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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出基金育杰出人才

—
“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

实施 10 周年巡礼

宿 芬 周襄楠 高策理

(清华大学科技部
,

北京 l ( x X〕84

10 年
,

也许是不长的一段时间
。

走过 10 年的
“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

作为国家专门用来支持人

才的基金
,

在为国家吸纳海外青年才俊
、

培育国内学

术骨干以及支持创新研究群体方面画出了浓浓的一

笔
。

得益于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支持
,

70 位清

华大学的青年学者更快地成长起来
,

他们有的专注

于基础研究
,

作出了原创性的成果 ;有 的承担着国家

重大科研项目
,

为国民经济作贡献 ;有的活跃在国际

学术舞台上
,

提升了我国科技界在 国际上相关领域

的地位
。

可以说
,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为清华大

学的人才队伍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

这里仅

摘取几朵小花
,

向
“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

设立 or

周年献礼
。

1 在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资助下
,

造就

了一批学术带头人并促进我校形成高水平的

创新群体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是我国少数几个全国性

的以
“

人
”

为中心资助的基金之一
,

宽松的科研环境

和持续有力的资金支持使得我校优秀青年学者以基

金为起步
,

在学科前沿进行大胆的探索
,

并且在主持

和参加基金的过程中得到了锻炼
,

进而形成了一批

在国际学术界有影响的学术群体
。

199 4 年以来
,

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

的清华大学教师中有 27 人人选国家教育部
“

长江学

者计划
” ,

13 人入选国家
“

百千万人才工程
” ,

巧 人获
“

中国青年科技奖
” ,

2 人获中国青年科学家奖
。

例如
,

获首届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的力

学系杨卫教授在 2 00 3 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

并在

新近成立的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担任常务副院

长
,

成为清华大学发展航空航天科技的领头人
。

在

他看来
,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是我国科研项 目支

持方式的一个创新
。

在该基金的支持下
,

他们对当

时简陋的实验室进行了改造
,

购买了一批设备
,

开展

了若干方向的科学研究
,

在获得资助的当年就出了

一批高质量的学术论文
,

并得到了频率很高的引用
,

他的被引用率最高的几篇论文都是出自那个时期
。

此外
,

从清华大学力学系
、

水利系
、

生物系
、

计算

机系
、

经济管理学院的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

群体
”

(以下简称
“

创新群体
”

)来看
,

获得杰出青年科

学基金资助的教师在创新群体中起到了骨干的作

用
。

以杨卫教授为首的力学系创新群体中
,

有杨卫
、

郑泉水
、

方岱宁
、

孙庆平 4 人获得过国家杰出青年科

学基金的资助
,

整个群体活跃在力学重大问题的国

际前沿
,

近 6 年来
,

他们在 oJ u

哪1 of the 几几c
ha

n 如

a
dn 产、 ` ics of so 赫 上发表的论文数

,

在全球高校中

跃居第 5 位
,

在他们的带领下
,

清华大学固体力学学

科在各种评估中名列前矛
,

杨卫说
: “

创新群体的支

持是我们同事之间的一种
`

戮合剂
’ ,

使得我们大家

能够一起做一些想做的事情
。 ”

以水利系王光谦教授

作为学术带头人的创新群体中有国家杰出青年科学

基金获得者 4 人
,

他们通过开展学术交流
,

一起参与

我国江河治理重大工程问题研究
,

自然形成学科的

优势群体
。

该群体的特点是
: 既进行高水平的学术

研究
,

也紧密结合重大工程解决生产间题
,

与国内外

研究机构建立 了广泛联系
。

近 5 年来承担科研项目

50 多项
,

总经费超过 2X( X) 多万元
。

获得包括国家科

技进步奖一等奖在内的国家级和部委级各种奖励

12 项
,

发表论文 2加 余篇
,

其中被 S CI
、

IE 收录 100

余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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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介入为清华大

学承担国家重要的科研项目
、

为国民经济主

战场服务提供了部分先期条件

有了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支持
,

使得青年

学者能够潜心于 自己的研究
。

这为后来承担国家
“

97 3
” 、 “

86 3
”

