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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数理科学部物理科学

一处涵盖凝聚态物理
、

光物理
、

原子分子物理和声学
4 个物理子学科

,

学科最大特点之一是发展很快
,

研

究热点不断更新
。

更新的结果
,

使 2X() 2 年的热点也

许变成 2田 3年的非热点
,

2田 2年还在急邃升温的领

域
,

2X() 3 年也许是骤然降温的领域
。

从科学基金项

目的申请
、

评审和执行等情况看
,

热点与非热点明显

不同
,

处在升温阶段与处在降温阶段的热点差别很

大
。

在科学基金项 目管理中
,

如果对所有项 目都简

单套用一个模式
,

采用一个标准
,

很难更有效地支持

一些源头创新的研究
。

因为
,

在针对热点领域与源

头创新性研究的学科调研中
,

许多科研人员认为
:
源

头创新性的研究或者在热点学科发展的最前沿
,

或

者在非热点领域发展的瓶颈处
,

很少 出现在对热点

的追赶途中
。

科研人员希望物理科学一处应该把工

作的重点放在遴选那些创新性强
、

风险性大的基础

物理研究上 ;应该有规划
、

有目标的遴选热点领域中

有特色的研究项目 ;对正在升温的已资助项 目
,

实行

有扶持
、

有淘汰的动态管理 ;应大胆鼓励和支持一些

有基础
、

有能力
、

有条件的科研人员坚持在学科发展

瓶颈的研究 ;应该加大力度支持那些不赶时髦
、

有独

立思维
、

由好奇性驱动的或有重大应用背景的基础

性研究等
。

本文将探讨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办

法指导下
,

怎样将科研人员的意见更好地落实到科

学处的具体工作中
。

1 对我国热点与非热点研究领域的认识

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在物理学科一处涵盖领域

中这些年出现的一些热点
,

以加深对学科热点的认

识
。

比较典型的热点有
: HT C (高温超导体 )

、

复杂

流体
、

超冷原子
、

超短超强激光
,

光镊技术
、

GM R (多

层膜巨磁电阻 )
、

CM R (庞磁电阻 )
、

人工结构材料

( art iif ic al s

utr
c ut o d m a t e ir al s

)
、

光子晶体
、

纳米科学光

子通信
、

量子通讯
、

量子计算
、

M g B Z (硼化镁 )超导

体
、

自旋电子学等等
。

这些热点
,

有的持续时间短
,

有的持续时间长
。

无论持续时间长短
,

其研究成果

都直接推动着高新技术的发展
。

所以
,

在一些发达

国家
,

政府和大公司 (例如
,

BI M 公司 )都曾经或正在

投人大量的人力
、

物力参与竞争
。

还有一些在发达

国家很受重视
,

而国内没热起来的领域
,

例如
,

对极

端条件下 (超低温
、

超高压
、

超高磁场
、

超强激光 )的

物理现象研究
,

利用现代工具 (同步辐射
、

中子散射

等 )对生物分子结构的研究等
,

这类热点是以认识 自

然规律为目的
,

是更基础
、

更前瞻性的科学研究
。

由

于这类研究往往需要大的科学平台
,

需要有相当大

的经费投人
,

所以
,

在我国也只有少数几个研究小

组
,

在充分利用我国现有条件的基础上参加国际合

作
。

总体分析物理科学一处
,

尤其是凝聚态物理
、

光

物理
、

原子分子物理领域历年来遴选出来的资助项

目
,

有许多属于当时的热点
。

而对需要大设备
、

大投

人
,

在我国没有热起来的国际热点领域
,

也通过一些

重点或重大项 目促使有一定条件的单位从事相关的

研究
。

遴选出的项 目
,

对于稳定和支持我国基础物

理研究队伍
,

加快我国相应领域追赶国际发展的步

伐 (尤其在
“

文革
”

之后我国基础研究处在恢复和学

习阶段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是唯一的经费资源 )起到

重要的推动作用
。

这些年在凝聚态物理
、

光物理领

域国际学术刊物上
,

鸣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

论文数量和档次在逐年上升
,

是个很好的证明
。

本文于 2X(] 3 年 11 月 13 日收到

DOI : 10. 16262 /j . cnki . 1000 -8217. 2004. 01. 022



第l 期 张守著
:

