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4 期 中 国 科 学 基 金4 2 7

·

基金纵横
·

对地方科学基金的几点思考

宣 晓冬

(浙江省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

杭州 3 10 0 0 7

科学基金制在我国的实行已经 近 20 年了
。

它

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全国科技界的热烈欢迎和广泛认

可
,

同时也受到 了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评价
。

正因为

如此
,

它为我国科技资助体制 的全面改革起 了非常

积极的模范和推动作用
。

科学基金制是我国学习和参照发达国家支持基

础性研究的模式发展起来的
。

在我国加人 W T O 后
,

从总体上来 说这种资助模式并不与 W〕
,

O 的
“

游戏规

则
”

相冲突
。

但是
,

这并不意味着在一些科技计划必

须立刻进行调整的时候
,

科学基金工作可以 高枕无

忧了
。

相反
,

正因为我国进人 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

我们必须对科学基金工作进行再认识
,

为在全球化

环境下发展我们国家和地方的竞争优势而努力
。

为此
,

笔者走访了我省的 9 所大学
、

5 所研究院

所
,

召开了科研人员座谈会
,

并分别分发了 189 份和

69 份无记名调查问卷
。

根据问卷调查的结果
,

笔者

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思考
,

供大家讨论
。

1 遴选资助项目的标准

各地方政府拿出财政经费设立地方科学基金的

主要 目的之一
,

就是希望支持围绕地方发展 目标而

开展的基础性研究
。

最近
,

国家科学技术部对地方

基础研究工作也提出了明确的意见
: “

省基础研究要

在国家科技发展 目标指导下
,

结合地方经济
、

社会需

求及资源优势
,

以应用基础研究为主
,

为解决本地区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提供战略性
、

基础性
、

前

瞻性的知识储备和科学支撑
,

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和

水平
, ,

[ , j
。

然而
,

目前有个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关注
。

在

许多单位政策的引导下
,

相当部分 的科技人员 申请

地方 自然科学基金的主要动力来源于岗位聘任和职

称晋升
。

最近
,

我们做的问卷调查也表明
:

高等院校

中有 21
.

2 % 的科技人员认为如果 获省 自然科 学基

金资助最大的帮助是 岗位聘任
,

犯
.

4 % 认为说 明研

究水平 ;科研院所中 1 1
.

6 % 认为岗位聘任
,

36
.

2 % 认

为说明研究水平
。

笔者认为这并不是一种好的趋势
。

因为在这种

形势下
,

容易造成
“

学术浮躁
”

— 许 多资助项 目虽

紧跟国际发展潮流
,

但并不能做一流研究工作
,

出有

意义的研究结果
。

因为在急功近利思想左右的情况

下很难出有分量的研究成果
。

那么
,

地方科学基金组织能做些什么 ? 笔者认

为
,

除依靠
“

项 目指南
”

引导外
,

明确资助项 目的遴选

标准也非常重要
。

要让申请者和同行评议专家都清

楚地了解基金项 目的评审标准
,

从而尽量避免因为

大家
“

追求
”

基金项 目的研究水平而不 自觉地将科学

基金工作演变成科技人员研究水平的评价工作
。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明确提 出
:
决定 申请项 目

能否获得资助有两个方面的标 准
,

一是建议的研究

是否水平上属于优秀 ( int ell ce ut al m ier
t )

,

二是建议 的

研究能否对社会产生广泛的影 响〔2〕 。

从 总体上说
,

发达国家对基础性研究的支持也非常注重
“

国家 目

标
” ; 当然

,

这种 目标会看得 比较远
。

当前
,

各地都面临着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问

题
。

这需要在 深层 次上全方位地从 自然科学 的角

度
、

技术工程的角度和社会科学 的角度等考虑发展

的问题
,

也就是说
,

需要开展系统的
、

长期的基础性

研究工作
,

要在观念上
、

技术上和人才上等方面为可

持续发展的实现提供保证
。

因此
,

地方科学基金应

该大力支持地方实现可持续发展所需解决的关键科

学问题和高级人才培养问题
。

因而
,

项 目的筛选标准应该将项 目的研究水平

(主要是创新性 )和项 目与地方 目标的相关性视为同

样的重要 ; 两类指标的权重应该相近
。

此外
,

筛选标

准也可考虑研究工作是否有利于人才 的培养和 聚

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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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
,

资助的项 目具有必要的学术水平是

保证研究结果有价值的基本前提 ; 同时
,

在当前形势

下
,

只有资助项 目与地方 目标紧密结合了
,

才能更好

体现基础性研究工作的价值
,

体现地方科学基金的

价值
,

体现科技人员在当今社会中的价值
。

2 围绕 主题开 展项 目的 申请和项 目的评审

工作

根据地方科学基金组织的特点
,

笔者一直主张

地方科学基金的管理工作应 围绕若干研究主题而开

展 〔’ 川
。

黎明和何鸣鸿 也提出
:

必须注意项 目研究

目标的牵引性
,

靠 目标来带动交叉
,

真正做到为达到

研究 目标而在研究过程中实现不同学科的交叉 〔’ 〕。

我省的调查表明
,

多数科技人员 (高等院校有

64
.

