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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科学基金在推动科研支撑系统建设和

资料
、

成果共享方面的思考

罗云峰 陆则慰 柴育成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地球科学部
,

北京 10 00 85 )

一 N s r 和 N S r e 资助 目标的不同

19 50 年
,

美 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 N S F
、

)成 立
。

经

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
,

以
“

政府拨款
、

宏观引导
、

自由

申请
、

民主评审
”

为主要特征的科学基金制 已成为包

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支持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

究的最主要模式 〔̀ ]
。

1 986 年
,

中国国家 自然科学基

金委员会 ( N S] 戒 { )成 立
,

科 学基金 制在 我国正式 实

施
。
卜S代 {在管理和运行机制上

,

主要借鉴了 N S F 运

作 3 0 多年后形成的一套相对成熟的机制
,

17 年来
,

对我国基础研究和 人才培养发挥 了重要作用
,

深得

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好评
。

通过几次大的战略调整
,

N S F 目前定位于促进

国家科学进步
,

推动国家健康
、

繁荣和富足
,

保证国

防安全等三大方面
。

资助 目标则主要聚焦于
:

科学

思想
、

研究人才和研究支撑系统三大方面
。

即
,

致力

于最前沿领域 的开拓研 究和科 学发展对社 会的服

务 ;致力于多样化
、

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全球视野的高

质量人才的培养 ;致力于便利的
、

达到最新技术水平

的研 究 设备 和 可 共 享 的信 息
、

资 料库 的建 设 2[]
。

N斗
,

的资助范围除基础研究
、

应用基础研究
、

工程技

术中心外
,

还包括科学教育
、

仪器设备 以及科学信息

建设等
。

而 N SI 飞 )的主要任务定位于资助 自然科学

基础研究和部分应用研究
,

发现和培养科技 人才
,

促

进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
、

社会发展
。

N S F C 的资助 目

标是
“

研究项 目
”

和
“

人才培养
”

两大互补的板块
。

可以看出
,

和 N SI 了 相比
,

N S F C 在资助 目标上缺

少研究支撑系统这一部分
,

包括仪器设备建设和资

料
、

信息建设等
。

2 N s F 和 N s F c 经费及经费使 用方式的不

同

图 1
、

图 2 分别给出 N S F 和 N S F C 成立以来经费

的年变 化和年增 长情况 2[]
,

图 3 所 示 则为 N SI 了
与

N S] 双 { 总经费 比值 的年变 化情况
。

可以看到
,

尽管

N S] 兀二成立 以来的平均年经 费增长速度 ( 22
.

3 % )是

N S F 同期的近三倍 ( 7
.

7 % )
,

两国基金会总经费之 比

呈明显的下降趋势
,

但双方经 费投入的绝对差值仍

呈逐年拉大的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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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N] S了
地球科学部 1 9 99

、

2 )( oo财政年度经费使用情况

单位
:

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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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使用方式 1 99 9年 与总经费比例 2() ()0 年 与总经费比例

研究项目 29 2 9 6 1 9% 29 8
.

1 6 1
.

4 %

研究设备 17 1
.

74 3 6
.

3% 178
.

0 9 3 6
.

7 %

教育和培训 6
.

71 1
.

4 % 6 93 1 4 %

行政管理 1
.

6 3 0
.

3 % 2
.

3 6 0
.

5 %

总计 47 2
.

9 8 10 0
.

0 % 4 85
.

4 8 100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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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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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日了和 卜 S日 经费增长情况的 比较

教育
`了培训

管理
5%

研究项目

研究设备
19%

( a )

.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
发展规划项目

口 高技术新概念新构思

. 国际合作与交流项 目

. 其他专项基金项 日

国家基础科学
人才培养
口 重大项 目

. 国家杰出青年
科学基金

口 面上项 目

(
a

) N SF
.

为 19 99 年情 况 ;

( b ) N S FC 为 19 96一 2 ( )0 0年平均情况

国 4 N Sr
,

与 N S I飞 经费使用示意图

由于资助 目标的不同
,

两 国基金会在呈逐渐拉

大趋势的经费的使用方式上 自然也不相同
。

图 《 a )所示为 199 9 年 N S F 的经 费使 用情 况
。

除 5 % 的经费用于管理外
,

研 究项 目经费 占总经 费

58 %
,

教育和培训的费用 占 18 %
,

值得注意的是
,

用

于资助研 究设备 的部分 占总经费的 19 %
。

对于涉

及大量野外观测和实验
、

需要大量科学数据积 累的

地球科学研究来讲
,

N S F 用于研究 支撑 系统的 资助

费用则更 多
。

以 N S F 地球科 学部 ( 《泪〕 ) 1 999
、

2 0 ()0

财政 年 度 为例 ( 见表 1 )
,

研 究 设 备 费 用 分 别 占

36
.

