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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科学基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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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创新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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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成立对我国科学发

展意义重大
。

基金委成立以来的 20 年
,

也是我 国科

学不断发展创新 的 2 0 年
。

可 以说
,

科学基金 的发

展
,

承载了我国科学创新的希望
。

对数学学科来说
,

科学基金带来的希望之光显

得尤其宝贵
。

长期以来
,

数学领域的研究不容易获

得经费支持
。

基金委成立后
,

数学领域 的基础研究

从此有了一个长期稳定的支持渠道
。

今天
,

当数学

研究在软件工程
、

自动控制
、

新材料制备等领域得到

越来越多的应用时
,

我们尤其不能忘记科学基 金为

繁荣数学研究所作的重要贡献
。

我很早就和基金委打交道了
,

既申请过基金
、

承

担过基金项 目
,

也当过评审专家
,

对基金委也算比较

了解
。

可以说
,

基金委给我的印象是美好
、

亲切而又

朝气蓬勃的
。

在这里
,

我想谈一谈 自己印象 比较深

刻的几点
,

同时在这 当中也提一些看法和建议
,

既作

为自己对基金委成立 20 周年的祝福
,

也作为一种期

盼和希望
。

1 高素质的管理人员

与基金委的同志打交道
,

是令人愉快的
。

这是

因为基金委的工作人员不仅具有良好的学术素养
,

还有很强的服务意识
。

上世纪 80 年代我和数理科

学部数学科学处接触 比较多
,

他们对我国数学领域

的一些优秀科学家及其研究领域都比较 了解
。

记得

有一回
,

我和数学科学处的一位 同志谈到我想了解

一下我国数学领域比较有潜力的年轻科研人员的情

况
,

几天后他就整理了一份小册子给我
,

这让我印象

十分深刻
。

当年那份小册子上的年轻科学家今天大

都成了数学研究领域的佼佼者
。

对自己管理 的研 究领 域的学术前 沿有较多关

注
、

对在该领域从事研 究工作的优秀研究人员有较

多了解是一名优秀 的科研管理 人员应该具备 的素

质
。

国外的情况也是如此
。

我年轻的时候作为
“

中

法交换生
”

受法方资助去法国念书
,

去了不久我的导

师帮我 申请了一个基金项 目
,

这个基金委 员会的成

员水平很高
,

对于法国各个地方
、

各个科研机构都有

哪些优秀的研究人员
,

这些研 究人员主要研究 什么

内容都非常清楚
。

1 9 7 5 年美 国有一个数学代表团

访问我国
,

当时我问过其中一个成员
,

他说他年轻的

时候美国数学界那些人做哪些研究他全都知道
。

当然
,

几十年前的科研规模没有现在这 么大
,

有

些国家的科研人员没有我们国家这 么多
,

所以将某

个领域的优秀科学家的情况都了解清楚相对 比较容

易
。

在我国
,

现在与上个世纪 80 年代相 比
,

整个研

究队伍要大得多
,

所以要做到对某个研究领域的科

学家及其研究方 向都 了如指掌可能就不那么容易

了
,

特别是现在 回国人员增多
,

情况变化快
,

也增加

了了解情况 的难度
。

就我本人而言
,

现在国 内数学

研究领域一些优秀的年轻人我都不太熟悉
,

因为研

究领域越分越细
,

年轻人成长也很快
,

想全面掌握情

况越来越难
。

但是基金委的资助工作对学科发展意

义重大
,

这在客观上要求在科学处工作的同志要对

学科各方面情况 比较了解
,

具有战略眼光
,

这样才能

够提高资助效率
。

我希望基金委的同志能够继续发

扬优 良传统
,

以 自己精湛 的业务能力和学术素养使

科学基金工作再上新的台阶
。

2 与时俱进的资助模式

就我的感觉而言
,

基金委与学术界联系很密切
,

对科学发展的需求比较敏感
,

能够与时俱进地改进

自己的管理模式
,

这是很好的
。

国家杰 出青年科学

基金
、

重大研究计划
、

创新研究群体等资助模式的出

台都非常及时
,

说明基金委在不停地探索 和改进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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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模式
,

