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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纵横
·

资助与引导并重 促青年科研人员早 日成才

徐 琳 刘志勇 肖连华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信息科学部
,

北京 100 0 83)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创立于 1994 年
,

至今已

有 10 年的历史
。

它的宗 旨是资助有发展潜力的青

年
,

使他们有所创新和突破
,

为我国科学事业做出贡

献
,

并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影响
。

根据 10 年来的工

作体会
,

我们认为
,

要使该项基金达到上述 目的
,

作

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科学部科学处的工作人

员就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思考与努力
:

首先
,

在国家

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的选拔上
,

不搞论资排辈
,

大胆

发现有潜力的青年学者并加以引导
、

扶持 ; 其次
,

鼓

励国家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吸引人才和稳定 自

己的研究 队伍
,

做强
、

做大其研究方向 ;
第三

,

国家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不只是用于获得者的成才之需
,

也

应该用于高质量新人的培养
;最后

,

如果基金获得者

能够高质量地完成了任务
,

可考虑给予后续资助
。

不搞论资排辈大力资助有潜力的年轻人

奖者
、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最年轻的理事
、

机器学习专

业委员会历届最年轻的秘书长等
。

周志华博士不仅

在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一系列成果
,

而且还将这些理

论付诸实际应用
,

与 国际国内同行合作取得很好的

结果
,

并申请了多项专利
。

周志华博士 的当选
,

说明国家杰 出青年科学基

金评审工作既重视 申请者过去所取得 的成果
,

也注

重将来可能的创新 ;
说明基金评审工作不搞论资排

辈
,

大胆地发现有潜力的青年学者加以 引导
、

扶持
,

使他们按照预定的轨道前进
。

以周志华博 士为例
,

以他的年龄
、

资历乃至职称 (副教授 )
,

在众多的申请

者中只能算小字辈
。

正是因为基金评审只论成果
、

论创新
、

论潜力
,

他才得以脱颖而出
,

这显示出了基

金评审的科学性和公正性
,

也显示出国家杰出青年

科学基金对发现突出的青年学者的重要作用
。

作为我国最早的高强度支持年轻科技人才的基

金
,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从一开始就定位于培养

人才
。

它与国内其他各类科研基金项 目的最大不同

在于
,

后者主要根据所申报的项 目来决定是否资助
,

而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则主要根据申报人 已有的

工作业绩及素质来判断其是否具 有创新研究能力
,

并结合申报者提出的科研工作思路等来确定是否给

予资助
。

信息科学部 200 3 年评选出 16 名国家杰出

青年科学基金候选人
,

其 中计算机科学处推荐的候

选人南京大学计算机系年仅 29 岁的周志华博士
,

博

士毕业刚两年多
,

是迄今最年轻的国家杰出青年科

学基金候选人
。

虽然一般认为
,

信息科学尤其是计

算机科学
,

应该是年轻人大显身手的学科
,

但以周志

华博士如此年轻的年龄和浅的资历就成功人选
,

是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中一个值得研究的案例
。

实

际上
,

周志华博士已经开创 了一系列
“

最年轻
”

的纪

录
。

例如
,

他是
“

中创软件人才奖
”

历届最年轻的获

2 吸引人才与稳定研究队伍推动学科发展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不仅要发现和吸引人

才
,

而且要引导基金获得者向世界科学前沿攀登
;不

仅要扶上马
,

而且要送一程
,

以保证其科研大方向的

正确性 ;不仅要促其个人成才
,

而且要争取培养出在

世界上领先的科研方向
、

科研群体
,

甚至产生领先的

学科群
。

这项基金的管理办法也充分体现了这一基金注

重人才培养和推动学科发展的特色
。

对每一位人选

者
,

自然科学基金会为他们营造了比较宽松的环境
,

对研究工作进展和结题都没有硬性的任务指标
,

但

要请专家对他们的工作状态进行评价
,

通过专家的

评价
、

引导
,

保持其科研方向的正确性
。

这与通常科

研项目结题时要求召开验收或鉴定会的做法有很大

不同
。

以清华大学智能信息处理研 究创新群体 为

例
,

该群体有应明生教授等两名国家杰出青年科学

基金获得者
。

能够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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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应明生教授等二人 已经做 出了较好 的成果
,

