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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对于重大研究计划的

设立
,

提出 r 一些基本原则与要求
:

( 1) 重大研究计划应着眼于基础研究的长期性
、

前瞻性和先导作用
,

促进学术思想碰撞和学科交叉
,

着重推动科技源头创新研究
;

( 2 )适应基础研究的规律和特点
,

针对核心科学

问题
,

整合与集成不同学科背景
、

不同学术思路和不

同层次的项 目
,

形成具有统一 目标的项 目群
,

实施

相对长期 (6 一 8 年 )的支持
,

以促进学科交叉和学术

争鸣
,

鼓励创新 ;

( 3) 研究计划与其他重大科技计划过程链条和

互补关系
,

注意与
“

9 73
”

项 目的配合
。

“

网络与信息安全
”

重大研究计划于 2 0 00 年第

四季度启动
,

成立专家 小组拟定研究计 划的框架与

主要内容
,

并于 2 0 01 年初通过扩大的专家会议与委

务会的评审
。

于 2 0 01 年正式开始实施
,

至今已近两

年
。

我们对此重大项 目有一些基本思考
,

汇报如下
。

1 网络与信息安全重大研究计划的意义和

内涵

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和国防建设战略
,

是国家综

合国力竞争和生存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

网络和信

息安全的重大突破将对我国进入世界强国行列起着

关键的作用
、

尤其对未来十年我国的经济竟争力和

国防能力的增强
、

人民生活水平以及整个综合国力

的提高有着 十分重要的意义
。

网络技术的发展也将会大大拉动相关学科的发

展
。

当前
,

网络 向宽带化
、

综合化
、

数字化
、

智能化方

向发展
。

未来的网络本身应更具主动性
、

可扩展性
、

安全性和
一

可管理性
,

并能灵活的提供智能的
、

个性化

的服务
。

这就对传统信 息网络理论 提出重大的挑

战
,

需要解决其中的重大科学问题
。

具体地讲匕下一

代互联网络的体系结构应更具扩展性并支持服务质

量保证 ; 光网应向全光网络发展
,

无线接入和传输 向

更灵活
、

更智能和更大带宽发展
; 如何在各种基础 网

络上快速灵活的开发新的应用和 系统化的 网络管

理 ;如何采用更有效 的技术确保信息基础设施和信

息本身的安全等
。

为此
,

我们建议
, “

网络与信息安全
”

重大研究计

划包括以下四个领域
:

互联网
,

物理承载网包括光网

与无线接入网
,

网络应用与管理及网络安全
。

各个

领域的研究内容概述如下
:

( 1) 互联网领域
:

研究网络行为学理论
,

提出下

一代互联网的体系结构模型及其管理控制的机制和

方法
,

研究成果能够用于明显改 善和提高 N S I毛
飞e t

和 C E RN I孤
、

等科学实验网的网络效 率和性能 取得

一些国际标准 (如 n弓作 R风 { 或 r l l J T 标准 )
、

国际 专

利和发表高水平的学术论文
。

( 2) 物理承载网络领域
:

研 究出仆 / S 系统级的
、

宽带无阻塞
、

智能化的新型光节点方案
,

探索出能实

现 ( 1勺 》 匹节点功能的 iS 基新型光子器件和集成化

的途径
,

并在 N S FC ll e t 或 G U网 别E l
、

等示范网上得

到验证
。

建立新型的无线接人 网理论
; 寻找突破现

有传输理论与技术的高速 无线传输理论 与关键技

术
,

以缓解其在未来高速信息网中的瓶颈效应
,

研究

以 IP 为核 心的无线数据 网络的关键理论 与技术
。

提出相关的国家或国际标准化建议
,

完成一个能充

分显示相关研究成果的软硬件平台—
“

高速无线

接入传输示范系统
” 。

( 3) 网络管理和应用领域
:

突破与异构网络应用

及中间件相关的理论问题
,

大大缩短新的网络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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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开发周期
,

并显著提高网络中间件的性能
、

可扩展

性和可靠性
,

在突破理论问题的基础上
,

开发 网络中

间件和应用原型并在 N S FC
n e t 及其他网络上运行并

提供服务
。

形成新一代网络的网络管理理论基础
,

为构造完整的网络管理理论体系完成基础研究工作

和完成大型科学实验 装置—
“

中国网络管理理论

实验平台
”

的研制
,

同时形成 n U
~

T 标准 ; 研究和解

决智能信息服务及电子商务中的基础理论和关键技

术问题
。

( 4) 信息与网络安 全领域
:

突破现有 系统 在规

模
、

技术和性能方面的缺陷
,

有效地解决网上信息传

播中对信号参数和数据完整性 的判断与检测 的问

题
,

同时提出具有高强度的对抗能 力的密码分析理

论和模型
、

加密算法与分析模型
、

对攻击 目标进行干

扰的新理论和新方法等
,

设计具有各种功能的安 全

协议
,

针对不同部门和环境提供可实际使用的安 全

协议软件环境
,

增强网络基础设施 对入侵行为的预

警
、

检测
、

响应及恢复能力
。

总之
,

本计
一

划 旨在建立信息网络与安全的科学

理论
,

解决一些重大科学问题和突破关键基础技术
。

力图在科学理论和实验的源头创新
,

并提 出一批国

际标准和国际专利以及研究出一些具有应用前景的

创新成果
,

形成我国自主的知识产权
,

以提高我国在

网络与信息安全研究领域的整体创新能力和国际竞

争力
。

研究计划 (
“
9 73

”

计划 )
,

国家高科技发展计划 (
“
8 63

”

计划 )
,

重大攻关计划
,

以 及其他各种专项计划
。

我

们认为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重大研究计划

与其他科技计划的关 系应如图 1 所示
。

在各类科技

计划中
,

基金项 目应起先导
、

创新作用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重大研究计划应在

某一特定领 域 内作 出多项
、

群体性创新
,

为国家的
“

标准战略
,

专利战略
”

做出贡献
,

为延伸至
“
9 73

”

计

划
“
8 63

”

计 划
,

攻关计划及其他计划奠定坚实的基

石出
。

9 73

计划

基金 `
重大研究计划

国家攻关

一一~ 飞
其他项 。

图 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与其他科技计划的关 系

多址码的特性 l一 f专统 C DM少、

2 重大研究计划的战略 目标与定位

近年来
,

世界范围的信息产业出现了新的情况
,

信息产业出现 了大规模全面的滑坡
,

网络泡沫的破

灭
,

大量
.

