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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国是当今世界综合 国力最强 的国家
,

美国的

强大源于其雄厚的科学技术实力
,

而科学技术力量

的不断提升离不开正确 的战略决策和政策制定
。

美

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 N S )F 是美 国政府资助基础研究

的重要机构之一
,

美国大学基础研究和研究生教育

都受益于 N S F 的资助
。

N S F 通过项 目选择
、

资金分

配和顾问咨询参与了美 国科学技术政策的制定和实

施
,

影响力不可低估
。

从美 国科学技术政策顶层设

计看 N S F 的决策机制
,

对进一步思考我 国研究 资助

机构的决策方式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

1 美国科学技术政策顶层设计的基本框架

理解 N S F 如何决策
,

最好的办法是从理解美 国

科学技术政策的顶层设计开始
,

而这种顶层设计从

根本上又源于美国宪法
。

按 照 17 8 7 年的美 国成文

宪法
,

美国的国家权 力分为立法权
、

行 政权和司法

权
, “

三权分立
”

的准则要求政府的一切活动必须有

法律的基础
。

因此政府科学技术政策要依法制定
。

1
.

1 法律地位

从立法权看
,

19 76 年 4 月 (福特总统任期内 )通

过的《国家科学与技术政策
、

组织和优先法 》是美 国

政府近 20 年来制定科学技术政策 的立法依据
。

该

法阐述 了科学技术对社会
、

经济
、

生活水平以及国家

政治的作用
,

强调了科学家
、

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是不

可估量的国家资源
,

赋予了科学技术为国家 目标服

务的使命
。

该法还规定科学技术促进经济发展要与

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相协调
、

联邦政府应对科学家
、

工程师和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

该法将政府
、

企业和

高等院校的合作
、

有效利用科学技术情报
、

提高公众

对科学技术的理解视为保持和发展美国科学技术的

坚实基础
。

该法的另一个直接贡献就是 白宫科学技

术政策办公室的设立
。

1
.

2 国会的作用

作为最高立法机构
,

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 的

国会对政府的科学技术立法草案
、

重要科学技术机

构的设置
、

重要科学技术官员 的任命 以及科学技术

预算有审议和批准权
。

具体说
,

参议院中的商务
、

科

学和交通委员会
,

众议院中的科学
、

空间和技术委员

会
、

环境资源委员会等国会机构
,

在立法审议过程都

会不同程度涉及到科学技术政策
。

1
.

3 行政决策

美 国宪法 的制定者们有一种看法
,

认为应使科

学与教育事 业独立发展
,

不受政府 的限制 和控制
。

所 以
,

美 国政府没有专 门的科学技术管理部门
。

但

20 世纪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使政府 与科学的关系

日趋紧密
, “

小科学
”

迅速演变为
“

大科学
” ,

政府对科

学发展施加了越来越大的影 响
。

从行政权看
,

联邦

政府在科学技术领域的最高决策权在总统
。

克林顿

总统任内在内阁中设立 了部一级的由他亲任主席
、

一些部长任委员的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 ( N S T c )
,

取

代 了此前 的联 邦科 学
、

工 程 和技 术 协 调 委 员会

( F CC S E T )
,

以加 强对科 学技 术工 作 的领导
。

N S
’

r C

与国家安全委员会
、

国内政策委员会
、

国家经济委员

会平级
,

总统均为这些委员会 的主席
。

在总统办公

厅内设有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和科学技术政策办公

室 ( O S T )P
,

作为 N S T C 的办事机构
,

为总统处理有关

科学技术事务提供咨询
。

总统 的首席科学技术顾问

相当于总统助理级别
,

为 白宫专职人员
,

兼总统科学

技术顾问委员会主任及白宫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主

任
,

直接向总统汇报工作并参加国家经济会议和国

家安全会议 的最高决策「’ 〕。

吉本斯在克林顿主政时

期曾担任过这一职务
。

本 文于 2 00 2 年 12 月 3 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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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4辅助决策

美国科学技术政策的顶层设计
,

还离不开众多

非官方机构 的重要 咨询作用
。

其 中包 括
: “

三 院一

会
”

