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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是 自然科学
、

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基

础
。

数学研究水平一直是推动科技进步的重要因

素
。

国家历来对数学研究十分重视
。

除了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给予大力支持外
,

19 88 年 8 月国家又拨专

款设立
“

数学天元基金
”

(以后由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拨付 )
。

在大力贯彻
“

科教兴国
”

战略的今天
,

.

中国数

学界已经响亮地提出了
“

中国数学要在 21 世纪率先

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

的宏伟目标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设立近 18 年来不断加大对

数学研究的支持
,

资助经费增加了 30 多倍
,

十分重

视并加强了对优秀年轻数学人才的培养
,

资助数学

家更新研究手段
,

为数学家创造较好的科研环境
,

先

后为 粼刃 多位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 目资助

和承担国家攀登计划项 目的数学家配备了计算机
,

并开通了因特网的网上服务和美国数学会的 Mhat
-

sc iN et 数据库
,

为数学家快速掌握信息创立了良好

的国际合作交流条件
。

投人加大了
,

回报也是丰厚的
。

十多年来
,

我国

数学研究的整体实力得到了加强
,

科研水平不断提

高
,

我国数学家对数学科学作出的贡献举世瞩目
,

在

科学和信息科学的前沿研究领域一个个数学研究明

星正在闪耀着熠熠光辉
。

根据统计资料
,

在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设立后的十多年内
,

我国数学家在国际

权威数学学术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在 SCI 上增加了近

一倍
,

在 E x上增加了 7 倍
,

CM Cx 上增加了近 3 倍
,

我国数学的整体实力同世界科技发达国家实力的差

距正在缩小
,

正在向世界先进水平步步逼近
。

在我

国众多的数学研究群体中
,

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堪称为有代表性的一个
。

该院十多年来的巨大发

展
,

可说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数学科研和人才

培养的一个缩影
。

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已经发展

成为以核心数学为骨干
、

理论与应用并举
、

门类齐全

的综合性教学
、

科研基地
,

学术力量雄厚
,

人才辈出
,

成果累累
,

是国际上公认的中国重要数学中心之一
。

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院长张继平在回顾该院发展

的历程时意味深长地说
: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是我国

数学发展的催化剂和推进器
,

在一定意义上是我国

数学发展的
`

生命线 (钱 )
’ 。

1 群星灿烂
,

成果累累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北京大学数学研究的课

题涵盖核心数学
、

应用数学
、

计算数学等学科领域
,

其中有张恭庆院士主持的
“

非线性科学
“ ,

姜伯驹院

士与王诗庞教授主持的
“

代数拓扑与微分拓扑
” ,

文

兰院士主持的
“

动力系统
” ,

张继平教授主持的
“

当代

模表示论
” ,

耿直教授主持的
“

应用统计
”

和
“

多元分

析与算法研究
” ,

田刚教授主持的
“

几何分析
”

等等
,

承担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的北大数学学院的数学

家多达几十人
。

在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课题中
,

北京大学

数学科学学院在几何分析
、

低微拓扑
、

动力系统
、

群

表示论
、

现代复分析
、

计算数学等方面做出了有重要

国际影响的成果
,

在代数数论
、

偏微分方程数
、

常微

分方程
、

数的几何
、

统计学
、

人工智能应用等方面做

出了有 国际影 响的工作
。

由美国数学会和德 国

印 ir
gen

r
等世界著名出版社出版高水平数学专著 30

余部
,

每年发表高质量学术论文 120 多篇
,

产生了广

泛的国际影响
,

为世界数学界所关注
,

有的论文获数

学国际学术会议最佳论文奖
。

这些成果不仅推动数

学相关学科的发展
,

也为国民经济建设
、

国防
、

航天

和国家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

19 86 年以来
,

北大数

学科学学院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1项
、

二等奖

3项
、

三等奖 7 项
、

四等奖 1项 ; 国家科技进步奖特

等奖 1项 (与外单位合作 )
、

一等奖 1项 (与外单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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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
、

二等奖 2项
、

三等奖 3 项 (与外单位合作 );获国

家教委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1 5项
、

二等奖 3 5项 ;其他

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巧项 ;先后荣获第三世界科学院

数学奖 2项
、

何梁何利基金 4项
、

陈省身数学奖 3

项
、 “

求是
”

