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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1 大于 2 的基金项 目集团管理模式

车成卫 靳达申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工程与材料科学部
,

北京 1 ,1叉)85

引 言

如何通过完善基金项 目的管理
,

使国家的有限

投入能够产生最大限度的高质量产出
,

应该始终是

基金管理工作者追求的 目标之一
。

毋庸置疑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资助层次
,

按 照面上
、

重点
、

重大

的结构层次进行模式管理原本是很好的思想
,

但比

较而言
,

面上项目更能体现科学基金制的内涵
,

即学

术思想自由
,

在平等竞争和专家评议的基础上
,

进行

项 目的资助与管理
。

实践证明
,

项目集团管理模式确是一种很好的

管理方式
。

由于将相关的面上项 目有机地集成在一

起
,

既能统一在一个特定的领域
,

又能各 自有所侧

重
,

通过定期的学术交流
,

互通各 自的研究进展
,

相

互启发
,

取长补短
,

从而产生 了优势互补的效果
,

取

得高附加值
,

进而得到 1 + 1 大于 2 的效果
。

1 集团管理项目的历史回顾与现状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工程与材料科学部金

属材料学科 自 19 86 年开始组织集团项目管理
,

到现

在已经有 18 个年头了
。

在过去的 18 年里
,

金属材

料学科在 19 个领域前后共组织了 23 个集团管理项

目 (见表 1 )
,

多数成效显著
,

其中一些已经发展成重

点项目
,

有的成为重大项目
。

当时组织集团管理项

目
,

是把它作为一种后期管理形式提出来的
,

而且就

有关集团管理项目的运作
,

张弗天
、

靳达申和已故的

舒启茂先生等还曾撰文分析和概括了集团管理项目

的一些特点【’ 〕
,

认为这种管理形式有相当好的效果
。

以此为基础
,

学科一直在完善和深化项 目集团

管理模式
,

如结构模式
,

在空间跨度上
,

可 以按领域

进行若干面上的组织
,

也可以是一个重点 + 若干面

上的组织 ;另外
,

在时间跨度上
,

还可以将新批准项

目和正在执行项 目组织在一起 (见表 1 )
。

我们认

为
,

相关项目的集团管理
,

不但保持了基金项 目的自

由选题的特点
,

而且还可以在面上项目与重点项目

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

形成一种有益的过渡与补充
,

并

成为重点项 目的孵化器
。

在一些方向上
,

结合优先

发展领域或鼓励研究领域
,

有 目的地组织一些项目

进行集团管理
,

以磨合研究队伍
,

触发新的学术思想

和思路
,

从而有利于为重点项 目的立项打下 良好的

基础
。

在 19 个领域中
,

有 6个领域的集团管理项 目

已发展成为重点项 目
,

约占集团管理项 目的 32 %
。

尤其在金属 间化合物领域
,

经过二轮的集团管理

( 198 9
、

199 3 )
,

发展成一个重大项 目 ( 199 8 )
,

孵化器

的效果相当显著
。

目前
,

正在运行着的集团管理项 目群有储氢材

料领域和磁致记忆合金领域
。

前者既有时间跨度
,

又有空间跨度
,

由一个重点项 目和若干面上项 目组

成
。

在这个集团中浙
、

江大学的 吕光烈教授长于 X

射线相结构分析
,

华南理工大学的朱敏教授长于

TE M 微观结构分析
,

桂林电子工学院周怀营教授的

优势是相图
,

浙江大学和南开大学在材料化学和制

备方面有很强实力
,

因此集成的效果就特别明显
。

后者是由同年的一个重点项 目和两个面上项 目组

成
,

参加单位有哈尔滨工业大学
、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

究所
、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

上海交通大学和大连铁道

学院等单位
。

这一组合同样体现了同一研究方向但

各 自研究思路的不同和优势互补的思想
。 `

刚刚结束的金属液态结构集团管理项目
,

由三

个面上项目组成
,

参加单位有上海交通大学
,

湖南大

学和山东大学
、

上海交通大学在理论研究方面有特

色
,

湖南大学在分子动力学模拟计算方面具有工作

基础
,

山东大学则在实验研究方面有较好的条件和

工作积累
。

通过三年的运行
,

取得了相当好的成绩
。

他们通过对各种类型合金熔体结构的实验研究和理

论分析
,

发现了中程有序结构的存在条件和随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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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的演化规律
,

