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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
“

青年科学基金
”
的作用

靳征漠 杨 雷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数理科学部
,

北京 1 0 0 0 8 3)

青年科学基金是为促进青年科技工作者的成长和优秀青年人才的脱颖而出于 1 9 8 7 年设

立的
。

实践证明
,

它是科技界最受欢迎的一类基金形式
,

对青年科技人员的成长来说是春风雨

露
,

是雪中送炭
。

它使青年科技人员大面积迅速成长
,

优秀者脱颖而出
,

在解决科技人才断层中

功不可没
。

现结合力学学科青年科学基金的情况来说明这一点
。

1 19 8 7 年至 1 9 9 5 年青年基金资助情况

表 1 青年科学墓金资助情况

基 金 委

项数 批准率 金额 强度

(项 ) (% )

力 学 学 科

项数 批准率 金额 强度

(项 ) (% )

(万元 )

占全委 ( % )

年份 项数 金额

1 9 8 7 9 6

1 9 8 8 17 0

1 9 8 9 2 9 0

1 9 90 4 1 0

1 9 9 1 2 7 2

1 9 92 5 2 4

1 9 93 5 5 0

19 9 4 5 6 4

19 9 5 5 9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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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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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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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 1 7 0 8
.

50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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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1

( 1 ) 1 9 8 7 年
,

青年科学基金刚设立
,

受理工作还没切块到学科
,

所以数据不全
。

( 2) 从 1 9 9 1年起
,

科学基金以每年 7 0 00 万元的速度递增
,

青年科学基金约以 70 0 万元的

速度增递
。

( 3 ) 1 9 9 2 年基金委员会正式提 出
“

控制规模
,

提高强度
,

拉开档次
,

支持创新
”

的资助方

针
。

从表中看出
,

青年基金的资助强度在 1 9 9 1 年以前均在 3 万元 /项左右
,

而 1 9 9 2 年后强度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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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很快
,

1 9 9 5年 已与自由申请项 目强度相当
,

资助项数年递增约 5
.

0%
。

( 4) 从 1 9 8 8 年起到 1 9 94 年力学学科资助的青年基金项 目数和金额在基金委员会内所占

的份额几乎每年在下降
,

这给力学学科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

但项 目的批准率一直高于基金委员

会的青年基金
,

项数与面上项数之比也高于全基金委员会的
。

( 5) 历年来基金委员会的基金自由申请项 目的批准率与青年基金申请项 目的批准率相差

无几
。

I

2 力学学科青年科学基金的资助效果

1 9 9 5 年 8 月 21 一 25 日
,

在四川绵阳市科学城召开了力学学科
“
国家自然科学青年基金研

究成果报告会
”
(简称

“

报告会
”
)

,

会上征集到基金项 目成果摘要 49 篇
,

以这些材料为基础
,

来

分析我们基金资助的某些效果
。

2
.

1 青年学者受到全面的锻炼
,

学术水平有很大提高

表 2 与会的项目负资人技术职称变动情况

申请青年科学基金时 目前 (即 1 9 9 5 年 5 月 )

技术职称
`

人数 占总数 % 人数 占总数 %

2712100

5

25

1 3

1 0

5 1

649

75250037120049讲师

副教授

教授

博士生导师

合计

二
与讲师相当的技术职称是工程师

,

助理研究员等
;
与副教授相当的是高级工程师

,

副研究员等
;
与教授相当的技术职

称是研究员
,

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等
。

由表 2 看出
,

在申请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时
,

项 目负责人大部分是中级职称
,

副高级职称仅

有 25 %
,

没有正高级职称
,

而到 1 9 9 5 年 5 月份
,

中级职称的减少到 10 %
,

副高级增加到 51 %
,

正高级职称的达 39 %
,

其中获得博导资格的约占 32 %
。

不可否认
,

这种变化有多种因素
,

但青

年基金的资助无疑为他们的成长创造了条件
。

2
.

