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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本文讨论 了原创性应用 研 究的意义
,

分析 了国外大学教授和工 业界的密切关系
,

阐述 了

工 业实践 经验对进行原创性应用研究的重要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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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创性应用研究及其重要性

提到原创性研究
,

很多人就想到基础研究
。

事

实上
,

除了基础研究外
,

原创性研究还包括 应用研

究
。

基础研究是去发现
,

应用研究是去发明
。

概括

地说
,

原创性研究
,

就是研究前人没有研究过的课题

(或者虽然研究过但没有得出应有结论 的课题 )
,

得

出前人没有得出过的结论
。

目前
,

我 国科学界已 有一个共识
,

即
,

我们 和世

界一流水平差距之一就是原始性创新成果太少
。

虽

然中国的论文已居世界前 or 位
,

但原始性创新却少

之又少
。

国内现在经常以发表的论文被 SCI 收录篇

数多少
,

完成多少项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等
,

作为

科研成果的衡 量标准
。

这种 片面做 法造 成的结果

是
,

研究人员急切地出 SCI 论文
,

而忽视出投人产 出

比高的原创性研究论文
。

长此 以往
,

就会对我 国科

研体系的完整性和平衡性造成伤害
。

中国学术界近

年来十分渴望产生诺贝尔奖获得者
,

而显然诺贝尔

奖只颁发给那些极突出的原创性成果 (包括原创性

应用研究成果 )
。

原创性研究常常需要发散型思维及归纳推理
,

发现新的学科生长点
。

而有了一个生长点或一个全

新的学科开端以后
,

在上面长枝长叶的工作
,

则属于

收敛型思维
,

进行的是演绎推理
。

从一个生长点到

长成参天大树常常需要 10 年以上时间
。

当我们 回

顾历史时
,

往往称奠基者为大师
。

中国要想赶超世

界先进水平
,

光跟在先进 国家后面写 S CI 文章是远

远不够的
,

需要从树根做起
。

否则
,

虽然 S CI 文章的

数量上去了
,

但如果从每一棵大树的树根长 出的文

章太多
、

分量太轻
,

其文章的重要性往往也就不高
。

如果 中国研究人员不能成为一些重要学术方向的泰

斗
,

中国在世界科学界的影响力还是上不去
。

发散型思维有很多种
,

因知识面广而进行的学

科交叉 (可称为横 向或水平交叉型 )可 以导致发散型

思维
,

实践经验丰富 (可称为纵向或垂直交叉型 )也

可以导致发散 型思维
。

显见
,

这两种发散思维都不

是天生的
。

目前
,

水平交叉型 已经相 当受重视 了
。

本 文将

讨沦后者
。

2 工业界经历有助于原创性应 用研究

由于科学技术 的面很广
,

笔者鉴于 自己 的专业

局限
,

仅将本文的讨论范围限于工业性科学技术
。

在工业界
,

可以训练出不 同于学 院的一种全新

思考方式
。

有人管它叫实用型的
,

有人管它叫经济

型的或市场型的
。

但是
,

不管怎 么 叫
,

它的共 同点

是
,

首先把实际需要放在第一位
。

因工业经历而养

成的垂直交叉型思维 习惯能使人长时间受益
,

它 可

能在研究者后半生中某一时间忽然放光
,

出现原创

性应用研究成果
。

剑桥大学校长亚历克
·

布罗厄斯 以实干精神和

注重大学与企业 的联系而著称
。

他在 20 世纪 60 年

代在剑桥大学求学
,

随后是 20 年 BI M 的职业生涯
,

后加人剑桥大学
,

19 96 年任校长
,

在数万研究人员

中出类拔萃
。

布罗厄斯 曾指 出
,

在原创性和应用性

之间存在一种微妙关联
,

明智的研究者往往时刻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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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着那些可能产生实际应用的想法
。

