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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协作与奉献氛围
。

按照标准要求
, “

中心
”

建立

了规范而有效的内部沟通机制
,

加强了领导与部门
、

部门与部门间的沟通
,

确保了管理及服务的畅通
,

同

时也营造了一个和谐
、

协作的良好氛围
。

通过开展后勤质量管理体系贯标认证
,

我们虽

然在后勤管理服务工作上取得了一些成绩和进步
,

尝到了质量贯标认证工作带来的益处
。

但是
,

我们

清醒地认识到
,

证书的获得决不是贯标的终结
,

我们

要着眼未来
,

与时俱进
,

用科学的管理
、

诚信的念
、

满

意的服务
、

创新的精神
,

为发展与完善我国科学基金

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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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学科发展

车成卫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工程与材料科学部
,

北京 l以叉〕8 5 )

引 言

2 X( 拜年 7 月
,

我应邀参加了第四届 国际先进材

料与技术研讨会论坛和第三届中
一
法双边学术交流

研讨会
,

并顺访法 国特鲁瓦大学
、

法 国巴黎第 6 大

学
、

法国技术大学和意大利热那亚大学
。

本次会议

就材料的力学行为
、

涂层与薄膜
、

功能材料
、

纳米材

料
、

材料表征等诸多领域的研究进行了广泛的学术

交流
。

出访期间
,

不论是参加学术会议还是访间实验

室
,

所闻所见都给我留下 了较深刻的印象
。

古人云
:

“

他山之石
,

可以攻玉
。 ”

有些东西的确值得深思和回

味
。

1 研究风格之比较

访问和参观几个大学的实验室
,

让我进一步了

解和认识到不同国家由于历史发展轨迹和文化沉积

的不同
,

经济发展水平的起伏对科技发展的影响
,

并

由此形成了不同的研究风格和特点
。

这些研究风格

和特点映射到科学家身上
,

可 以深刻地影响科学研

究的进程和发展
,

并决定科学研究的价值
。

我所参观的实验室规模都不是很大
,

但主攻研

究方向很明确
,

实验室之间特色鲜明
,

彼此不会出现

似曾相识之感
,

做出的研究工作也就很有特色
。

例

如
,

特鲁瓦技术大学的机械系统和并行工程实验室
,

在材料表面微结构表征方面有特色 ; 巴黎 6 大的高

等师范专科学校 的 L M T
,

Cac han 实验室四十几个人

的建制
,

在材料和力学以及材料和力学交叉的理论

研究方面
,

在国内外颇有影响
。

法国工程师的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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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 20 人左右的材料研究组
,

主要从事 X
一

射线表

面应力分析
、

激光加工
、

材料腐蚀与防护等方面的工

作
,

研究也有声有色
。

归纳起来
,

这些有特色的工作离不开有特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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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
、

仪器条件
,

以及对研究方向和科学问题的深人

把握
。

上面提到的三个实验室
,

很少商业购置的通

用设备
,

每个实验室都研制了自己独有的设备和仪

器
,

并在已有的设备
、

仪器上不断地进行完善和发

展
,

从而获取了别人所没有的数据和结果
,

为最终取

得有创造性的科研成果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前提
,

例

如
,

用于研究复杂载荷作用下的材料行为与损伤的

三轴加载试验机
、

动态加载装置
、

残余应力测试及表

征仪等
。

这一点给我 的印象最为深刻
,

就是只有自

己的思想
、

自己的设计
、

别样的制造
、

深人的工作
,

才

能获得独特的
、

有高附加值的研究结果
,

才能在国际

同行中产生影响
。

几个实验室的另一个特点是
,

它们既从事深人

的高水平基础研究工作
,

也开展一些与工业界有密

切关系的应用研究
,

从而在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

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

一方面
,

基础研究实现了通过

科学研究使人们更深人地认识 自然规律的价值功

能
,

另一方面
,

又对技术层面的物质文明创造产生 了

直接推动和支撑
。

这是较理想的资源配置和优化组

合
,

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一个实验室的应有作用
。

2 问题和看法

有比较
,

才能有鉴别 ;有鉴别
,

才能发现问题
,

然

后才能有所提高
。

这次出访获得的信息量很大
,

经

过一些思考和梳理
,

觉得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应该

对以下问题给予足够重视
,

实际上
,

这些问题可能与

国家科技体制和政策导向有关
。

通用设备购置多
,

有自己特色的设备少
。

这些

年
,

不少单位都花大量资金购置了一些同档次的高
、

精
、

尖通用分析仪器或设备
,

但工作中能否使用到那

么多
、

那么高的指标
,

却不得而知
,

这是其一
。

其二
,

这样买来的仪器和设备
,

没有自己的特色
,

也没有人

愿意在那些仪器和设备上进行有特色的改进和发

展
,

所以我们能获得的数据
,

别人也能获得
,

但可能

比人家晚
,

因为凡是变成商业产品进人市场的仪器

和设备
,

从技术上讲已经是落后的 了
。

我们原创性

工作不多恐怕和这一点有很大的关系
。

我们应该借

鉴法国的先进经验
,

鼓励大家研制有 自己特色的研

究工具
,

通过政策导向和切实有效的措施
,

吸引大家

朝这个方向努力
。

仅仅有经费
、

有人才
、

有思想
,

如

果没有
“

独门
”

工具
,

可能还是不能解决最有价值的

科学和实际应用问题
。

另外
,

由此造成的浪费也是

很惊人的
。

具体表现是条块分割造成的低水平重复

建设和购置
,

和购置后设备的使用效率低下
。

我们

现在有项 目板块和人才板块
,

其实设备工具板块也

很重要
。

启动足够力度的工具板块资助一些科研工

作者结合具体科学问题研制有特色的仪器和设备应

该是时候了
。

宏观
、

面上的工作偏多
,

深人的工作偏少
。

通过

这次参加会议和访问法国
、

意大利的实验室
,

我感

觉
,

我们的工作似乎宏观
、

面上的工作多些
,

而深入
、

系统的工作偏少
。

这一方面和我们当前的浮躁之风

盛行有关
,

另一方面也可能与我们的现代科学研究

的历史比较短有关系
。

在整个社会中
,

科学精神还

没有那么深人人心
,

总是喜欢
“

打一枪
,

换个地方
” 。

实际上
,

缺少有特色和系统的研究工作
,

一方面导致

了研究工作的价值不大
,

创新性不够强
,

同时也败坏

了学术风气
。

大家都只是浮在上面
,

看到的可能只

是镜中之花
,

因而领略不到}隐藏在表象背后或事物

深处的科学之真和科学之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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