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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好科学基金
,

推动化学领域的国际合作与交流

黄宝最 孟宪平 郑永和 梁文平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

北京 10 0 0 8 5)

1 近年来我委 对化 学科学国 际合作与交流

项 目的资助概况

从 卜面的数据可 以看 出 19 92 一 200 1 年科学基

金对化学科学 国际合作 与交流项 目资助总经费达到

2 00 0万元左右
,

资助经费基本 呈持续 卜升趋势
,

尤

其最近几年增幅较大
,

反映出国家 自然科 学基金委

员会 (以下简称 自然科学基金委 )对基础研究国际合

作与交流的重视
。

1 99 2一200 1年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对化学科学国际合作与交流项 目资助情况表

年 J变

199 2

国际合作 出国会议 在华会议 其他项 目

项数 金额 项数 金额 项数 金额 项 数 金额 项数

1 1 5
.

7 1 3 2 2 3
.

8 5 13 14
.

7 0 2 3 2 2
.

30 79

2 ( ) 16
.

8 2 59 7 1
.

74 12 2 8
.

10 2 9 30
.

3 120

4 2 46
.

8 50 56
.

15 17 42
.

3 0 3 2 2 8
.

5 6 14 1

53 74
.

6 55 74
.

7 18 48 3 4 2 2
.

1 l6( )

5 7 5 1
.

1 6 8 66
.

5 17 57 5 4 7 5 9
.

2 189

4 0 48
.

4 9 1 94
.

8 2 1 78
.

8 15 1 1
.

4 16 7

4 4 58
,

1 10 2 10 1
.

6 2 1 8 2
.

1 32 26
.

8 19 9

5 2 6 9
.

3 9 7 7 8
.

8 2 3 9 5
.

5 33 18
.

7 2 ( ) 5

4 5 7 2
.

4 14 8 13 3
.

5 4 2 16 2
.

9 16 9
.

6 2 5 1

47 14 7
.

5 14 8 12 8
,

7 2 9 17 7
.

0 2 1
.

5 2 26

( 单位
:

万 元 )

合 计

金额

6 6
.

5 6

14 6
.

9 6

17 3
.

8 1

2 19
.

4

2 34
.

3

2 3 3
,

4

2 6 8
.

6

2 6 2
.

3

3 7 8
.

4

4 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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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

注
:

其他项 日包括 留学人员短期回国工作 讲学
、

出国考察
、

来华 访问等项 目

2 科学基 金在化学科学的国 际合作 与 交流

中发挥的作用

主要表现在
:

培育 了实质性高层次合作项 目
,

促进 了中外学者学术思想的交流
,

加深了国内外相

互 了解
,

为进一步开展国际间实质性
、

高层次的科技

合竹三以及提高我 国在 国际 上 的影 响创造 了有利 条

件 ; 参 与国际交流不仅促进了国内化学 家了解 国际

化学前沿及其发展动态
,

开拓思路
,

发现新出现的学

科领域和生 长点
,

而且帮助 了国内学者 明确重点研

究对象和新技术现状及动 向 ; 通过参加 国际会议等

国际交流方式
,

国内学者能够找出我国本领域状况

与国际水平的主要差距 以及研究 中的薄弱环节
,

提

出创新性研究课题
。

创新性是基础研究强调的永恒

主题
,

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能使中国学者看到学科发

展的世界主流方向
,

有利 于研究者选择最有生命力

的研究课题
,

避免项 目的低水平重复 尸j 条件优越的

国外研究单 位合作 实现科 学资源的优势 互补和共

享
,

培养 r 国内青年人才
,

提高 了研究
一

E作的质量和

水平
,

丰富了研究数据和信息
,

缓解 了国内因经费不

足而造成的研究困难
。

此外
,

参与国际合作与交流对基金课题 的完成

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

国际合作 与交流使基金项

目负责人更深人 了解该研究领域的国际前沿动态和

趋势
,

学 习和掌握 了一些新的研究方法
,

在学术思

想的碰撞中深化对研究课题的理解和判 断
,

接受 同

行合理化建议
,

为基金课题 的深人研究奠定 了新的

基础
。

也有利于研究者明确 自己所研究的课题在国

际学术界的地位和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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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期 黄宝展等
:

用好科学基金
,

推动化学领域 的国际合作 与交流

3 我国化学科学 基础研究在国 际合作与交

流中呈现的特点和趋势

3
.

