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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理论物理专款十年

工作总结与展望

理论物理专款学术领导小组

1 理论物理专款设立背景与特点

为促进我国理论物理学研究的发展
,

培养理论

物理优秀人才
,

充分发挥理论物理对国民经济建设

和科学技术在战略决策上应有的指导和咨询作用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以下简称自然科学基金

会 )决定自 199 3 年起设立
“

理论物理专款
”

并成立学

术领导小组
,

负责专款的使用 ;数理科学部协助学术

领导小组组织实施
。

自然科学基金会的领导对设立

这一专款非常重视
,

聘请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

院士任第一届学术领导小组组长
,

于敏院士和何柞

麻院士任副组长
,

成员有胡济民院士
、

苏肇冰院士等

知名学者和教授
。

当时任自然科学基金会主任的张

存浩院士
、

副主任胡兆森先生和陈佳洱院士
,

当时任

中国科学院院长的周光召院士以及原国家科委的有

关领导同志亲自参加了学术领导小组的成立大会
。

在会上
,

张存浩主任强调理论物理发展对国民经济
、

技术革命所起的重大作用
,

希望通过这一专款资助

能在培养理论物理优秀人才和高水平学术带头人方

面作出贡献
。

周光召院长谈到自然科学基金会拨出

专款是对理论物理研究很大的支持
,

理论物理研究

有希望在国际上争得一席之地
,

达到世界公认的第

一流水准
,

为中国争得荣誉
。

10 年来
,

在自然科学基金会几届领导的积极支

持下
,

在前后四届专款学术领导小组的努力工作下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理论物理专款在培养人才和促进

理论物理研究两方面都取得了瞩目的成绩
,

产生了

很好的影响和作用
。

专款的工作主要有下列几个方

面
:

( l) 支持对国民经济和国家安全在战略决策上

有重要意义的理论物理课题
。

针对国民经济和国家

安全所提出的重要 问题
,

从理论物理的角度作软科

学的研究
,

对技术路线的战略性决策以及技术途径

的可行性提供理论依据
。

在课题研究的基础上
,

我

们在 199 6 年 8 月 21 一 25 日召开 了
“

第一届全国理论

物理学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研讨会
” 。

会上大家从

理论物理的角度对国民经济的一些重大间题进行了

讨论
。

事实证明
,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济的快速发

展
,

这些问题越来越突现出来
。

例如
:
( ! )能源 问

题
,

解决方法之一是利用核能
,

特别是聚变能
,

包括

加速器驱动的
“

次临界装置
” 、

聚变
一
裂变堆

、

惯性约

束核聚变
、

地下核爆炸等
。

( ii )超导技术的应用
,

如
:
超导长距离输电

、

超导悬浮列车等
。

( }!} )利用光

孤子的长距离
、

低损耗通信
。

( }V )天气和地震的中

长期预报
。

( V )反演算方法及其在医学
、

地质探测

等领域中的应用等
。

通过会议
,

大家认识到在一些

大工程中
,

不仅有大量的工程技术问题
,

还有许多基

本物理问题
。

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证明
,

往往物理

问题解决得好
,

解决得彻底
,

工程就能少走弯路
,

取

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

(2 ) 支持具有原始创新性的重要理论物理课

题
,

既注意到理论物理的前沿课题
,

又注意到理论物

理与其他学科的交叉
,

例如与数学
、

生物
、

化学
、

地

学
、

天文等领域的交叉学科
。

我们在全国率先创立

了
“

专家顶层设计
”

的方法来指导科学研究
。

初期是

与国民经济有关的重大理论物理课题
,

后来发展到

理论物理和交叉学科的重要前沿课题
。

例如 199 6

年提出的
“

混合价锰氧化巨磁电阻理论研究
” ,

199 7

年提出的
“

现代粒子物理与宇宙学中的几个重大交

叉间题的研究
” ,

199 8 年提出的
“

中微子质量和振荡

理论
” 、 “

与兰州重离子加速器有关的原子核理论
”

和
“

软凝聚态物理理论
” ,

1999 年提出的
“

羊八井宇宙

线探测的理论
” 、 “

基因组序列的理论分析
” 、 “

光子晶

体若干理论问题
”

等
。

由于我们采取了组织课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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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

