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期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

科学论坛
·

加强基础科学研究 投资国家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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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科学研究最初只是一种人类对 自然界好奇心驱 动的自发活动
。

近代科学理论体 系的完

善和与技术科学 日益紧密的结合
,

使科学研究的社会角色发生了重大转变
。

发达国家早 已认识到

基础科学研究对增强国家实力的重要意义并从 中谋取 了丰厚 的回报
。

虽然对生产力发展具有重要

促进作用
,

但基础科学研究因其公益性和非功利性而只能 由国家代表全体人民进行投资
。

可 以说
,

投资基础科学研究
,

就是投资国家未来
。

[关键词〕 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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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
“

科学
”

( s ic en
c e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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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意指学习和理解
。

在科学发展

的最初时代
,

也就是 以人类好奇心为主要驱动力的

时代
,

科学研究完全是一种 自发的
、

民间的活动
。

许

多重要的科学发现
,

如哥白尼提出日心说
、

达尔文提

出生物进化理论等等
,

几乎完全没有功利 目的
,

只是

对 自然规律的不懈探求
,

甚至要顶着 巨大的社会压

力
。

科学在这个阶段
,

为社会的贡献主要是精神层

次的
:

传播科学知识和弘扬科学精神
。

近代科学理论体系的完善
,

以及与技术科学 日

益紧密的结合
,

使科学研究的社会角色发生了重大

转变
。

一方面
,

许多科学研究工作直接源自应用层

面的需要 ; 另一方面
,

基础科学研究成果转化为应用

技术
,

并进一步实现经济和社会效益的节奏已呈加

速发展 的特点
。

科学研究成果从发 现到应用的时

间
,

18 世纪末以前
,

一般在 70 年 以上 ; 进入 19 世

纪
,

科学技术的应用周期一般为 40 一50 年 ; 20 世纪

前期
,

一般为 10 多年 ; 二次大战之后
,

则一般 只要

1一 3 年
。

当前的基因组科学
、

超导科学
、

纳米科学

等本属于基础研究的成果
,

但在中间成果阶段就申

请了专利
,

有些甚至迅速转化为产品走进社会
。

基

础科学研究对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
,

已成为

一个明显的事实
。

因此
,

当代的科学发展存在两种

动力
,

一是长期以来人类对认识 自然界基本规律的

不懈探求 ;二是社会
、

经济发展或是技术的需求
。

早在马克思时代
,

对科学研究在资本主义发展

中的重要作用
,

以及统治阶级对科学的自觉运用和

发展
,

就有清 晰的认识
。

马克思指 出
: “

自然科学本

身 {自然科学是一切知识的基础 }的发展
,

也像与生

产过程有关的一切知识的发展一样
,

它本身仍然是

在资本主义生产 的基础上进行的
,

这种资本主义生

产第一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为自然科学创造了进行

研究
、

观察
、

实验的物质手段
。

由于 自然科学被资本

用作致富手段
,

从而科学本身也成为那些发展科学

的人的致富手段
,

所以
,

搞科学的人为了探索科学的

实际应用而互相竟争
。

另一方面
,

发明成 了一种特

殊的职业
。

因此
,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展
,

科学因

素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和广泛地加以发展
,

应用并体

现在生活 中
,

其规模是 以往的时代根本想象不到

的
。 ”

这个论述可 以理解为
,

科学研究已经 自觉或不

自觉地从自由探索转向为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

而服务
。

对基础科学研究的社会价值的新认识
,

直接导

致了国家对它的投资和介入
。

以美国为例
,

19 4 0 年

以前
,

美国政府几乎没有科技管理机构
。

19 4 1 年 7

月
,

罗斯福总统建立的科学研究与开发办公室 ( 0 5
-

R D )
,

成为美国政府在第二次世 界大战期间领导全

国科学研究的中枢
,

以原子弹为 目的的
“

曼哈顿工

程
”

等项 目就是在它的领导下完成的
。

在二次世界

大战中切实体会到科学和技术发展对国家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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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

美国于 19 5 0 年成立了国家科学基金会 ( N S F )
,

作为美国行政机构中惟一的专职科技管理部门
。

它

独立于总统行政办公室之外
,

是美国联邦政府为资

助基础研究
、

促进科学教育而专设的独立科研管理

部门
。

它的最高战略 目标就是
:

保障美国的科学研

究在世界上处于全面领先地位
。

可以说
,

美国政府

在科学研究的各个方面— 从制定科学研究战略
,

到组织研究队伍
、

培养和吸引研究人才
、

保障科学研

究条件
,

都不遗余力地全面介入
。

因此
,

美国科学在

全球的领导地位
,

与政府的积极支持是密不可分的
。

当然
,

国家也得到了全面的回报
。

新中国成立以来
,

中国共产党的三代领导集体

对科学和技术的发展都给予了高度重视
。

从
“

两弹

一星
”

到载人航夭
,

都是国家着力组织的重大科学工

程
,

它们对加强国力
,

提高国际地位都发挥了重要作

用
。

19 8 6 年
,

我国成立 了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

会
,

专门投资基础研究
,

标志着政府对基础科学研究

重要性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高度
。

江泽 民总书记还

做出了
“

基础研究很重要
”

等一系列重要指示
。

《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
,

发展高科技
,

实现

产业化的决定》指出
: “

重大突破性创新要 着眼于从

基础研究抓起
,

不断形成新思想
、

新理论
、

新工艺
,

为

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提供源泉
,

增强持续创新的能

力
。

” 0 0 1年 3 月
,

科技 部
、

教育部
、

中国科学院
、

工

程院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联合作出了《关于加

强基础研究工作的若干意见 )
,

提出
“

当前
,

我国改革

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已进入新的重要历史时期
,

知识

创新
、

技术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化成为衡量国家竞

争力的关键因素
。

作为高新技术先导和源泉的基础

研究的发展将更为重要
” 。

江泽民同志提出的
“

三代代表
”

