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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研究计划
“

光电信息功能材料
”

的管理特色

高瑞平 马 劲 金祖亮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工程与材料科学部
,

北京 10 0 0 85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 以下简称自然科学

基金委 )根据 国家基础科学发展需求
,

在
“

十五
”

期间

实施了试点研究计划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

计划
” ,

目的是希望能够集成不同学科背景
、

不同学

术思想和不同层次的项 目
,

形成具有统一 目标的项

目群
,

给予相对长期的资助
,

以提高我国基础研究在

具有重要科学意义的研究方向上的 自主创新能力
。

“

光电信息功能材料
”

重大研究计划项 目作为第

一批试点研究领域于 2 0 01 年开始启动
,

迄今 已有两

年
,

共资助项 目 69 项
,

其 中面上项 目 54 项
,

重点项

目 15 项
,

分布在数理科学部
、

化学科学部
、

工程与材

料科学部
、

信息科学部的共 10 个科学处内
。

为了了

解该项试点重大研究计划实施情况
,

了解研究计划

资助模式在
“

促进学科交叉
、

学术争鸣和激励创新
”

及
“

研究集成
、

升华
”

等预期 目标方面发挥的作用
, 一

了

解该项研 究计划在实施管理中的经验和存 在的问

题
,

以及在今后的工作中需要改进
、

完善和进一步采

取的措施
,

学术指导专家组和学科联合工作组于 n

月 5一 8 日在杭州组织了 20 02 年
“

光电信息功能材

料
”

重大研究计划学术研讨会
,

(也是 自然科学基金

委试点研究计划中第一个重大计划的学术交流会 )
,

对光 电信息功能材料重大研究计划实施两年来的情

况进行
一

了调研
。

1 “

光电信息功能材料
”

重大研究计划实施

效果评价

1
.

1 在重大研究计划 的管理 中注意发挥学 术指导

专家组的顶层设计作用

重大研究计划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学术指导专

家组对整个重大研究计划的总体 目标和发展方向进

行把关
。

因此
,

在
“

光电信息功能材料
”

重大研 究计

划的评审
、

管理过程中
,

我们特别注重发挥学术指导

专家组的顶层设计作用
,

在每一次评审会后
,

学术指

导专家组都召开专门的会议
,

根据申请和资助情况

以及评审过程中出现的学术上的亮点和问题
,

对重

大研究计划的运行情况进行 了适时总结
,

对下一年

的申请指南进行相应的修改
,

对重大研究计划实施

了动态管理
。

1
.

2 营造宽松的学术交流环境
,

构建有力的学科交

叉支撑平台

强调多学科交叉
、

促进思想碰撞与学术争鸣
、

构

建有力的支撑平台
、

在不同研 究领域的专家之间开

展学术思想交叉和碰撞
,

从 而产生新的学科增长点

是重大研究计划的立项宗旨
。

因此
,

面对新的形势

与要求
,

学术指导专家组
、

学科联合工作组积极尝试

和探索与之相适应的运作管理模式
,

在 2 0 02 年
“

光

电信息功能材料
”

重大研究计划学术研讨会上
,

首先

将会议定位 在促进
“

学科交 叉
、

学术争 鸣和激励创

新
”

的作用上
,

明确要求
:

项 目负责人在报告和讨论

中着重介绍研究工作中的创新
、

闪光之处 ;介绍新的

想法
、

新的设想和新的建议 ;不需要就基金项 目进展

作常规的汇报
,

这就突破 了原来常规的基 金项 目年

度检查的框框 ;除重大计划的项 目负责人之外
,

还邀

请国内著名学者及美
、

瑞典
、

德
、

日等海外专家做大

会学术交流报告
。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这种研讨会的

形式
,

是 自然科学基金委组织的工作会议形式上的

一个创新
,

达到了预期 的研讨
、

交流和共同提高的目

标
。

这种形式创造了宽松的学术交流环境
,

淡化了
“

审
”

与
“

被审
”

以及
“

专家
”

与
“

报告人
”

之间的界面
,

给大家创造了一个学术交流 的平台
,

有利于不同学

科
、

不同领域专家之 间的交叉
、

碰撞
,

从而产生新 的

学科增长点
。

同时
,

与一些国际知名的专家学者进

行学科前沿交流
,

也有利于项 目的进展及开展 国际

合作与交流
。

1
.

