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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视角中的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陈进寿 邹双全

(福建农林大学科研处
,

福州 35 00 0 2

1 关于地方视角

地方高校 和研究 院所是我 国科技界 的基层单

位
,

是普遍被认 为应 以开展应 用开发研究为 主的
。

它们的科研条件都不 是很好
,

很少或只有个别学科

在国内具有优势
。

在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的管理与决

策系统中
,

较少会有它们 的专家参与
。

据 国家 自然

科学基金委员会 ( 以下简称 自然科学基金会 )统计
,

第六
、

七
、

八届学科评审组成员 中
,

只有 9
.

8 % 来 自

地方机构
。

它们承担的基金项 目一般都 为面上项

目
,

而且数量都 比较少
。

以 笔者较为熟悉的我 国农

林高校为例
,

20 03 年度基金面上项 目资助总金额超

过 200 万元的单位只有中国农业大学
、

南京农业大

学
、

华南农业大学
、

华 中农业大学
、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
、

福建农林大学
、

内蒙古农业大学
、

西南农业大学

等 8 所高校
。

它们 中获资助项 目 20 项 以上 的只有

前面 5 所
,

而这 5 所全都是部属重点大学
。

此外 的

几十所地方农林高校获资助的项 目数都在 10 项 以

内
。

虽然地方高校和院所作为单个个体实力较弱
,

但作为整体在申报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的队伍中

却 占有很大 的份额
。

据 自然科 学基金会统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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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申请面上项 目的共有 112 6 个单位
,

获资助的共

67 2 个单位
,

未获资助的 4 54 个单位应该都是来 自地

方的
。

以福建
、

江西
、

安徽三省为例
,

三省共有 55 个

单位 申请
,

获资助的只有 26 个单位
,

还有 29 个单位

未获资助
,

在获资助的 26 个单位中有 巧 个单位获

资助的项 目数不多于 2 项
。

鉴于上述情况
,

从地方视角来审视国家 自然科

学基金就有了特殊的意义
。

从地方视角 出发
,

基层

科研单位是如何认识和理解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的
,

它们对于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的申请和执行又采取 了

哪些措施
,

这些措施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

自然科学基

金会应如何应对等等
,

本文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

2 荣誉与 比较容易

—
地方视角 中 的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2
.

1 荣誉

从地方视角看
,

获得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就是一种荣誉
。

这种荣誉感体现了地方对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的信任和肯定
。

它来源于三个方面
。

第

一
,

对地方单位而言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代

表了国内基础研究的最高水平 ;第二
,

背靠背的通讯

评审和评议人回避制度等使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

立项评审的公正性得到较好保证 ; 第三
,

剧烈的竞争

和获资助的难度给竞争 中的胜出者带来了荣誉
。

地方单位及小环境对这种荣誉是认同的
。

对个

人而言
,

获得国家 自然科学 基金项 目资助者在许多

地方单位的人事和分配制度改革中会处于有利的竞

争地位 ; 对单位而言
,

获得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会

使所在单位在重点学科
、

重点实验室
、

博士点
、

硕士

点等竞争中占有优势
。

为了鼓励科研人员积极争取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的资助
,

不少地方单位对获

得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者进行奖励和经费配套
。

对整个科学共同体而言
,

这些单位 的这种荣誉

感究竟有利还是有害 ? 首先
,

不管有利还是有害
,

这

种荣誉感是客观存在 的
,

必须引起 国家 自然科学基

金管理层的重视 ;其次
,

从有利的方面说
,

这种荣誉

感调动 了地方单位 和个人的积极性
,

使 国家 自然科

学基金的影响延伸到整个科技界的每个角落
,

有利

于挖掘来 自基层的创新人才和科学发现
,

从而使知

识创新和科技进步有了更广泛的基础 ;从不利的方

面说
,

过分强调资助项 目获得的荣誉感是有危险的
。

因为毕竟仅仅只是立项
,

能否完成预期的研究任务
,

能否取得有突破的研究成果都还是未知数
。

而真正

的科学荣誉是建立在过硬 的学术贡献上的
,

其他一

切形式的东西都将在历史的长河 中消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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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比较容易

从地方 的角度看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的结

题又是较 为容易的
。

这也来源于三个方面
。

第一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 目的结题工作
,

采取 的是

报送书面报告并附上成果材料 的方式
,

不组织验收

和鉴定 ;第二
,

自然科学基金会很少到地方单位去检

查面上项 目的执行情况 ; 第三
,

尤其是最 近
,

自然科

学基金会对结题采取了更为宽松的政策
,

比如允许

和宽容失败
,

等等
。

可以肯定地说
,

很 多地方单位的科研人员对获

得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是十分珍惜的
。

这种

珍惜促使他们努力工作
、

尽全力完成计划任务
。

但

也不能排除少数人钻结题宽松政策的空子
,

应付 了

事
。

就像高中生考上大学后
,

曾有一段时间
, “

严进

宽出
”