(国家科学院
、

国家工程科学院
、

国家医学科学院

以及统一管理三院的国家研究理事会 )
、

美国科学促

进会
、

各种科学技术协会
、

美 国大学协会
、

全国州立

大学和赠地学院协会
,

以及一些主要的大学
、

高技术

公司和组织
,

如电子工业协会
、

国防工业协会
、

化学

制造商协会等
。

这些机构通过各种各样 的途径
,

为
J

总统和联邦政府在科学技术方面提供广泛的咨询服

务
,

其中
“

三院一会
”

处 于较为核心的地位
。

国家科

学院与中国科学院不 同
,

是学术荣誉机构和联邦政

府的科学咨询机构
,

目前 约有 1 500 多名院士
。

国

家工程科学院 (目前有院士 1 5 00 多人 )和国家医学

科学 院 ( 目前有院士 70 0 多人 )的性质与国家科学院

类似
。

国家研究理事会 ( N R )C 是三院的领导决策机

构
,

由 17 名理事组成
,

理事 由总统提名并任命
。

2 N S F 的使命
、

理念
、

地位及作用

按照《国家科 学基金会法案 》
,

N S F 肩负保证美

国在科学技术主要前沿领域具有领先地位 的重任
。

所以
,

N S F 的决策机制
,

一方面要服从于美 国法律精

神和科技政策的顶层设计
,

另一方面还要服从于它

的使命和理念
。

2
.

1 N S F 的使命和理念

NS F 在 19 50 年成立
,

其主要任务是推动科学的

发展
、

促进 国家 的健康
、

繁荣和福利
、

保 障国防等
。

《科学基金会法案 》要求 N S F 支持基础科 学和工程

技术研究 ;增强科学技术研究潜力 ;支持科学和工程

教育以及科学技术信息库建设
。

N SF 的成立要追溯到罗斯福总统对政府发展科

学的认识
,

以及 国家科学研究开发局局长维
.

布什在

《科学 一 无止境 的前沿 》一书 中所表达 的观点 和建

议
。

罗斯福认为发展科学不仅仅是个人和私人企业

的事
,

更是政府该管的事
,

政府应干预科学
; 维

.

布什

认为政府应大力加强研究开发
,

积极促进高等学校

的基 础研究 和科 学人 才 的培养
。

根 据他 的建议
,

N SF 正式成立
。

N SF 成立后
,

择优资助一直是其坚持不变的准

则
,

其资助依据是对 申请项 目进行竞争性价值评议

( 。 o m p e t i ti v e m e 五 t er v ie w )
,

其资助范 围不仅涵盖美 国

国内的科研人员
,

还支持各种层次的教育和培训
,

促

进公众对科学
、

数学
、

工程和技术的理解
。

N S F 不单

纯将科学理解为知识体 系
,

还将科学理解为一种 由

科学家进行的
、

探索末知的
、

对社会产生广泛和深远

影响的活动
,

它不仅资助 自然科学研究
,

还资助行为

科学和经济学研究
。

在 N SF 的视野里
,

科学研究活

动还是知识生产和知识应用之间的联结体
,

在将资

金投人大学
、

研究院
、

学术 团体
、

非营利机构的同时
,

也向小企业投人必要资金
,

并资助大学与工业界 的

合作研究
,

鼓励 它们建立伙伴关 系
。

N SF 对美 国科

学家参与国际合作给予支持源于它对科学研究具有

国际性这一本质的透彻理解
。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
,

N SF 的理念更加清晰
:

基

础研究是技术创新的先导和源泉
,

是对未来的投资
,

基础研究所创造 的知识 是国家 的战略性 资源
,

是美

国实现科技领先世界战略的重要基础
。

2
.

