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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科学基金工作为切人点

做好新时期重大科技政务信息工作

沈林福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办公室
,

北京 1 0008 5)

本世纪头 20年
,

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

略机遇期
.

也是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

期
。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 2006 一

20 20 年 ) )颁布和实施
,

对我国科技界的各项工作提

出了新的要求
。

本文从科学史上爱因斯坦给罗斯福

总统的一封信谈起
,

拟结合科学基金政务信息工作

的实践
,

就科技政务信息特别是重大科技政务信息

工作中
,

如何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

规划纲要 ( 2006一20 20 年 )》
,

以推动创新型国家建

设作一点探讨
。

1 爱因斯坦给罗斯福总统的信是重大科技

政务信息的范例

194 5 年 7 月 16 日
,

美国在新墨西哥州阿拉莫

戈多沙漠爆炸了世界上第一枚原子弹
,

揭开了世界

核武器时代的序幕
。

而美国总统是如何作出制造原

子弹的决策
,

他的决策依据是什么?

进入 20 世纪后
,

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提出了质

量能量公式
,

揭示出人类可以将物质的部分质量直

接转换为巨大的
、

并能被人类直接利用的能量
。

接

着
,

丹麦的波尔
、

意大利的费米和德国的哈恩等人又

进一步论证出核能可以释放出的惊人力量
。

不过
,

作为墓础研究
,

直至 20 世纪 30 年代末
,

核科学研究

仍只是限于极少数科学家在实验室里的工作
,

其科

学意义和社会价值
,

外界并不了解和关注
。

最享注意到核裂变军事价值的是德国科学家
,

他们在核裂变研究中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

而纳粹

德国正欲利用核物理科学的这一最新成果
,

秘密进

行一项巨大的工程
,

企图制造出一种空前绝后的毁

灭性武器
。

这一惊人的消息传到美国
,

让许多正直的科学

家十分震惊
,

尤其是那些曾遭受纳粹迫害
,

从德国逃

到美国的科学家
,

如匈牙利科学家西拉德等人
,

更是

忧心如焚
。

当时
,

欧洲正处在二战爆发的前夜
,

气氛

非常紧张
,

这些科学家担心
,

一旦纳粹德国抢先制造

出原子弹
,

将是人类的可怕灾难
。

在这种情况下
,

西

拉德等人找到爱因斯坦
,

请他出面给罗斯福总统写

一封信
,

请求美国务必赶在纳摔德国之前造出原子

弹
。

因为他们知道
,

作为相对论的发明者
,

爱因斯坦

对科学超凡的理解力和强烈的正义感
,

使他成为德

高望重的伟大科学家
,

他本人也是从纳粹的魔爪下

逃到美国的
。

就这样
,

一封由正直而优心如焚的科

学家起草
、

爱因斯坦签名的信
,

在 1939 年 10 月 n

日由罗斯福的科学顾问萨克斯带进了白宫的椭圆形

办公室
。

萨克斯给总统读了这封信
。

罗斯福默默地听萨克斯念完这封信
,

也许他的

心思正集中在刚刚爆发的欧陆战事上
,

也许他还没

有领会爱因斯坦信中的深意
,

他只是淡淡地说了一

句
: “

这些都是很有趣的
,

不过现在由政府出面组织
,

是不是为时过早 ?
”

萨克斯十分失望
,

怎样才能说服

总统呢 ? 他陷入了沉 思
。

第二天早上
,

罗斯福邀请

萨克斯共进早餐
。

他似乎知道萨克斯想说什么
,

一

边把刀叉递给萨克斯
,

一边说
: “

今天不许再谈爱因

斯坦的信
,

一句话也不许谈
。

知道吗 ?
”

聪明的萨克

斯只字不提爱因斯坦的信
,

而是给罗斯福讲了一个

寓意深刻的历史故事
,

即在拿破仑战争时代
,

由于拿

破仑未采纳一个年轻的美国发明家建议建立蒸汽机

舰队的建议 (拿破仑因而被认为缺乏见识 )
,

而使法

英战争的历史进程起了变化
,

这故事对罗斯福起了

积极的作用
。

一向敬重爱因斯坦的罗斯福总统在 10 月接见

了这位伟大的科学家
。

爱因斯坦如同教师辅导小学

生那样讲解核裂变原理
,

使过去对此一窍不通的总

统了解到制造原子弹的可行性
。

通过这次有历史意

义的交谈
,

罗斯福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决策
:
要赶在德

国人之前造 出原子弹
。

罗斯福经过全盘考虑
,

以 4

亿美元预算
,

启动了曼哈顿工程
。

到 19 4 5 年为止
,

曼哈顿工程实际 已耗资 20 亿美元
,

并一度消耗着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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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1 /4 的电力资源
。

