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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善人才资助体系
,

吸引海外学者回国工作

— 首批国家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 (夕卜籍 )获资助者

执行情况调研报告

刘容光 王 宕 董尔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计划局
,

北京 1 0 0 0 85)

2 0 0 5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以下简称基

金委 )在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成功实践的基础上
,

适时启动了国家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 (外籍 )资助 工

作
,

旨在吸引和稳定海外杰 出人才在我国国内从事

科学研究
,

着力提升我国基础研究的实力和水平
。

该项基金的设立和资助工作的开展
,

在国内外科

技界引起广泛关注
。

这项资助工作涉及面较广
,

复杂

程度较高
,

政策性很强
,

为了进一步做好此项 目的资

助工作
,

我局对 2 005 年首批 10 名国家杰出青年科学

基金 (外籍 )获资助者的执行情况进行了调研
。

调研方案的提出与实施

本次调研采取的是实地考察的方式
,

到获资助

者所在单位与获资助者面对面交谈 ;参观实验室
,

了

解其工作环境 ; 同时通过依托单位的其他科研人员

和科研管理人员了解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外籍 )

获资助者的情况
。

1
.

1 调研提纲

( 1 )
“

国家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 (外籍 )
”

的设立对

吸引海外学有所成的华人学者回国工作是否起到了

积极的引导和促进作用
。

( 2) 研究工作开展得是否顺利
,

取得 了哪些 实

质性进展
。

( 3 )
“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外籍 )
”

获得者所在

的单位是否提供了必要的资金及资源进行配套支持
。

( 4) 对海外科技人才在我国国内施展才华
、

实

现价值创造平台方面有何具体建议
。

( 5)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外籍 )受资助者在

我国的工作及生活等方面存在的困难
,

还需要国家

和单位提供哪些方面的优惠政策和条件保障
。

1
.

2 10 位获资助者情况简介

2 0 0 5年度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外籍 )共受

理申请 60 人
,

经 同行评议
、

各科学部专业评审组评

审
,

推荐到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评审委员会会议

答辩的候选人共有 16 位
。

评审专家在听取 了候选

人的报告后
,

经讨论 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表决
,

共有

1 0 人获得资助
,

其中美 国国籍 6 人
、

英国国籍和澳

大利亚国籍各 2 人
。

2 0 05 年度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外籍 )资助一览表

序号 批准号 姓名 性别 国籍 学位

博士

博士

博士

博士

博士

博士

博士

博士

博士

博士

专业技术

职务

教授

教授

教授

研究员

教授

研究员

教授

教授

教授

教授

专业 单位名称

1 1 0 58 8 10 1

2 10 5 8 8 4 0 2

3 10 5 8 8 5 0 3

4 30 5 8 8 0 0 1

5 30 5 8 8 0 0 2

6 4 0 5 8 8 0 0 1

7 50 5 8 8 2 0 1

8 6 0 5 8 8 10 1

9 6 0 5 8 8 5 0 2

10 7 0 5 8 8 0 0 1

岳澄波

张卫平

卢建新

韩敬东

陈雁

曾永平

赵勇

任秋实

谢康

徐信忠

美国

澳大利亚

美国

美国

美国

美国

澳大利亚

美国

英国

英国

低维流形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原子和分子物理 华东师范大学

场论中的基本问题和新方法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细胞信息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环境地球化学与生物地球化学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高温超导材料 西南交通大学

生物电子学 上海交通大学

光电子器件 电子科技大学

工商管理 北京大学

男男男女男男男男男男

本文于 2 0 07 年 6 月 14 日收到
.

DOI : 10. 16262 /j . cnki . 1000 -8217. 2007. 05. 015



第 5期 刘容光等
:

完善人才资助体系
,

吸引海外学者回国工作— 首批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外籍 )获资助者执行情况调研报告 2 9 7

2 调研情况总结

2
.