8 %
,

科研院所有 73
.

9 % )接受省 自然科学基金只

支持围绕
“

地方 目标
”

的研究 的做法
。

只要我们更多

更深地 与科技人员进行沟通
,

解释清楚地方发展 目

标的含义
,

共同讨论基础性研究如何为实现地方发

展 目标服务
,

就有可能形成一些既务实又有前 瞻性

的研究主题
,

或者说研究计划 ; 同时
,

也有可能 引导

更多科技人员参与到地方基础性研究工作中来
,

使

科技人员体现 自我价值的愿望能与
“

地方 目标
”

有机

结合起来
。

通过围绕研究计划组织项 目的申请
,

并且在项

目的评审工作考虑项 目的互补性
,

资助一批相关 的

课题
,

就有可能促进不同学科的研究人员走到一起
,

从不同的角度对地方发展中遇到的或将要遇到的一

些科学问题开展研究
,

进行较全面 的认识
,

提 出合

理
、

可行的建议
,

以尽量避免单一学科研究提出一些

片面的建议
。

一个研究计划的申请可以分批
、

分年度进行
,

根

据研究工作的进展和需要有重点地引导一些学科的

参与
。

我们不仅要引导 自然科学家和工程师参与研

究计划
,

也要引导社会科学家
,

以及有关的管理机构

参与到研究计划中来
。

此外
,

想要指出的是
,

这样的

计划应延续较长的时间 ( 10 一 巧 年 )
,

以保证研究工

作真正地出一些成果
。

当然
,

目标和内容根据发展

作适当的调整是必要的
。

3 促进创新
、

求实研究氛围的形成

我省的调查 显示
:

大多数科技人员 (高等院校

88
.

3 %
,

科研院所 95
.

7 % )认为地方科学基金主要是

启动新研究
。

应该说
,

近年来各级政府和许多企业

都增加了 R & D 的投入
,

但都觉得有创新的研究较

少
。

所以
,

在引导科技人员围绕研究计划开展工作

的基础上
,

必须大力鼓励创新
,

建立有利于遴选出创

新项 目的机制
。

笔者认为
,

目前有 四个方面的问题值得考虑和

花力气去做一些工作
。

首先
,

申请书的填写要允许

科技人员有较大的空间来表述 自己的创新思想 ;其

次
,

选择的同行评议专家要有宽阔的思路和宽大的

胸襟 ;再次
,

同行评议采用
“

双盲法
”

可能有利于集中

关注申请项 目的创新性 (问卷调查表明有 96
.

6 % 的

科技人员支持这一做法 ) ;最后
,

评审指标的设置应

考虑创新性指标应有较大 的权重
,

而传统的对工作

积累的评价可改为对课题组创新能力的评价
,

因为

地方科学基金更多的是启动新研究
。

促进受资助项 目扎扎实实工作应该是当前地方

科学基金组织 的工作重点
。

从立项上
,

我们可以考

虑加大资助强度并延长研究年限
,

避免科技人 员总

是忙于申请研究经费
。

在我们 的调查 中
,

有 44
.

0 %

的科技人员认为 5 万元资助 2一 3 年的研 究工作难

以取得有效的结果
。

为了提高资助强度和促使科技

人员做好每一项课题
,

地方科学基金组织可以规定

一位科技人员只能主持一项研究课题
,

结题验收后

才能申请新项 目
。

问卷调查显示
,

66
.

5 % 支持每位

科技人员只能主持一项
,

60 9 % 支持项 目负责人只

有结题总结后才能申请新项 目
。

此外
,

相关的研究工作已获得有关部门的资助
,

地方科学基金可以不再考虑资助 (调查 中
,

有 55
.

2 %

支持这一点 )
。

有些科技人员谈到
: 虽然研究工作总

是缺乏经费
,

获得政府的资助可以从一个角度说明

研究工作 比较重要
,

因而就有可能吸引产业界或单

位本身的投入
。

欧盟科技参赞尚德 思先生 200 1 年

10 月在杭州的欧盟项 目介绍会上也谈到欧盟立项

后有助于企业对该研究 的支持
,

因为这些项 目是专

家遴选出来的
。

在项 目结题时
,

可以组织相关领域项 目开学术

交流会 ( 87
.

