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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寻求法律的保障
,

通过规范的法律程序
,

对已有

法案进行修订或补充
。

我国正在建立社会主义法制国家
,

依法行政是

政府行政管理改革的重要方向
,

近期颁布的《行政许

可法》就是一个重要举措
。

随着我国政治经济体制

改革的进一步深人
,

政府机构的成立
、

组成
、

职能
、

运

行方式等
,

也将逐步通过法律的方式予 以确立和保

障
,

政府机构也将学会运用法律手段推动 自身的发

展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是我国政府支持国家

基础科学发展的重要机构
,

在自成立以来近 20 年时

间里
,

在项 目资助方面发展了一整套与国际
“

接轨
”

的
、

以同行评议制为核心的运行机制
,

得到了科学界

的广泛认可与赞誉
,

这一 良好的制度和机制应该得

到来自法律的支持和保障 ;与此同时
,

与国外同类机

构 (如美国的 NSF 和澳大利亚的 A R )C 的职能和作

用相比
,

与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经济和科技发

展的需求相比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还有很大

的发展空间
,

通过法律手段谋求进一步发展
,

也将是

自然科学基金会可以采取的重要方式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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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术振兴会促进知识创新与技术创新

结合的机制和对策

杨 舰 节艳丽

(清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中心
,

北京 1(众 )84 )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
,

随着急速成长的 日本经

济的急刹车 (即所谓
“

泡沫经济的破灭
”

)
,

日本社会

的发展进人了一个漫长的所谓
“

平成不况
”

的经济不

景气时期
。

为了打破这种发展中的沉闷并在开拓未

来中承担起一个经济大国的责任
,

日本举国上下形

成 了一个强烈的共识
,

就是必须走
“

科学技术立国
”

之路
,

199 5 年 日本国会通过 了《科学技术基本法 》
。

在这构筑面向新时期的国家创新系统之 际
,

日本政

府反思以往的经验教训
,

痛下决心要强化基础研究
。

值得强调的是
,

这里所说的基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

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基于学者个人兴趣的所谓纯粹的

学术探索
,

在走向知识经济的新时代
,

它又被赋予了

作为
“

人类一切财富的源泉
”

和
“

谋求人类与自然相

互和谐的重要手段
”

等新的含义
。

本文属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软课题

本文于 2以 )3年 7 月 31 日收到
.

DOI : 10. 16262 /j . cnki . 1000 -8217. 2003. 06. 017



第 6期 杨 舰等
:

日本学术振兴会促进知识创新与技术创新结合的机制和对策 3 7 1

日本学术振兴会 (Jp n a ao Si ce tyo f rh te

阮 om t
i o n

o fc Sei c ne,

简称 SJ SP )
,

是 日本支持基础研究的最大

的基金组织
。

如图 l[
`〕所示

,

在《科学技术基本法》

公布以后
,

随着日本政府基础研究投人力度的加大
,

日本学术振兴会的经费幅度也出现了显著的上升
。

本文中讨论的该会近年推出的 3 项重要举措— 设

置
“

开拓未来型的学术研究基金
”

和
“

运用配套资金

方式推进产学协作
”

以及本文没有讨论的旨在
“

推进

风险事业和支援中小企业的共同研究基金
”

— 展

现了该会的基金事业近年来不断发展和扩充的结

果
,

这些重要举措共同的新颖之处在于
,

展示了面向

新世纪的日本科学基金在促进知识创新与技术创新

结合方面所出现的新机制和新对策
。

作为日本政府

提供经费预算的特殊法人
,

日本学术振兴会面 向新

时期推出的上述举措对日本的基础研究来说无疑有

着强烈的导向意义
。

而本文的目的则在于从邻国的

经验中去寻找其对我国基金事业的启示和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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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日本学术振兴会历年经费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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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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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设置
“
开拓未来型的学术研究基金

”
z[]

“

开拓未来型的学术研究基金
”

是日本学术振兴

会为直接推动基础研究在振兴 日本经济中的作用
,

运用从政府获得的专项拨款
,

从 19 % 年开始设立的

一项新的资助
。

其具体做法是
,

向大学和政府研究

机构的研究人员公开征集那些有可能成为未来产业

技术基础的独创性的基础研究方案
,

并对入选者及

其研究提供强有力的资助
。

各个项 目的实施期一般

为 5 年
,

研究经费为每年 5 (XX) 万日元到 3亿 日元不

等 (平均每年 1亿 日元 )
。 “

开拓未来型的学术研究

基金
”

