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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革 创 新 完 善

— 科学基金资助制度在促进和

加强科研工作中的作用及其展望

于永正 胡 剑

—
[摘要 ]本文回顾了我国从 9 8 2 1年试行科学基金制以来的情况

,

肯定了它在加强科学研究工作中

的具体作用
,

并就科学基金的具体管理工作
,

提出了在改革的实践中不断创新和完善的见解
。

(一 )

我国试行科学基金制始于 19 82 年
。

在取得初步成功的经验之后
,

国务院于 1 9 8 6 年 2 月

决定正式成立了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

它是国家设立的支持全国自然科学基础研究和部

分应用研究的一个独立工作的管理机构
。

它没有下属的科研实体
,

而是通过对高校和研究所

的科研项目进行资助的方式
,

推进科学发展
,

培养高级专业人才
,

促进科技
、

经济和社会的发

展
。
它同时也参与国家科技政策的制订

、

重大科学技术问题的咨询
、

评价等工作
。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员会同国务院各部门
、

各高等学校
、

研究机构和众多的科学家
、

工程技术专家保持着

广泛的直接联系
,

对促进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
。

我国在实行科学基金制的实践中进行大胆的探索
。

发布了《基金项 目申请指南》 ,

制订了
“
科学基金资助课题申请办法

” ,

建立健全了专家评审系统及评议评审制度
,

总结并确立了
“

依

款
,

靠专家
、

发扬民主
、

择优支持
、

公正合理
”

的评审资助原则
,

对资助项目实行
“

一次审定
、

分年

拔所在单位管理
,

申请者负责
,

报告成果
”

等较有活力的运行管理办法
,

从而在我国开始突破了

长期束缚学科事业发展的
“
肥水不外流

”

的部门所有制
,

打破了按机构
、

人头切块分配经费的
“
大锅饭

” ,

破除了申请科研经费工作中的论资排辈以及行政领导批条子等传统做法
,

代之以
“
宏观指导

、

主动申请
、

同行评议
、

择优支持
”
的生动活泼的竞争机制

。

国家自然学科基金委员会成立以前
,

面向全国基础研究和部分应用研究经费只有中国科

学院的科学基金和国家科委的基础研究重点项 目经费
。

成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第一

年
,

科学基金经费有了较多的增加
。
此外

,

国务院有关部门根据改革科技管理体制的精神
,

这

几年先后建立了面向全国的学科或行业科学技术发展基金
,

支持有关学科领域或行业发展基

础技术的研究工作
。

如国家机械委设立的
“
机械工业技术发展基金

” ,

每年资助的总额 4 0 0 0 万

元
,

约有 4 2关 的经费用于支持机械工业科学技术的基础性研究工作
。
目前

,

这类科学技术发

展基金全国已有二十多个
,

初步形成了面向全国的国家
、

学科
、

行业配合
,

科学研究一技术开发

配套的不同层次
、

不同资助重点的互为补充的竞争
、

择优的基金资助体系和网络
,

出现了基础

研究
、

应用研究和开发工作前后衔接
、

互相促进
、

协调发展的新趋势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虽然刚刚建立
,

人少
、

任务重
,

但仍然在成立的第一年中
,

在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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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科学院的科学基金工作不间断的情况下
,

在受理大量面上项 目的同时
,

有计划
、

有步骤地组

织了一些意义重大
、

目标明确
、

基础条件好
、

可望在近期取得重要成果的重大项 目
。
重大项目

弥补了面上项 目的不足之处
,

如规模较小
,

课题分散
、

资助强度弱等
,

体现了跨单位
、

跨部门以

及多学科交叉和科学一技术一应用互相渗透的特点 ;为了发现和培养人才
,

促进青年科学工作

者脱颖而出
,

基金委从 19 8 7 年起划出一定额度的经赞
,

设立专项基金— 青年科学基金
,

用以

资助学术思想活跃
、

具有开拓创新精神
、

可望成为未来学术带头人的优秀青年科学工作者的研

究工作 ;国家科委决定
,

从 1 9 8 7 年起
,

评选国家 自然科学奖的工作
,

高技术发展计划中新概念
、

新构思科研项目的组织和经费的分配
,

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负责
。

基金委还参与全国基

础研究调查
、

制定基础研究发展纲要
,

评议非教育系统留学回国人员科学基金等工作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在各项工作中
,

由于严格遵循
“

依靠专家
、

发扬民主
。

择优支持
、

公正合理
”

