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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眼长远
,

超前部署基础研究
,

是持续 自主创新

的保障
。

离开了雄厚的基础研究储备
,

自主创新就

成为无源之水
、

无本之木
。

全国科技大会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奋斗目

标
,

部署实施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 2 0 0 6一 2 020 ) 》
,

对于基础研究和科学基金工作具有

重要的指导意义
。

基础研究具有
“

引领未来
”

的巨大作 用
,

已经为

近现代文明史充分证明
。

基础研究是高技术发展的

重要源头
,

创新人才培育的重要摇篮
,

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保障
,

先进文化建设的坚实基础
。

不仅如此
,

基

础研究还是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
。

如果把

自主创新分为原始创新
、

集成创新
、

引进 消化吸收再

创新三个层次
,

那么
,

三个层次的创新过程都必然包

含对各类科学技术中基础性
、

前瞻性科学 问题的研

究
。

基础研究以开拓知识的疆域为使命
,

对原始创

新责无旁贷
。

集成创新需要多学科领域综合交叉研

究与系统集成
,

符合基础研究呈现群体 突破态势
、

需

要团队攻关 的时代特 点
。

一个 国家能否有效 地消

化
、

吸收国外先进技术
,

也与本国基础研究整体水平

密切相关
。

因此
,

着眼长远
,

超前部署基础研 究
,

是

持续自主创新的保障
。

离开了雄厚的基础研究储

备
,

自主创新就成为无源之水
、

无本之木
。

加强基础研究是创新型国家制定科技战略的重

要内容
。

2 1 世纪以来
,

以科技创新 为基 本战略
、

自

主创新能力 日益增强的创新型国家
,

在筹划科技发

展中
,

均对基础研究作出超前部署
。

持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是创新型国家实现跨越

发展的重要条件
,

我国基础研究投入还存在较大差

距
。

党中央
、

国务院对基础研究高度重视
,

不久前颁

布的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中对基

础研究给予了充分关注
。

随着纲要的全面实施
,

科

技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
,

基础研究投入的持续增长
,

创新环境的 日益改善
,

我国基础研究应当也完全有

可能迎来一个大发展的时期
。

作为我国支持基础研究的主渠道之一
,

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要按照
“

自主创新
、

重点跨越
、

支撑发展
、

引领未来
”

的方针
,

筹划未来发展
,

繁荣基础研究
,

促

进原始创新
、

集成创新
、

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三个层

次能力的均衡发展与同步提高
,

为全面提 升国家 自

主创新能力提供有力支撑
。

科学基金工作要贯穿如下思路
。

一是把握
“

支

持基础研究
,

坚持 自由探索
,

发挥导 向作用
”

的战略

定位
。

克服将基础研究视同基础学科研究 的误区
,

着力支持科学前沿需求和国家战略需求
“

双力驱动
”

的基础研究 ;克服将 自由探索视为 自由选题的误区
,

对两种动力的研究
,

都必须依靠科学家 自由探索
,

这

是 自主创新的根本途径
。

二是积极促进学科均衡
、

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

深刻理解当代科学技术发展趋

势
,

加强全面学科布局
,

继续发展完备的学科体系
。

在提高整体水平的基础上
,

瞄准科学前沿和 国家战

略需要
,

促进 重点领域突破和跨越发展
。

三是 着力

营造有利于 自主创新的良好环境
。

坚持尊重科学
、

鼓励探索
、

平等宽容
、

激励创新
、

公正透 明
、

民主和谐

的价值取向
,

倡导追求真理
、

宽容失败的科学精神
,

摒弃心浮气躁
、

急功近利的不良风气
。

我们要按照
“

尊重科学
、

发扬民主
、

提倡竞争
、

促

进合作
、

激励创新
、

引领未来
”

的工作方针
,

扎实开展

科学基金工作
,

繁荣我国科学事业
,

为全面提升国家

自主创新能力作出应有的贡献
。

`

中国科学院院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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