金委将和教育

部联合组织专家组对基地进行现场评估
,

按照评估

结果调整确定基金经费的资助强度
。

在
“

十五
”

基金

实施工作结束后
,

自然科学基金委将会同教育部
、

科

技部
、

财政部对基金实施工作进行考评
,

各基地要提

出基地建设和基金实施工作的总结报告
。

大科学工程和特殊学科点在进一步总结
“

九五
”

期间人才培养工作的成绩
、

经验和不足的基础上
,

制

定人才培养计划
,

切实做好基金的实施工作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

科技部
、

教育部
、

财政部有关

部门将对大科学工程和特殊学科点的人才培养项目

进行中期检查
,

项目结束后进行考评
。

3
.

6 “ + 五
”

期间基金支持的重点

( 1)
“

十五
”

期间在继续加强基地基础教学实验

室建设的同时
,

通过新建
、

重建
、

改建
、

改造等手段
,

重点加强专业课实验室和综合实验室的建设
,

争取

通过 5 年的努力
,

建设一批设施先进
、

配套完善
、

现

代化的教学实验室
。

( 2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

优化师资队伍结构
。

大

力提倡院士
、

教授上讲台
,

加强基地基础教学工作 ;

吸引高水平科研人员和国外留学归国的优秀人才担

任基地的教学工作 ;有计划地培训现有教学人员
,

不

断更新教育思想
、

教育观念和教学方法
,

提高业务水

平和外语水平
,

鼓励基地长期从事教学工作的老师

积极参加基础研究工作
。

争取在
“

十五
”

期间
,

基地

教师队伍的年龄结构
、

学历结构
、

职称结构和知识结

构得到较大的改善
。

( 3) 进一步加强教学改革研究工作
,

深化基地课

程体系
、

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
,

从理论和实践

上探索 21 世纪基础科学人才的成长规律与教育教

学规律
,

积极探索未来基础科学人才的培养目标
、

规

格要求与培养模式
,

综合运用现代教育思想
、

教学技

术与教育手段
,

优化人才培养过程
,

全面提高人才培

养质量
。

为了适应高等教育国际化趋势
,

针对我国

加人 W卫 ) 以后对高素质人才的要求
,

在加大引进国

外先进原版教材的同时
,

继续加强我国理科教材的

改革工作
。

“

十五
”

期间
,

基金将拨出教学改革专项经费用

于教育部组织实施的
“

新世纪教改工程
”

项 目
、 “

国家

理科基地创建名牌课程
”

和
“

国家理科基地教材
”

的

研究
、

编著和出版工作
。

( 4 )为配合国家西部开发战略
,

进一步满足西部

开发对基础科学人才的需求
, “

十五
”

期间基金实施

工作将向西部基地适度倾斜
,

适当加大对西部基地

的经费支持
,

多种途径支持西部基地的建设与发展
,

进一步加强西部地区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工作
。

( 5)
“

十五
”

期间
,

基金的管理费除用于基金的组

织实施外
,

将适当资助基地建设的研讨
、

经验交流和

发展战略研究工作
。

“
国运兴衰

,

系于教育
” 。

人才培养应该是全社

会共同关注的事业
,

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是

由四个部委共同管理
,

由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组织实施的一个面向基础科学人才培养的专项基

金
。

科学和教育本身就是不能截然分开的
,

在基础

学科研究中更是如此
。

基地承担了发展我国基础科

学人才培养的战略重任
,

基地培养的人才将是我国

高层次基础研究与教学人才的重要来源
。

国家基础

科学人才培养基金已成为联系科学和教育的纽带
,

基金的实施促进了基础科学的人才培养
,

在源头上

推动了基础研究的发展
。

我们将在支持我国基础研

究的同时
,

一如既往地关注并支持我国基础科学人

才培养工作
,

为贯彻落实
“

科教兴国
”

的战略方针作

出应有的贡献
。

R E V IE W A N D P R O S P E C路 O F I
,

H E N A IT O[ N A L 毛U卫N T

T RA刃NNI G F I JN D 刃N B A S IC RI 路E A R C H

W如9 N ia y al l

(刀故如诫 从破`八` 凡少以山衣砚 of ch ha
,

&必移 l以刃8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