1 % 的被调查者认为是必要 的 )
,

这既有

利于检查项 目的完成情况
,

交流各项 目的研究结果
,

促进学科的交叉和科技人员的合作
,

更有利于讨论

地方科学基金今后可以重点抓的方 向
。

另一方 面
,

地方科学基金组织也可以利用网站公布各课题的研

究结果 ( 86
.

0 % 的被调查者认为完全可以公开
,

其余

的认为去掉该保密的部分 )
。

这也是为 了促进学术

交流
,

促进科技人员建立 自身的科研信誉
,

同时
,

也

可以督促基金组织工作 人员 和项 目评 审专 家的工

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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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抓好结题项 目的总结工作

抓好结题项 目的总结工作应该说大家一直在讨

论
。

笔者认为
,

当前最 重要的是我们项 目承担者和

科学基金各级管理人员都应该树立起强烈 的责任

心
。

目前科学基金经费还是 比较少
,

每个项 目的资

助强度也比较低
,

但是
,

科学基金工作以及科学基金

项 目的承担者和管理人员想要真正地得到社会各界

的承认
,

做好结题工作是一个大前提
。

这 当然首先

要靠责任心
。

在欧洲
,

科学研究经费与纳税人利益紧密联 系

的观念 比较深人人 心
,

一些 国家十分强调科学家有

责任使科学和公众更紧密地联系起来仁6〕。

作为支持

应用基础研究为主的地方科学基金组织确实可以对

这一问题进行一些思考
,

以更好地体现科学基金的

作用
。

过去
,

项 目承担者在撰写研究工作总结时往往

只注重总结学术上 的结果
。

其次
,

总结报 到基金组

织后大多也只能通过形成书面的汇编在学术圈进行

一些交流
。

为此
,

我们是否可 以要求项 目承担者做

三个方面的总结
。

一是学术性 的总结 ; 二是对本地

区发展 的思考和建议 ; 三是公众应该了解的知识
。

学术总结应主要针对新 的发现
、

新的结论 和新

的认识等
。

根据这些新的研究结果
,

项 目承担者应

该对本地区 的科技
、

经济或社会 的发展进行一些思

考
,

提出一些建议
。

在英国
,

对环境科学这类面向实

际问题的研究工作都要求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一些思

考或建议
。

此外
,

目前让大众 了解一些基本的正确 的科学

知识也是非常重要的
。

科学基金组织是否可以花一

些精力
,

让项 目承担者根据研究结果 写一些科普性

文章
,

对一些热点问题给予较全面正确的介绍
,

并通

过大众媒介进行传播
。

应该说
,

地方科学基金近十年来成长非常迅速
,

对地方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

随着地方政府

对可持续发展战略认识的不 断提高
,

以及加人 WoT

后各地面临的新形势
,

地方科学基金 只有勇于探索

新思路
,

适应大改革
、

大开放的高要求
,

才能更好地

发扬其先行改革所带来的优势
,

有效地用好纳税人

的钱
。

参 考 文 献

「l] 召肠立勤
.

科技发展 展望及我 国基础研究
“

十五
”

计划
.

全 国基 础

研究管理高级研修班资料汇编
,

2以 ) l
,

23
,

【2 ] N a t i o n al s e i e n e e F o u n
d

a t i o n
.

N s F e P n A s t ar t e

gi
。

R
a n

畔2 00 1 -

2 (x拓
.

~
.

n sf
.

go
v

.

S
e
Pt 3o

,

2《x x〕, p
.

m
.

仁3 ] 宣 晓冬
,

江 用文
.

对 完善地 方科 学基 金运行模式 的一点思 考
。

中国科学基金
,

管理专 刊
, 19 97

,

11
:

66 一68
.

〔4 ] 宣晓冬
,

陈 荣光 依靠灵活 的机制
,

推动科技创新— 地 方科

学基金 在 推 动 创新 中的 作用
.

中国科 学 基 金
, 2 00 1

,

15 ( 2 )
:

120一 12 2
.

〔5〕黎 明
、

何鸣鸿
.

德意志研究联 合会特殊研究 领域及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重大和重点项 目资助 方式探讨
.

中国科学基金
,

2 《X) 1
,

15

( 6 )
: 3 64 一 3 65

.

一

6 ] 张存浩
.

加强科学道德建设
,

促进科学事业发 展
.

中国科 学基

金
,

20(] 2
,

16 ( 2)
:

65 一69
.

A P O N D E R I N G O N S O M E S T R A T E G I E S O F T H E L O C A L S C I E N C E F O U N D A T I O N

X u a n X i a o d o n g

Z内可i。叩 尸
矛飞” inc i a l Na

t u ra l sc i e

nce oF
l胡 J

“ t i o n
,

aH
l l
邵人

。 u 3 1(洲卫〕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