从学科特点探索对热点和非热点领域的科学基金项 目遴选

但是
,

正如在学科调研中一些科研人员指出的
,

现在论文不少
,

但创新性强
、

影响大和有 自己特色的

成果并不多
,

能够增加我国 自主知识产权范围的专

利也不多
。

这也是物理科学一处在国家对基础研究

的多渠道
、

高强调投人新的形势之下
,

在科学基金管

理工作中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之一
。

2 热点领域升温与降温
,

热点与非热点在立

项和执行中的差异

热点领域的升
、

降温
,

在基金项 目的申请和评议

中特别明显
。

以物理科学一处受理的各类基金项 目

为例
,

2侧X ) 年与光子晶体有关的申请项目 60 余项
,

2田 1年与纳米与科学
、

纳米材料有关的申请 200 多

项
,

而 2田3 年申请量最大的则是 自旋电子学有 90

余项
。

但 2的3 年的项目申请
,

属于光子晶体的仅有

几项
,

属纳米材料的不超过 20 项 (有一些项 目其实

属于纳米科学
,

但不愿意用
“

纳米
”

一词 )
。

申请项 目大幅度的增多
,

使选择同行评议成了

个大问题
。

因为几乎所有小同行都是申请者
,

在种

种回避之后
,

申请书或者集中在少数几位小同行手

中
,

或者只能请大同行评审
。

其结果
,

小同行的评议

量很大— 几十份甚至上百份
。

一般而言
,

评议专

家是非常认真的
,

可面对这么多要评审的材料
,

无论

如何也难以按自己平时的认真程度评议
。

而大同行

对问题的理解和判断
,

主要依靠 自己的科学知识和

申请书提供的材料
,

由于内容新
,

评议普遍不错
。

而

且
,

就申请者的能力而言
,

既有基础很好
、

思想活跃

的资深专家
,

也有毕业不久
、

科学能力很强的新秀
,

还有一些了解国际学科前沿
、

掌握某些绝活的回国

学子
,

若简单地
”

择优
”

支持
,

实在难以取舍
。

可一旦

降温
,

申请量锐减
,

此时小同行很多
,

同行评议绝大

多数不同意支持
, ”

缺少创新性
,

没有充分认识困难

点
,

技术路线不明确等
”

