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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纪念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实施

+ 周年学术报告会上的致词
`

陈至立

非常高兴参加纪念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实施

十周年学术报告会
。

我代表国务院
,

对国家杰出青

年科学基金工作取得的显著成绩表示热烈的祝贺 !

向到会的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并通过你们

向全国科技工作者致以崇高的敬意 !

实施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

是我国人才强国

战略的一项重要举措
,

也是具有时代性和前瞻性的

制度创新
。

在中央领导的直接关心下
,

国务院 199 4

年批准设立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

十年来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遵循
“

尊重科学
、

发扬民主
、

提

倡竞争
、

鼓励合作
、

促进创新
”

的科学基金制
,

遵循科

学发展和科技人才成长的规律
,

经严格遴选累计资

助了 1 17 4 名青年学者
。

这对于稳定基础研究队伍
,

培养和造就优秀学术带头人
,

吸引海外留学人员为

国服务
,

孕育创新研究群体和团队
,

产生一批重要科

学创新成果都有着十分重要作用
。

十年来国家杰出

青年科学基金资助的青年学者中有许多人已经成为

今天我国科技事业的中坚力量和高层管理者
。

实施

科学基金人才战略取得了显著成绩和广泛影响
,

也

得到科技界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
,

意义十分重大
、

深远
。

党的十六届 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

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
。

党的执政能力也体

现在管理国家科技事业之中
,

体现在大力实施科教

兴国战略
,

做好科技人才工作
,

引导和推进我国科技

事业发展
,

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基

础性
、

先导性和全局性作用中
。

胡锦涛总书记在全

国人才工作会议上指出
: “

要以提高创新能力和弘扬

科学精神为核心
,

加快培育和造就一批具有世界前

沿水平的高级专家
,

特别是抓紧培养造就一批中青

年高级专家
” 。

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有关人

才强 国的战略部署
,

积极推进创新团队建设
,

加大学

科带头人的培养力度
。

新时期我国科技人才工作的战略目标是
: 以提

高创新能力和弘扬科学精神为核心
,

建设一支梯次

合理
、

素质优良
、

新老衔接
、

满足经济社会和科技发

展需要的宏大的科技人才队伍
,

营造一个有利于激

发科技工作者创新热情的良好环境
,

加快培养造就

一批把握科技发展大趋势
、

具备广阔国际视野和世

界前沿水平的科学家与工程师
,

特别是抓紧培养和

造就一批优秀中青年专家与创新团队
。

人尽其才
,

才尽其用
,

科技事业才能欣欣向荣
。

我们要通过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

大力营造有

利于科技人才充分施展才华的体制
、

机制和环境
。

爱因斯坦说过
:
我们思想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来源

于好奇心
。

科技人才的脱颖而出
,

特别需要鼓励创

新
、

宽容失败的科学研究氛围 ;特别需要百花齐放
、

百家争鸣的学术讨论氛围 ;特别需要破除那些不合

时宜
、

束缚人才成长和发挥作用 的观念
、

做法和体

制
,

消除那些违背科技发展规律和科技人才成长规

律的制约因素
。

因此
,

要坚持竞争激励与崇尚合作

相结合 ;坚持
“

人尽其才
” ,

发挥老
、

中
、

青科技工作者

的积极性 ;切实改进管理
,

扎扎实实为科技工作者服

务
,

确保科技工作者特别是学术带头人能集中精力

从事研究
。

充分利用好国外和国内两种人才资源
,

我们的

科技事业才能不断提高国际竞争力
。

一个国家和民

族的崛起离不开在全球或较大地区范围内进行资源

配置
。

面对全球人才竞争的严峻形势
,

我们要有海

纳百川的胸怀和气魄
,

有勇气
、

有信心
、

有谋略地主

动参与世界科技人才竟争
,

努力开拓海外人才资源
。

只有主动参与竞争
,

才能赢得竞争的主动权
。

同时
,

要下大力气营造拴心 留人的环境
。

栽好梧桐树
,

引

来金凤凰
。

要从体制
、

机制上下功夫
,

稳定各类科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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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
,

维护国家人才安全
,

防止国家重要科技人才流

失
。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

我们要继续实施科学基

金人才战略
,

发挥基础研究培养科技人才的摇篮作

用
。

为此
,

我讲四点要求
:

