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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老
、

少
、

边地区 因经济相对落后
、

科技

条件艰苦和信息相对闭塞而造成科技人员流失
,

促

进不发达地区 的科 技发展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采取 了设立地区科学基金的措施
。

这一明智而科

学的措施对于稳定和培养西部边疆地区的科技人才

队伍
、

提高地区科技水平
、

发展地方经济的作用是深

远的
,

其影响力也是其他类型的项 目所无法比拟的
,

但在有关 资助工作 中也存在 一些问题值得我们思

考
。

1 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1
.

1 评审中的问题

西部边疆地区 申报的项 目大部分是针对西部边

疆地区存在的科学问题
,

但我们发现
,

内地一些评审

专家常常认为许多西部地 区 申报的课题条件不足
,

无法完成
,

或者提出其他原 因而不 同意资助
。

但实

际上同样的课题
,

项 目申请人调到内地大学后
,

课题

名称
、

申请书和方案基本没有变化
,

却得到了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的项 目资助
。

出现这样 的问题虽然可能

是个别现象
,

但由于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的社会和学

术影响力
,

由此对西部边疆青年科技人员造成某种

错觉和影响
,

其后 果是不好的
。

过去由于在计划经

济的体制下
,

自然资源由中央政府垄断性调配
,

西部

边疆的基础性建设 比较差
,

作为补偿
,

西部边疆的工

资水平 比内地略高
,

又由于当时的思想教育
、

政治形

势和社会体制等原 因
,

有一大批优 秀的科技人员在

西部边疆工作
。

他们在艰苦的条件和工作环境中为

西部边疆的科技事业发展
、

建设 和社会稳定发挥 了

不可磨灭的作用
。

改革开放 以来
,

随着市场经济 的

发展
,

体制的变化
,

内地的经济发展和各方面条件 已

经远远超过西部边疆
。

特别是由于人才流动机制的

变革
,

对西部地区
,

尤其是对西部边疆地区 的高等学

校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

对于有些学科甚至是致命的
,

解决这些问题对于西部边疆的地方政府来说也是最

棘手的问题
。

因此
,

笔者认为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应

该运用 自己的影响力
,

引导项 目评审专家在评 审西

部地区科技人员的项 目时
,

重点考虑项 目本身的水

平和是否能解决西部存在 的科学问题
,

这样有利于

西部边疆的科技发展和社会稳定
。

目前
,

随着 国家

经济的发展和对西部地 区 问题的重视
,

西部地 区 的

科研条件和工作环境 已经有 了很大的发展和改善
,

但整体上仍较 内地落后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对一些

西部边疆地区 申报 的
、

项 目本身较好但完成项 目条

件确实存在困难 的科研项 目
,

可 以考虑采取在项 目

获得资助后安排在 内地条件较好的实验室完成的措

施
,

从而为西部边疆 的科技发展
、

培养人才做 出贡

献
。

1
.

2 人才的学历问题

目前科学基金的资助分
“

项 目板块
”

和
“

人才培

养板块
”

两类
,

虽然资助重点各有侧重
,

但在实际操

作中对项 目申请人的学历都 比较重视
,

特别是对具

有博士学历的人员有倾斜
。

笔者认为
,

项 目与人才

虽是紧密联系而不可分割的
,

但如果长期对具有 高

学历的人员采取倾斜政策
,

而忽视没有学位的科技

人员的项 目
,

则既不利于科学研究的发展
,

也违背了

公平
、

公正的科学原则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的项 目

评审制度及其运行机制应该说是 比较好 的
,

向高学

历的人才提供资助也无可非议
。

但是
,

目前社会的

现状是
,

高学历也就意味着 高流动
,

向高报酬
、

高待

遇和较好工作环境的流动
,

在这种情况下
,

科学资源

的倾斜实际上对西部人才的流失起到了一种
“

推波

助澜
”

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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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3 有关科研选题 问题

西部地区 由于 自然环境
、

气候
、

经济 问题
、

生活

习惯
、

基础建设等原因
,

存在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

题
,

例如饮水问题
、

特
、

高发疾病的发生和流行 问题

等
。

虽然有些疾病在发达地区 已经不存在或者不可

能发生
,

但是在西部地 区
,

由于 自然环境 问题
,

却继

续流行和发生着
,

继续危害着人民的身体健康
,

许多

农牧民因病返贫的事例屡屡发生
。

许多疾病的防治

和治疗 目前都还没有办法
,

边疆的科技人员对 于这

些疾病的发生规律
、

原因
、

治疗和检测
、

预防手段等

的研究必须承担责任
,

有关科研管理部 门也应予 以

重视并采取必要的措施给予支持
。

2 关于向西部边疆地区项目倾斜的建议

西部地区一般来说
,

基本是资源地区
,

由于资源

的国家垄断
,

也是 比较贫困的地区
,

地方财政都比较

紧张
。

西部地区 同时是科技不太发达的地 区
,

也是

需要科学技术解决问题 比较多的地 区
,

目前号 召和

动员科技人员到西部工作是不太现实的
,

因此解决

西部的问题除了依靠 国家政策外
,

主要还是要靠西

部的科技人员 自己去解决
。

目前在西部地区从事科

学研究的人员大部分研究 的是与生存有关方面的课

题
,

因此建议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在资助项 目时
,

从有

利于稳定边疆
、

培养西部人才和改善西部生存环境

出发
,

对西部的项 目予以倾斜
。

2
.

1 关于资助模式

对一些创新性
、

探索性项 目和一些设计和思路

较好但可能存在风险的项 目
,

笔者认为 目前实施 的

3 + 3( + 3 )的资助模 式和小额资助的模式 比较好
。

基础研究实际是风险研究
,

是探索性研究
,

一般研究

的周期比较长
,

无法预料前景
,

只有在探索研究中间

发现问题
。

因此
,

3 + 3 ( + 3) 的资助模式是符合基础

研究规律
、

规避风险的好办法
,

应该予以推广实施
。

2
.

2 关于控制申报项 目数且和调整科学基金项 目

的类别

由于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在高等院校已经成

为评价学校科研实力的重要指标
,

因此近年来申请

数 目大幅度增加
,

给基层管理部 门和 自然科学基金

会都造成了巨大的工作压力
。

对此
,

一方面基层基

金管理人员要对申报项 目的数量和质量严格把关
,

特别对本单位内申报项 目数量大的单位
,

应该公布

项 目中标率以遏制其无效劳动
。

同时
,

希望 自然科

学基金会对资助项 目类别进行调整
。

例如就青年基

金资助项 目而言
,

鉴于 目前我国的科研体系 日益完

善
,

通过近 20 多年的努力
,

人才层次已经形成
,

青年

基金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
,

因此建议取消青年基金
,

使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框架更加合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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