他

们所在的课题组也支持他们沿着他们原有的科研方

向继续进行研究
,

参与评审的专家们也认 为他们很

有发展前途
。

在这三个有利 因素的共 同作用下
,

以

他们两人的研究方 向为该群体的总方向
,

最终形成

了具有合理的专业结构和年龄结构
,

具有较强实力

的研究群体
,

并获得 自然科 学基金会创新群体基金

的资助
。

周志华博士所在的南京大学软件新技术国家重

点实验室具有很好的工作条件
,

但与其他重点实验

室一样
,

正处于新老交接
,

面临着要确立新的研究重

点的时期
,

由于周志华博士最近几年的工作 比较突

出
,

机器学习开始成为实验室的重点方向之一
,

而获

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支持
,

不仅对其研究有

重要的支持作用
,

还对实验室的新重点方向的确立

有重要作用
。

人
。

在整个过程每个阶段都要努力工作
,

始终 在第

一线做研究
。

他 的经历在一定程度上说明
,

培养青

年科学家要与培养高质量的研究生有所衔接
。

在研

究生期间就应该高标准严要求
,

应该从 国际着 眼确

立研究课题
,

而不应 只把眼光局限在低标准上
。

在

确定了一个值得研究 的专业 领域或方向后
,

就应该
“

衣带渐宽终不悔
”

地坚持下去
。

3 培养新人重质重量

在培养人才方面
,

要改变过去对基金获得者培

养研究生以量取胜的评价方法
,

对于国家杰 出青年

科学基金获得者应该鼓励其对有
“

科研前途
”

的学生

加以重点培养
,

不仅要有量
,

更要有质
。

周志华博士在刚确定免试研究生时 (本科四年

级 )
,

就开始参加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
,

正是通过

对项 目的研究
,

使其对机器学习产生 了浓厚的兴趣
,

开始沿此方向进行深入研究
,

2 00 3 年 申报国家杰出

青年科学基金 的研究内容仍然是机器学习
。

所以
,

在研究方向的确立上
,

与原来基金资助项 目是有一

定关系的
。

而他在毕业的当年就获得了青年基金的

资助
,

这对他继续在原有科研方 向上进行深人研究

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

另外
,

他参加 U C AI
’

01 会议得

到了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合作 与交 流项 目经费 的资

助
,

正是在该会议上
,

他的论文得到了最佳论文奖提

名
。

可以说
,

如果 没有上述国家 自然科 学基金连续

支持他 的研究工作
,

周志华博士就难以取得现有成

果
。

因此
,

国家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候选人 的一个可

能的成长过程大致 (理想情况 )是
:

在研究生阶段就

确立研究方向~ 成为基金项 目的研究骨干~ 作为基

金面上项 目的主持人~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候选

4 国家 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的跟 踪和

后续资助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成长为科研将才

或帅才是一个很长的过程
,

自然科学基金会应该对

他在资助期和资助结束后的工作及效果进行评估
,

对他们的成长和发展进行长期的跟踪以及必要 的后

续资助
,

同时
,

还要不断地改进选拔和资助的方式方

法
。

科学研究具有长期性和不确定性
,

而对国家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的要求又相对宽松
,

因此
,

有

部分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在获得资助后
,

其选

题 自由度有 所提高
,

研究方 向不断拓展
,

进人难度

大
、

创新度高
、

周期长的战略性研究领域
,

研究成果

的不确定性和滞后性增强
。

对于这种情况
,

建议经

过基金获得者 申请
,

相应科学部评审同意并报 自然

科学基金会批准后给予后续资助
。

对由于种种原 因在基金结题后
,

虽然取得了较

好的科研成果
,

但短时间内无法获得其他资助的基

金获得者
,

可考虑提供一些附加的资助
,

助其度过这

一缓冲阶段
。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实施 10 年来
,

已经为我

国选拔和资助了大量优秀青年科研工作者
。

通过基

金的资助
,

这些人不仅大部分成长为我国的科研骨

干
,

而且通过他们的带动
,

又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年

轻人才
,

建立了大量的有实力的科研群体
。

自然科

学基金会作为管理机构
,

以后的责任更重
,

需要做好

跟踪
、

检查工作
,

及时发现问题
,

进而解决问题
,

以使

国家杰出青 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工作进展得更加顺

利
,

不断取得新的成果
,

继续保持严谨的学风和高尚

的学术道德
,

使得该项科学基金成为国家人才培养

的基地
、

青年科学家成长的摇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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