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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化学科学部
,

北京 1X( 刃8 5 )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工作已经 5 年了
,

回顾几年来的管理科学基金的实践
,

谈如下几点体

会
。

1 关于创新理念

关于创新对 国家
、

民族
、

社会进步
、

科学技术发

展的重要性大家都有共识
,

但在一个机构中如何正

确处理规范管理与创新之间的矛盾一直是一个值得

探讨的问题
。

缺乏创新 的机构则显得活力不够
,

政

绩不够明显 ; 而缺乏规范的机构则显得管理无序
,

凝

聚力和战斗力不强
。

创新是为了发展
,

而不是为 了

翻新花样
。

因此
,

化学科学部要求每年的资助计划

不能有任何突破
,

严格按照当年委计划局发布的
“

评

审工作意见
”

执行
,

凡不符合科学基金现行管理办法

的
“

创新
”

不搞
,

对现行管理办法中存在的问题可 以

积极地提出改进的意见和建议
,

但在执行时必须以

正式文件为准
。

科学部在制定学部具体操作规程

时
,

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

对那些一时难以实现或

难以坚持下去的规定不去做
,

防止半途而废
。

我们支持基础研究
、

支持源头创新
,

那么怎么判

断一个申请书具有创新思维和创新方法呢? 在这里

给大家介绍一下北京大学徐光宪院士关于什么是创

新的精辟论述
,

供大家参考
。

人类知识的创造
、

科学的进展都有前因后果
,

来

龙去脉
。

故勤奋学习
,

全面掌握文献
,

积累深厚基

础
,

加上追根到底
,

万事必问为什么的好奇心
,

就是

创新的源泉
。

前者是学
,

后者是问
。

学而不问则殆
,

问而不学则周
。

学而问
,

问而思
,

思而行
,

行而果
,

这

就是创新
。

创新分为四个步骤
: ( 1) 在头脑中建立中药铺的

抽屉
,

这是
“

学
” ; ( 2) 抽屉中放进许多问号

,

这是
“

问
”

(认真仔细地提出科学问题是创新研究的开始 ) ; ( 3)

大胆假设
,

回答提出的问题
,

这是
“

思
” ; ( 4 )小心求

证
,

验证 自己的假设
,

这是
“

果
” 。

此外
,

一位古人做诗的四条创新精神
,

或许对我

们考虑研究和管理工作的创新有些启发
。

这位诗人

说
: “

诗有四种高妙
。

一 曰理高妙
,

二曰意高妙
,

三曰

想高妙
,

四 曰 自然高妙
。

碍而实通
,

曰理高妙 ; 出 自

意外
,

曰意高妙 ; 写 出幽微
,

如清潭见底
,

曰想高妙 ;

非奇非怪
,

剥落文采
,

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
,

日 自

然高妙
” 。

2 关于人才理念

科学发展观的本质是以人为本
。

当前国际经济

竞争激烈
,

说穿了是一个高端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

的竞争
。

人才是社会进步
、

科技发展的最重要资源
。

一个国家如此
,

一个企业如此
,

一个科学基金管理机

构也应该如此
。

科学部工作要依靠大家
,

发挥集体

作用
,

发扬团队精神
,

才能做好科学基金 的管理工

作
。

以化学科学部为例
,

13 位工作人员 (包括 2 位

流动项 目主任 )中有 12 位具有高级职称
,

10 位具有

博士学位
,

9 位具有正高级职称
,

知识人才高度集

中
。

因此
,

如何在科学部内部任人惟贤
,

用人所长就

成了科学部负责人的重要职责
。

科学基金管理需要人才
,

基础研究和学科发展

需要一大批优秀学术带头人
,

只有这样我国的科学

技术才能在 国际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
。

因此
,

在支

持人才方面一定要体现任人惟贤
,

不拘一格降人才

的理念
。

每年在本科学部申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

金的申请书我都要每本粗略看一下
,

并做笔记
。

每

到一个地方 (大学或研究所 )访问
、

学习或座谈
,

都要

了解那里化学科学及相关领域的人才状况
,

如有无

最新引进高水平人才
,

哪些专家在科研工作中近期

有较大的进展
,

科研团队成长的情况等
,

努力做到对

本文系作者在 2以又 年
“

我与科学基金
”