2 一批优秀人才脱颖而出
,

成为各单位的科研
、

教学骨于
,

或科研教学的组织者 如
:

谢和平
,

1 9 5 6 年生
,

现任中国矿业大学副校长
,

兼北京研究生部主任
。

1 9 9 2年被评为国家

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

1 9 9 3 年获首届
“

中国青年科学家奖
” ,

获国家教委首批
“

跨世纪优

秀人才专项基金
”

资助
,

1 9 9 4 年获
“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

资助
。

申长雨
,

1 9 63 年生
,

现任郑州工学院模具研究所所长
,

国家橡塑模具工程研究中心主任
,

1 9 9 4 年被授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和首届中国青年科技创业奖
。

马兴瑞
, 1 9 5 9 年生

,

现任哈尔滨工业大学航天学院副院长
,

1 9 94 年被评为航天工业总公司

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

黄海
,

1 9 6 3 年生
,

现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副院长
,

1 9 9 4 年被评为北京市优秀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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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干教授
。

程崇庆
,

1 9 5 6年生
,

南京大学理学院副院长
,

1 9 9 5年获
“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

资助
。

樊学军
,

1 9 64 年生
,

现任太原工业大学应用力学研究所副所长
,

全国青联委员
,

1 9 9 2 年度

中国十大杰出青年提名奖
,

1 9 9 5 年度山西省青年科学家奖
。

翟婉明
,

1 9 6 3 年生
,

现任西南交通大学列车与线路研究所所长
,

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

青年专家
,

获
“

国家教委首届跨世纪优秀人才基金
”

资助
,

1 9 9 5 年获
“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

资助
。

符松
,

1 9 5 9 年生
,

现任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研究所所长
,

国家教委科技委力学组委员
,

1 9 9 5

年获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优秀中青年人才专项基金
”

资助
。

顾元宪
,

19 54 年 生
,

现任大连理工大学工程力学研究所副所长
,

在国家科委组织的
“

全国

自主版权 C A D 支撑软件评测
”

中获一等奖 1 项
,

二等奖 2 项
,

1 9 9 5 年获
“
国家杰 出青年科学基

金
”

资助
。

根据报告会上的资料统计
,

在 49 人中
,

大学系 (研究所 ) 一级负责人有 16 人
,

教研室 一级

负责人有 10 人
。

已进入
“
国家教委跨世纪优秀人才

”

的有 3 人
,

获
“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

资

助的有 7 人
,

获中国青年科技奖和霍英东青年教师奖的有 19 人
。

2
.

3 取得了一批创新性的研究成果 如
:

谢和平
,

在青年基金支持下
,

将岩石损伤力学与分形几何相结合
,

开拓出岩石损伤断裂的

分形几何研究新领域
,

1 9 9 1 年该项成果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

1 9 9 5 年获国家自然科

学奖三等奖
。

该方面的研究内容
,

曾先后应美国
、

英国
、

波兰和法国等的邀请去讲学
。

袁 骊 ( 1 9 5 3 年 生 )
,

在 青年基金 支持下
,

创立 了有限元线法 ( F im i t e E le m e n t M e t h o d o f

L in es )
,

这是一种新颖别致
、

方便灵活
、

高效实用的半解析数值法
,

出版了英文专著
,

有关内容

19 9 3 年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

该方法 已被收入 《中国土木工程大全 》
。

1 9 9 5 年获
“

国

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

资助
。

王光谦 ( 1 9 62 年生 )
,

在青年基金支持下
,

提出了泥石流的双流体模型
,

为泥石流的定量分

析打下基础
,

将双流体模型用于一种简单的泥石流问题
,

取得 了较满意的结果
。

1 9 9 5 年获
“

国

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
资助

。

唐春安 ( 1 9 58 年生 )
,

在青年基金支持下
,

研究岩石破碎过程伴随的光
、

电等突发现象
,

用

灾变理论研究岩石破坏的失稳状态
。

建立了岩石破裂的突变模型
。

失稳的预测理论
,

这将开辟

地 震预报研究的新局面
。

因此
,

1 9 94 年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 “

中国青年科技奖
”
和

“

国家教委跨世纪优秀人才基金
”

资助
,

1 9 9 5年获
“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

资助
。

3 培养优秀人才
,

充分发挥
“

青年科学基金
”
的基础作用

3
.