的大学管理
,

使许多学生在大学期间奉行
“

60

分万岁
”

不思进取的消极态度
。

关于
“

严进宽 出
” ,

时下人们就应否检查科研人

员研究工作的问题进行 了讨论
。

反对者认为
,

检查

干扰 了科研人员的学术工作
,

浪费他们的时间
,

不利

于他们全身心地投人研究
,

并认为科学 研究是一种

长期的工作
,

科研成果的取得必须有足够的积累
,

检

查者要求科研人员在规定时间内必须取得研究成果

的做法不符合科学研究规律
,

容易造成科研人员的

短期行为和学界的浮躁风气
。

赞成 者认为
,

检查是

科技项 目管理的评估 调控手段
,

可 以督促科研人员

按计划完成研究任务
,

从而提高科技计划 的资助绩

效
。

笔者认为
,

要不要检查
。

一方面要考虑学术信

用的基础
,

另一方面要考虑检查评估的方式和成本
。

综上所述
,

如果过分强调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立

项荣誉
,

而在结题环节上又缺少必要的约束
,

那么对

一些获资助者而言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就

会变得既有利又省事
。

这对 自然科学基金会来说是

值得警惕的
。

3 几点建议

3
.

1 推动地方单位把奖励的重心从立项移 到项 目

结题

建议 自然科学基金会采取适当措施引导地方单

位加大对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研究成果的奖

励
,

把奖励与项 目完成情况相结合
,

把奖励的重心从

立项移到项 目结题
,

比如
,

自然科学基金会可以提供

结题项 目评估结论作为地方单位奖励的依据
。

3
.

2 建立以项 目结题报告查询系统和 随机抽查相

结合的项 目结题管理模式

在美国
,

全国性身份证查询系统使得每个人都

非常注重自己 的名誉
。

因为一旦犯错
,

违法记录进

了计算机
,

就会成为一生的污点
。

在德 国
,

一个普通

公 民开车闯红灯之后
,

不 良记 录进 了计算 机
,

很快
,

保险公司要求提高保费
,

银行要求减少住房贷款的

年限
。

这种身份证查询系统有力地保证 了信用的基

础
。

回到学术信用上
,

如果我们也有这么一个全国

性的学术记录查询 系统
,

也许就是成本最低 的一种

检查和督促方式
。

退一步说
,

即使科学研究任务的

执行只有同行专家才能做 出判断
,

很 难借 鉴这种简

单的方法
,

我们也可以设计一个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资助项 目结题报告查询 系统
,

让全国同行都可 以查

询某个 资助项 目的结题报告
,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监

督课题组
。

同时
,

还可以让资助项 目的研究成果在

更大范围内实现共享
,

帮助科研人员避免重复研究
。

从检查 的成本看
,

由于国家 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

项 目资助的数量很多
,

而且分布在全国各地几百家

单位
,

逐一去检查是不可能的
。

可以 采用抽查的办

法
,

自然科学基金会 的相关机构每年随机抽查一个

单位
。

这样
,

既降低 了成本
,

也对所有项 目承担单位

都有一个约束
。

3
.

3 确保立项评审的公正性

建议 自然科学基金会继续采取有力措施确保立

项评审的公正性
,

珍惜地方对这种 公正性 的认 同
。

在遴选学科评审组成员时
,

要考虑在成员结构中适

当增加来 自地方单位专家的比例
。

因为评审组评审

事实上也是一种决策过程
,

是不同团体之间的一种

博弈
,

适当增加地方单位人员的比例
,

有利于决策的

公正性
。

3
.

4 牵头建设基础研究管理协作网

建议 自然科学基金会加强与其他基础研究管理

部门特别是地方基础研究管理部门之间的沟通与协

作
,

牵头建立基础研究管理协作 网
,

制定项 目库
、

成

果库和专家库 的纳入标 准
,

实现协作 网内部资源的

交换和共享
,

为地方科学基金的发展提供帮助
,

促进

地方科学基金的繁荣
。

3
.