等重大项 目
,

在国民经济主战场上发挥

作用奠定了坚实基础
。

据统计
,

在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教师

中
,

有 巧 人次承担国家
“

97 3
”

课题
,

24 人承担过国家
“

86 3
”

项目
,

83 人次获得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的重大
、

重点和面上基金项 目 ;共取得国内专利 50 项
,

国外

专利 8项
,

并有 18 项科研成果获得了推广
。

现为博奥公司技术总监
、

生物芯片北京国家工

程研究中心主任的清华大学生物系程京教授
,

在

19 99 年刚回国时就获得了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的资助
,

并在此基础上获得了总数超过 8以X) 万元人

民币的
“

9 5 5
” 、 “

97 3
”

和
“

86 3
”

课题资助
。

迄今已发表

论文 40 余篇
,

其中 S CI 收录 23 篇
,

编著生物芯片英

文专著 4 部
,

申请专利近 50 项
,

其中 5 项 已获美国

专利授权
。

如今
,

博奥公司已经开发出系列生物芯

片及相关试剂盒
、

仪器设备
、

软件和数据库在内的

2 0 多项产品
,

其中部分已开始出口创汇
。

国家
“

9 73
”

计划首席科学家
、

摩擦学国家重点实

验室常务副主任锥建斌教授在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

金的资助下
,

他的计算机硬盘润滑和表面抛光方面

的研究得以启动
。

他们研制出的纳米金刚石高精表

面抛光技术
,

被世界上最大的磁头生产商香港新科

实业有限公司 ( S AE 公司 )采用
,

为公司创造经济效

益近亿元
。

锥建斌认为
: “

我们的研究工作之所以能

在后来取得突出的成效
,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

先期支持非常重要
,

也正是因为有了它
,

我们在后来

衍生了其他相关的研究项 目
。 ”

化工系教授魏飞于 199 8 年获得国家杰出青年

科学基金的资助
,

使他所进行的科研项目
“

浓相气固

流动及传递行为研究
”

得以深人
。

他发展了气固流

动流化理论及分布器
、

内构件技术
,

并将这一技术用

于丙烯睛
、

苯胺流化床反应器中
,

先后完成了 2
.

s m
、

5
.

4 m
、

7
.

47 m 直径等 6 台工业反应器设计及开车工

作
,

是目前我国能 自主设计的最大直径化工用流化

床反应器
。

该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

他

还提出了纳米聚团流化床概念
,

并用于碳纳米管批

量生产
,

使多壁碳纳米管产量达 1k5 岁h
,

为目前 国

际的最大产量
。

3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为稳定清华大学

的基础研究队伍起到积极作用

基础研究是一所大学科研得以长期繁荣的生命

线
,

由于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持续支持
,

使得我

校部分优秀青年学者能够安心坐
“

冷板凳
” ,

在基础

研究领域的前沿孜孜以求
。

2 X() 2 年
,

清华大学被 S CI 收录的论文达到 18 99

篇
,

居国内高校第一
。

近年来
,

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

学基金的教师发表 S CI 收录论文 12田 余篇
,

在国际

学术会议作大会特邀报告和分组报告 5 00 余次
,

共

有 8人次获得国家级三大奖的奖励
,

39 人次获得省

部级的奖励
,

19 人次获得国际上的学术奖励
,

从一

个方面反映出他们在基础研究上的成果
。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资助者
、

国家
“

97 3
”

项

目首席科学家南策文教授一直从事非均质材料 (如

陶瓷
、

复合材料 )显微结构与性能关系理论计算
、

功

能复合材料
、

铁性材料
、

热电材料的研究工作
。

迄今

发表学术论文 2 00 余篇
,

被 S CI 他人引用近 以X) 次
。

在获资助期间
,

他主要在新型铁性复合材料
、

介电及

热电材料的理论设计和研制方面开展了系列工作
,

曾于 199 9 年获美国陶瓷学会 E dw a l d c
.