集中了全国的优秀人才
,

在短时间内取得了较

好的效果
,

推动了该领域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
。

例

如为发展交叉学科
,

我们于 199 5 年 4 月 2 2一24 日召

开 了
“

理论物理和生物学交叉领域的小型学术讨论

会
” ,

推动和促进了我国的基因组系列研究
。

( 3) 支持有利于培养具有创新思想的优秀青年

人才特别是一些刚回国的青年理论物理工作者的课

题
。

为此
,

我们于 199 7 年 n 月 4一 7 日召开了
“

全

国青年理论物理学工作者学术交流大会
” 。

报告分

场论
、

粒子物理
、

凝聚态物理和原子分子物理 4 个部

分
,

反映了我国青年理论物理工作者近年来在这几

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和成果
。

不少报告都具有国际先

进水平
,

反映了我国年轻一代理论物理工作者已经

成长起来
,

理论物理工作者的队伍后继有人
。

为支

持西部地区的理论物理研究
,

培养和留住人才
,

2X() 1

年启动了
“

东西部合作项目
” 。

为支持工作优秀的理

论物理博士后尽快地进人研究工作
,

为取得正常的

经费支持打好基础
,

从 2印 3 年起设立 了
“

博士研究

人员启动项目
” 。

( 4 )独立或联合 (和原国家教委
、

科学院 )举办各

种类型的讲习班
,

聘请国内外优秀的科学家
,

介绍理

论物理各前沿领域的最新进展和理论方法
,

使广大

青年研究工作者和研究生能更快地进人该领域
。

例

如
,

2X( X) 年 8 月 6一 19 日举办了
“

全国量子信息及其

量子物理基础
”

研究生暑期学校
,

200 1 年 7 月 22 日

一8 月 4 日举办 了
“

全国理论生物物理与生物信息

学
”

研究生暑期学校
,

及时介绍和交流了这两个国际

前沿领域的最新进展和发展
。

在此基础上还组织了

理论物理前沿高级研讨班
,

开展科研合作
,

加强相互

交流
,

培养年青人才
,

提高研究水平
。

和意大利国际

理论物理中心建立了 固定的联系
,

每年资助一定数

量的青年研究工作者参加中心举办的讲习班和有关

活动
,

加强国际交流
。

同时适当改善和建立理论物

理研究的基础条件
。

( 5) 支持李政道先生和杨振宁先生领导的项目
。

2 资助绩效与典型事例

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理论物理专款项目实施以

来
,

已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

现在分几个方面简要介绍

如下
:

( l) 在与国民经济和国家安全有关的项目方面
,

资助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开展了
“

强激

光场与原子及等离子体的相互作用
”

研究
,

使得这一

项 目从此在该所继续开展下去
,

并培养了青年的科

技人员与博士生
。 “

经济系统复杂性研究
”

项 目用物

理的思维和方法研究经济系统
,

讨论了微观个体作

用规律和宏观演化的关键变量之间的关系
,

得出了

游动资金比例过高导致宏观经济危机
,

部门间的追

赶效应促进宏观经济增长
,

产业结构失衡导致经济

危机等论断
。

这些研究成果对当前我国的经济过热

现象不乏现实意义
。

( 2 )在理论物理研究前沿方面
,

通过顶层设计
、

组织和重点资助
,

推动了我国相应项目的发展
,

做出

了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成果
。

如
: “

混合价锰氧

化巨磁电阻理论研究
”

项 目促进了我国在该领域的

研究发展
,

在这基础上
, “

自旋输运和巨磁电阻理论
”

获得了 2X() 2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和 2田 l 年

度教育部中国高校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 “

极端条件

下的核结构理论研究
”

课题组的曾谨言教授等提出

的
“

推转壳模型的粒子数守恒方法
”

得到国际著名核

物理学家的高度评价 ; “

原子核的磁转动机制
”

项目

的研究成果被美国能源部编写的《核科学长期规划》

( 199 6) 中列为原子核振动转动研究的新成就
。

该项

目与德国慕尼黑技术大学 P
.

凡 gn 合作预言的
“
巨

晕核
”

已经被德国 GS I
、

日本 R IKE N 等研究所列为加

速器换代的物理依据之一
。 “

光子晶体若干理论问

题研究
”

项目不仅取得了许多高水平的成果
,

而且培

养了一大批人才
。

同济大学和复旦大学物理系目前

都形成了很强的光子晶体研究队伍
,

为 2X() 2 年争取

到光子晶体研究的
“

97 3
”

项 目打下了基础
,

项目的参

加者资剑教授成为该
“
97 3

”

项目的首席专家
。 “

iD ,
符号法进展

”

项 目获得了 199 8年教育部科技进步奖

一等奖
,

并受邀为国际刊物撰写了有关 iD二符号法

发展的评论文章
。

( 3 )在交叉学科方面
,

促进了交叉学科的发展
,

如
:
生物物理

、

非线性科学
、

软凝聚态物理等
。

在生

物物理领域
, “

DNA 和蛋白质非线性动力学及蛋白

质结构功能的理论研究
”

项 目系统地发展了一个分

析和研究 DNA 系列的新的几何学方法
,

在球蛋白质

结构类预测研究中取得了世界领先性的成果
,

使类

预测的准确度提高到 95 % 以上
。

曾接受专款资助

的两位科学家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 “

现代粒子

物理与宇宙学中的几个重大交叉问题研究
”