侧重于支持那些
: ( l) 面向 21 世纪

,

对 日本社

会经济发展和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着重要影响的

基础创新工作 ; ( 2) 以大学中的研究人员为核心
,

根

据社会需求展开的产学合作研究 ; ( 3) 吸收博士后等

研究新手参加
,

并对他们的成长有益 的研究工作 ;

( 4 )具有国际视野并强调国际合作的研究
。

为了保障
“

开拓未来型的学术研究基金
”

的正常

运行
,

真正实现此项基金设立的目的
,

日本学术振兴

会还建立了
“

开拓未来型 的学术研究基金事业委员

会
”

(简称
“

事业委员会
”

)仁
” 〕

。

该委员会由国内各学

科领头人构成
,

并在学术振兴会产学协作研究委员

会等其他机构的积极配合下
,

从学术整体的角度出

发
,

确定应优先推进和优先发展的研究领域
。

对应

于每个分支领域的
“

研究推进委员会
” ,

则负责确定

本领域的发展规划和 资助方针
。

此外
,

在微观实施

上
,

事业委员会下设有
“

研究评审委员会
” ,

负责组织

实施对各个研究项 目的评审
,

包括在项 目启动后两

年实施中期评审
,

以决定项 目能否继续进行
,

及内容

和方法是否需要变更等
,

并在 5 年期满时实施最终

评审
。

综上所述
, “

开拓未来型的学术研究基金
”

具有

以下的特点
:
首先

,

同普通的基础研究项 目相 比
,

其

支持力度之大在以往实属罕见 ;其次
,

与以往强调纯

科学性的基础研究项 目不同
,

该基金特别强调研究

工作的潜在应用价值
,

即站在政府的立场
,

在投人这

笔基础建设资金的同时
,

要求这些
“

基础性
”

的研究

必须是
“

那些有可能成为未来产业技术基础的
”

开创

性工作 ;第三
,

同以往学术振兴会单纯听从学术界的

意见而为促进基础研究发展提供的资助不同
,

该基

金采取公开招募的形式
,

并且与国家需要相结合提

出了指向明确的战略目标 ;第四
,

同以往只是追求各

自研究领域发展 的评价观点不同
,

该基金注重从学

术整体的角度出发
,

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对学术研

究进行分析
,

让学术研究满足国民的期待
。

其中第

三和第四个特征
,

标志着学术振兴会通过 自身所设

立的竞争性资金 以及相应的 申请评估及中期
、

后期

评价等机制
,

在为学术界提供资助机会的同时
,

开始

适当地引导学术界的 目标指 向和评价标准
,

力 图有

助于改变学者们以往认为基础研究就是以好奇心为

驱动
、

由学者们进行自由探索的固有的传统观念
。

2 “
运用配套资金方式推进产学协作

”

日本学术振兴会在推进产学协作方面有着 良好

的传统
。

在创建的第二年 ( 19 33 年 )
,

学术振兴会便

按照不同的专题
,

设立 了
“

产学协作研究委员会
” 。

该会通过研讨会和出版物等形式
,

促进学术界和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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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界的相互 了解和交流
。

0 2世纪 0 8年代
,

随着社

会
_

h产学合作呼声的日益提高
,

19 82 年日本学术振

兴会扩大了原有的
“

产学协作研究委员会
”

的规模
,

并为促进产学协作在战略上更有组织
、

有计划地展

开
,

在原有的各委员会之上又成立了
“

综合研究联络

会议
” 。

尽管如此
,

严格说来
,

学术振兴会此时在产

学协作中所起的还仅仅是一种沟通信息的作用
,

即

把学术界的研究进展情况及时向产业界公布
。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
,

人们愈来愈深切地认识

到
,

日本基础研究的薄弱一方面是由于政府投人不

足所导致的结果 ;另一方面也同二战以后形成的追

赶型发展模式所导致的大学中的基础研究与企业发

展需求相互隔绝有很大的关系闭
。

《科学技术基本

法》颁布以后
,

吸收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硅谷企业与

本地区大学协作的经验
,

日本大学与企业间的关系

开始从以往单纯的人才供求进人到在研究中也追求

实质性的合作
。

正是在这种背景条件下
,

日本学术

振兴会从 19 99 年开始与通产省下属的
“

新能源与产

业技术综合开发机构
”

