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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基金法 》起草工作已经启动

根据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的由卢嘉锡
、

母国光等 5 6位代表提出

的《关于制定 <科学技术基金法 >的建议案 》以及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指示精神和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员会三届一次全委会的决定
,

在国家科委牵头组织下
,

主要 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承担具体工作的 、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基金法 ))( 以下简称《科技基金法 ))) 起草工作 已

经启动
,

并取得阶段性进展
。

为保证起草工作顺利进行
,

经国家科委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批准
,

分别成立 《科技

基金法 》起草工作领导小组
、

研究小组和起草小组
,

并设临时办公室
。

领导小组组长为国家科委

副主任徐冠华
,

副组长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陈佳洱
。

科技体制改革以来
,

自然科学技术基金工作在我国经历了 10 余年的实践
,

积累 了比较丰

富的经验
,

制定《科技基金法 》的条件 已经成熟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领导对此十分重视
,

在第三届委员会成立之初
,

就把 《科技基金法 》的起草工作列入重要议事 日程
,

并在人力
、

财力

上给予充分支持
。

国家科委宋健主任
,

朱丽兰
、

徐冠华副主任对此项工作也非常重视
,

徐冠华副

主任还为此作了指示
,

强调要加大科技立法的力度和进度
。

在几次召开的《科技基金法 》研讨会上
,

大家认为
,

起草工作应以科学基金制 10 余年的成

功经验
,

包括行业
、

地方科技基金的成功经验为基础
,

覆盖面可适当宽一些
,

但又不能包罗万

象
。

本法是以全国的科学技术基金
,

包括国家
、

行业
、

地方及民间的科学技术基金为调整对象

的
,

而不只是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单独立法
,

但可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专列一章
,

以肯定它的

性质
、

法律地位
、

作用
、

资金来源
、

运行机制
、

监督机制等
。

同时
,

本法还必须具有超前性
,

为今后

对全国各级
、

各类科学技术基金的管理提供法律依据
。

起草小组在借鉴国内外有关法律
、

法规和文献的基础上
,

经过半个多月的紧张工作
,

于 3

月下旬拿出了该法草案的第 1稿
。

4 月 3 日
,

研究小组和起草小组的全体同志就该法草案的第

1稿进行了讨论
,

提出了修改意见
,

并进一步细化了立法思路
,

主要是
:

( l) 该法应具有导向作用
。

既对现有科技基金组织具有指导
、

规范作用
,

也对今后成立的

科技基金组织具有引导和规范作用
。

( 2) 该法应具有高的起点
,

要有发展眼光
。

只要是合理的
、

应该由法律加以规定的内容
,

就

应该体现在法中
,

而不要囿于现有体制在某些方面的局限性
。

( 3) 该法要从调整社会关系出发
,

主要是调整出资者
、

管理者
、

受益者三者之间的关系
。

要

围绕发展科学技术
、

开辟资金来源和途径
,

通过有效的方式吸引出资者 向科学技术基金投资
。

该法在这方面要有所突破
。

( 4) 该法要 明确各类科技基金组织的成立条件
、

审批权限
、

基金筹措办法
、

机构设置及机

构消亡
、

产权分割等
,

以确保科技基金组织的行为有所遵循和能够得到法律保障
。

目前
,

起草小组正在按照上述意见和指导思想积极开展工作
,

以期在广泛深入调研的基础

上做好对该法草案第 1 稿的修订工作
,

尽快拿出第 2 稿
。

(迟伦 民 张家顺 供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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