的原则
,

赢得了党和政府及国内外广大科技工作者的信赖
、

支持和高度评价
。

前不

久国务院领导同志听了基金委的工作汇报后
,

认为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工作效率是高的
,

办事是公正的
,

资金使用情况也是好的
,

科学家们也是相当满意的
,

社会上对你们的反映很好
,

因为你们办事公正
。

国家机关中象你们这样从无到有
、

刚建立就具有这样高的工作
,

效率是少

见的
。

实践证明科学基金制是有生命力的
,

希望今后一
、

二年在现有的基础上逐步完善
,

努力

完成《科技体制改革决定》中赋予的任务
,

并在科技体制改革中作为重要一环起到积极作用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刚成立时
,

关心 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有些外国朋友曾坦率地表

示
,

基金制虽好
,

但对中国是否有条件实行基金制有疑虑
。
当他们看到国家科学基金委一年来

所进行的工作后
,

表示
: “
这一年多做出的成绩比当初想象的好得多

,

远远的好
” , “

根据基金委

的人力
、

工作量
、

条件
,

能搞到这样的水平是非常大的成绩
” 。

(二 )

在科技体制改革中产生的科技基金资助制度
,

在科技发展战略方针的指引下
,

由于实行了
“
宏观指导 (通过项 目指南或招标计划 )

,

主动申请
、

同行评议
,

择优支持
,

按项 目拔款
,

专款专

用
,

定期检查
,

报告成果
”
的运行机制

,

因而加强了科研工作的压力
、

动力和活力
,

在短短的几年

时间里成效显著 ;

1
.

促进出成果出人才 据不完全的统计
,

近几年来在国内外重要的学术会议和刊物上发

表了受科学基金资助者的学术论文 21 26 5 篇
,

(今年在我国召开的重大国际学术讨论会上
,

国

内学者提供的论文有 60 多是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的成果
。

)获研究成果 84 2 项
,

获国家
、

部门和

省级奖励 6 02 项
,

获专利 朽 项
。

支持了 2 07 名博士后研究人员
、
9巧 名博士生

、 6 2 7 6名硕士

生的培养工作
。
不少成果举世瞩 目

,

有的已在国家经济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
例如

,

中国科学

院物理所 41 岁的研究员李家明博士
,

在原子与分子激发态的结构研究中
,

完成了各种离化度

离子占有轨道能量的变化规律的探讨
,

建立了相应的物理数据库
,

完成了高能离子与原子非弹

性碰撞的理论计算
,

建立了分子超激态理论模型
,

两年来发表研究论文 13 篇
,

三次在国际学术

会议上做特邀报告
、

今年初获意大利国际理论物理中心以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奖者命名的 1 9 86

年度
“

卡斯特勒奖
” ,

表彰李家明博士在发展多通道量子亏损理论方面做出的重要贡献 ;北京大

学杨立铭教授在原子核低激发态统一微观理论
、

原子核的玻色子展开
、

BI M 和集体运动
、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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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核的动力学对称及超对称性
、

对关联与高自旋态
、

核内新自由度等方面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

工作
,

为国际核物理学界所关注
,

认为其论文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 大连工学院程耿东副教授研

究成功的
“
结构优化程序系统

” ,

在理论上和方法上都处于世界前沿
,

可广泛应用于火车
、

汽车
、

土建
、

航空
、

天线等方面的最优设计 ; 北京大学廖 山涛教授由于在微分动力系统和拓扑学两个

不同领域的发展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

且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

获 19 8 5 年第三世界科学院数学奖
,

被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南开大学李赫恒教授合成的
“
Z s M一 5 分子筛催化剂

”
用于合成

乙二醇醚类产品
,

一举使原料消耗减少 21 外 ;国家地震局地质所徐道一等中年科学家从重要的

地质界线和宇宙稀罕事件人手
,

在我国三个不同地质时代的地层剖面中发现了铱元素异常
,

提

出了我国三个地质界线上可能存在地外物质的观点
,

引起国际地学界的浓厚兴趣和重视 ;浙江

地质所的中年地质学家水涛坚持东南沿海古老地块的研究方向
,

在基底年代学方面取得突破
,

受到海峡两岸地质科学家和国际地质学界的重视 ;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陆定志研究员系统地研