项 目对

于推动我国粒子宇宙学这一交叉学科起到了十分重

要的作用
。

经过几年的努力
,

已形成了一支队伍
,

在

宇宙学研究方面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

如
:
暴涨模型

与 WM AP
,

暗物质与暗能量等
。

( 4 )在资助李政道先生的项目中
,

环绕现代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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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两个基本疑难问题
:

对称
一
非对称二重性和夸

克胶子禁闭机制
,

研究了标准模型及强相互作用的

基本理论
。

配合 B E代 和极高能加速器的实验结

果
,

开展了 BC 介子物理
、

及 V 及更高能区粒子物理
、

重夸克偶素物理及胶球性质等方面的研究
。

还开展

了凝聚态和统计物理
、

相对论重离子碰撞和高温高

密物质
,

以及黑洞
、

宇宙学和中微子振荡物理等的研

究
。

共发表论文 6 23 篇
,

其中国外杂志 355 篇
,

出版

专著 10 本
。

学术会议邀请报告 90 次
,

其中国际会

议 43 次
。

获吴有训奖
、

周培源奖各一项
,

获中国科

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1项
、

二等奖 1项
,

获原国家

教委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1项
、

二等奖 2项
。

( 5) 在资助杨振宁先生的项目中
,

支持了南开大

学以杨
一 B axt er 系统为主的数学物理前沿问题研

究
,

使得我国在此分支国际竞争中占有了一席之地
。

200 1年在南开大学召开了
“

格点统计与数学物理前

沿
”

国际学术会议
,

国外约 50 位学者在会上作了报

告
,

南开研究组也作了报告
,

反映很好
。

同时培养了

一批人才
,

他们都有较强 的工作能力
,

敬业奉献
,

现

大都在国内工作
,

如孙昌璞
、

薛刚
、

李有泉
、

苏刚等
。

(6) 在培养人才方面
,

通过资助培养了一批优秀

青年理论物理研究人才
,

如
:
孟杰

、

马红儒
、

马余强
、

张新民
、

马建平
、

喻明
、

孙昌璞
、

王建雄
、

龙桂鲁等
,

其

中不少人后来都得到了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资

助
。

举办的各种讲习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

为青年

学生和研究工作者系统全面地介绍了国际理论物理

前沿领域和交叉学科的最新发展
。

如
: 2X() 1 年在厦

门举办的
“

理论生物物理和生物信息学
”

研究生暑期

学校
,

请了 6 位大陆和台湾著名的教授讲课
,

分别讲

解分子生物学
、

生物信息学
、

蛋白质结构及其功能
、

大规模测序中的拼接和注释
、

新基因的计算机克隆
、

蛋白质折叠与分子动力学模拟等内容
,

共有 123 名

学员参加了学习和考试
,

他们认真听课
,

课余时间积

极开展交流和讨论
,

取得了很好的收益和成绩
,

并取

得了结业证书
,

其中 74 位学员写了小论文
,

6 人作

了学术报告
。

( 7) 配合国家的西部发展战略
,

通过
“

东西部合

作项目
”

加强了东部先进地区对西部地区的支持
,

促

进了西部地区高校和研究所的理论物理研究和人才

培养
。

为做好这项工作
,

专款领导小组于 2叨2 年 10

月去新疆做了调查研究
,

了解到他们研究经费短缺
、

缺乏重点学科
、

教员教学和科研水平偏低
、

留不住人

才等实际困难的情况
,

为后来
“

东西部合作项 目
”

的

实施打下了基础
。

西北师范大学的段文山博士从国

外做完博士后 回来
,

面临着研究经费缺乏的困难
。

得到东西部合作项 目
“

非线性物理中的孤立波及其

稳定性问题研究
”

的资助后
,

和北京师范大学的贺凯

芬教授合作
,

大大调动了他和研究组成员的积极性
。

从 200 2 年到现在
,

段文山博士以第一作者在 月王笋
.

人疚
,

.