并且颇有成效
。

现在许多学科的发展非常快
。

就数学而言
,

学

科环境也和以前大不相同
。

数学领域的研究以前和

产业化没什么联系
,

现在有些领域和产业 化联系很

紧密
。

软件设计
、

新材料开发
、

工程施工等很多领域

都涉及数学 问题
。

因此
,

我们既要重视学科自身发

展过程中产生的科学问题
,

也要支持社会需求提出

的问题的研究
。

如何适应新的学科发展环境
,

探索

新的资助模式和管理方法
,

也是科学 基金工作面临

的问题
。

我觉得基金委搞的联合基金就是一个很好

的资助模式
,

应该坚持和完善
,

以后也可以继续探索

其他的模式
。

现在科学的发展一方面分化很厉害
,

另一方面

综合和交叉的趋势也越来越强
。

生命科学
、

信息科

学
、

上程科学
、

材料科学等很多领域的研究都涉及数

学领域的基础研究问题
。

学科评 审组在评审时
,

或

多或少会倾 向于支持自己学科领域的传统研究内

容
,

对其他领域 的交叉研究会有些不利
。

这显然不

利于交叉学科的发展
。

因此
,

我觉得基金委应该不

断探索和加强对交叉学科和交 叉领域研究的支持
。

3 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

基金委的管理是 比较人性化的
。

基金委业 务系

统的信息化工作是做得 比较好的
,

界面也很人性化
,

我们提 了意见改进也很快
,

这也是基 金委 良好服务

作风的重要体现
。

实现科技创新
,

人才是根本
,

人才是希望
。

科学

基金重视对人才的培养
,

特别是对青年人才的培养
,

这是她的一个特色
。

我通过科学基金的资助就培养

了很多博士生和硕士生
。

科学基金的管理注重营造宽松的环境
,

鼓励潜

心研究
,

不提倡急功近利
,

这是受到科技界好评的
。

然而我想
,

提倡以 人为本
、

营造宽松环境没错
,

但任

何管理还是要有一定的指标的
,

不重视考核和验收

也是不对的
。

有人说
,

普林斯顿大学的安德色一怀尔

斯 9 年没有发表一篇论 文
,

但最后却解决了困扰世

界数学 界长达 3 6 0 余年的一大难题— 费马大定

理
。

这是一个事实
,

但是 也要看到
,

这 只是 一个个

案
,

不适宜把它作为一种管理理念来推广
。

因为普

林斯顿大学允许安德鲁
·

怀 尔斯 9 年不发表论文的

前提是
,

安德鲁
·

怀尔斯在这之前 已经凭借出色的研

究业绩 (主要也是论文 )证 明了自己的能力
。

所以 我

认为
,

以人为本并不是他想怎么样就让他怎么样
,

而

是针对不同情况的人采取适合他的管理方式
。

基金委设立的多种人才类项 目
,

实际上就是针

对不同的群体采取了不同的资助和管理方式
,

这就

是人性化的表现
。

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的学科建

设和基地培育功能
,

青年科学基金的稳定和育苗功

能
,

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激励功能
,

创新研究群体的

导向功能
,

海外 (香港
、

澳门 )青年学者合作研究基金

的吸引功能
,

在培养后备 人才
、

造就拔尖 人才
、

吸引

海外人才
、

促进团队成长等方面发挥 厂非常好的作

用
。

我在 2 0 ()1 年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
,

得到 5 0 0 万

元奖金
。

我从中拿出 5 0 万元
,

用于数学机械化研究

的推广应用
; 另外拿出一部分

,

推动数学 的交流
,

并

研究东西方的数学交流史
。

现在 已经用 10 0 万元设

立 厂
“

数学与天文丝路基金
” ,

资助年轻学者研究古

代中国与世界进行数学交流的历 史
,

揭示部分东方

数学成果是如何从中国经
“

丝绸之路
”

传往欧洲的
。

这方面的研究我一直都想推动
,

但以往由 f 语言和

经费等困难一直没有启动
,

现在终于可以实施 r
。

由此我想到
,

如果有一些人
,

我们经过评审后认为他

非常优秀
,

是不是可以给一笔经费
,

规定这些经费用

于科研
,

但不限制他们怎么做
。

经费使用检查仍然

必要
,

但成果检查可 以少一些
,

研 究环境要宽松
,

这

样充分发挥其 自由探索的积极性
。

我想这样做是很

有好处的
。

我听说基金委的创新研究群体的管理理

念就与此相近
,

这方面的工作还可以继续探索完善
。

以上谈的是我对基金委 的几点较深的印象
,

当

然也不能说基金委在这几个方面做得很完美
,

所 以

我也就这几方面谈了些个人想法和建议
。

但应该肯

定的是
,

基金委一直在这几个方面做得很有特色
,

并

且在不断改进和完善
,

这也是我对基金委充满希望

的原因
。

因此
,

我也相信
,

科学基金在未来将迎来更

大的发展
,

为我国孕育充满希望的 自主创新的明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