2 N S F 在联邦政府中的地位与作用

美国政府由部 (如农业部
、

商务部
、

能源部等 14

个部 )
、

办事机构 (如上文提到的 N s T C
、

O S T p
、

F C C
-

S E T 等 )和独立机构 (如环境保护署
、

航空航天局等 )

组成
。

N sF 属于独立机构
。

由于没有专门的科学技

术部
,

N s F
、

环境保护署
、

航空航天局
、

海洋大气管理

局可 以视为与科学技术发展有密切关系的政府管理

部门
。

与其他一些独立机构所不 同的是
,

N SF 没有

下属研究机构
。

N SF 的地位和作用可以由一组数字来描述
。

从

经费增长看
,

19 52 年 N S F 经费只有 3 50 万美元
,

而

到 2 0 0 2 年已达 50 亿美元
,

占美国基础研究经费的

25 % ;
从科学成就看

,

截止 2 0 02 年 11 月
,

得 到 N sF

资助的科学家中
,

已有 123 位荣膺诺贝尔奖
,

其中物

理奖 41 位
,

化学奖 33 位
,

生理医学奖 22 位
,

经济奖

27 位〔Z j ;从科学对社会的影响力看
,

20 世纪 90 年代

N s F 资助的网络浏览器 的研 究
,

导致 了 N et s
ca eP 的

出现
,

成为知识经 济的形象代表
,

为美 国带来 的经

济利益无法估量
,

革命性的 E
一

cS i en
c e

也 由此展现在

人们面前
。

从造就 未来科 学英 才看
,

美 国政 府每 年通 过

N S F 资助 3 00 0 多名博 士生
、

1 万多名硕士生及 1 万

多名青年研 究人员
。

从 1 9 84 年起
,

N SF 还设立
“

总

统青年科技奖
” ,

奖励优 秀的青年研 究人员
,

每年授

奖 2 00 个
,

每个得奖者在 5 年 内可获得奖金 10 万美

元
(。

这对于造就美 国优 秀科 技人才起 到了积极作

用
、 〕

这些数字 和事例 说明 N S F 不愧是美 国不断开

拓科学疆域
、

引领科学前沿
、

培养科学人 才
、

服务 国

家 目标 的重要机构
。

二ù\共ù一乙琳ù工
、

沂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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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F 3 S决策机制的特点

国家科学理事会( N ati n o als ei en e eB o ar d
,

N s B )

是 N S F 的决策机构 和监管机 构
,

对 N S F 的资助政

策
、

战略选择和优先领域 的确定具有掌控权
。

N S B

问时又是总统和国会 的国家科学顾问
,

在涉及科学

技术发展 的重大问题 仁要提供咨询和建议
。

N S B 的

决策机制
,

概略地说
,

有以 下三个特点
。

3
.

1 任期与更替有章可循并确保政策连续性

N S B 是以 ( 24 十 l) 模式组成的
,

24 名委员 由选举

产生
,

经参 议院 同意报 总统任 命
。

基金 会 主任 是

N S B 的当然成员
,

由总统任命
。

N S B 委员任期 6 年
,

历史 { 有过少则 2 年
、

长则 14 年的记录
。

洛克菲勒

大学原校长 D e t le v
W

.

B or n k 在 19 5 0 年至 19 6 4 年间

连续 14 年担任 N S B 委员
。

N S B 委员不是一次性换

届
,

而是依次递补
,

每两年 更替 8 名 (最 近一次更替

是在 20 0 2 年 10 月 17 日
,

布什总统任命了 8 位新的

委员 )
、。

N S B 委员的当选标准只有一个
,

即在科学与

卜程研究 与教育领域取得杰 出成就
。

从历史看
,

许

多大学校长
、

企业研发领导人和著名科学家都曾担

此重任
。

田 长霖是历史上唯一被 总统任命 为 N S B

委员的华裔科学家川
。

在 目前 N s B 委员中
,

除 14 位

生命科学家
、

计算机科学家
、

数学家
、

物理学家外
,

有

6 位是大学校长
、

4 位是企业或商业研发机构的负责

人亡“ {

N S B 主席任期一般 2 年
,

任期结束可仍然担任

委员
。)

最 近 10 年 N S B 主 席任 职情况 是
:

aJ m e S
J

.

D u de sr t a d t 在 19 9 1一 19 94 年为主席
,

委员任期 12 年

( 19 84一 19 9 6 ) ; F r a n k H
.

T
.