3 % 和 36
.

7 %
,

占年度总经费的 1/ 3 以 仁
。

. 互 ) 资助上述研 究设 备费用 的具 体用途如 下

(参见表 2 )
:

资 助国家大气科 学研究中心 ( Na it on al

eC
n te r

for A nt ℃ s p h e n C R e s e ar e h
,

N (共丑 ) (占 3 8
.

6 % ) :

资助 多 用 户大 气 研 究设 备 ( Mu ilt
一

sU er A tl l刃 s p h ier
c

aF icl iit e S ) (占 8
.

6 % ) ; 资助大洋钻探计划运行 费 ( 0
-

ce an 加 ill gn 】〕n名 r 田 1 1

OP
e ar iot ns ) (占 18

.

1 % ) ;资助科

学研究考 察船 的维护 (瓜
a do

C R e s e a r e h lF e e t / s h ip

OP
e ar it ~ ) (占 2 4

.

6 % ) ; 资助地震合作研究机构 ( In
-

e o r l〕
aor

t e d er s e ar e h Ins
t i tu t ion for

S e i

~ 1呢 y )

(占 6
.

6 % )
,

以及其他地球科学研究设备 (占 3
.

4 % )

等
。

这 些 研 究设 备 的 资助是 基 于 以 下基 本考 虑

的仁
2〕 :

( l) 是前沿科学研究必不可少的基础支撑 ; ( 2)

超出任何研究项 目的建设能力 ; ( 3) 避免无谓的重复

建设 ; ( 4) 可提供基金项 目资助的研究者共享使用
。

以 N C月之为例
,

经费主要用于以下几方面
:

大型科学

计算中心的建设和计算能力的及时更新
,

在此基础

上
,

持续多年发展共 同体公 用天气 系统模式和气候

系统模式
,

供所有的科学家使用
;
建设和维护专用气

象探测飞机
,

这种飞机具有极高的性能
,

能穿进强对

流云内部对中尺度强对流天气的结构进行观测
,

能

探测大气成分的垂直结构和化学组分的含量
,

能对

云雾降水粒子 的细微结构进行采样
、

分析等
,

这是大

气物理
、

大气探测
、

大气环境
、

大气化学
、

人工影响天

气等研究的最重要的直接探测工具 ; 建设和维持大

型相控阵地面雷达
,

这种设备可用于从地面遥测中

高层大气的结构和成分等
,

是中高层大气研究非常

重要的探测设备
; 还有许多其他重要 的科学研究设

备建设等
。

同时
,

N〔y任之每年为许 多学者和流动研

究人员提供访 问
、

学习或工作的机会
,

多年来为美 国

乃至全球大气科学研究
、

教学和业务发展培 养了大

量人才
,

我国就有不少优 秀的科学家 曾到 N C A R 访

问
、

学习
、

工作
,

其工作环境和仪器设备都是最先进

的
,

人员分工明确
,

科研 支撑 系统非常健全
,

共享程

度很高
,

显示出极高的工作效率
,

整个环境的确是有

利于创新研究的环境
。

在我们提倡大力营造创新研

究环境的今天
,

了解和学习这样的管理模式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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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重要而必须的
。

表 2 卜SF 地球科学部 1 9 99
、
2 O( 0)财政年度研究设备

经费使用情况 单位
:

百万美元

经费分配 1 9 99年 比例
`

2 0 00年 比例
`

国家大气科学研究中心 66
.

5 8 3 3 6% 8 6
.

15 8 3
.

% 3

多用户大气研究设备 14
.

82 8
.

% 6巧
.

2 38
.

6%

大洋钻探计划 1 31 18
.

1 % 2 318
`

% 0

科学研究考察船的维护 42
.

25 24
.

% 644 24
.

7 %

地震合作研究机构 11
.

3 6
.

% 612
.

67
.

1 %

其他地球科学研究设备 5
.