他认为原创性

应用研究同时可让研究成果发挥实用效益
,

当是科

学研究的理想境界
。

中国学术界普遍存在着一种轻视有工业经历的

研究者 的倾向
。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
,

花几年时间

在工业界是浪费
,

学 术上 荒废 了
,

跟不上学术前沿

了
。

而对去工业界摸爬滚打了几年的人来说
,

即使

继续阅读前沿文献
,

但如不钻进去
,

重返 回学术界

时
,

可能已经暂时跟不上前沿了
。

但是
,

他们却获得

了另一种宝贵财富— 垂直交叉型发散思维
。

笔者在国外做博士后时
,

合作导师是耶鲁大学

毕业的博士
,

在通用电器公司 `G )E 做了几十年高级

工程师
,

58 岁加人学术界
。

当时该教授职位 已广告

了一年多
,

由于该职位伴随 5 00 万的科研启动资金
,

申请者趋之若鹜
。

可校方希望找一个工业界经验丰

富的人
,

最后选 中了他
。

这说明欧美也已认识到 目

前教授体系的问题
,

开始强调教授的工业经历
。

笔者发现国外 的教授和工业界交往甚密
,

有不

少人 自己就开着公司
。

他们给学生留的作业题相当

大
,

往往就是一个小科研项 目
,

需几天才能完成
。

这

些作业题一开始
,

常常有一个长达一页的介绍
,

一看

便知他们是从 实践 中抽 象出来 的
。

从这些作业题

中
,

笔者对这些教授在实际应用中创造性地使用一

些科学方法常常感 到很受启发
。

试想
,

这些实践经

验丰富
、

创造力强的教授培养出来 的学生能没有创

造力吗 ? 其中个别学生就很可能做出原创性贡献
。

从学生的角度来讲
,

他们希望学到能让他们找

到工作的知识和技 能
,

而不仅是纯理论
。

欧美大学

通常划定一定范围 自由选课
,

学生可选择 自己 喜欢

的教授去听课
。

而有工业界经验的教师讲授的课很

受欢迎
,

因为其 内容在找工作时可以立即吸引用人

公司的注意
,

提高了他们 的竞争力
。

从私立大学的

角度来看
,

招收新教授的标准是
,

看学生对他的方向

是否感兴趣
,

而学生感兴趣的方向正是学生能找到

工作的方向
。

目前
,

很多德国教授职位常常要求博士毕业后
,

须在工业界工作 四
、

五年
,

并有一定 的工业研究成

果
。

这也反映了德国大学对工业经历的日益重视
。

与国际接轨
,

应该动态地和国际接轨
,

而不应该

是
“

刻舟求剑
”

式的
。

否则
,

当我们排斥有工业背景

的研究人员
,

将科研队伍都换成 了清一色的纯学院

背景的研究人员后
,

发现不少欧美研究人员具有相

当强的工业背景时
,

则不得不进行第二次国际接轨
。

从欧美回来的留学生多感到 中国国内太重视基

础性研究
,

应用性研究反而拿不到足够的资金支持
,

这和欧美应用性研究资金充足
,

研究职位多且薪金

较高
,

而基础性研究连资助学生都困难 的情况形成

鲜明对比
。

所以
,

留学回国人员感到反差很大
。

我们的研究不少是跟踪国外的
,

开创性思维少
。

我们的研究人员大都没有工业实践经验
,

哪儿来那

么多原创性思维 ?
“

原创性思维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吗 ? 还是人们头脑里固有的 ? ”

事实上
,

原创性 的思

维常常是
“

从工业生产实践中来
” 。

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原创性应用研究方向变成

了工业驱动式的
。

例如
,

J va a 的研究一直是 Sun 把

握
,

C P U 是 由 Int
e l 等公司控制

,

W ind ow
s 是由微软垄

断
,

x M L 有 w 3 C
,

而工业界也是 电子商务
、

电子政务

的先导
。

在这些领域
,

欧美学术界都是扮演
“

跟踪
”

的角色
。

20 03 年度中国工程院管理学部院士的评选
,

就

特别强调要有领导过一个实际大项 目的工业经历
。

将来
,

在申请原创性应用研究基金时
,

是否也应加上

一条优先资助那些具有工业经历的申请者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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