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４期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３２１　　 　

卷首语

做好学科发展战略研究　引领原创成果重大突破

韩　宇∗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北京１０００８５)

　　当前,世界正处在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交汇

点上,抢占基础研究前瞻布局成为战略焦点.各国高

度重视学科发展战略研究,例如:德国物理学会在新

世纪之初出版了«物理学研究:课题、意义和前景»,美
国Clay数学研究所也提出了７个“千禧年大奖问题”.
在建设科技强国进程中,基础研究既需要满足支撑经

济转型升级发展的迫切需求,更需要补齐原始创新能

力不足的致命短板,这就要求我们下大力气科学规划

学科发展战略.唯有如此,才能敏锐地把握世界科技

创新发展趋势,准确地判断科技突破方向,才能勇立

基础研究的潮头,紧紧抓住机遇,实现与科技革命同

频共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要强化战略导

向和目标引导,强化科技创新体系能力,加快构筑支

撑高端引领的先发优势,加强对关系根本和全局的科

学问题的研究部署,在关键领域、卡脖子的地方下大

功夫,集合精锐力量,作出战略性安排,尽早取得突

破,力争实现我国整体科技水平从跟跑向并行、领跑

的战略性转变,在重要科技领域成为领跑者,在新兴

前沿交叉领域成为开拓者,创造更多竞争优势.”
从国内外多年来的战略研究组织实践来看,一

个好的战略研究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要条分缕析讲清史话.战略研究不是简单地

“仙人指”,而是要通过梳理学科概念和问题的发展脉

络,用历史之灯扫描前进的方向,探索其内在发展规律

和特点,在洞察科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和矛盾冲突的基

础上下好原创的“先手棋”.开尔文２０世纪初在总结物

理学发展时,富有远见地从万里晴空中发现了“两朵乌

云”,最终成为引发物理学原创大爆发的风暴眼.

二是要小心求证讲好新话.战略研究最忌讳当

网上材料的“搬运工”,要在理解世界前沿的基础上

作出新的判断,锚定新的航标,抢占前瞻性布局的制

高点.当今燃爆世界的 AI,就源于１９５６年夏季以

麦卡赛、明斯基、罗切斯特和申农等为首的一批有远

见卓识的年轻科学家在达特茅思学院的一次聚会,
共同研究和探讨用机器模拟智能的一系列有关问

题,首次提出了“人工智能”这一术语,标志着“人工

智能”这门新兴学科的正式诞生,从而引领了一个新

的方向,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
三是要剥丝抽茧讲明实话.“卡脖子”问题使我

们深刻认识到必须要警觉面对“灰犀牛”,要抛弃任

何侥幸心理,善于从“卡脖子”技术的表象找到“卡脑

袋”的内因,从根本上突破制约发展的“腊子口”.
四是要极端负责讲出真话.所谓战略就是关于

全局的谋划,全局不仅包括前沿方向,更重要的是要

明确涵养原始创新的政策环境.一定要坚持问题导

向,立足发展全局,分析保障本学科领域发展的政策

要素,提出推动学科发展的具体举措,规划好创新环

境建设的施工图.
总之,自然科学基金学科发展战略研究要着眼

于改革发展的战略要求,把 “鼓励探索、突出原创,
聚焦前沿、独辟蹊径,需求牵引、突破瓶颈,共性导

向、交叉融通”的新时代资助导向体现在科学问题的

遴选上,把完善评审机制的具体措施落实在政策建

议上,把优化学科布局的谋划体现在学科发展的构

架上,确保战略研究为我国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
领性原创成果的重大突破做出先导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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