究了杂交水稻的生理优势
,

发现杂交水稻千种胚乳中预存有阿尔法淀粉酶
,

在伤流液中分离出

31 种游离氨基酸
,

其中除 20 种蛋白氨基酸外
,

还有 n 种非蛋白氨基酸
,

比国内外 已报道的多

一倍
,

填补了国内外杂交水稻生理研究领域里的不少空白
,

为栽培
、

育种提供可靠的生理生化

指标
,

在挖掘杂交水稻增产潜力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 一百多位计算机专家经过三年努力
,

通 力合作
,

研 究成规模巨大的软件系统— 中国控制系统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包 ; 陈创天
、

蒋民华
、

张光寅教授分别主持研究成功的
“

中国之星— 偏硼酸钡晶体
” 、 “

磷酸钦氧钾晶体
” 、

“ 镁泥埋晶体
” ,

放出更加灿烂的异彩
。

北方交大简水生教授和他的研究生唐庆丰在 电子工业部

朽 所的协同下
,

迅速研制成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
“

三万象束石英多芯型传象光纤
” ,

等等
。

2
.

对稳定和加强基础研究和部分应用研究工作起到重要作用 科学基金和科技发展基金

为基础研究
、

部分应用研究和行业共性技术研究提供了稳定持续的经费来源
。

从 19 8 2 年设立

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以来
,

先后支持了三万多位科技工作者的 7 8 59 个研究课题
,

为一大批有

造诣
、

有创新能力的
、

特别是高等院校的优秀科技人才
,

提供了英雄用武之地
,

使他们得以专心

致志地从事自己所擅长的研究工作
。
科学基金面向全国

,

不受部门
、

单位的限制
,

因而
,

促进了

跨部门
、

跨单位
、

跨学科的科技协作和边缘交叉学科的生长
、

人才的合理流动和重大课题的完

成
,

将不断为科技
、

经济
、

社会持续发展起指导作用和后备作用
。

3
.

在国家加 强宏观指导的同时
,

有效地调动了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科技基金组

织通过发布
“

项 目指南
”

或
“ 招标计划

” ,

不是靠行政命令或领导批条子确定科研项 目和经费
,

而

是依靠同行专家评议系统
,

科学地
、

民主地
、

公正地审定资助项 目和经费
,

吸引科技专家冲向国

家经济建设急需的科技领域
,

冲向世界学科发展前沿
,

把有限的科研经费用到刀刃上去
。

科学

(技 )基金在组织上和制度上注意从选题
、

人员组合
、

申请
、

研究计划实施
、

经费支配等方面给科

技人员以充分的自主权
,

并对成果的取得负全责
,

因而
,

科技人员把获得科学 (技 )基金的支持

和成果的取得视为荣誉
,

有效地调动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精神
,

提高了科研工作效率
。

4
.

为科技专家参与科研决策管理创造了有效的途径和良好的环境 科学 (技 )基金组织的

决策评议系统由有失学科领域专家组成
。

科学 L技 )基金组织戍
`

项目指南
”
招标计划

”

的确定
,

工作条例
、

办法的制定
,

资助项目和经费的审核
,

都先由科学家组成的学科评审组进行审议或

提出建议
,

通过民主
、

科学
、

公正的决策程序审定
,

摆脱了不必要的行政干预
,

较好地发挥了各

学科领域专家在学术上的基金管理上的咨询
、

指导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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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开通了国际合作研究和学术交流的渠道
,

开展了国际学术交流活动 国家 自然科学基

金委根据国务院部署的
“ 同其它国家的科学基金会及有关学术组织建立联系并开展国际合作

,,

的任务
,

先后派出团
、

组访问了 日本
、

美国
、

英国
、

法国
、

瑞士
、

荷兰
、

保加利亚
、

匈牙利
、

澳大利

亚
、

新西兰
、

西德
、

加拿大等国和香港地区
,

实地考察了这些国家的科研机构
,

与国外同行交流

了基金管理工作经验
,

并就开展双方合作与交流的可能性进行了磋商
。

所访各国都对我国实

行科学基金制深为关注和赞赏
,

希望开展合作交流
。
目前已有 5 个国外科学基金组织决定与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签订合作协议
。
从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成立以来

,

共接待了近百批外国

科学基金组织或科技代表团
,

与 10 多个国家驻华使馆建立了联系
。
科学基金还资助了国际合

作研究项目 49 个
、

在我国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 57 个
,

资助 1 04 人次出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

所

有这些都取得了具有深远意义的综合效益
。

(三 )

科学基金资助制度是支持科学研究工作的一种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
,

但不是唯一的方式
。

中央在《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指出
,

对于基础研究
、

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中不

同层次的科研工作
,

应该有不 同的管理办法
。
科学基金工作必须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的基本路线
,

认真贯彻
“ 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

、

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
” 的战略

方针
,

为经济振兴和科技主战场服务
,

为未来的科技
、

经济
、

社会发展做好科学储备并增添后

劲 ;加强科学基金的立法工作 ; 研究明确科学基 金资助的战略重点
,

科学基金项目指南要体现

各学科领域在一定时期中的战略方向和任务
,

引导科学工作者从经济建设的需要中去寻找研

究课题
,

从学科发展的前沿找课题
。

在科学基金的具体管理工作中
,

我们认为目前有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需要在改革的实践

中创新和完善
:

1
.