建立 了多种熔体结构的分析和表

征方法
,

为合理利用熔体结构控制凝固组织指明了

方向 ;在液态金属原子大系统分子动力学模拟方面

有所突破
,

利用 自行创立的
“

原子团簇类型指数法
” ,

成功刻画了原子团簇的种类
、

构成和冷却过程中的

变化
,

为最终解决整个无序系统的科学描述问题开

辟了一条新途径 ;揭示 了大块非晶形成合金熔体
、

非

晶体
、

晶化体间微观结构的相互关联作用
,

提出了非

晶形成能力的最小 自由体积模型
,

初步探讨了局域

有序结构向稳定 晶核的转变 问题
,

为深人研究结晶

过程的微观机制奠定了基础
。

在国际刊物发表论文

51 篇
,

国际会议论文 6 篇
,

国内核心期刊论文 12 篇
,

其中
,

SC I收录 46 篇
。

同时培养了 2 名博士后
,

9 名

博士和 10 名硕士
。

表 1 金属材料学科组织集团管理项目情况一览

年份

19 8 6

19 8 7

19 8 8

19 89

负责人 项 目组成与结构

贝氏体相变

稀土合金相图

固态反应法非晶合金

金属间化合物脆性
本质及韧化途径

纳米晶材料的制备
、

结构与性能

合金相图

金属基复合材料
界面与性能

合金材料设计理论

金属间化合物

巨磁阻材料

薄膜残余应力

腐蚀电化学

储氢合金

多相流腐蚀

薄膜力学性能

液态金属结构

表面纳米化

磁致形状记忆合金

储氢合金

硅钢

碳钢
、

IF 钢

程氏理论

凝固模拟

康沫狂
、

柯俊

庄应烘

王景唐

林栋梁

5 个面上

4 个面上

3 个面 卜

5 个面
_

上

何开元 3 个面上

梁敬魁

张国定 姚忠凯

4 个面 上

6个面上

有集成效应 ; ( 2) 执行过程 中
,

按各自的学术思想展

开工作
,

对各 自的基金项 目负责 ; ( 3) 定期的学术交

流能够产生互相启发和激励
,

产生互动的效果 ; ( 4)

同一个方向
,

侧重点不同
,

能够形成课题间 的合作
、

互补 ; ( 5 )对科学前沿有即时性响应
,

多为前沿性课

题
。

项 目集团管理模式的活力可以从基金项 目的立

项
、

实施两个方面进行阐述
。

集团管理项 目的产生
,

是在确定了的当年资助项目中
,

将同一个领域或研

究内容相关性很强 的优秀项 目组织起来
,

形成一个

学术性
“

联邦
” ,

其具体管理目标只是体现和停留在

学科层面
。

这些项 目在申请阶段
,

每个申请者完全

按照 自己的学术思路进行思考
,

功利色彩少
,

因此使

真正的科学问题和
“

闪光点
”

得以提炼出来
。

一般而

言
,

命题作文可能会是好的
“

八股文
” ,

但也许会缺少

一点生机和灵性
。

而基金项 目的灵魂是原创性
,

创

造性的思路
、

新的方法和成果才是其追求的最高境

界
。

在执行过程中
,

由于管理的出发点和重心在于

学术交流和发挥每一支团队各自的强势和个性
,

所

以年度交流能够在宽松
、

活跃的学术气氛中进行
。

集团项 目的学术交流现场是能够体现科学精神和学

术思想自由的最佳场所
,

这正是我们一直孜孜以求

的
。

这些都构成 了集团管理模式保持活力 的因素
。

程开甲

林栋梁

赵见高

何家文

林海潮

雷水泉

姚治铭

徐可为

周尧和

卢柯

赵连城

雷水泉

左良

孙祖庆

李世春

朱鸣芳

7 个面上

重点
十 2 面上

4 个面上

4 个面上

5 个面上

6 个面上

重点
十 2 面上

重点
十 1 面

_

匕

3 面 上

3 面上

重点
+ 2 面上

重点
+ 7 面上

重点
十 2 面

_

上

2 面上

2 面 上

4 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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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项目集团管理模式的特点与活力