2 9 3
.

4 % 6
.

2 0 3
t

4 %

总计 17 1
.

l 74 ( 0 )
.

% 1 07 8
.

091田
.

% 0

二

指占研究设备总经费的 比例

图 4 ( b )所示为 NS ]兀 !1 9%一2 000年经费使用示

意图l [ #
,

可以看到
,

N S F C 的费用基本用于研究项 目

和人才板块
,

没有专门用于资助研 究设备和科学信

息建设的费用
。

从 199 9
、

20 00 两年 卜5 1〔 的经费使

用情况看 (如表 3)
,

在研究工具方面
,

除了包含在本

来就占很小份额的专项基金中的科学仪器专项外
,

没有其他专门用于资助研究设备 和资料中心的 费

用
。

事实上
,

通过对地球科学部大气科学领域最近

三年面上 资助项 目经费的使用情况统计 ( 见表 4 )
,

项 目总资助经费中
,

计算费
、

资料费和仪器费均占相

当大的 比例
。

不包括耗材和实验室改装费等费用
,

设 备 费 2 0 00 年 最 少 为 9
.

5 %
,

2 001 年 高 达 为

18
.

5 %
,

3 年平均 占资助 总经费 的 13
.

7 % ; 计 算费

2 0 0 2 年最少 占 14
.

5 %
,

2 0 0 0 年高达 2 2
.

5 %
,

3 年平

均占总经费的 18
.

25 % ; 资料费 3 年均在 10 % 以上
,

平均占总经费的 n
.

23 %
。

3 项总和 3 年平均占总

经费的4 3
.

2 7 %
,

2 0 0 1 年几近一半
。

表 3 19 99 一 2 0 00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经费使用情况 单位
:

万元人民币

类别 19 9 9 年
4 7 16 3

.

3

8 25 8

114 5 5

12 450

34 84 3

2 358

8 4(洲】

3 832
.

7

960

22 19
.

1

10() 580

占总经费 ( % ) 2《幻。 年

6 3 34 8
.

4

8 61 7

7 6 5

2 50 7 5

57 8 2
.

2

14 2 1
.

7

3 80 4

52 3 6
.

2

2 2 1

0

10 56 5 3
.

5

占总经费 ( % )

面上项 目

重点项 目

重大项 目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其他专项基金项 目

高技术新概念新构思

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

国际合作与交流项 目

攀登计划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项 目

合计

4 6
.

9

8
.

2

1 1
.

4

12
.

4

3
.

5

2
.

3

8
.

4

3
.

8

1
.

0

2
.

2

10 0
.

0

60
.

0

8
.

2

0
.

7

2 3
.

7

5
.

5

1
.

3

3
.

6

5
.

0

0
.

2

0
.

0

10 0
.

0

表 4 大气科学领域面上项目经费使用情况 单位
:

万元 人民币

使用经费
200 0 年 2 00 1 年 2 00 2 年

百分 比 ( % ) 金额 百分 比 ( % ) 金额 百分 比 ( % )

0气
曰49

…

门j内、é
7
内」1气ù7

才

4
,ó,.11气内、

0
饰j686008628

币.t` .1` .1ù工

资助 总金额

计算费

资料费

设备费

三项之和

金额

83 5
.

0

18 7
.

62

8 6
.

66

7 9
.

12

35 3
.

4 0

100 6
、

0 14 44
.

0

2 2
.

5

1 0
.

4

9
.

5

4 2
.

3

18
.

5

12
.

7

18
.

5

4 9
.

8

14
.

8

10
.

6

12
.

3

3 7
.

7

注
:

比例指与资助总金额的之 比
;
计算费

、

资料费
、

仪器费分别为申请费用乘以资助总金额与申请总金额之 比
。

仪器费在统计时并未包括

耗材费和实验室改装费

3 存在的一些问题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大气科学领域近三年资助项

目中资料费
、

计算费和仪器费的使用情况
。

资料费

主要用于研究资料的购置和加工 费用
,

从购置资料

的种类看
,

同一年不同资助项 目间资料重 复购置严

重
,

同年资助经费购置的许 多资料又 与往年资助项

目的购置资料相重复
,

造成一定的浪费 ; 另外
,

许多

资助项 目中加工过 的资料和研究成果
,

也正是许多

其他科学家所需要的
,

有很强的可持续利用价值
,

但

无法共享
,

又造成一定的浪费
。

可以想象
,

全委每年

几千项
,

多年几万项的基金项 目
,

暂不计项 目之间资

料的重复购置
,

仅这些项 目产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

果和珍贵的科学资料就有许多
,

但我们目前的管理

中除科学论文外
,

对其他资源的管理还没有明确
、

详

细的办法
。

事实上
,

重复购置资料的费用加上无数

研究项 目中涉及 的重要科学资料和 成果
,

可以建设

不少可供广大科学家共享的信息或数据管理共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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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