R h o d e S

在 19 94一 199 6 任

主席
,

委员任期 22 年 ( 19 5 6一 19 9 8 ) ; R ie h a dr N
.

z a re

在 19 9 6一 19 9 8 任主席
,

委员任期 6 年 ( 19 92一 19 9 8 ) :

E a m
o n M

.

K
e l l y 从 19 9 8 至 200 2 年任两届 4 年主席

,

委员任期 6 年 ( 19 9 6一 2 00 2 )
。

从 2 0 0 2 年 5 月起
,

美

因大气科学 研究 中心 的气 象学 家 D r
.

W
a
err

n M
.

W as ih n

got
n

成为 N S B 的主席
,

按常规
,

他 的主席任期

将止于 20 0 4 年 5 月
,

但他 的 N S B 委员任期 到 200 6

年 5 月 10 日届满

可以看出
,

N S B 主席任期不长 (通常 2 年
,

不超

过 4 年 )
,

成 员也不是一次性换届
,

而是依次递补
,

这

样既制约 了 N S B 主席的权力
,

又保证了政策和决策

的连续性
。

更为有趣 的是
,

在美国总统对 N S B 委员

的任 命 中
“

谁递补 谁
”

一 目了然
。

例 如最 近 一 次

( 2 00 2 年 10 月 17 日 )任命就 明确
“

由 B a

叮 e
.

B a 五 s h

接替到期的 E a
m

o n M
.

K e ll y
, ,

t , 」。

3
.

2 决策者与管理实施者相互制衡

N S F 主任是否可以担任 N S B 主席
,

在 N S F 成 认

前曾被认 真讨 论
,

法律虽没 有排 除 N S F 主任 担任

N S B 主席的可能性
,

但显然反对的意见 占 了 L风
,

因

为迄今为止没有出现身兼两职的情况
。

这在机制 卜

保证 了决策者与管理实施者 的分离
,

符合美国权力

制衡原则
。

N S B 的运转是依靠一些常设委员会 和根据特定

任务设立的工作组或委员会来完成的
,

工作组和委

员会可根据需要设立专 门的委员会
。

常设委员会分

别是行政委员会 ( E C )
、

审计 与监督委员会 ( A & O )
、

教育与人力资源委员会 ( E H R )
、

战略 与预算委员会

( C S B )
、

项 目与计划委员会 ( C P )P
。

委 员可 以 同时在

几个委员会 中出现
。

比如 n a n i e l Si m b e r loff
,

他 既是

H E R 的委员
,

又是 A & O 的成员
。

行政委员会 由 N S F 的主任
、

N S B 的主席和副主

席
,

以及另外两位经选举产生的 N S B 委员组成
,

N sF

主任为主席
。

所以
,

N s f
’

现任主任 R i t a n
.

e o l w e l l (她

曾于 19 84一 29 9 0 年任 N S B 委员 )是 N s B 的行政委 员

会主任
,

而 N s B 的主席 w a

err
n M

.

w
a s h i n

gt
o 。
仅是行

政委员会的成员而 已
。

也就是说
,

虽然 iR at R
.

co l
-

w ell 是 N S B 的普通委员
,

但在有关行政管理方面
,

她

处于主导地位
,

但 w
a

err
n M

.

w as ih n gt on 又并非对此

完全置身事外
,

作为委员
,

他显然也有发 言权
。

这样

安排的目的显然在 于制衡
。

美 国对于决策之谨慎
,

对制度安排之细微
,

由此 可见一斑
。

3
.

3 N S B 决策 N S F 的核心战略

为实 现 N S F 使命
,

N S B 为 N S F 确立 了三 大 目

标
:

人力资源
,

即培养多种多样
、

有国际竞争力
、

可在

全球工作的训练有素的科学家和工程师 ; 思想
,

即提

供既有深度又有广度的基础科学技术知识库 ;[ 几具
,

即提供可以广泛利用的
、

最先进 的科学技术基础 设

施
。

围绕三大 目标
,

N S B 为 N S F 确立 了三个核心战

略
:

开发知识资本
,

即通过项 目努力挖掘从前没有被

充分利用的人力资源潜力 ; 研究与教育相结合
,

即通

过项 目使研究与教育结合起来
,

使一代一代科学家

顺利衔接
,

使研究成果尽速传播 ;促 进合作
,

即在学

科之间
、

机构之间
、

工业和政府部门之间
、

国 与国之

间促进合作
。

N S F 没有 自己 的实验室
,

这有利于它在部门利

益之上做全局谋划
。

例如
,

由 N SF 组织筹建并提供

资助的国家工程研究 中心
,

是 由大学或 大学集团进

行管理 的
,

实践证明是 一个很成功的模式
。

每个工

程研究 中心在 5 年内可从政府得到 1 00 0一 1 5 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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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资助
,

工业界同时受到政府的鼓励
,

也对这些研

究中心提供资助
。

后来以工程研究中心为模式
,

在

大学创办了更多 的跨学科 的科学技术中心
,

鼓励 大

学和工业公司在双方急需的研究领域进行合作
。

该

类中心也 由 N S F 提供部分资助
,

目前 已建成 100 多

个
。

从 19 85 年起
,

N SF 还拨款 2 亿 多美元
,

在 大学

中建立了 5 个超级计算机 中心
,

由大学集团进行管

理
。

如设在加利福尼亚大学 的超级计算机中心
,

就

是由 19 所大 学组 成 的大 学集 团进 行 管理 的
。

从

19 7 3 年起
,

N sF 在大学实施
“

大学

—
工业合作研究

中心计划
” 。

到 20 世 纪 90 年代 中期
,

已 建立 了 45

个由 N sF
、

州政府和工业界共同集资在大学中兴建

的此类 中心
。

透过 19 95 年 《在变化世界中 的 N S F》
、

《 19 97 年

G P R A 战略规划》和 19 98 年《N S B 的战略规划 》
,

可以

清晰地看 到 N S B 的战略设想和计 划安排
。

N S B 在

20 00 年 2 月提交国会的报告 中
,

明确指出美国面临

创新意识
、

杰出人才和关键技术的全球性挑战
,

由联

邦政府支持基础研究对于美 国经济繁荣和增长至关

重要
。

克林顿政府在 20 01 年预算中提出大幅度提

高以大学为基地的研究机构 的资助强度
,

并强调纳

米科 技 和 生 物 工 程 为 两 个 重 要 方 向
。

N s B 在

《2 00 1一 2 0 0 6 财年 N sF G P R A 战略规划》中提 出要优

先资助 ( l) 传统 的核心研究与教育项 目
,

保持持续的

创新能力和新技术的迅速增长 ; 支持基础数学
、

基因

组学
、

物理学
、

化学
、

地理系统
、

心理学
、

认知科学与

语言学等基础学科 ; ( 2) 信息技术研究
、

多种环境 中

的生物多样性
、

21 世纪的劳动力和纳米科学技术等

重大发展方向 ; ( 3) 大型 国家级科研装置
,

如位于圣

安得鲁斯断层的美国地球
、

地震观测设 施和超大规

模计算装置等 ! “ 〕。

如果将视野覆盖整个 20 世纪 90 年代
,

影响世

界科技发展的生物技术与科学
、

先进材料与工艺
、

先

进制造技术
、

高性能计算与通 信
、

全球变化研 究计

划
,

以及科学
、

数学
、

技术与工程教育等重大科技计

划的提出
,

N S B 不仅参与其中
,

还主导了先进材料与

工艺计划的制定
。

由于这些计划不仅提高了美国的

科技实力
,

还增强了美国工业界的竞争实力
,

N SF 的

地位也因此愈加稳 固
,

基础研究对实现 国家 目标的

意义也被政府和越来越多 的人所认识
,

这反过来又

促进 了 N S B 为 N S F 制定的核心战略的实现
。

总之
,

美国科学技术政策是在法律的基础上
,

由

部门决策
、

社会决策和最高决 策统一协调 的结果
。

其顶层设计是在一个 良性互动的框架 内
、

围绕 国家

目标而做的理性选择
,

N S B 的决策机制是这种理性

选择的一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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