( NE DO )联合实施
“

运用配套

资金方式推进产学协作
”

计划
,

该计划为大学与企业

的实质性合作研究提供资金
,

意在促使大学中那些

拥有较高实用可能性的研究成果迅速转化为企业未

来发展中新的生长点
。

从学术振兴会方面说来
,

该

计划还将帮助大学加强与企业的联 系
,

进而使大学

从企业那里获得更多资金
、

技术与设备上的支持
,

推

动自身的基础研究工作
。

因此该计划的根本意义在

于它促进了日本国家创新系统中知识创新与技术创

新的结合
。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
,

日本学术振兴会特别强调

以下两个方面
:
一是这种合作需是双向的

,

即在合作

中大学和企业都应发挥实质性的作用 ;二是研究成

果须有转化为产品的可能
。

关于前者
,

学术振兴会

要求申请资助的大学研究人员
,

要与企业组成合作

研究组织
,

申请得 到批准后 则要在学术振兴会和

NE Do 的共同管理下与企业缔结合作研究契约
,

使

合作规范化和法制化
。

关于后者
,

学术振兴会强调

以大学的研究为基础
,

通过大学与企业的合作
,

使之

有效地整合起来
,

并走向实用化或产品化的 目标
。

为此
,

学术振兴会在研究的技术评价方面
,

着重考察

申请项 目的大学和企业是否具有一定程度的研究基

础
、

研究水平和相应的研究成果
,

是否具备有效实施

项 目的研究管理能力
、

研究体制
、

研究设备等 ;在实

用化评价方面
,

则注重考察项目的新颖性
、

独创性和

革新性
,

尤其是其所构建的新技术体系在未来经济

和社会发展中的价值和意义
。

3 结 语

199 5 年《科学技术基本法》颁布以后
,

日本学术

振兴会适应新的时代背景和国家的需要
,

力图从更

为广泛的角度来全方位地推动 日本基础研究的发

展
。

本文所着重介绍的
“

开拓未来型的学术研究基

金
”

和
“

运用配套资金方式推进产学协作
”

研究开发

基金等近期推出的新举措
,

从不同方面展示了 日本

学术振兴会在促使基础研究 向应用 的转化
,

亦即知

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相结合方面也逐渐发挥着重要 的

作用
。

事实上
,

促进基础研究向应用转化并在此基础

上形成知识创新与技术创新的互动关系
,

无论是对

基础研究本身
,

还是对基础研究在国家创新 系统中

更有效地发挥 自己的职能说来
,

都是十分必要 的
。

放眼世界
,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也正在把推动产学

合作作为它的主要任务之一
,

正在尝试突破传统的

基础研究的含义
,

遵循
“

战略性研究
”

和
“

由应用引起

的基础研究
”

等新的基本理念 〔’ 」
,

大力促进知识创新

与技术创新的结合
。

同样
,

英国
、

德国等发达国家也

在做出类似的努力
。

这一国际性的动向和趋势
,

无

疑值得我国科学基金在组织和发展自身的事业时进

行借鉴
。

参 考 文 献

皿 ] h ttP
:

// ~
.

sjn
s

.

即
.

j叫
一

ou iil en / ou iil n e
.

h ltn
.

脸〕 h ttP
:

刀~
.

sjn
s

.

go
.

j两州 11/~
n

.

h ltn
.

「3」htt p :

刀~
.

jsP s
.

即
.

jp j/
一

币 f /笋 yo/ 卿 y* ik kho
一

i
.

h回
.

仁4」山崎正胜
.

日本的科学技术政策的特征
.

科学学研究
,

2以)2
,

( 8 )
.

「5」[美」D E 司托克斯
.

基础科学与技术创新—
巴斯德象限

.

北

京
:

科学出版社
,

l燮刃
.

T H E RO L E P L A Y E D B Y sJ P S NI P R O M O旧爪心 T H E T R AN S F O R M A[ n 0 N P RO C ES S

O F T H E B A S IC S C IE N I 廿 I C RI 路 E A R C H A G 田E[ V E M E[ NT T O A P P L IC A n O N

Y an g J ian J i e Y an li

及刀衣丫
of

l

负饭七侧℃ ,

儿〔汤朋人吸 ) 口刀d 及月龙c t y
,

sT i矛倒
乙ua InJ 衣吧儿沁

,

Be 挤gn lX( 刃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