从大气科学近三年的情况分析
,

仪器设备 费用

主要用于微机
、

打印机和小型研究设备的购置等
,

而

计算费则主要用于微机以外的大型科学计算所需的

机时费
。

我们有理 由相信我们资助的许多项 目中都

有相当数量的仪器设备费和计算费
,

全委一年资助

项目中这部分费用应 占不小的比例
,

多年 加起来这

部分费用是相当可观 的
。

这两部分费用加起来
,

估

计除保证每个项 目本身相关 费用使用外
,

用其中重

复的部分 应该可 以建成可供更 多项 目负责 人使 用

的
、

可做大科学研究的
、

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共享化程

度高的基础研究支撑设备 系统和先进 的计算中心
。

也许用其 中的一部分
,

我们就 能建造 自己的大气观

测飞机
,

我国是 一个受气象灾害影响最大 的国家之

一
,

暴雨
、

台风
、

大风等强烈天气灾害每年造成上千

亿元的损失
,

但到 目前为止
,

对于我国中尺度强烈天

气系统的结构和概念模型
,

我们就是拿不 出自己的

认识
,

国外的探测飞机不能来观测
,

而国内又 一直缺

乏这种能力
。

也许同样用其 中的一部分经费
,

也能

建设和更新许多大气科学研究急需的
、

重要的大型

观测仪器设备
,

这些正是大气科学研究中目前急缺

的
,

大气环境
、

大气探测
、

大气物理等重要研究领域

近年来进展不很明显直接与缺乏这些重要的研究设

施和基础条件有关
。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

总之
,

和 N S F 比较
,

N S (F 二尽管没有专 门的支撑

系统经费板块
,

但多年来
,

我们实际用于资助设备
、

资料和计算的实际 费用
,

也就是说相当于部分支撑

系统功能建设的资助经费占相当大的部分
。

而这笔

相当可观的资源是不太能明显看到的
,

也是无法让

更多的科学家分享的
。

书实上
,

目前包括大气科学在 内的许多学科领

域的创新性研究都强烈地依赖于大型计算设备
、

先

进的观测设备和大量软硬件条件的支持
,

而这些又

都是一个科学基金面上和重点项 目所难以达到的
。

一些较小的单位
,

正是 由于科研支撑条件
,

如资源
、

设备
、

资料
、

信息等的限制
,

即使有好的科学思想和

优秀的研究者
,

也 只能去做一些不过分依赖于上述

软硬件条件的研究工作
,

要得到国家科学基金项 目

的资助就很难
。

由于资源
、

资料
、

信息的作用是如此

的突出
,

单位之间
、

部门之间只能设法保持资源上的

优势
,

势必造成资源配置的重复建设和 不合理
。

资

源的不合理配置
,

既是资源本身的浪费
,

又导致广大

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和才智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
。

4 一些思考

美国联邦政府认为
,

由政府资助的科学设备
、

资

料
、

数据
,

都是宝贵的 国家资产
。

美 国公 民的意识

中
,

强烈地认为纳税人不应该为相同的资源建设付

两次费用
,

如以科学资料的费用为例
,

一次为生产信

息
,

一次为获取信息是不合理的
。

因此
,

美国公民对

联邦政府资助的科学数据
、

信息等有强烈的共享要

求
。

最终导致 以市场经济为标志的美国联邦政府在

资源
、

数据
、

信息等在内的国有资产管理上
,

采用与

市场经济不同的
“

完全开放与共享
”