1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外籍 )的设立对吸引

华裔科学家回国服务起到了积极的引导和促进作用

在调研过程中
,

获资助者对 国家杰 出青年科学

基金 (外籍 )的设立给予了充分肯定
。

中国科学院广

州地球化学研究所曾永平研究员说
: “

不容置疑
,

该

项基金的设立对吸引优秀华裔科学家回国工作起到

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

为海外回来的学者为国服务和

回国工作架起了一条畅通的桥梁
。

从这个意义上来

讲
,

该项基金所起的作用远远超过其 10 0 万元资助

的影响
”

(注
:

从 2 0 0 6 年起该项基金资助额度为 200

万元 ;首批国家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外籍 )未

拨付的经费按比例相应 补足 )
。

西南交通大学赵勇

教授满怀深情地告诉我们
: “

就我自己的体会而言
,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外籍 )的设立不仅为回国工

作的华人学者提供了可观的研究经费
,

更重要 的是

提供了一个与国内同行平等发展的机会
,

为回国开

拓事业创造一个较好的起点
,

对吸引海外学有所成

的华人学者回国工作起到了积极的引导和促进作

用
” 。

电子科技大学谢康教授认为
: “

国家杰 出青年

科学基金 (外籍 )的设立为海外学者投身国内科技事

业提供了平台
,

同时也真实
、

客观地展示出我国科技

事业蓬勃发展的现状
” 。

上海交通大学任秋实教授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说

出了海外学者的心声
: “

和我一样
,

许多在 国外奋斗

多年
、

并学有所成的学者对 回国从事科研工作充满

了期待和 向往
,

国家为海外优秀科学家在国内从事

科学研究提供了更大
、

更广阔的平台及机会 ;我们在

国内做科研
,

有
`

主人翁
’

的感觉
,

主动性
、

积极性得

到了极大的发挥
,

而在国外做科研
,

由于政治
、

人文
、

社会等原因
,

总有
`

局外人
’ 、 `

雾里看花
’

甚至会有
`

替他人做嫁衣裳
’

的感觉
。

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快速

发展
,

尤其是建设 自主创新型国家
,

给我们发挥自己

特长
,

为社会创造价值
,

同时实现 自己价值提供了更

大的舞台和机会
。

有些外籍华人学者在国际上取得

了较为出色的学术成就
,

然而 回国后
,

由于对国内的

科研环境不了解
,

申请科研资助的渠道及方法不清

楚
,

对国内科研项 目的评选过程缺乏足够认识
,

尤其

是在人才培养方面的限制性条款 (如国籍的限制 )
,

使许多优秀的科研人才无法在国内得到很好的发

展
。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外籍 )的设立对吸引海

外学有所成的学者回国工作起到了积极的引导和促

进作用
” 。

2
.

2 获资助者研究工作开展顺利并不同程度地取

得了一定进展

北京大学徐信忠教授于 2 0 0 2 年任北京大学金

融学教授
,

2 0 0 4 年曾主持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

目
“

行为金融若干基础问题研究
” 。

获得国家杰 出青

年科学基金 (外籍 )资助后
,

徐信忠教授的工作取得

了很大进展
,

近期发表了 6 篇高水平学术论文
,

如发

表在国际金融学领域顶 尖学术刊物 oJ ur an z of iF
-

n a n c i a z E co n o m i e :
的

“ T h e D y n a m i e s o f In t e r n a t i o n a l

E q u i t y M a r k e t E x p e e t a t i o n s ” ; 发表在 (管理世界 》杂

志上的
“

金融研究
:

回顾与展 望系列概述
” ;发表在

《经济研究》杂志上的
“

大宗股权定价的实证研究
” ;

发表在 《经济科学 》杂志上 的
“

中国股票市场动量效

应成因分析
” ;发表在 《管理世界 》杂志上的

“

公司治

理和投资者保护研究综述
”