3 通过重大研究计划项 目的支持
,

形成 了一些闪

光点
,

明确了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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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认为
, “

光 电信息功能材料
”

重大研究计划

项目基本上完成 了第一年指南的设想
,

国内在该领

域的研究工作十分活跃
,

与 10 年前相 比
,

有了长足

的进步
,

一些研究工作已超过国外
,

达到 了国际领先

水平
。

正是通过在专家指导小组的指导下
,

通过 多

学科交叉的管理 以及项 目群之间的交流
,

使得重大

研究计划的研究在短时间内
,

已有一些亮点出现
,

例

如磁电子材料
、

有机 /无机复合材料等等
,

明确了未

来研究的发展方向
。

2 问题与建议

2
.

1 在重大研究计划的评审与管理中引人滚动
、

整

合机制
,

鼓励原始创新

作为重大研 究计划的项 目支持
,

要有一个长期

计划
,

要有 5一 10 年的长远打算
,

以保证 可持续发

展
。

同时
,

为 了保证重大研究计划与其他基金项 目

的衔接与集成
,

建议项 目的遴选应以基金的面上项

目为基础
,

在一段时间的研究后
,

根据结果
,

经过专

家组评审升华出重大研究计划的重点项 目
,

鼓励真

正的原始创新项 目
。

项 目在研期间
,

要提倡互相交

叉
,

可以合作提出新的项 目
,

即两个或多个面上项目

组合成一个重点项 目
,

形成 1 + 1 > 2 的新项 目
。

同

时
,

项 目负责人不能被现有的项 目所束缚
,

要关注国

际最前沿的动态
,

根据学科的发展有所创新
。

在项

目的中间管理过程中
,

建议引入滚动和整合机制
,

对

好的方向和项目给予较长期的支持
,

以便能够升华

到更高的水平
。

整个计划在经过了一个阶段的研究

后
,

应该就某一个方向进行深层次的研究
,

发现几个

闪光点
,

而不应该只做泛泛的面上研究 ;应突出主要

研究目标
,

真正作到
“

有所为
,

有所不为
” 。

同时
,

基

础研究要参与国际竞争
,

要与国际接轨
,

建立国际专

家人才库
,

经常听取来 自国外学者的意见
。

重大研究计 划的管理应做一些方向性的引导
,

建立一个退 出机制
,

提高门槛
,

建立人才库
,

引入国

外专家评审机制
。

2
.

2 通过项 目间的成果与学术交流
,

加强研究的集

成与升华

重大研究计划的学科交叉平 台的作用有余
,

但

研究的集成与升华不足
,

应该在经过一段时间的项

目群的研究后
,

通过交流
、

研讨
,

找到一些需要重点

研究的关键科学 问题
,

发现新的闪光点进行深层次

的研究
,

作到既有学科面上的广泛交叉
,

又有学科重

点的深层次研究
。

同时
,

以重大研究计划为载体
,

通

过适当的交流方式与途径将有利于项 目间的学 习与

交流 (如研讨会
、

网上交流等等 )
。

2
.

3 继续加大对重大研究计划的投人
,

保证其可持

续发展

专家们普遍认为应该加大重大研究计划的资助

强度
,

需要适当加大经费支持
,

以改变目前存在的重

大研究计划的面上项 目强度过低的现状
。

目前
,

针

对
“

光电信息功能材料
”

重大研究计划而言
,

两年 已

投入 3 0 00 多万元
,

而后续经费严重不足
,

经费紧张

已成为制约重大研究计划持续 稳定发展的 一 个因

素
。

总之
,

重大研究计划作为一种新的资助模式
,

对

于促进交叉
、

激励创新
、

研究集成等方面能够发挥作

用
。

希望在 6一 8 年的研究中
,

形成具有持续创新能

力的学科群
,

其任务艰 巨
。

重大研究计划也是 一个

复杂多元体系
,

是一个摸索经验的过程
,

组织实施的

把握得当对研究计划资助模式的成功与否起着重要

作用
。

运作的有效性取决于顶层设计
、

项 目研究
、

专

家学术管理和基金资助管理各个方面的协 同效应
,

后续实施每个环节还都需要不断探索
、

创新
。

因此
,

需要学术指导专家组
、

学科联合工作组 以及重大研

究计划的各个项 目负责人加强探索意识
,

认真思考

后续的操作
、

推动 项 目群研 究的集成升华等问题
。

同时
,

如何避免项 目分散
、

拼盘
,

如何避免与国家其

他重大研究项 目间的重复与衔接等等
,

也是大 家所

关注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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