eH衅 奖
,

2X( 刃年获美国 IS (I S CI 检索系统所在的研究所 ) iC at
-

ti o n C las
s i e

wA ald (经典引文奖 )
。

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
,

是中国国情研究专

家和学术带头人
,

在该领域发表和出版专著或合著

已达 料 部
,

他所撰写的 国情报告多次受到党中央
、

国务院领导的批示
,

产生了较为广泛的社会影响
。

4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促进了清华大学

的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

据不完全统计
,

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

教师中
,

有 81 人次组织过国际学术会议
,

有 5 28 人

次参加过国际学术会议
,

并有多人多次应邀在国际

学术会议上作特邀报告或大会报告
,

在国际学术组

织任副主席
、

理事
、

高级会员和 国际学术期刊任主

编
、

编委等职位 84 人次
。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
,

国

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支持使科研人员与国际国内

同行在学术上的沟通和交流更加便利
,

更有条件关

注同行的最新成果
,

互相借鉴和学习
。

比如
,

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的力学

系郑泉水教授曾获得国际工程科学联合会暨国际工

程科学杂志首届 (惟一 )的杰出论文奖
,

他说
: “

国家

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设立
,

使得我有很好的条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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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新领域
,

并长期专注于创新性高的研究
。

在它的

支持下
,

我们提出了
`

多壁碳纳米管作为十亿赫茨振

荡器
’

的构想和理论预测
,

在国际力学
、

物理和纳米

科技领域产生了广泛影响 ;提出了细观力学相互作

用直推法 ;实现了从宏观力学到细观力学
、

进而微纳

米力学的研究战略布局和跨越
,

并邀请了不少国际

知名力学专家来校合作和访问
。 ”

公共管理学院薛澜教授的研究更是有着鲜明的

国际化的特点
。

他同时任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兼职

教授
、

得克萨斯州立大学奥斯汀分校 ICZ 研究所研

究员以及其他一些国内外学术机构的兼职
。

他主持

或参与了多项国内外重大研究课题
,

在国际及国内

学术期刊多有著述发表
。

他应邀参加了近百个国际

国内学术会议
,

在很多会议上主持会议或宣读论文
。

薛澜教授认为
: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设立

,

是国

家基础研究资助方式的一个重要模式转变
,

是从资

助项 目为主的单一模式到资助项 目
、

资助人
、

资助基

地的多元模式
,

这种转变对于激励年轻学者从事有

探索意义的基础研究有非常重要的激励作用
。

在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的推动下
,

清华

大学相当一部分的学术研究和研究成果已经融入世

界知识体系中
,

形成了与国际学术界相互渗透
、

相互

影响
、

互为补充的格局
。

也许 10 年的路程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只是片

刻
,

但是
,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对于清华大学优秀

中青年教师的资助和鼓励作用已在科研
、

教学
、

育人

等各个方面显现出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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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念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实施 10 周年
·

远航的动力

高 抒

(南京大学海岸与海岛开发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

南京 21 ( x刃 3 )

驶向茫茫大海
,

要有航行的 目标和充分的准备

工作
。

这样
,

才不会迷失方向
,

才不怕惊涛骇浪
。

对

我来说
,

留学生涯奠定了我的研究志向
,

而国家杰出

青年科学基金的资助是我远航的动力
。

199 3 年
,

我在英国南安普顿大学海洋学系获得

了博士学位
,

并开始关注新的学术发展目标
。

在与

我的导师 M
.

B
.

oC iil n ,
教授的讨论中

,

提出了按照

新的思路撰写一本海洋沉积动力学专著的设想
。

有

关沉积动力学的著作已有多本
,

我们的 目的绝不仅

仅是再增添一本
,

而是要针对全球变化和地球系统

科学研究领域的进展
,

在沉积动力学的方法论和应

用前景上取得突破
。

Coll in s
教授很支持我的建议

,

同时我们也非常清楚这项工作的艰巨性
。

海洋沉积动力学涉及多个研究领域
,

传统的泥

沙动力学领域中就有许多尚未攻克的难题
,

如底部

边界层过程和沉积物输运率的解析算法等
。

对此
,

我们的策略是
,

在悬沙数学模型
、

推移质输运公式
、

示踪物动力学
、

沉积和地貌信息方法
、

现场观测技术

本文于 2X( 只年 6月 25 日收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