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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扬与时俱进 、敢为人先 、求是创新的科学基金精神 `

杨 卫 '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 北京

我怀着万分谦恭的心情 ,来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 ,这一为我国科学研究领航的灯塔 ,与

在座同仁一起 ,承续支持中国科学研究的伟大事业 。

经过 年的发展和各位前辈以及在座诸位的

努力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深受全国高校和科

研机构的好评 。两个月前 ,在浙江大学组织申报

年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的动员会上 ,我曾用

个 “最 ”来褒扬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我当时说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是我国最呈稳步增长的基金 是最贴

近科学工作者的国家级科研项目 是最为公平评审

的科研资助 ,拥有透明且信得过的评审程序 它是我

国最开放 、具有最广参与度的国家科研项 目 它拥有

最能昭示年轻科学工作者学术地位的品牌 它也是

最鼓励国际合作的科研资助机构 。此外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拥有最重视 自由探索的科研项 目 面上项

目、重点项 目、重大项 目、重大研究计划 它最重视

原始创新的科研项目 最重视专家的指导作用和评

审作用 最重视项 目申报 、执行 、成果和结题时体现

的科学诚信 它拥有最完备而没有争议的人才资助

项目 拥有最顶尖的群体项目。

这些都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所树立的丰

碑 。全国科技工作者 ,无论年长还是年轻 ,无论从事

何种学科 ,无论工作于高等院校还是科研机构 ,都对

此一致认同 。我们一定要像爱护眼珠那样 ,珍惜这

一弥足珍贵的荣誉 。
过去的成绩使我们仍要保持与时俱进 、敢为人

先 、求是创新的基金精神 ,沿着前辈基金管理者创下

的路继续走下去 。我觉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的进一步发展可以在七个方面有所作为 。

一 在资源总量仍有上升的空间 。 年 ,美

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亿美元 ,中国 约

亿美元 ,仅为美国 的 ,且占其中三分之

一资助额的医学部实际对应着在美国资助体量更大

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的范围 。在中国

超过美国的 写 , 接近美国的 的总体形势

下 ,自然科学基金经费总量仍有上升空间 ,应探索以

更强的资助额来引发中国基础科学的百花争艳 。我

们应该用高质量工作来说服国家对自然科学基金有

更大的投人 。应该以超过 增速 ,超过 增速

的步幅发展 ,助推中国基础科学研究的万紫千红 。

二 要对中国基础科学的发展进行深度的战

略研究 。美国 将要卸任的 教授 ,

在其任期总结中陈述说 在美国过去 余年获得诺

贝尔奖的研究中 ,有 ,也就是 余位获奖者 ,

与 的资助相关 。随着中国的崛起 ,中国的基础

研究在今后二三十年将会全面崛起 ,与美国 、欧洲一

起 ,共同勾勒人类基础研究的天际线 。而这其中的

大多数最重要的基础研究应与基金委的资助相关 。

我们必须把握这一机遇 ,梳理科学发展 、学科延伸的

脉络 ,深度研究新兴学科的 “地貌图 ”和我国基础科

学学者的配置结构 。要加强对科学基金整体性 、一

致性 、共同性的探讨 ,拓展科学基金资助的新边疆 。

三 要编织好基础研究与国家需求的联系纽

带 。要从基础研究的视角上观察和应对人类和中华

民族发展所面对的若干重大科技挑战 。要探讨与相

关部门和产业科研群的共同资助方式 ,拓展中国知识

链 、教育链和创新链的长度和相互缠绕度 ,建立可冲

击这些巨大挑战 的双赢机制和平

台模式 ,资助旨在建设大科学平台的设备体系架构 。

四 要探讨如何支持真正的跨学科研究的资

助模式 。要从跨学科科学问题的产生 、研究组织方

式 、里程碑设定 、路线图描述等方面来设计高效率的

资助体系 。既要体现成果共享 、协同汇聚 、交叉创

新 ,又要有可移植性 、可视度和可评判性 。在这些探

讨的基础上力争构建跨学科研究的评价体系 。

五 要在科学诚信方面树立起我国科学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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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帜 。要积极采取措施 ,呵护与培育我国尊重知识

产权 、尊重创新的丰厚土壤 。要像美国健康与人类

服务部的研究诚信办公室 一样 ,做到程序规

范 、处理及时 、案例完备 、警示到位 ,要以更大的力度

训诫申报基金的个别虚假行为 ,大幅度降低基金评

审中的打招呼现象 。要加强对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的

财务管理 。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 ,基金委应成为我

国科学界贯彻科学诚信的领航人与试金石 ,并为营

造中国基础科学界的健康学术生态起到标杆作用 。

六 要因材制宜地对不同年龄段的优秀科学

研究人才进行支持 。人才是科学研究的根本和灵

魂 。要建立从青年专家开始的 、逐步上行 、既适应科

学工作者发展特征 、又能保证他们可以心无旁鹜进

行基础研究的人才资助体系 。要注意到人才发展路

径的多样性特征 ,要注意对人才的资助支持不应以

削弱科学界的整体发展为代价 。

七 要进一步加强与国际科学基金会的合作 。

要探讨在中国崛起的视野下 ,共同面对人类发展所

遇到的科学挑战的思路与机制 。科学无国界 ,要更

主动地参与国际科学界的主流研究 ,并加强在全球

科研合作方面的领导力 ,发展全球合作的新模式 。

各位同事 ,各位领导 ,党的十八大对加快建设创

新型国家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我将与国家 自然科学

基金委员会第七届领导班子一起 ,尽我的能力 ,与你

们在推动中国基础科学创新的航道上同行

,

,

玄 ,

第七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领导成员简介

主任 杨卫教授 中国科学院院士

杨卫 ,男 ,汉族 , 年 月生 ,湖南浏阳人 , 年 月参加工作 。

美国布朗大学工程系固体与结构专业毕业 ,研究生学历 ,博士学位 ,教授 ,

中国科学院院士 。

现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 、党组书记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 。

从事断裂力学 、细观与纳米力学研究 。在宏微观断裂方面 ,解出动态分

层和跨音速分层的裂尖奇异场 编辑 大型手册 《结构完整性大全 》第

卷 《界面与纳观断裂 》提出电致断裂 、电致疲劳裂纹控制和电致畴变增韧

的模型 曾任亚太断裂学会主席 。在细观与纳米力学方面 ,撰写英文专著 《细

观塑性及应用 》,阐述了细观塑性理论的主要框架 近年在纳米晶体塑性理论

和纳米结构的数值模拟等方面做出新工作 现任 飞人 执行局成员 ,微纳

米力学工作委员会主席 。成果 《固体材料的宏细观本构理论与断裂 》获得国

家自然科学奖三等奖 成果 《铁电陶瓷的力电藕合失效与本构关系 》获得国家

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均为第一完成人 。发表学术论著 部 ,国际期刊论文

余篇 ,被 引用超过 多次 。先后获得北京市五四奖章 、中国青年

科技奖 、全国优秀教师奖章 、中国青年科学家奖 、全国五一奖章 、何梁何利奖

等多项奖励和 “国家具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称号 ,在国际上获得国际工

程科学学会的 奖和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的 凡 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