这些年的实践表明
,

项目集团管理模式的确有

它的独特之处
,

是一种值得推广的管理模式
。

归纳

起来
,

其优势或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
( l) 集团管理

项 目产生于当年立项 的面上项 目
,

各有创新和特色
,

并可与正在执行中的同领域项 目进行滚动式捆绑
,

3 学科在项 目集团管理模式中的作用

在集团管理项 目的启动
、

运行过程中
,

学科的组

织
、

协调和豁合作用是关键的和不可替代的
。

学科

既要在组织过程中
,

在同行评议的基础上
,

善于发现

属于同一领域但又属不同研究侧面的学术问题和研

究内容的相关性
,

然后把这些优秀面上项 目组织和

集成到一起
,

并确定合适的人选来负责项 目群的集

团管理
,

还要在以后的运行过程 中
,

随时将新立项的

相关项 目纳人到集团中来
。

另外
,

学科还要担负起

督促和检查年度学术交流的责任
。

只有这些工作都

到位了
,

组织集团管理的附加效应才能产生
,

1 + 1 >

2 的集团管理思想才能实现
。

集团管理的规模应该有适当的控制
,

执行中的

项 目数量也不宜过多
。

否则
,

可能会由于管理不力

而失去应有的效果
。

对于每一个集团而言
,

当管理

集团组合规模控制在 3
、

4 个到 7
、

8 个项 目组时
,

效

果相对较好
。

规模太小
,

不足 以进行交流 ;规模太

大
,

在一定的会期条件下
,

又会导致交流不充分
。

而

如果组织太多的集团管理
,

学科又没有足够的人力
。

所以
,

如何把握适当的规模和同期集团数量
,

也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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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应该充分考虑的问题
。

实践表明
,

集团管理项 目运行过程中学科的参

与是必不可少的
。

组织集团管理项目不单单体现在

将相关的项 目集成起来
,

还要在其运行过程中起协

调和勃合剂的作用
,

否则就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

学

科参与到现场还可以深人和及时地了解研究进展和

科研队伍情况
,

为将来的基金管理工作开展掌握第

一手资料
。

基金项目集团管理过程中
,

常常感到人力的不足
,

因

为要想管好基金
,

就必须有足够的投人
。

另外
,

如果

学科由于某种原因管理不到位
,

或不参与项 目运行

过程
,

就难于产生集团管理的附加效果
。

这样也就

失去了集团管理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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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五届 一次全委会在京召开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第五届委员会第一次

全体委员会 2X( 科年 3 月 16一 17 日在北京举行
。

国

务委员陈至立出席会议并讲话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主任陈宜瑜院士代表第五届领导班子作了题

为
“

为不断提升我国科技源头创新能力而奋斗
”

的工

作报告
。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

中国科学院院

长路甫祥
,

全国政协副主席
、

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

迪
,

教育部部长周济
,

科技部部长徐冠华
,

中国科协

主席周光召
,

国务院副秘书长陈进玉等部门领导到

会并讲话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第五届委员会全体

委员出席了会议
。

新一届监督委员会委员也出席了

会议
。

,

国务委员陈至立在讲话中指出
,

自然科学基金

18 年来的成功实践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基础研究工

作的重视和加强
,

尽快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在 &R D 经

费中的比例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本世纪头 20 年

是一个我国必须紧紧抓住并可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

机遇
,

她希望自然科学基金会要抓住机遇
、

实现我国

基础研究的大发展 ;坚持体制和管理创新
,

不断提高

自然科学基金会的管理水平 ;要将人才工作放在首

位
,

大力实施人才强国战略 ;要继续坚持
“

有所为
、

有

所不为
”

的方针
,

充分发挥科学基金的导向作用 ;要

充分发挥科学基金会的咨询作用
,

协同科学技术部

拟定国家基础研究的方针
、

政策和发展规划
,

接受委

托
,

对国家高科技
、

应用研究方面的重大问题提出咨

询并承担相关任务
。

陈宜瑜在报告中说
,

以陈佳洱院士为主任的第

四届委员会进一步加深了对基础研究重要性的认

识
,

准确把握科学工作在全国科技工作总体布局中

的战略地位
,

全面实施源头创新战略
,

大力营造创新

环境
,

积极凝聚创新人才
、

培育创新文化
,

推出一系

列新举措
,

在完善和发展科学基金制的实践中取得

了新成绩
。

陈宜瑜提出了新时期科学基金工作必须适应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迫切需求 ;必须迎接世界科学和

技术革命的挑战 ;必须应对世界各国迅速发展基础

研究的咄咄逼人态势
。

同时
,

他还提出 2X( 科 年科学

基金 6 个方面的主要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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