1 调整资助方针 青年科学基金的宗旨是促进青年科技工作者的成长和优秀青年人才的

脱颖而出
,

因此
,

评价它的作用出人才是第一位的
,

出成果是第二位的
。

青年科学基金的评审过

程中应当遵循
“
依靠专家

,

发扬 民主
,

择优支持
,

公平合理
”

的评审原则
,

但
“

控制规模
、

提高强

度
、

拉开档次
,

支持创新
”

的资助方针
,

对青年科学基金来说值得商榷
。

对青年科学基金应强调
“

支持创新
” ,

淡化或不提
“

限制规模
、

提高强度和拉开档次
” ,

其理 由是
:

( 1) 青年科学基金的支持创新
,

使新概念
、

新构 思的研究内容增多
,

探索性增强
,

因此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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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的几率相对会大
,

对这一类项目不宜先铺一个摊子
、

大干起来
。

因此不宜强调
“

提高强度
” 。

( 2) 青年科学基金重在培养人
,

为今后的研究打基础
,

应提倡艰苦奋斗
,

因陋就简
,

在我国

现有条件下和老一辈的科学工作者一样作出贡献
,

在这个意义上也不应强调
“

提高强度
” 。

如果

青年研究需较多的经费
,

可从 自由申请项目或其他种类基金中申请
。

这样做也可避免老一辈学

者与青年学者之间产生不必要的矛盾
。

由上所述
,

我们认为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的资助强度是自由申请项目强度的 12/ 到 2/ 3 为

宜
。

( 3) 青年科学基金的资助规模不可能扩得很大
,

以致不可收拾
。

因为
:

有年龄不超过 35 周

岁的限制
;
每个青年学者只有一次被资助的机会

;
若资助强度偏低

,

申请者可向 自由申请类等

其他基金项 目分流
,

所以不必强调
“

限制规模
” 。

( 4) 每年都有大量的青年科技工作者产生
,

其中有相当的学者热爱科学
,

不怕清苦
,

愿为

祖国的科学事业作贡献
,

应为他们创造更多的研究机会
。

按照我们基金统一的同行评议的评价

标准
,

只要优秀的
,

就给以资助
,

不应再打个折扣
,

强调优中选优
。

这样才能使我们的
“
国家杰出

青年科学基金
”

有更大供选基础
,

才能保证这类基金的质量
。

从这个角度看
,

亦不必强调
“

限制

规模
” 。

( 5 )
“

拉开档次
”
不宜在

“

青年科学基金
”
内部强调而应在不同类别的基金中提倡

。

青年学

者可以根据 自己的水平和需要
,

在不同类型的基金 中去竞争
。

3
.

2 青年科学基金是促进青年科学工作者成长
、

优秀青年人才脱颖而出的基本形式
,

而不是

唯一形式
。

自由申请基金项目
,

重点
、

重大项 目也可起到这个作用
。

应予以重视
。

如
:

l( ) 杨卫 ( 1 9 54 年生 )
,

1 9 8 5 年在美国获博士学位后回到清华大学力学系
,

在
“
七五

”
和

“

八

五
”

的有关重大基金项 目中均做课题负责人
,

在细观力学和纳观力学上作出了突出贡献
,

研究

成果多次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
,

1 9 9 5 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三等奖
。

1 9 9 4 年获
“

中国青年科学

家奖
” ,

获
“
国家教委跨世纪人才基金

” 和
“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

资助
。

( 2) 冯长根 ( 1 9 5 3 年生 )
,

一直受到 自由申请项 目基金的资助
,

是中国科协第四届常委
,

中

华全国学联第七届常委
,

1 9 8 8 年获首届中国科协青年科技奖
,

1 9 9 0 年获
“
国家级中青年有突

出贡献专家
” ,

1 9 9 5 年获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
。

( 3) 方竞 ( 1 9 5 6 年生 )
,

博士毕业后
,

直接申请自由申请基金项 目
。

在该项 目的资助下
,

成

为实验力学方面的后起之秀
,

现任北京大学力学系主任
。

获
“
国家教委跨世纪人才基金

”

资助
。

( 4) 郑泉水 ( 1 9 6 1 年生 )
,

1 9 9 3 年从国外回来
,

已功成名就
,

是理性力学研究的世界知名学

者
,

回国后
,

立即得到学部主任基金的资助
,

使他的研究在国内得以继续深入下去
。

他的工作

1 9 9 4 年获国际工程科学联合会及国际工程科学杂志首届唯一的杰出论文奖
,

1 9 9 5 年获
“
国家

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
资助

,

同时还获得
“

霍英东青年教师基金
”
资助和研究类霍英东青年教师一

等奖
。

3
.