杰出青年科学奖 6项 ;评为国家级有突出

贡献的专家 4人
,

30 多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

国家

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巧 人
。

每年发表被 SCI

收录的论文近 100 篇
,

在国内各个数学院系中处于

领先地位
。

微分动力系统专家文兰院士在微分动力系统研

究中
,

于 199 6 年与 H a y as hi 分别独立地解决了流的

C l 稳定性猜 测
,

这一猜 测是 由菲尔兹奖 得 主

Sn lal 己 0 世纪 70 年代提出
,

M an e 和 alP i S (均为第三

世界科学奖得主
,

后者是现国际数学联盟主席 )在离

散的情况下解决了这一猜想
,

而流的即连续系统的

情况则是由北京大学廖山涛教授开始研究的
,

他作

了非常深刻的工作
,

最终 由文兰教授全部解决
。

1999 年文兰教授还与美国西北大学夏志宏教授合

作证明了一般的 lC 衔接引理
,

并由此解决了几个

提出已久的轨道衔接问题
。

文兰教授与他的学生在

微分动力系统理论的中心 问题上的工作
,

将廖山涛

教授开创的工作推到了新的高度
,

保持了我国在动

力系统领域的优势
。

国际上多位数学家如 Sm a le
、

iW ill
~

、

oR加ig
n
等人对文兰教授的工作给了很高

的评价
,

认为他在这一领域迈出了很大的一步
,

掀开

了新的一页
,

赞誉文兰是一个不断做出惊人成果的

数学家
,

199 6 年获陈省身数学奖和
“

求是
”

杰出青年

学者奖
,

199 9 年增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

张继平教授先后获优秀中青年人才基金
、

国家

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
。

他在代数学国际前沿领域
“

模表示论
”

研究中取得杰出成就
,

解决了多项世界

著名难题
,

在美国
“

表示论
”

大会上引起很大反响
,

在

代数学方面建立起国际声誉
,

先后获国家教委科技

进步奖一等奖
、

国家自然科学奖三等奖
、 “

求是
”

杰出

青年学者奖
、

中国青年科学奖等十多项重要奖励
。

他曾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
,

是教育部
“

长

江学者奖励计划
”

特聘教授
。

王诗成教授获优秀中青年人才基金
、

国家杰出

青年科学基金资助
。

他是一位具有创新学术思想和

广泛国际影响的拓扑学专家
,

在三维流形的映射理

论研究中居国际领先地位
,

受到美
、

德
、

法等多国数

学家的推崇
,

曾获霍英东基金研究类一等奖
、

中国青

年科学家奖
、 “

求是
”

青年学者奖
、

陈省身数学奖
、

国

家教委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

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

他是 2田2 年世界数学家大会上特邀报告人
,

教育部
“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
”

特聘教授
。

李忠教授在科学基金重点项 目
“

无穷维 eT ic h
-

mu n e r 空间的测地几何
”

方面解决了几个长期悬而

未决的问题
,

如证明了无穷 ieT
e l训 u ll er 空间不是测

地直的 ;其球面关于测地直线是非凸的
,

以及闭测地

线的存在性
。

国际上多位此领域 的重要权威如

S饥be l
、

E alr
e 、

1
.

K r a
等对李忠教授的工作给予了

“

是

这一领域的重要贡献
”

的评价
。

李忠教授 199 8 年获

教育部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

19 99 年获国家自然科学

奖三等奖
。

2 青年数学家茁壮成长

在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下
,

北京大学数学

科学学院的青年学术队伍已经形成
。

现有 50 岁以

下的中青年教师 75 人
,

占教研人员的 68
.

2%
,

其中

教授 29 人
,

副教授 31 人
,

有 27 人担任博士生导师
。

他们形成了十个大的学科群组
,

正在为中国数学率

先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而努力奋斗
,

如
:

耿直教授是我国统计数学方面取得突出成绩的

青年专家
,

曾先后取得 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

目和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资助
,

其研究成果突

出
,

成为国际上有影响的学科带头人
,

获国家教委科

技进步奖二等奖和多项重要表彰
。

2加2 年度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宗传

明教授是
“

数的几何
”

研究领域中具有重要国际影响

的青年数学家
,

国际上被誉为其研究领域中的领导

力量
。

他彻底解决了深洞问题的三维情况等多个重

要难题
,

在德国 即ir n
ge

r 出版社出版高水平数学专

著 2 部
。

由于他的突出成就
,

他应邀为 B诚
.