重要 思想
,

即中

国共产党应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

代表

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 向
,

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

根本利益
,

是指导在我国推动基础研究工作的重要

理论基础
。

重视和加强基础研究工作
,

就是在科技

领域实践
“

三个代表
”

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
。

首先
,

先进生产力总是和先进的科学和技术紧

紧联系在一起的
。

江泽民同志在
“

七一
”

重要讲话中

把科学技术摆在十分突出的位置
,

提出了
“

科学技术

是第一生产力
,

而且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

要标志
”

等一系列精辟论述
。

基础科学
,

又是科学和

技术中的最根本部分
。

它不但为技术应用提供创新

的原动力
,

而且是创新 人才培育的重要摇篮
。

邓小

平同志曾指出
: “

大量的历史事实已经说明
:

理论研

究一旦获得重大突破
,

迟早会给生产和技术带来极

其巨大的进步
” 。

其次
,

基础科学研究是一种公益性 的研究
,

与其

他的应用研究不同
,

它的贡献在于为全社会服务
。

一般来说
,

基础研究并不能直接转化为经济效益
,

而

是为技术和应用的发展提供理论基础
。

基础研究也

往往需要长期的探索和积累
,

并可能经过多次失败

才能取得突破
。

基础研究的成果具有超前性
,

其深

刻的内在价值
,

往往当时并不被认识
,

但基础研究的

每一个重大突破
,

都将对提高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

世界的能力
,

对 日后高新技术产业的形成
、

经济发展

与社会进步乃至人们的生活方式产生深刻的影响
。

基础科学研究的上述特点决定
,

只有站在代表最广

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角度上
,

才能充分

认识到它的重要性
,

并进行稳定的投资和支持
。

另外
,

基础科学研究还是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
。

人类在探寻规律和追求真理的过程中凝结成

的科学与人文精神
,

以及基础科学研 究所汇集的智

慧结晶
,

促进了人类 思想的一次又一次解放
。

历史

上布鲁诺
、

哥白尼
、

伽利略等前仆后继
、

矢志不渝地

反对宗教的精神栓桔
,

开创了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科

学革命
,

形成了勇于探索未知
、

敢于坚持真理
、

重视

实验观测等科学传统
。

17 世纪牛顿综合了哥白尼
、

伽利略
、

开普勒等的成果
,

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

系
,

奠定了以系统的实验方法上升到完整的物理因

果关系的理性思维体 系
,

推进 了 18 世纪的启蒙运

动
,

树立了理性与科学的权威
。

20 世纪量子论和相

对论的建立
,

更进一步形成了人类崭新的时空观
、

运

动观和物质观
,

更加丰富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体

系
。

基础科学的发展不仅对发展先进的科学文化具

有重要意义
,

科学家在追求真理 中所表现出的种种

高尚的献身精神
,

同样深刻影响着社会的人文文化
。

胡锦涛同志在 20 0 4 年 6 月两院院士大会上的

讲话中
,

强调 了以科学的发展观指导科技工作
。

他

进一步提出
“

要把 自然科学
、

人文科学
、

社会科学等

方方面面的知识
、

方法
、

手段协调和集成起来
,

不断

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

对科学发展观进

行周密的科学解释
,

为科学发展观提供坚实的科学

理论基础
” 。

为加速推进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
,

“

要以制定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为契机
,

完善国

家科技计划体系
,

将重点集中到事关现代化全局的

战略高技术
,

事关实现全面
、

协调
、

可持续发展的重

大公益性科技创新和重要基础研究领域
” 。

当今
,

基础研究 已成为国家的一种重要战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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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

综合国力的竟争 已明显前移到基础研究
。

对于

我国来说
,

迅速提升基础研究的整体水平和原始创

新能力
,

对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

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
,

在本世纪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至关重要
。

可以说
,

基础研究代表着国家和人民的整体利益和

长远利益
。

投资基础研究
,

就是投资国家和民族的

未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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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广东省人民政府
“

自然科学联合基金
”

框架协议在京签署

20 06 年 1 月 n 日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与广东省人民政府
“

自然科学联合基金
”

框架协议在

北京签订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朱道本副主任

主持签字仪式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陈宜

瑜院士与广东省人民政府省长黄华华同志出席签字

仪式并致辞
,

陈宜瑜主任和宋海副省长分别代表双

方在 (关于共同设立 自然科学联合基金的框架协议》

上签字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何鸣鸿副秘 书

长
、

办公室唐先明副主任
、

政策局韩宇副局长及有关

同志和广东省科技厅有关领导同志参加签字仪式
。

“

自然科学联合基金
”

的建立
,

开辟 了国家 自然

科学基金与地方政府合作的新机制
,

是落实全国科

学技术大会精神
,

完善科技资源配置方式
,

优化科技

资源配置的重要举措
,

也是发挥科学基金导 向作用

的重要形式
。

该联合基金参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

管理模式进行组织和实施
,

根据协议
,

双方每年共同

出资共 5 0 00 万元
,

执行期暂定 5 年
。

围绕广东省及

珠三角区域社会
、

经济
、

科技发展的重大科学间题和

关键技术间题
,

面 向全国
,

自由申请
,

引导全 国科学

家在特定领域的科学前沿和国家
、

区域发展战略需

求开展 自由探索和创新研究
。

这次合作将为广东提升原始性研究的技术
、

管

理水平提供 良好的平台
,

有利于广东吸引
、

培养和聚

集国内外高层次人才
,

增强技术和人才储备
,

提升广

东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竟争力
,

促进广东省及珠三

角区域的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
。

(办公室 杨静 供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