的国家政策闭
。

如前所述
,

以 N S F 为例
,

就有专 门的科学研究

中心和资助研究设备 的费用
。

由 N S F 资助的国家

科学中心或通过其他途径资助建设的先进的科学设

备
、

信 息和资料 中心
,

保证 在全 美范 围内
,

凡获得

N S I宁项 目资助的科学家
,

每年均可 以 自由申请科学

设备和仪器的使用
。

如地球科学部大气科学处厂下

属有专门的低层和高层大气观测和设备组
,

仪器和

设备由专业技术人员负责管理
、

标定
、

维护和更新
。

这样一方面大大节约资源
,

另一方面
,

大大提高仪器

的集成使用和对大型科学试验的支持 ; 更重要的是
,

可以供全国任何有好的科学思想而得到基金委资助

的优秀科学家使用
。

资料的使用也一样
,

社会共享

程度同样很高
。

我 们不乏好的科学思想
,

也不乏聪 明睿智的科

技人才
,

在继续注重对创新思想和人才培养的同时
,

给任何有创新思想的科学家提供好的研究支持条件

就显得尤其重要
。

科学成果产出的必要条件是
“

人

+ 思想 + 工具
” ,

如果不在研究设备 (支撑条件 )这个

科学研究活动的重要 一环上 下工夫
,

原创性研究成

果的获得无疑是困难的
。

作为资助国家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主要

部门之一
,

N S] 戎 {能不能争取在 目前
“

项 目
”

和
“

人才
”

两大板块的基础上
,

再增设
“

科研支撑条件建设
”

板

块
,

建立科学设备和资料中心
,

为基础研究提供切实

的创新环境 ; 另一方面
,

也可对 目前基金现有资助项

目经费中的相应部分进行调整和新的管理
。

先进的

科研支撑条件的建设必将进一步推动我国基础研究

的发展和创新成果的更多涌现
。

在信息
、

资料和成果的共享方面
,

建议成立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的资料 中心
,

根据科学领

域或其他科学的分类法
,

下设分布式资料管理和服

务中心
,

主要负责
:

科学信息和资料的收集
、

整理
、

质

量控制和对 比分析
; 基金研究成果的管理

、

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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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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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归档和持续利 用
;
各科学领域国际战略和发展的

基础数据和资料调研 ; 以及 以不高于生产成本的价

格向全国的科学家( 第一步首先向受科学基金资助

的科学家) 提供共享服务
。

优化科学基金的使用效

率
。

此外
,

在充分了解 国际现有基础研 究和应用基

础研究评价体系的基础上
,

取其合理
、

去其不合理
,

制定我国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成果的评价标准

和评价体 系
; 分析

、

评价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的成果
、

绩效和科学基金对国家的贡献 ; 为国家制定有利于

源头创新的政策提供科学
、

可靠
、

可行
、

有力的支持 ;

对委内外评议 (审 )专家的评议 (审 )活动和质量进行

评估等
。

引导我国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评价体

系和评价标准的制定
。

前任副总理李岚清明确指 出
,

在科学研究的评

价体系上
,

完全可以 借助 国际 已被多年 实践检验的

成功模式
。

推而广之
,

在项 目资助模式
,

资源配置和

资料
、

成果共享的机制等影响科学研 究活动的一些

主要环节
,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更深
、

更广地学习和借

鉴一些发达 国家新的
、

成功的经验
,

为我国基础研究

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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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学校通过教学和教育工作来培养高层次的

人才是其根本任务
,

教学工作始终是高等学校的中

心工作之一
。

本 科教 育作为高等教 育的主体和基

础
,

抓好本科教学是提高整个高等教育质量的重点

和关键
。

没有高质量的本科教学
,

就不可能有高质

量的研究生来源
,

也不可能有高质量的科研 队伍和

高校教师队伍的源头补充
。

自然科学基金与本科教学 之间存在必然的联

系
,

即没有高质量本科教学作后盾
,

自然科学基金所

支持的基础研究队伍以及所产生的成果不可能有持

续的高水平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以下简称

自然科学基金委 )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点
,

采取了很

多措施
,

对基础研 究人才 队伍的培 养给予 了越来越

多的关注
,

如设立青年 基金
、

国家杰 出青年科学基

金
,

资助创新研究群体等
,

还设立专项建立基础科学

人才培养基地
,

直接支持本科教学
,

已逐渐形成 了项

目与人才两大板块构 成的资助体 系
。

但是总的来

说
,

在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方面
,

自然科学基金注意

比较多的或者说重心还是在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研究

生的培养
,

而对本科生培养的关注从力度上讲还有

本文于 2 002 年 11 月 22 日收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