A、
r

.

南厄认
.

soc (数学杂志影响因子排名第一 )写了介绍

相关方向的综述文章
。

2X() 2 年度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张平

文教授在偏微分方程的数值计算方面作出了具有重

要影响的突出成果
,

他先后获得过冯康科学计算奖
、

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第七届高等院校青年教师奖一等

奖
、

教育部首届高等学校优秀青年教师教学科研奖

励计划青年教师奖等奖项
,

是教育部
“

长江学者奖励

计划
”

特聘教授
。

刘培东教授在随机动力系统研究中具有独创

性
,

解决
一

了光滑遍历论中的多个难题
,

其成果已由德

国的 SP ir l l g e r
出版社以专著形式出版

。

他在光滑遍

历理论方面做出了开创性
、

奠基性的工作
。

199 8 年

他将著名的 ep is n ’ s
公式推广到更一般情形下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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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态上
。

许多
“

大数学家
”

认为这是该领域中新的
、

强的
、

重要的贡献
。

此项结果在国际数学家大会上

被多次引用
,

他本人也被认为是这个领域的权威
,

被

特邀为相关杂志撰写综述性文章
。

他曾获教育部科

技进步奖一等奖
、 “

求是
”

杰出青年奖与国家杰出青

年科学基金
。

柳彬教授在常微分方程保守系统解的 U a p t u l o v

稳定性和 城笋
n罗 稳定性方面作出了一些很有意义

的工作
,

得到的结论完整地刻画了抛物平衡点的稳

定性
,

并给出了一个统一的方式处理反转系统退化

的低维环面的存在性和保持性
。

他曾获国家教育部

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和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

王长平教授给出共形微分几何子流形理论的完

全不变量系统
,

美国《数学评论》称此项成果为共形

微分几何方面重要的工作
。

他和合作者利用 S t(J 2)

群表示论结构造并分类了复射影空间中的所有齐性

二维球面
。

王长平教授曾获教育部科技进步奖二等

奖
, “

求是
”

杰出青年奖与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主持人
、

国家杰出

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刘张矩教授在数学物理研究中

取得了非常出色的成果
,

分别应邀赴美国伯克利加

州大学和英国剑桥大学等著名学府访问
,

其研究成

果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林作锉教授
,

在

计算机与人工智能逻辑及软件的理论和应用方面取

得了丰富和深刻的研究成果
,

提出参态逻辑作为广

泛一类计算机科学逻辑系统的统一基础以及人工智

能中一般意义上常识推理形式化体系
,

得到国内外

学者的关注与好评
。

朱小华教授在复几何研究中取得了一系列开创

性成果
。

特别是他与田刚教授合作
,

解决了 K a h le 卜

iE sn iet n
流形上的 oS h ot n

的唯一性问题
,

该文已被最

有影响的数学刊物 cA at 用ar 认 接受
,

此项成果被国际

学术界称为复几何中的一个重要突破
。

他曾获
“

求

是
”

杰出青年奖
。

李治平教授独创性地提出了单元消去法和有限

元截断法
,

求解具有 1月 v er nt ive 现象的奇异解
,

他的

方法是克服 肠俄 in ive 现象的一种有效算法
。

进而

他还在数值实验的基础上证明了这些算法在更为一

般条件下的收敛性
。

李治平教授 199 8
一

年获国家科

技进步奖二等奖
。

陈大岳教授在无穷粒子系统
、

随

机环境中的随机游动
、

树和图上的概率模型方面做

了深刻的工作
。

他曾获教育部首届高等学校优秀青

年教师教学科研奖励计划青年教师奖
、

北京市科技

进步奖二等奖和教育部跨世纪人才基金资助
。

姜明教授在图像处理方面取得出色成果
,

被聘

为爱荷华大学 CT/ M ic or
一

C T 实验室副主任
,

出任重

要国际期刊
“ x 一

光科技杂志
”