加强申请者和所在单位的组织管理职能及其权益 科学基金面上课题从立题
、

组织研

究队伍
、

本单位学术组织评议
、

申报
、

科研课题 日常管理工作
、

财务开支
、

成果的取得
、

鉴定
、

评

议
、

请奖和转化等工作
,

由申请者和所在单位负责和全权管理
。

申请者所在单位按规定提取的

管理费归其支配使用
。

要研究制订申请者可在单位对其申请的项 目进行组织和严格筛选把关

的办法 ; 项 目承担者在实施课题研究任务期间
,

在资助项 目经费中包括一定数额科研津贴的

办法 ; 研究制定首席承担者在从事基金资助项 目工作中招收研究人员或助手所需要费用的管

理办法等等
。

2
.

建立科学基金工作的项 目分级管理制度
,

加强各科学部和学科主任的职责 在科学基

金 经 费和 项 目管理 中
,

科学基金委员会应当主要审定各种学部之间的经费分配比例和审定

重大项目 ; 各科学部负责提出本科学部的年度经费预算和本科学部内各学科之间的经费分配

比例
,

在本科学部的年度资助经费控制款数内批准单项资助一定额度的项 目各学科主任在组

织同行评议的基础上
,

根据本学科基金控制数有权审定单项资助一定额度的项 目
。

各科学部和

学科主任都应该制定任期内的战略任务和资助方向
。

科学基金申请项 目可以考虑常年受理
,

评

审周期争取缩短到六个月内
。

3
.

促进科研成果向社会商品转化
,

促进科技与经济的结合 党的
“ 十三大

”
强调指出

,

要把

科学技术和教育工作放在种项工作的首位
。 “
科技工作的首要任务是振兴国民经济

” , “
积极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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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普遍适用的科研成果
” , “
必须加快改革

,

形成科技同经济密切结合的机制
” 。

当代科学发展

的事实表明
,

基础研究的重要突破往往为技术发展开辟新的道路
,

基础研究成果转化为技术的

过程 日益缩短
,

工业的发展 日益取决于企业应用最新科学成就的速度
,

人们也愈来愈认识到提

高工业生产创新水平取决于基础科学知识的提高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通过资助有关学科领域

的研究工作
,

使之具有强有力的和持续的创造新技术的能力
。
面临的形势与任务告诉我们

,

我

们必须改变 已习惯了的传统观念
,

努力填补科学与技术
、

研究与生产之间的鸿沟
。

基础研究也

应形成科技同经济密切结合的机制
,

加强企业应用科技成果的动力和压力
,

缩短科研成果应用

于生产建设的周期
。
建立科研单位与工业企业联合研究中心是个好办法

,

这样的中心可由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与若干企业联合资助
,

跨学科的研究中心
,

其目标是增加科学研究者对工亚

需要的敏感性
,

推动工业企业为科学研究提供资助
。 “
中心

”
围绕着工业的核心技术选题

,

选择

技术中的科学问题
,

这些课题可能对参加的企业产生长期的 (但是可以预见的 )影响
,

对企业发

展
、

增强竞争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在促进科研成果转化方面应该发挥多方面的作用
。

我国现阶段

的中心任务是经济建设
,

发展社会生产力
。

要选准科学基金资助的科学水平高
、

经济效益大社

会效益显著的研究成果
,

实行有偿资助
,

促其尽快形成生产能力
,

加速科研成果商品化过程
,

为

经济振兴服务
,

同时使科学基金增值
。

这是把科学基金工作搞好
,

搞
1

活
,

使其富有生机的重要

途径
。

* * * *

就科学基金资助制度本身来说
,

世界上并不存在固定的管理模式
。

我们的任务是要在改

革的实践中不断探索
、

创新
、

完善
,

使之具有我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符合社会主义发展

规律的科学基金资助制度
,

使有限的科研经费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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