1 我国化学家参与有重大影响的高水平 高层次

国际交流的人数明显增多

中国学者参与有重大影响的国际会议
、

国际合

作项 目的人数和次数
,

以及在 中国举办的重大国际

交流活动的数量都呈现出增加的趋势
。

如受到国内

外同行高度关注的
“

环境热点 问题与污染 削减新技

术国际大会
” 20 01 年由 自然科学基金委参 与组织在

北京召开
,

与会的既有诺贝尔化学奖的得主
,

又有政

府的重要官员 ; 又如
,

国际催化大会是催化领域规模

最大
、

影响最广
、

学术水平最高的国际会议
。

我国学

者在该 国际会议提交 的论文呈逐年增加趋势
,

从我

国学者提交论文的内容来看
,

涉及面逐渐拓宽
,

大部

分已触及国际 上正在关注的前沿方 向
,

中国学者在

诸如此类的大型国际交流活动中所发挥 的作用及产

生的影响不断增强 ;
再 如

,

2 002 年我 国有 23 位代表

出席第 20 届国际金属有机化学会议
,

其中有 2 个大

会邀请报告
,

4 个 口 头报告
。

大 多数代 表为青年学

者
,

其 中包括 7 位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

体

现了我国金属有机化学领域的研究在国际上具有一

定地位和优势
,

受到与会代表和大会组委会的关注
。

.3 2 在科学基金支持下
,

中国学者 申办有影响的大

型国际会议的能力逐渐增强

近两年来
,

化学科学部参与组织 了几次颇有影

响的国际大会的申办工作
,

如 申办
“

第十三届国际催

化大会
”

和
“

第十五届 国际分子筛大会
”

(前者 申办没

有成功 ) ; 还曾协助清华大学 申办
“

第 十四届 国际生

命起源大会
”

等等
,

这些工作均得到自然科学基金委

有关领导的重视和支持
。

自然科学基金委参与申办大型国际学术大会
,

为主持 申办的科学家减轻 了部分经济负担
。

对科学

界精神和道义上的支持以及具体过程中的组织协调

对申办成功都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

3
.

3 双边互访活动加强
,

促进了 实质性国际合作的

开展

在科学基金的支持下
,

我国学者参与国际合作

与交流活动正在 由短期间断的交流向长期稳定的合

作发展
,

由简单接触向实质性合作渐进和深人
,

逐渐

形成 良好的国际合作关系
,

我 国化学界与周边 国家

的科技合作呈现 良好 的发展势头
。

仅近三年来我委

曾几次组团对韩国化学领域的科学研究和发展情况

进行 了考察
。

如 2 0 0 0 年重点考察了无机化学
、

有机

化学和生物化工 两方面
,

20 02 年主要考察 了物理化

学
。

韩国政府 和学者表现 出对 中国十分友好 的态

度
,

希望积极推进中韩之间的科研和教学交流
,

经过

多次互访
,

中韩两国开展科研合作的时机逐渐成熟
,

双方 已在一些领域进行长期和切实有效的合作与交

流
,

例如定期进行双边研讨
,

开展校际交流
,

合作培

养研究生等等
。

与巴基斯坦在天然产物化学
、

药物化学
、

食品与

农药化学 等方 面的交流和合作也 在探 讨之 中
。

此

外
,

我们与 日本
、

印度等周边国家在化学领域开展国

际合作与交流的意愿也有所增强
。

合作双方正在寻

找共同感兴趣的合作课题
,

不仅在科技方面互 利互

惠
,

同时对增进我们 与周边国家人民 的友谊也具有

重要意义
。

如中 日理论化学双边研讨会在老一辈化

学家的推动下已连续召开六届
。

一批年青的理论化

学家通过双边交流活动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
。

3
.

4 随着信 息网络技术 的发展
,

国 际交流更趋快

捷
,

合作渠道更为广泛

我委于 20 01 年启动了 3 个虚拟研究 中心项 目
。

其中
,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 究所李静海院士 负责

的化学冶金虚拟 中心
,

即是通 过在 网上建立合作平

台
,

开展相关领域的国际合作
,

为吸引海外学者以多

种方式为国服务作了有益探索
。

4 科学基金 国 际合作 与 交流资助 工作 中应

该注意的几个问题

4
.