是最常见的评语
。

所以
,

如

果采取降温前的标准
,

则申请者很难获得资助
。

热

点降温后
,

如果有新热点
,

许多科研人员会转向新的

热点
,

如果没有
,

则回到它原来的研究领域
。

即使一

些已获得支持的研究小组也如此
。

降温后的热点领

域有时变成了极冷领域
。

对非热点领域而言
,

绝大多数评议比较客观
,

但

如果从业者仅有几个单位或者几位科研人员
,

则小

同行评议受非学术因素的影响较大
。

例如
,

有些领

域几年难有 1个项 目获得一致好评 (例如
,

铁电物

理 )
,

而有些领域几乎所有项目年年评得很好
。

还有

些大一点的领域
,

单位
、

部门或门派间竞争激烈
,

同

行评议差别很大
,

如果都按一个标准
,

表面上合理
,

实际上并不很科学
。

就项 目执行情况看
,

热点领域尤其在升温阶段
,

由于概念新
、

内容新
、

方法新
,

所以
,

机遇多
,

从业者

多
,

文章多
,

且发表在影响因子较高的物理杂志上的

多
,

专利也多
,

他人引用也多
,

但影响时间短
。

而非

热点领域
,

学科发展慢
,

从业者少
,

文章发表在影响

因子较高的杂志上也难 (但多数发表在更专业性物

理杂志上 )
。

要获得一个新结果
,

证实一个新概念
,

需要一些研究组苦苦探索几年甚至十几年
,

可一旦

获得突破
,

往往是原创性成果
,

这种成果也许开辟一

个新的研究领域
,

也许使非热点变成热点
。

3 对热点
一

非热点
,

升温
一

降温项目遴选与管

理的探索

考虑到热点
、

非热点领域同行评议统计上的差

别
,

在项目的遴选中
,

应该有所侧重
,

对热点领域
,

重

点审议研究方法的独特性
、

创新性和可行性
,

审查申

请者的研究能力
。

对热点领域所有申请要做总体分

析
,

应以科学问题为主线综合考虑
,

统筹安排
。

内容

相近
、

方法雷同
,

不论申请量多大
、

评议多好
,

遴选的

资助项 目也不易太多
,

若实难取舍
,

可用小额探索项

目资助
。

拟资助项 目间要有互补性
,

并尽可能选择

我国有基础有优势的方向
,

集中力量主攻一两个问

题
,

避免方方面面什么都干
。

为使项目的遴选更具

有科学性
,

在评审专家组中
,

应及时增加熟悉热点领

域的国内外特邀专家
。

对遴选出的项 目
,

建议采取

动态管理
,

优胜劣汰
,

每年调整一次
。

为此
,

最好同

现在的重大研究计划一样
,

成立一个学术指导专家

组来负责项目之间的组织
、

协调
、

交流和评估等
。

这

样
,

我们不仅能避免盲目上马
,

而且还能在不断组织

调整中
,

尽快形成有特点
、

有主攻方向的研究团体
。

对非热点领域项 目的遴选
,

应重点审查申请者

在所研究领域的前期积累
,

审查拟研究的内容是否

属于学科发展的前沿
,

或是否是我国重大需求的基

础问题等 ;应鼓励和支持那些有条件
、

有基础
、

有能

力的科研人员在他们仍感兴趣的非热点领域继续和

深人开展研究 ;应给这类项 目的研究一个宽松的环

境
。

在项目的结题验收中
,

主要看对问题研究的系

统性和深人性
,

看对科学问题解决的程度
。

为了做好热点
、

非热点领域项目的遴选
,

科学处

在将申请书提交专家评审组时
,

应先按项 目拟研究

内容分组
,

再按综合评价优劣排序
,

并对热点领域的

申请与评议情况进行详细的分析与汇报
,

提供非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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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领域往年资助情况的详细说明
。

在具体遴选前
,

应组织评审专家组按领域集中讨论
,

明确热点领域

的科学问题和技术关键
、

非热点领域的最新进展和

面临的主要困难等
。

4 讨 论

实际上
,

在物理科学一处所支持的非热点项目

中
,

有许多是当年热点领域研究的延续
,

也有一些是

从国家需求中提出的基础问题
。

毫无疑问
,

对热点

领域的优先支持是必须的
,

关键是个
“

度
” 。

可
“

度
”

无定值
,

本文试图讨论在把握这个
“

度
”

的过程中
,

应

该考虑哪些主要问题
,

注意哪些方面
。

因为
,

( l) 热

点带来一些新概念
、

新方法
,

提供一些新机遇
、

新内

容等
,

要不落后于科学的新发展
,

必须优先支持
。

可

正是由于其发展快
、

变化大
,

使一些项 目开展不久就

失去继续进行的必要性
。

因此
,

如果对项 目的遴选

和管理不好
,

势必造成人力
、

物力的大量浪费 ; ( 2 )由

于基金经费有限
,

如果过分强调对现热点领域的优

先支持
,

势必影响对非热点领域的支持
。

而热点往

往起源于处在非热点领域的科学或技术的重大突

破
。

因此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各个领域的支持需

要有一个相对合理的布局 ; ( 3 )基金经费尽管不多
,

但对基础研究有一定的导向作用
,

如果对热点领域

项目支持得太多
,

则会引导一些研究人员追赶
“

时

髦
” ,

不愿在非热点领域进行艰苦的探索 (这在 目前

以文章的数量和发表的杂志为重要指标的科研绩效

管理中表现得特别明显 ) ;反之
,

会挫伤科研人员在

热点领域竞争的积极性
。

在一定程度上
,

做好热点

和非热点领域的基金管理也影响着科研人员的积极
J

性
,

影响着我国基础研究的学风和学术气氛 ; ( 4) 进

人新世纪后
,

从国家的投人
、

科研设备的现代化
、

研

究队伍的整体水平等已表明我国的基础研究已从学

习和恢复阶段步人跨越和赶超阶段
,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也已不是维持我国基础科研的唯一财源
,

自然

科学基金会也把发现和支持源头创新性的研究作为

基金支持的重点
,

这进一步要求
,

科学处在主持基金

项目遴选和管理中应有相应的办法和措施
,

从而更

好地贯彻和实践基金管理的
“

十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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