编委
,

获北美放射学

会最佳论文奖和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

莫小欢
、

伍胜健教授在 iF sn le r
几何与复分析研究中取得重

要成果
,

分获中国高校自然科学奖一
、

二等奖
。

另外
,

田青春
,

甘少波
,

史宇光
,

包志强等一批

更年轻的优秀人才正在茁壮成长
。

3 广泛开展国际学术交流

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通过广泛的国际学术交

流
,

及时引进国际上先进的研究成果和研究人才
,

已

成为整体水平提高的重要条件
。

首先
,

大力吸引在

海外已成长为国际一流数学家的我国留学学者回国

讲学
,

开展合作研究
,

在中外建立起
“

两个基地
”

式的

研究基地
。

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田刚教授在几何分

析及其相关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的重要研究成果
,

获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199 4 年度沃特曼奖
。

199 8 年

起
,

张恭庆院士和 田刚合作共同主持
“

北京大学特别

数学讲座
” ;姜伯驹院士和美国加州大学的林晓松教

授共同合作主持了
“

数学高级讲习班
” ,

这两个讲座

为我国青年数学工作者提供了一条了解世界最新数

学科研动态
,

进入国际研究前沿的渠道
,

开创了研究

生培养的新的成功模式
。

田刚和美国总统奖获得者

美国西北大学的夏志宏教授在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

海外青年学者合作研究基金
”

的资助下
,

还每年定

期来北京大学数学研究基地开展专题研究并受聘为

教育部
“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
“

特聘教授
。

美国宾州大

学应用数学所所长许进超教授
、

世界数学家大会 45

分钟报告人加州理工大学的侯一钊教授
、

美国国家

科学基金会大奖获得者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鄂维南博

士以及王立河教授等海外著名青年学者都以北京大

学数学科学学院为国内研究基地
,

并被聘为教育部
“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
“

讲座教授
、

兼职教授或
“

特别

数学讲座
”

教授
。

此外
,

还有世界数学家大会 45 分

钟报告人
、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励建书博士受聘为北

京大学与香港科技大学的联聘教授
。

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还广泛邀请国际知名数

学家来访
,

通过多种形式
,

加强数学研究的交流和合

作
,

成为了解世界数学发展动向的重要渠道
。

该院

先后邀请法国
、

巴西
、

德国
、

英国
、

美国等国家科学院

院士如世界数学家联盟前主席美国 的 M山爪fo 司 教

授
、

巴西的 J
.

alP is 教授等 20 多位国际一流数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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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和讲学 ;组织动力系统
、

调和分析
、

微分几何
、

偏

微分方程
、

几何分析
、

低维拓扑
、

模表示论等几十个

常年讨论班 ;参与主持召开了首届中国
一

加拿大数学

大会
、

海峡两岸数学研讨会
、

99北京大学微分几何

国际研讨会
、

po i~几何与可积系统国际研讨会
、

复

分析国际会议
、

第七届全国代数学术会议等等
。

北

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还为 2以犯 年世界数学家大会

上的成功举办做出了突出贡献
,

丁伟岳
、

王诗成应

邀作 45 分钟邀请报告
。

同时
,

他们还与国内外知名

数学家开展合作研究
,

如该院姜伯驹
、

王诗成与美国

加州大学林晓松及爱荷华大学吴应青开展的
“

拓扑

学
”

研究 ;王长平与四川大学李安民及德国工业大学

iS
~ 开展的微分几何研究 ;应隆安

、

张平文与中国

科学院计算机技术研究所及香港科技大学开展的
“

计算数学
”

研究等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

“

集优秀人才
,

出原创成果
” 、 “

发展自己
,

服务全

国
,

力创一流
”

是北京大学数学发展的一贯宗旨
。

北

京大学的数学家们发扬优良的传统和科学求实的学

风
,

淡泊名利
,

创新求进
,

正在进一步探索符合数学

发展规律和我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 “

芬芳桃李遍天

下
,

灿烂光风传五洲
” ,

这是我国数学泰斗苏步青院

士对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题写的赞句
。

他们正在

加倍努力
,

创造更加辉煌的业绩
,

在建设世界一流数

学学院的道路上奋勇迈进
。

(原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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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
·

信息
·

2 0 0 3 年度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资助的前 20 所科研院所名单

按资助

金额排序
单 位 名 称

合 计

项 数 (项 ) 金 额 (万元 )

615732313827212125182525巧1614巧12141316中国医学科学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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