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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 4一 2 00 3年的 10 年中
,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

金共资助了我国地球科学领域青年研究人员 124 人

(地理学科 29 人
,

地质学科 29 人
,

地球化学 19 人
,

地球物理与空间物理学科 24 人
,

大气学科 or 人
,

海

洋学科 13 人 )
,

其中包括 5 位女科技工作者
,

资助金

额共计 or 92 0 万元
。

资助对象中主要分布在各高

等院校和中国科学院系统的有关研究所 (中国科学

院系统占资助总数的 48 %
,

高等院校占 44 %
,

解放

军系统
、

中国地震局和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等单位

占 8% )
,

其中 98 % 以上 的获资助者具有博士学位
。

获资助者的年龄结构为犯一35 岁的占 24 %
,

36一
~

如

岁的占 4 2%
,

41 一 4 5 岁的 占 34%
,

40 岁以下的 占了

三分之二
。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对促进我国地球科学领

域优秀人才成长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

1 选拔和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学术带头人

or 年来
,

获得资助的青年学者在各自的工作岗

位上开拓创新
、

勤奋工作
,

成绩显著
,

其中已经有 1

人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

有 6 人担任了国家
“
973

”

计划项 目的首席科学家
,

27 人担任了
“
973

”

计划项

目二级课题的负责人
,

成为国家基础研究创新体系

队伍中年轻的生力军
。

通过对地球科学部近 5 年重点项 目获资助者的

统计分析看出
,

在受资助者中
,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

金获得者在 2以刃 年以前是零项
,

2以X] 年 3项
,

2田 1

年 4 项
,

2X() 2 年 n 项
,

2X() 3 年 巧 项
,

分别占当年资

助项 目的 43 %
、

30 %
、

22 %
、

27 %
。

124 名获资助者

中有 33 名已经成为地球科学部重点项 目的负责人
,

占地球科学部近 5 年重点项 目获资助者的 26
.

4% ;

另外有 5 人已经是第 2 次获得重点项 目资助
。

国家

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已经开始成为地球科学部
“

十五
”

期间各领域资助的重点项 目的新生力量
。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所营造 的宽松科研环

境
,

使获得者在努力获取高水平的研究成果的同时
,

不断地开拓新的研究领域
,

组织研究梯队
,

并在研究

过程中重新组合和形成新 的研究群体
。

在 2以X) 年

以来地球科学部资助的 11 个创新研究群体中
,

群体

带头人中有 10 人是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的获得

者
,

占了资助群体带头人总数的 91 %
,

对地球科学

领域基础研究基地建设和研究队伍的形成与发展
,

对稳定基础科学研究队伍
,

培养学科带头人起到了

积极的促进作用
。

地球科学领域国家重点实验室是我国基础研究

和应用基础研究的基地
,

肩负着为我国提供科学研

究支撑及培养高水平人才的重任
,

在我国地球科学

领域基础研究创新体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

目

前
,

地球科学领域有 巧 个国家重点实验室
,

有 12 位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担任了这些实验室的主任

或常务副主任
,

还有 10 位担任了地球科学领域其它

各部门重点实验室的主任
。

基础研究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参与国际交流和竞

争
。

在获资助的 124 人中
,

有 25 人在本领域的国际

学术组织任职
,

16 人在本领域国际学术期刊担任编

委
。

这对我国地球科学各领域基础研究参与国际竞

争
、

促进国内外学术合作及交流
,

提升我国地球科学

领域创新能力和在国际学术地位是非常重要的
。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上已经成为培养我国地

球科学领域高层次学科带头人的催化剂
。

2 吸引了一批优秀的海外学者回国工作

据统计
,

在 124 名获资助者中
,

绝大多数都有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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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外留学或从事科学研究的经历
。

他们中在国外

获得博士学位有 46 人
,

占受资助人数的 37 % ; 曾在

国外有两年以上的研究工作经历有 54 人
,

占受资助

人数的 44 % ; 曾在国外有 5 年以上的研究工作经历

有 48 人
,

占受资助人数的 39 %
。

这些海外优秀人才

的回国工作
,

加强了科研研究力量
,

为我国地球科学

基础研究培养创新型科技人才起到了积极 的促进作

用
。

3 与其他人才计划衔接和互补
,

努力营造人

才成长良好环境

10 年来
,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实施已经成

为我国
“

人才强国
”

战略的组成部分
。

如中国科学院

199 4 年开 始实施的人才引进计划 (简称
”

百人计

划
”

)获得者很多位同时也是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获得者
。

199 7 年中国科学 院决定把获国家杰 出青

年基金资助者纳人
”

百人计划
”

管理
,

并给予相当的

经费匹配
。

据统计
,

在 199 4一 2X() 2 年资助 的国家杰出青年

中
,

有 31 人是中国科学院
“

百人计划
”

人选者 ;5 人

是中国科学院
“

引进国外杰出人才
”

计划入选者 ;有

22 人是教育部
“

长江学者
”

人选者 ;有 巧 人是人事

部
、

教育部等七部委
“
百千万人才工程

”

第一
、

二层次

的人选人
。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实施和这些
“

人才计划
”

相匹配
、

补充
、

完善
,

成为我国
“

人才强国

战略
”

的重要组成部分
,

成为培养年轻学术带头人的

摇篮
,

为我国地球科学领域的基础研究培养了一批

优秀的学术带头人
,

促使他们活跃在地球科学领域

基础研究的国际前沿领域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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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实施 10 周年学术报告会

信息科学与网络技术分会侧记

2以拜年 or 月 20 日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实施 or 周年学术报告会的第二

分会场
“

信息科学与网络技术
”

学术报告会
,

在北京

国际会议中心五洲厅会议室举行
。

学术报告会按照领域安排了 13 个学术报告
,

分

四部分进行
。

领域涵盖计算机网络与安全
、

自动化
、

电子通讯
、

红外光电和半导体材料
、

世贸建模等方

面
。

清华大学吴建平教授做了
“

下 一代互联网和

正V 6 研究
”

的报告
,

报告中就互联网面临的科学挑

战以及下一代互联网技术和标准 ( IPV 6 )进行了阐

述
,

并分析了国内外下一代互联网研究的进展和新

一代互联网体系结构理论研究
。

北京邮电大学杨义

先教授则就互联网中无处不在的网络信息安全问题

作了精彩论述
,

指明了常用 的黑客攻击手段及防护

措施
,

并提出了安全的相对性和平衡性观点
。

自动

化领域由浙江大学褚健教授作了
“

自动化科学与技

术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及面临的挑战
”

的报告
,

浙江

大学鲍虎军教授和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谭铁牛研究

员则就几何计算和动态图像序列理解研究领域的发

展状况和最新进展作了阐述
。

在 电子通讯领域
,

清

华大学应明生教授就
“

通信并发系统中的拓扑结构
、

随机性与噪音
”

作了精彩发言
,

对于现今的无线智能

传感网的技术特点和研究进展
,

中国科学院微系统

与信息技术研究所封松林研究员作了阐述
。

最值得

一提的是代表黄季棍教授作报告的张林秀研究员就
“
W叮O 对中国农业

、

贫困和环境的影响
”

作出的预测

性分析和可行性研究引起了在场各位老师的浓厚兴

趣
,

指出将信息和管理领域的建模技术应用于实际

政府决策和指导 国民生产是一个有益的尝试
。

(信息科学部 供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