等
。

中国科技大学卢建新教授回国前的研究领域主

要是超弦 / M 理论一 目前国际公认最有希望的包括

引力在内的量子统一理论
,

卢建新教授在 非微扰超

弦理论研究
,

尤其在超弦理论第 2 次革命中
,

做出了

领先性的工作
,

是国际上最早开展这方面研究的五

人之一
,

有多项公认的重要成果
。

回国后卢建新与

国内同行们一道立足于改变 目前国 内超弦 / M
一

理论

研究的现状
,

在缩短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的同时
,

走

出了一条 自己的路
,

他负责组建了以研究超弦 / M 理

论为主的以理论物理
、

基础数学和宇宙学三学科交

叉的中国科技大学交叉学科理论研究中心
。

三年来

在依托单位的支持下
,

凝聚了国 内外相关研究力 量

(如中心现有 7 位主要研究人员
,

9 位 兼职研究人

员
,

其 中 3 位来 自美国 的 H a vr a r d
、

u t a h 和 T e x a s

A & M 大学
,

其中包括 4 位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入

选者
,

3 位国家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

1 位教育

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

6 位长期从事超弦 / M 理论研

究并取得了一定成绩的国内外知名学者 )并为研究

生和希望从事超弦 / M
一

理论研究的人员提供一个学

术交流与合作的机会
。

此交叉中心 自成立 以来
,

无

论在学术研究和交流还是在培养高级研究人才方面

都取得了一定成绩
。

西南交通大学赵勇教授近期研究工作取得 了一

些成果
,

主要包括
:

( 1) 在超导材料的基础研究方面

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
,

包括新材料的合成和相关

物理性质的研究 ; ( 2) 合成了一系列新型的
、

可作为

高温超导涂层导体中缓冲层的新材料
。

该材料可以

在较低温度合成
、

用化学方法涂敷在金属衬底上
,

为

全化学法制备高温超导涂层导体新技术奠定 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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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基础 ;3 ( )开发出了成本低廉
、

性能较好的制

备高温超导涂层导体的化学方法
,

这种方法不含氟
,

对环境不构成 污染
,

有望取代 目前广泛使用的含氟

技术 ; ( 4) 已发表高水平研究论文 3 篇
,

申请了两项

专利 ; ( 5) 研究进展顺利
,

特别是在高温超导使用材

料的制备技术方面
,

有望取得新的突破
。

电子科技大学谢康教授受资助后研究工作进展

顺利
,

探索了大型波导阵列的消逝波祸合模型
,

摸索

出了谐振模式稳定运行的条件
,

研究结果发表在国

际著名学术刊物 OP
t i c 、

。 m m u n , c a t i o n 、 。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韩敬东研

究员在蛋白互作 网络的预测
,

结构与进化 的关 系及

衰老网络的模块化结构及其与衰老过程的关系等取

得了一系列的实质性进展
。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曾永平研究员

在中国科学院
“

引进国外杰出人才计划
”

和 国家杰 出

青年科学基金 (外籍 )的资助下
,

研究工作及实验室

与研究团队建设进行得十分顺利
,

有关珠江有机污

染物向外海输运通量的部分
,

已完成了采样任务
,

实

验室分析工作量也完成了三分之二以上
。

部分结果

以学术报告的形式在国际会议上交流
。

2
.

3 依托单位为获资助者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支撑

和资源配置
,

创造了良好的科研环境

赵勇教授说
,

西南交通大学给予 了他强有力的

支持
,

特别是在超导 中心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给予

了高强度的投入
,

并在人才引进方面提供了积极的

支持和帮助
。

谢康教授说
,

在 电子科技大学的协调下
,

得 以依

托于
“

宽带光纤传输与通信网技术
”