1 努力提高国际合作的质量与水平

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资助工作应该突出重点
。

目前化学领域很多学科的国际合作已经从一般交流

和互访考察
、

实质性合作进人 到提高合作层次 的阶

段
,

科学基金应把握学科发展的状况和特点
,

选准高

层次
、

有重大学术价值的国际合作项 目给予重点支

持
,

从战略意义的角度培养未来的学术带头人
,

使我

们在合作 中获得更大的实效
。

相对而言
,

科学部 比

较了解与其相关学科的国内各单位基础研究 的进展

和状况
,

也了解各类国际会议的层次和水平
,

应该充

分发挥科学部的积极性和优势
,

有 的放矢地参与组

织意义深远的合作与交流项 目
。

对于优秀的研究基

地和队伍
,

如对重点实验室或创新研究群体 中的成

员
,

应加大支持力度
。

对于 国际会议也是这样
,

科学

基金应多优先支持国内学者或组 团参加类似重要学

术会议
,

以利于国外同行了解中国学者的工作
,

也便

于国内学者知已知彼
,

在基础研 究方面与国际真正

接轨
,

从而使中国不久的将来在化学基础研究方面



?

一

一
占有 一 席之地

·

4
.

2积极支持优秀青年科学家开展各种国 际 合作

交流活动

应 重点 支持年轻学术带头人参与国际学 术交

流
,

帮助他们参 与高层次的国际合作与交流
。

4
.

3 积极发挥海外华人学者的作用
、

鼓励他们以多

种形式为国服务

海外
、

香港及 澳门青年学者合作研究基金的实

施及海外评委的聘请对促进国内外合作
,

活跃 国内

学术氛围起到 了推动作用
,

我们仍需采取积极措施
,

力求通过 与海外留学人员的实质性合作有效利用国

际科学资源
,

推动我国基础研究的国际化进程
。

4
.

4 加大科学基金支持力度
,

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

经费问题仍是开展 国际 间学术交流 的重要障

碍
。

近年来在化学领域的国际会 议
_

卜
,

越来越多的

中国学者被邀请作大会或分会报告
,

但 由于经费不

足还无法更多地参加国际会 议
,

因而影响
一

了我国科

技人员在国际上的影响和地位
。

近几年化学的国际

交流 与合作经费虽然在不 断增长
,

但 与科学家 的实

际需要还有一定差距
。

因此
,

仍应该不断增加强度
,

促进化学家更多地参与 国际合作 与交流
。

同时
,

我

们应该本着用好科学基金每一分钱的精神
,

慎重选

取值得资助的项 目予以支持
。

P R O M O T IN G T H E I N T E R N A T IO N A L C 0 0 P E R A T IO N I N C H E M IC A L S C I E N C E S

B Y R A T IO N A L U S E O F S C I E N C E F U N D

H
I一a n g B

a o s h e n g M e n
g X i a n

p i n g Z h e n g Y o n
g h e L ia n g W

e n p i n g

( Na
z : o n a l 阮

r u ar l sc ien 二 oF
u n

da z i o n

of hC
` n a

,

eR iij 荤 l

姗
5 5 )

·

基金纵横
·

根植沃土叶正茂

—
记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研究所

“

金属有机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

创新研究群体

杜灿屏
关

陈拥 军
关

朱士正 士

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 化 学科学部
,

北 京 10 0 0 8 ;5 t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 究所
,

上海 2 0 003 2)

2() 0l 年 1 1 月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组织 了

专家组对 卜海
、

南京地 区创新群体进行了现场考察
。

其中有
一

支学术思想活跃
、

治学严谨
、

凝聚力强
、

勇

于创新
、

团结奋进的研究群体
,

给专家们留下 了极为

深刻的印象
。

专家组对他们的研究工作和研究成果

给予 r 很高的评价
,

并寄
一

予厚望
。

这个研究群体就

是中国科学院 卜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 以下简称有机

所 )麻生明研究员为学术带头人的
“

金属有机化学国

家垂点实验室
” 。

这是一个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实验室
。

该实验

室在黄耀曾
、

陆熙炎
、

戴立信院士和钱 长涛
、

沈延吕

研究员等老一辈科学家们 的勤奋耕耘下
,

自 19 89 年

正式建成部 门开放实验室以来
,

多次接受原国 家科

委
、

国家计委和科技部
、

中国科学 院的考核评估
,

曾

两次被评为优秀实验室 ;并于 2 001 年 4 月通过国家

正式验收
,

成为 国家重 点实验室
。

19 97 年 以来
,

年

轻的科学家从老一辈手 中接过接力棒
,

继续开拓创

新
,

在肥沃的土壤 中蓬勃 发展
,

茁壮成 长
,

逐渐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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