3 我们既要支持青年学者业务上的成长
,

也要关心他们政治素质的提高
,

使他们发挥老一

代学者的爱国奉献
、

协作共进的精神
。

例如 1 9 9 5年 8 月我们召开的
“
国家自然科学青年基金研

究成果汇报会
”

从会议日程的安排上就体现出这一点
。

这次会议产生了非常积极的效果
,

以郑

泉水教授为例说明
。

在会议期间
,

郑泉水教授说
:

我是搞理性力学的
,

过去的研究完全是凭个人

的性趣
,

现在我体会到
,

我们的研究工作一定要结合国家的实际需要
。

会后不到一个月
,

郑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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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与会的申长雨
、

唐春安 (东北大学 )
、

韩 闻生 (中科院力学所 ) 等便开始互访
,

进行深入的学术

交流
,

并互带研究生
,

促进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密切结合
。

1 9 9 5 年 12 月
,

郑泉水教授又

与杨卫教授携手共同发起和筹备题为
“
现代力学与中国的基础建设和高技术

”

的
“

青年科学家

论坛
” ,

得到了中国科协的支持
,

定于 1 9 9 6年 5 月在京召开
。

由此联想到
,

可否从青年科学基金的经费中拿出 1%
,

每个一级学科
,

每隔几年召开一次

类似的会议
,

这在青年人才的培养上可望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

青年科学基金已走过了 9个年头
,

突出和保留它的特色
,

才能充分发挥它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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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学研究事业后继有人

孙 悦 高文淑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生命科学部
,

北京 1 0 0 0 8 3)

本世纪 60 年代中期 以来
,

人类取得了十项重大技术突破
,

尤为突出的是生命科学在分子

水平的飞速进展
。

据专家预测
,

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
,

科技发展的主攻方向仍在于信息和电

子技术
、

新材料技术和生物技术三大战场
。

国家经济的发展依赖于科学技术的进步
,

而人才的

积累是一个国家科技潜力的象征
。

面对我国特殊历史条件下造成的青年科技人才短缺这一严

峻的形势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设立了青年科学基金
,

鼓励
、

培养
、

支持有为的青年学者作

为项 目负责人
,

给他们提供独立开展研究工作的机会
,

发挥年轻人思路新颖
、

敢作敢闯的优势
,

使他们有机会脱颖而出
。

目前
,

全国已有 1 1 06 位 35 岁以下的青年做为基金项 目主持人
,

受到

生命科学部的资助
,

共资助了 5 8 37 万元
。

同时
,

生命科学部资助的面上项目负责人中
,

45 岁以

下中
、

青年所占的比例由 1 9 8 6年的 1 3
.

03 %
,

增长到 1勺9 5 年的 54
.

5%
。

这个数字不仅说明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对青年人才的培养和重视
,

同时也反映 出年轻一代科学工作者 正在迅

速成长
,

逐渐成为科技战线的主力军
。

进入 90 年代
,

随着
“
国际化

”
大潮的推进和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

,

为促进青年科技人才的

成长
,

鼓励优秀青年科技人才走向国际舞台
,

吸引海外学者 回国开展工作
,

加速培养一批跨世

纪的优秀学术带头人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推出
“

优秀中青年人才专项基金
” ,

主要注重对

人才的学术水平及创新能力的培养
,

申请者获得资助后选择课题和确定研究内容
,

以利于充分

发挥其主动性及创造力
。

生命科学领域资助了盛承发等 21 位优秀中青年
,

他们中间有 17 位曾

经获得过青年基金或其它类型基金的资助
。

这项措施的出台
,

引起了科学界和社会各界 的强烈

反响
,

广大中青年科技工作者积极参与申请
。

1 9 9 4 年
,

国家在
“

优秀中青年人才专项基金
”

的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