教育部重点实验

室
。

另外学校还为他提供了可观的设备建设经费
。

韩敬东研究员说
,

无论是中国科学院还是遗传

发育所都对我们的研究给予了大力支持并为我们的

学术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
。

徐信忠教授说
,

国家对管理科学研究高度重视
,

为管理科学学者提供了学术研究的优秀平台和最大

力度的经费资助
,

所在单位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学术气氛浓厚
,

具有完备的金融数据库 (包括 D at as
-

tr ea m )和金融实验室
,

并提供了相应 的经 费支持和

制定了严格的科研成果奖励制度
,

与国际同行建立

了广泛的实质性合作研究关系
。

卢建新教授说
,

自回国以来
,

工作上得到了中国

科技大学
,

中国科学院和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的支持和帮助
,

也得到 了同行和学术前辈的支持和

帮助
,

才使得我能较顺利地开展工作并取得 了一些

成果
,

也正是这些支持和帮助使得我能克服个 人
、

家

庭
、

工作中的一些困难
,

忠于职守
、

尽心尽力在国内

开展工作
。

3 建议和意见

国家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 (外籍 )获资助者们就有

关问题也提 出了一些建议和意见
,

总结归纳为以下

4 个方面
。

3
.

1 建议加大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外籍 )的资

助力度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
,

希望国家能在类似

国家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 (外籍 )的项 目上加大资助力

度和投入
,

在适 当的时机开设 F E L L O w s H IP 之类

的计划
,

吸引和稳定一批研究人员专注于具体的研

究工作
,

使研究工作做得更加深入
、

扎实
。

3
.

2 建议修改现行基金研究经费的使 用方法
,

加大

聘用研究人员的经费比例

建议修改现行基金研究经费的使用方法
,

加大

对研究人员聘用 经费的使用额度
,

允许项 目负责人

使用部分研究经费聘用全职相关研究人员
。

3
.

3 建议减少高层次科学家的行政工作

我国目前的整体科研状况 还处于发展阶段
,

很

多地方需要改进
,

应减少高层次科学家的行政工作
,

有效地分离科研职能和管理 职能
,

让高层次的科学

家发挥最大的科研潜力而不是投入到大量的行政事

务之中
。

3
.

4 建议加强学术道德建设和规范管理

建议加强学术道德的建设
,

加大惩处学术作假

和学术不端行为的力度
,

在国家层面上建立完善
、

公

平和透 明的学术监督机制 ;国家在科研的投入尤其

是巨大项 目和课题的投入上
,

加强部门之间的联系
,

增加透明度
,

并与产学研相结合
,

尽量减少重复资助

和盲目投资
。

在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外籍 )的资助下
,

10

位获资助者都 已全身心地投入到科学研究之中
。

我们认为
,

这项基金资助工作刚刚开始
,

后续的

资助工作还将继续
,

还需不断总结经验
,

努力做好调

查研究和资助工作
,

以吸引
、

稳定海外优秀科学家到

我国服务
,

促进我国基础研究的发展
。

(下转 3 0 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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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落实
“

公开
、

公平
、

公正
”

原则 促进源头创新与人才培养— 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办公室工作思路回顾与反思 3 0 5

解决
,

不过
,

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
,

项目管理人员自

由裁量权的加大
,

也可能会对
“

三公
”

原则造成一定的

妨碍
,

为权力寻租带来空间
。

如何寻找一个平衡点
,

将是我们在今后工作中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

2
.

3 交叉学科项 目往往不易获得支持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
,

学科交 叉在科学研

究中的地位也不断提高
,

越来越多的科研人员从事

的研究工作都具备多学科交叉的特点
。

按照 目前按

学科评审的体系
,

交叉学科的项目往往难以获得专

门学科专家的认同
,

使得交叉学科的项 目难以获得

公平资助的机会
。

这个问题
,

也许可以通过评审方式 的变革来解

决
,

即通过相关多学科专家共同评审的方式
,

或者更

多地选用那些在学科交叉方面较有建树的专家的方

式来解决
,

也可以采取 同类交叉学科项 目单独成组

评审的办法
。

当然
,

第一种方式在具体操作程序上

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
,

第二种方式最大的间题是是

否存在足够数量的此类专家
,

第三种方式对于地方

科学基金来说
,

主要的问题是同类项 目申请数量不

足
,

难以进行 比较评审
。

这就需要 我们在以后的工

作中寻找一个可行的操作办法
,

这也是公平原则的

具体体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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