论坛上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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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化学科学界重要人才情况心 中有数
,

努力使得

基础研究的优秀人才能够及时得到科学基金的资

助
。

不到签证
、

要求更换参加别的国际会议
、

退款和多次

打电话追结题报告等问题
。

3 关于服务理念

树立服务意识对我们科学基金工作人员至关重

要
。

我们
“

立党为公
,

执政为民
”

就要从科学基金管

理中得到体现
,

贯彻十六届 四中全会关于
“

加强党的

执政能力建设
”

的要求就要从这里得到体现
,

要牢牢

树立为科学家服务的意识
,

与科学界保持密切联系
,

认真听取他们对科学基金管理的意见和建议
,

宣传

科学基金的管理办法
,

帮助科学家解决问题
,

努力为

科研人员减轻负担
。

千万不要把科学家当作实现我

们管理人员个人
“

意愿
”

的工具
。

科学部工作千头万绪
,

各类项 目名目繁多
,

评审

会一年不断
,

科学处工作人员忙于事务
,

经常加班加

点
,

身体健康状况令人担忧
,

很难静下心来做深入的

调查研究
,

很难写 出有深度的学科发展分析报告
。

不得已把部分项 目主任应该做的事让兼聘人员或者

专家去做 (代劳 )
,

自然难免会出差错或者不能保证

评审工作的高质量
,

或者出现泄密问题
。

因此
,

为科

学处工作人员减负也应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

化学科学部建议取消出国参加国际会议的自由

申请
,

把用于国际合作的那部分经费直接加到项 目

资助经费之中
,

只集中精力资助由科学部
、

国际合作

局组织的双边会议
、

重大国际系列会议等
,

由此可以

减轻科学部的工作负担
,

但未获得采纳
。

幸运的是
,

我们关于对出国参加国际会议
、

留学人员 回国讲学

和非协议的国际合作项 目实行
“

结题后资助
”

的方

式
,

得到国际合作局的支持
,

2 0( 抖 年正式实施
,

减少

了科学部国际交流方面的部分工作量
,

也克服 了拿

4 关于学风理念

良好的学风是科技发展 的保证
,

决不可等闲视

之
。

在每次评审会和参加 大学或研究所的座谈会

上
,

学风问题是必讲的内容之一
。

只有我国科学界

学风好了
,

我们的科研成果才能可靠
,

国际同行才能

对我们信任
,

中国才会在 国际大奖中获得更多突破

的机会
。

我国科技界现存的不正之风
,

已经严重损

害了自己的形象
,

必须坚决予 以纠正
。

我们科学基

金管理工作者有责任引导正确的科研风尚
,

反对和

遏制学术腐败
。

最近
,

国际上对我国作者的大量投稿和相当数

量的低质量稿件有较多的意见
,

退稿率大大高于发

达国家
,

给编辑和审稿人造成许多不必 要的负担
。

部分国际杂志的编辑甚至对我国学者的科研学风产

生怀疑
,

要求评审人和编委要
“

特别小自中国来的稿
件

” 。

同时也确实发现了一些一稿多投 的问题和

(或 )把一个完整的研究工作分成几个部分分别发表

等问题
,

值得引起注意
。

尤其是对我国许多高校和

研究单位对发表论文按数量给予奖励的做法颇有异

议
,

认为这种利益驱动的做法有害于科学界的声誉
。

为了使我国化学界科学研究有一个稳定长远的

发展
,

提倡良好的科研道德和学风
,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员会化学科学部特将美国化学会在 2 X( 刃 年制

定的《发表化学研究的伦理指南》 ( Ehit
c al uG ide h en s

ot P u b li e at i o n o f C h em ie al R es e

二h )发给了个学科评

审组成员作为参考
,

希望他们协助 自然科学基金会

把好科研学风这一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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