该工程在著名科学家奥本海默

和格罗夫斯的领导下
,

有大批物理学家和技术人员

参加这一计划
,

高峰时期参加者逾 10 万人
。

194 5 年 7 月 16 日
,

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
。

由于当时的德国和意大利均已战败
,

原子弹投放的

目标转向了 日本
。

19 4 5 年 8 月 6 日美国向广岛投

放了称为
“

小男孩
”

的原子弹
,

8 月 9 日又向长崎投

放了称为
“

胖子
”

的原子弹
。

数天后
,

日本宣布投降
,

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
。

原子弹的研制成功是人类发展史
、

人类战争史

上的一件大事
,

更是人类科技史上 的里程碑
。

爱因

斯坦的这封信及他给罗斯福所作的核裂变原理的通

俗讲座
,

对总统作出启动曼哈顿工程的决策
,

起着关

键性的作用
。

而 爱因斯坦的这封信用今天的话来

说
,

就是
“

重大科技政务信息
” 。

2 重大科技政务信息的内涵及需关注的重

大领域

科技政务信息是国家政务信息工作体系中的重

要组成部分
,

而重大科技政务信息是国家科技政务

信息中最重要的部分
,

是为国家重大科技决策服务

的
。

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
,

出现了科技社会化
、

政府

化
、

国际化
、

规模化
、

综合化等趋势
,

产生了科技全球

化
、

科技经济一体化
、

科技生产一体化等新情况
、

新

特点 ;在许多情况下科技能否取得重大发展不再仅

仅是科学本身的问题
,

而往往受社会大环境的制约
,

这种制约主要体现在科技及与科技密切相关的其他

领域的体制
、

运行机制
、

政策
、

资源调配等方面
,

而这

些宏观方面问题的解决需要国家决策来协调和推

动
。

我国新颁布的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

划纲要 )对未来 巧 年国家科学技术发展进行了总体

部署
,

内容涉及重点领域及其优先主题
、

重大专项
、

前沿技术
、

基础研究
、

科技体制改革与国家创新体系

建设
、

若干重要政策和措施
、

科技投入与科技基础条

件平台
、

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
。

如在基础研究领域
,

从学科发展
、

科学前沿问题
、

面 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的基础研究
、

重大科学研 究计划 四个方面进行 了部

署
。

在基础研究的科学前沿问题方面安排了生命过

程的定量研究和系统整合等 8 个前沿
,

从面 向国家

重大战略需求的基础研究方面安排了人类健康与疾

病的生物学基础等 10 个方面 ;重点部署了蛋白质研

究等四项重大科学研究计划等川
。

而科技界等在贯

彻和实施这一 《规划纲要 )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很多

新情况
,

遇到很多需要解决的新问题
,

从中会产生许

多重要的科技政务信息
,

我们必须加强对这些科技

政务信息的关注
、

分析
、

把握
、

采集和报送
。

目前
,

要把握重大科技政务信息
,

必须提高对重

大科技政务信息的认识和甄别
。

要判断一个科技信

息是否是重大科技政务信息
,

可以从以下方面来判

断
:

( l) 这一信息是否关乎人类共同命运的科学问

题
,

如水资源问题
,

生物物种灭绝问题
,

土地沙漠化

问题
,

全球变暖问题等 ;

( 2 ) 是否关乎国家
、

民族命运的科技问题
。

一

个国家或民族能否解决有些前沿性
、

尖端性的科学

技术关键问题
,

往往迟早会影响一个国家在 国际上

的地 位甚至影响其主权和命运
。

关乎这类问题的信

息要及早发现 ;

( 3 ) 是否关乎国家目标的实现 ;

( 4) 是否关乎科学技术的整体发展
,

是否是科

学技术发展中带有整体性
、

全局性
、

关键性的问题 ;

( 5) 是否是跨部门
、

跨领域或跨学科较多的综

合性问题 ;

( 6 ) 是否是某一领域或学科中是 目前最为重要

却处于瓶颈状态的问题 ;

( 7) 是否是科学技术与社会结合中出现的重大

间题等 ;

( 8) 是否是具有开创性的重大科技问题 〔2 ]
。

从领域来看
,

目前需要关注的重大科技政务信

息主要包括
:

( l) 重大的国际科技动态 ;关注国际科技形势
,

把握国际科技动态和走向
。

特别是欧美发达 国家的

重大科技动向
。

( 2 ) 科技在重要国防领域的应用
。

( 3) 海洋领域的重大科技动态
。

( 4 ) 空间领域的重大科技动态
。

( 5) 关乎人类健康的领域
。

( 6) 重大科技前沿领域
。

( 7) 重大的能源信息等等
。

我们要通过对科技信息的长期的
、

全面的跟踪
、

分析
、

综合
,

以加强对科技信息的整体把握
,

不断为

国家决策提供各类有效的重大科技信息
,

如重大的

科技形势信息
、

重大的科技理论信息
、

重大的科技政

策信息
、

重大的科技体制改革信息
、

重大科技国防信

息
、

重大的科技产业信息
、

重大的科技外交信息
、

重

大的科技贸易信息
、

重大的科学技术规划信息
、

重大

科学工程信息
、

重大科技项 目信息
、

重要科研投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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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和调整信息等等
,