以州 公司的破产
,

出现 r 前所未有的不景

气
。

受世界形势的影响以及我国通信运营业的大规

模分 化重组
,

我国信息产业的增长势头与盈利都有

所下降
。

我国电子信息企业普遍存在技术创新能力弱
、

经营规模小
、

效益低和高层次人才缺乏等问题 ; 产品

的核心部件
、

核心技术产品大量依赖进 口
,

缺乏高技

术
、

高附加值和 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
。

为解决上述这些问题
,

国家提出了
“

标准战略
,

专利战略
,

人才战略
”

的科技发展战略
。

在此科技战

略的贯彻实施中
,

我国基础研 究与应用基础研究的

发展应该发挥重要的作用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的
“

重大研究计划
”

应该在其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

我国目前有不少科技计划
,

如国家 自然科学基

金委员会的 各类 自然科学基金计划
,

国家重大基础

图 2 传统 口 》 压、 的码间干扰

3 创新举例

比较理想的创新性项 目应具备原创性
,

能为我

国的
“

标准战略
,

专利战略
”

做出贡献
,

并具备产业前

景
。

现举一信息领域的例子
,

北京 邮电大学李 道本

教授在承担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 目时发明了一

种移动通信码分 多址 ( J 如扒 )的新 的编 码方 法
,

这

种编码方法的最大特点在于对于原有 。 》几入编码方

式所存在的各类干扰 (图 2)
,

极大地得到减少并存

在一个无干扰区间 l p 刃 (图 3 )
。

基于此原理提 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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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址码的特性 2A LS
一

C D M八

开其专利控制
,

而且具备更为优越的性能
。

目前其

产业化进程正在进行之中
。

。

自相关函数
:

·

互相关函数
:

呱浮 哦窗 卜 wIF 刊
图 3 新型码的码间干扰

第三代移动通信的新标准 !户昌
~

Q 如叭 已成为相关国

际标准化组织的备选方案
。

该项新编码方案也已申

请取得中国和美国专利
。

重要的是
,

所有现有的第

三代移动通信系统几乎都受控于美国高通公司的专

利
,

而唯独 I
筋

~

( I 加叭 系统能独辟蹊径
,

不但能避

4 结束语

“

网络与信息安全
”

重大研究计划虽然尚处 于起

步阶段
,

我们希望通过共同努力
,

能够在该计划资助

下提出相关的新理论
、

新体 系结构
、

新方法
、

新技术

等的群体源头创新内容
。

发表一批有分量的论文
,

在国际上有一席之地
。

能够提出一批国际标准及专

利
,

并研究出具有应用前景的创新成果
,

形成我国的

自主知识产权
,

并为延伸至其他研究计划奠定基础
。

我们也充分认识到创新成果具有不确定性与不

可预见性
。

越是创新性强的
,

特别是基础领域 的创

新更是如此
。

因此
,

我们应注意不要急于求成
,

给科

学工作者一个宽松的环境
,

让他们充分发挥主动性

与创造性
,

同时要加强调查研究
,

为他们做好服务工

作
,

为共同使
“

网络与信息安 全
”

重大研究计划取得

好的成果而努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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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杂志发表长篇综述文章全面评价我国热河生物群研究

2() 03 年 2 月 20 日出版的英国 <自然》杂志发表

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周忠和研

究员与英国学者保罗
·

巴雷特 ( aP ul B a rr e t t ) 和杰森
·

希尔顿 ( Ja 、 iH lton )合写的一篇长篇综述
,

首次 系

统评述 r 我国热河生物群研究近几年所取得的主要

成果
,

并阐述 了他们在鸟类的起源
、

羽毛和鸟类飞行

的起源
、

被子植物的起源
、

热河生物群的演化规律
,

以及它们的时代与形成的地质背景等重大理论问题

上的观点
。

他们指出
,

中国东北地 区的热河生物群

保存 厂很多精美的化石
,

它们对于研究古生物学和

进化生物学中的许多有争议的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带毛恐龙和早期 鸟类的发现为鸟类起源于恐

龙的假说提供了进一步
、

无可争议的证据 ;热河生物

群还 为我们全面 了解早白至世陆相生态系统提供了

最好的机会
。

据了解
,

《自然》杂志发表的综述性论文通常是

编辑指定撰稿人
,

反映某个专门研究领域的最新研

究进展 ;它主要集中探讨该领域的一个方面的热点

问题
,

而不是对最新文献资料的简单汇总
。

在过去

的几年
,

<自然》杂志发表 了许多来 自热河生物群的

重要化石发现
,

在 ( 自然》杂志上发表的这一方面的

论文数量超过了其他任何一种国际科学杂志
。

而在

<自然》杂志上发表有关热河生物群的综述文章还是

第一次
。

周忠和研究员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

类研究所热河生物群研究小组的学术带头 人
,

该学

术群体长期得到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并在 20 01

年成为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创新研究群体
。

(摘 自国家 自然科 学基金委 员会 20 0 3 年简报 第 2

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