E 等刊物上发表的被 SCI 收录的论文有 25 篇
,

研究组其他老师和研究生发表的被 SCI 收录的论文

23 篇
,

大大超过了西北师范大学有史以来的记录
。

其他如内蒙古民族大学
、

呼伦贝尔学院
、

新疆大学
、

广西师范大学
、

贵州大学
、

西南师范大学等都有很好

的反映
。

通过这一项 目的实施扩大了他们与内地院

校的交流
,

提高了本校的研究水平
,

取得了众多的科

研成果
,

培养了人才
,

也稳定了人心
。

(8) 从 2X() 3 年起设立
“

博士研究人员启动项 目
”

以来
,

已经得到了广大博士后的普遍欢迎和赞扬
。

许多博士后反映
“

博士研究人员启动项 目
”

起了 3 个

方面的积极作用
:
一是解决了部分的研究经费

,

使得

博士毕业以后研究不致中断 ;二是这一资助项目规

格高
,

从而对受资助者的研究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 ;三是增加了受资助者继续从事理论物理研究的

决心
。

3 实施体会和今后发展思路

总结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理论物理专款实施 10

年来所取得的成绩
,

我们历年四届学术领导小组有

下列的体会
:

( 1) 理论物理是一门有广泛深入基础
、

与国民经

济
、

国家安全和其他学科有密切联系的科学
。

它对

于探索自然规律
、

推动其他学科和交叉学科的发展
、

满足国家需求等方面将起重要的作用
。

(2) 理论物理是一所培养人的大学校
,

它培养的

人具有很好的基础 和工作能力
,

能够成为国家在各

条战线 (不仅在
“

理论物理
”

)上的有用人才
。

( 3) 理论物理专款在自然科学基金中是一支小

分队
,

它具有灵活机动的特点
。

例如
:
资助范围可以

很宽
,

以满足各方面的需要 ;资助方式可以多样化
,

包括顶层设计的重点项 目
、

东西部合作项 目
、

博士研

究人员启动项目
、

改善理论物理研究条件等
,

它从我

国的实际情况出发
,

合理有效地使用有限的经费
,

推

动理论物理研究和培养人才
,

促进我国各地区理论

物理研究长期均衡发展
,

全面繁荣
。

( 4 )理论物理研究不需要昂贵的仪器设备和实

验室条件
,

因此它是一项高产出投人比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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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
,

理论物理专款投人的总经费为 18 印 万元
,

与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其他项 目相比还是相对少

的
,

而收效是比较好的
。

总结 10 年来理论物理专款实施情况
,

证明自然

科学基金会当时设立
“

专款
”

的决策是正确的
,

也是

值得的
。

近年来 自然科学基金会对理论物理专款的

投人不断增加
。

在新的形势下
,

如何发挥理论物理

专款的作用和特点
,

它应该如何定位
,

这是摆在我们

面前的一个问题
。

我们认为
:
理论物理专款仍应继续保持 自己的

特点
,

它不是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的简单补

充
,

而是要发挥它灵活机动的优势
,

根据国际国内理

论物理发展的前沿和最新研究成果
,

及时地进行顶

层设计
,

组织优秀人员进行攻关
,

培养青年人才
,

广

泛开展国际
、

国内的学术交流和讲习活动
,

改善理论

物理研究环境
,

以促进我国理论物理研究再上一个

新台阶
。

对今后一个阶段的主要工作的具体建议

是
:

( l) 继续支持李政道和杨振宁先生领导的研究

项目
,

使项 目组在他们的指导下做出高水平的研究

成果 ;

( 2) 发挥专款灵活机动的特点
,

依靠领导小组的

学术指导
,

及时组织资助具有原创性的重要理论物

理课题
,

发掘创新思想和创新人才
,

促进研究发展和

参与国际竞争 ;

( 3) 继续组织理论物理前沿讲习班和研讨班
,

培

养年轻人才
,

提高研究水平
,

加强国际合作交流
。

邀

请国际著名科学家来华讲学
,

以提高讲习班的水平

和档次 ;

( 4) 继续做好
“

东西部地区合作项目
” ,

加强东西

部专家的合作与交流
,

切实关注和扶植中西部地区

理论物理研究和人才培养 ;

(5) 继续做好
“

博士研究人员启动项 目
” ,

支持工

作优秀的理论物理博士后尽快地进人研究工作
,

为

取得正常的经费支持打好基础 ;

( 6) 为普及理论物理知识
,

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投

入和献身到物理学的研究中来
,

同时也为广大读者

扩大知识面和更新知识提供一套有益的读物
,

组织

各领域的专家撰写和出版《现代物理前沿丛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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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

谢和平先后主持完成了十余项国家和

省部级重要科研项 目
,

研究成果 1卯 5 年获国家自然

科学奖三等奖
,

199 8 年
、

1999 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三等奖
,

2X( 刃 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

美
、

英
、

德
、

日等国的科学家称他是矿山岩体力学理论与工

程应用研究领域的
“

国际领先科学家
” 。

“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是青年人成长的催化

剂
,

它为青年科技工作者的自由探索提供了一个基

本的保障
,

我就是在
“

杰青
”

基金的扶持下成长起来

的
。 ”

采访结束时
,

谢和平不忘为四川大学的青年学

者呼吁
, “

四川大学现有
“

杰青
”

巧 位
,

我希望能达到

40 位以上
,

这才与我们川大的学术地位相称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