为国家重大科技决策提供全

面
、

及时
、

准确的信息保障
。

3 如何开展科技政务信息工作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作为资助国家基础研究的主

渠道之一
,

在近 几年的科学基金政务信息特别是重

大科技政务信息的探索和实践中
,

取得了一些进展
。

我们组织和策划的多期重大科技政务信息得到了温

家宝总理等中央领导的批示
。

对如何进一步做好科

学基金重大科技政务信息工作
,

我们的经验体会是
:

3
.

1 加强学术研究和理论探索

为了深入地做好科学基金的的科技政务信息工

作
,

我们从学术和理论上进行了初步的探索
,

从国家

科技决策的角度
,

研究了在当今信息时代
,

在我国以

建立市场经济为改革取向
,

政府转变职能
,

加强宏观

调控
,

科技迅猛发展
、

科技信息量剧增的情况下
,

科

技政务信息
,

特别是重大科技信息对国家决策
、

对推

动我国重大科技问题的解决中的作用
。

3
.

2 加强对国际科技形势
、

动向的关注和研究

目前
,

由于国与国之间的科技竞争日趋激烈
,

特

别是欧美发达国家
,

为保持其在科技领域的领导权
、

主导权或发言权
,

不断地深化对科技发展规律的探

索和认识
,

调整各自的科技发展战略
,

增加科技投

入
,

加大国际科技合作或区域科技合作力度
,

出台有

关的科技发展规划或设立重大科技工程等
。

从国际上看
,

我国将长期面临发达 国家在经济
、

科技等方面占有优势的巨大压力
。

因此
,

我们要开

拓世界眼光
,

加强战略思维能力
,

尽可能多地 了解国

际科技情况和动态
。

要通过对国际上这些重大科技

计划等的及时关注
、

学习和研究
,

把握国际科技发展

的最新动态
,

分析发达国家或地区对科学技术的最

新认识及其认识的深刻程度等
,

分析其对科学技术

发展的战略布局及其发展走势
、

经费投入
、

人才培

养
、

科技体制改革的新举措及对社会未来发展 的影

响等
,

为中央及时提供有价值的国际重大科技信息
。

3
.

3 联系实际
、

多下功夫

几年来
,

为了做好科学基金科技政务信息工作
,

我们加强了以下方面的工作
:

( l) 首先明确科技政务信息工作的宏观定位
。

一是明确她在国家政务信息系列中的定位
,

明确其

在科学基金事业中的定位 ;二是把该项工作作为一

项事业来做
,

强化精品意识
、

质量意识和成效意识
。

( 2) 明确重大科技政务信息的微观定位即性质

定位
、

内容定位
、

功能作用定位
、

服务对象定位
、

目

标体系定位
、

发展趋势定位
。

如我们把重大科技政

务信息的内容始终定位在由科学基金工作发展而来

的
、

关乎国家利益
、

国家目标
、

国家安全
、

人类共同命

运等的重大科技问题上
,

这些问题需要国家层面上

来协调解决
。

( 3) 明确指导思想
。

围绕科学基金的中心工

作
,

突出为党中央
、

国务院领导决策服务
,

为科学基

金的管理和科学基金事业的发展服务
,

为科学家
、

为

社会服务
。

在内容上突出所要体现
、

反映的成果
、

建

议和问题的重大性
、

战略性
、

前瞻性
、

紧迫性等
。

( 4) 明确编辑思想和做法
。

在编辑过程中严格

质量把关
,

重点把握信息 (新闻 )的价值关
,

政治关
,

主题关
,

公正关
,

效果关等
。

( 5) 注重稿件的思想性和理论性
。

在尊重稿件

内容所反映的科学事实的基础上
,

注重对稿件进行

思想
、

理论和精神上的提炼
。

( 6) 在出成效上下功夫
,

注意把握时机
。

这包

括两个方面
,

一是在每期政务信息或每个选题上力

争出成效 ;另一个方面是力争在整个工作及其发展

上出成效
。

( 7) 深化工作内容
,

不断开拓创新
。

在当前深

刻的科技和社会的变革和发展进程中
,

科技政务信

息特别是重大科技政务信息将不断涌现
,

我们应不

断拓展工作领域
,

深化工作内容
,

以开拓创新的精神

做好这项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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