5 出版中文版的国外高水平学术刊物

现在有不少中文期刊为了加强与国际同行的交

流
,

提高我国科学研究在国际上的影响
,

纷纷将中文

期刊改为英文版
。

但从地方视角看
,

这种做法也有

不利之处
。

毕竟
,

在地方单位 中
,

能够熟练使用英文

的科研人员还是少数
,

在考虑提高国际影响的同时
,

还得兼顾 国内广大同行的学习与交流
,

因此
,

在出版

英文版的同时保留中文版的做法是 比较合适的
。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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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

如果国外的一些高水平刊物如果能有 中文版与

我国的科研人员见面
,

则对于促进我 国的基础研究

也一定会有所裨益
。

自然科学基金会与其鼓励购买

Na ut er 的原版杂志
,

不如设法出版它的中文版
,

也许

这对许多地方单位更有吸引力
。

翻译外国期刊
,

及

时引进国外知识为我所用
,

在今天的中国
,

仍然有其

现实意义
。

在这方面
,

自然科学基金会 可 以发挥重

要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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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资助重大项目
“
洪水特性与减灾方法研究

”

通过专家验收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长江水利委员会于

20 04 年 12 月 10一 11 日在武汉组织召开联合资助重

大项 目
“

洪水特性与减灾方法研究
”

验收会议
。

该重

大项 目由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水利部长江水

利委员会联合资助
,

以长江科学院和武汉大学 为依

托单位
,

联合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和清华大学进行

研究
。

经过 4 年来 的研究
,

各个课题进行 了资料与数

据的收集
,

野外调查与测量
,

室内实验研究
,

数学模

型建立
,

计算与验证
,

取得了一批具有创新性的重要

成果
,

部分成果在长江中下游实际工程 中得到成功

应用
,

取得了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
,

圆满完成了项 目

任务书的内容
,

达到了预定的目标
。

( l) 以 长 江 流域 为对 象
,

研 究 了人 类 活 动对

19 54
、

199 8 年洪水特性的影响
,

揭示了局部河段洪水

位略有增高的机理 ;论证 了长江 中下游河床近期总

体是稳定的 ;研究 了森林植被结构与森林覆盖率对

洪水的影响 ;
探讨了江湖关系变化对长江 中游区域

水情和防洪情势的影 响
,

分析 了防洪总体布局和若

干重要防洪规划方案实施后的蓄泄效应 ; 预测 了三

峡水利枢纽运行后长江中下游河段河势变化和对防

洪的影响
,

并提出了相应对策
。

( 2) 采用 GI S
、

R S 等技术以及控制论和系统论等

方法
,

探索了洪水早期预报
、

提高预报精度 的方法
;

研制了具有速度快
、

对复杂边界适应性强的一
、

二维

水动力学计算软件
,

并已应用于有关工程当中
;所开

发的水沙数学模型 已用于 20 04 年长江汛情预报
,

取

得 了满意成果 ; 应用联合调度的理论和方法
,

提出了

包括河道
、

水库
、

蓄滞洪区的流域防洪系统实时调度

模型
。

( 3) 揭示了管涌扩展机理和悬挂式防渗墙对于

防止渗透变形的作用
,

提 出了减压井防淤堵和淤堵

后的恢复方法
,

以武汉市湛家矶堤防为试点
,

实现了

堤防的 自动化监测 ; 完善 了瞬变电磁法和流场法两

类无损快速检测方法
,

改进了相应的探测仪器
,

并已

成功地应用于河流堤防隐患探测 ; 提出了长江堤防

的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及其评价模型和方法
。

( 4) 研究了长江的洪水灾害风险管理体系
,

研究

了快速评估与风险估算 中若干关键性技术
,

改进了

洪水灾害损失快速估算方法 ; 提出了洪泛区 和分蓄

洪区洪涝灾害风险分析和管理体系的理论框架和若

干政策措施意见 ; 建立了防洪减灾中的多 目标风险

决策模型和防洪体 系系统风险评估模型
,

提 出了防

洪体系的分级失事模型和修正分级失事模型
。

( 5) 本项 目发表论文 3 80 余篇
,

其 中被 SCI 收录

5 篇
,

EI 网络版收录 72 篇
,

IS PT 收录 10 篇
,

出版专

著 7 部
,

获省部级奖 4 项
、

国家级奖 1项
,

发明专利 2

项
。

国际合作与学术交流活跃
,

举办 了国际会议 2

次
、

参加了国内外 的学术交流活动 40 余 次
,

对推动

国际合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

对人才培养有明显的

成绩
,

培养博士后
、

博士和硕士 100 余人
。

( 6) 本项 目管理规范
,

项 目组成员 团结合作 ; 项

目管理办公室在项 目组织协调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

(工程与材料科学部 李万 红 左强 管理 科学部 李若

绮 长 江水利委员会国际科技合作局 陶欣 供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