第一
,

不断完善人才培养和资助体系
。

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作为我国支持基础研究的主渠道之一
,

要坚持科研与教育结合
,

个体与群体结合
,

国内资源

与国外资源结合
,

把人才培养和资助工作放在科学

基金优先发展的地位
。

要培养和保护青年人才从事

基础研究的兴趣和热情
。

加大对青年科学基金的投

人力度
,

适当扩大青年科学基金资助规模
,

使青年科

技工作者在处于创新初期就能够得到及时的支持
,

保证基础研究人才的源头供给
。

同时
,

要借鉴发达

国家的经验
,

促进基础研究与教育的有机结合
,

进一

步探索和完善以科学基金项目为载体培养研究生特

别是博士生的有效模式
。

进一步完善国家杰出青年

科学基金资助和管理工作
,

培养和造就更多的将才

和帅才
。

要继续开展对以优秀科学家为学术带头人

的创新研究群体的资助工作
,

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
,

共同建设一批集优势人才
、

富有创新精神和创新活

力
、

勇于冲击世界科学前沿的研究团队
。

不断发展

和完善由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基金
、

青年科学基金
、

国

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

创新研究群体构成的人才培

养资助体系
,

努力形成一支高水平的基础研究人才

队伍
。

第二
,

进一步营造人才成长的良好环境
。

要继

续确保科学基金面上项 目经费投人比例
,

进一步提

高资助率和资助强度
。

采取切实有效措施
,

善于识

别和发现创新性项 目
,

鼓励科学研究人员解放思想
,

大胆探索
,

勇于提出创新思想
。

要切实加强评审专

家队伍建设
。

不拘一格地把优秀的科学家及时地充

实到专家队伍中去
,

加大聘请境外科学家参与评审

工作的力度
。

引导专家在评审工作中把发现和保护

创新人才作为根本出发点
,

注重考察课题长远的学

术价值
,

加强对资助对象人文素质和道德水准的考

察
,

引导科技工作者树立科学的世界观
、

人生观和价

值观
。

要注重创新文化建设
。

坚持
“

双百方针
” ,

通

过学术研讨
、

科学评论和建立论坛等多种方式
,

形成

有利于不同学术思想
、

观点
、

学派之间展开争鸣的文

化氛围
。

第三
,

加大吸引留学人员和海外高层次人才工

作力度
。

要继续贯彻支持留学
、

鼓励回国
、

突出重

点
、

来去 自由的方针
。

坚持以我为主
、

按需引进
、

突

出重点
、

讲求实效
,

积极引进海外人才和智力
。

制定

吸引境外基础科学人才资源的有效措施
。

继续推进

海外及港澳青年学者合作研究基金工作
,

完善
“

两个

基地
”

等模式
,

开辟多种渠道吸引留学人员和海外学

者以多种形式为祖国基础研究做出贡献
。

第四
,

推进人才资源开发
,

调整人才培养结构
。

要根据全国建设小康社会的总体要求和国家科学和

技术中长期规划的战略部署
,

结合我国基础研究发

展的实际需要
,

建立健全科学基金人才资源开发和

培养的宏观体系
,

调整和优化人才结构
,

抓紧培养紧

缺人才
,

推进老中青科研人员的互动与结合
。

采取

有力措施
,

促进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在不同学科领域

和不同地区之间的合理分布与协调发展
。

国家将较

大幅度地增加对 自然科学基金的投人
,

并资助更多

的创新研究项目和杰出青年科学工作者
。

同志们
,

本世纪头 20 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

重要战略机遇期
,

也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战略机

遇期
。

在全国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充分发挥科技

的支撑和引领作用
,

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大任务
。

法国文学家雨果说
: “

青春是生命的春天
。 ”

我们希望

广大青年研究人员把握住人生最富有创造力的时

期
,

大力发扬爱国奉献精神
、

求实创新精神
、

艰苦奋

斗精神和团结协作精神
,

勇攀科学高峰
,

取得更大成

就
。

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

中央周围
,

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 四中全会

精神
,

落实科学发展观
,

为迅速提高我国科技创新能

力
,

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做出新的更

大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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