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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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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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
,

利用 国家财政专款设立了
“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 ,

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组织实

施
,

资助国内和即将回国定居工作的杰 出青年学者在国内开展 自然科学领域的创新性研究工

作
,

从事生命科学研究的陈竺等 39 位学者获得资助
。

这是在众多种类的青年基金 中
,

代表最高

层次的国家级的青年人才基金
。

青年基金
、

优秀中青年人才基金和杰 出青年人才专项基金的实施
,

极大地激发了青年科技

人才的爱国热情
,

鼓舞了海内外优秀青年学者投身祖国的科技事业
,

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发挥

自己的聪明才智
,

为经济和科技建设贡献力量
。

目前
,

已经获得优秀中青年人才基金和杰出青

年人才基金资助的生命科学学者
,

大部分 已经成为科研骨干
,

有的担任了研究所所长
,

有的成

为国家重点实验室或部门开放实验室主任
。

组织
、

支持召开各种青年学术会议
,

也是发现人才和培养人才的有效手段之一
。

1 9 9 3 年
,

生命科学部主办了
“

第一届生命科学青年学者学术交流会
” ,

邀请完成青年基金项 目较好的项

目主持人和优秀青年学者 1 50 余位参加
。

会议就国际生命科学发展趋势和我国生命科学研究

现状
,

以及未来我国生命科学应采取的对策进行广泛的研讨
,

并向全国从事生命科学研究的青

年人发出了倡议
,

起到 了很好的凝聚作用
。

1 9 9 3 和 1 9 9 4 年在北京举办的两届
“
海外及归国中

国学者生命科学暨生物技术讨论会
” ,

吸引了 1 80 余位在北美
、

西欧的留学人员及 已经学成归

国的生物学者与会
。

生命科学部 n 位学科负责人向海内外学者介绍了国内相关学科领域的基

金资助状况
,

鼓励海外青年学者归国
,

或与国内同行开展国际合作
。

会后促成了 10 余项国际合

作研究项 目
,

对于吸引一些青年学者陆续回国建立实验室
,

开展研究工作
,

取得了非常好的效

果
。

1 9 9 4 年生命科学部支持举办的
“

中国青年学者发育生物学学术讨论会
”
和

“

现代生态学前

沿研讨会
” ,

邀请了 36 位来自欧美等 10 余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青年
,

对当前发育生物学
、

药物

药理学
、

生态学等学科的国际前沿领域的研究状况进行了研讨
,

为今后的合作研究工作打下了

良好的基础
,

为我国生物学研究如何与国际相适应提供了宝贵的信息
。

在一些海外学者回国投身祖国科学研究事业的同时
,

很多国内的优秀科技人才立足国内
,

默默耕耘
,

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做出了许多突出的成绩
。

基金委员会也十分重视为他们创造条

件参与国际竞争
。

复旦大学遗传研究所余龙教授未出国学习深造过
,

他依靠刻苦努力和奋力拼

搏
,

建立了
“

复旦大学人类与医学分子遗传学实验室
” ,

先后承担了 20 余项研究课题
,

在遗传疾

病的基因研究与人类基因组制图和新基因的定向克隆的研究方面
,

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
。

与

国外同等水平的科研人员相 比
,

虽然余龙教授在国外发表论文 的机会相对较少
,

但由于他刻苦

努力
,

取得了优秀成果
,

获得 1 9 9 5 年国家杰出人才基金的资助
。

他成长的经历也为国内的有志

青年起到了鼓舞作用
。

很多中青年科学家正在国际科技前沿领域开展工作
,

他们了解国际国内的科研动态
,

思想

活跃
,

吸收他们参与科学基金的评审工作
,

不仅能使他们站在学科发展战略的高度
,

纵观全局
,

开阔视野
,

对于基金项 目的管理工作也大有裨益
。

1 9 9 6 年成立的生命科学部第六届学科专家

评审组中已聘请了 32 位 45 岁以下的优秀中青年科学家作为学科评审组成员
。

这表明生命科

学领域正在逐步形成一支层次高
、

素质好
、

具有很大发展潜力的青年科学家队伍
,

这些年轻有

为的科学家扎根祖国
、

辛勤耕耘
,

既继承了老一辈科学家的优良传统
,

又体现 了新一代科学家

的勇于创新
、

开拓进取的精神风貌
,

具备了学术带头人的基本素质
。

尽管目前这支队伍的人数

还不够多
,

但他们代表了我 国生命科学未来的希望
,

说明生命科学研究事业后继有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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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与吸收国际科技成果的能力是一个国家科技实力的重要体现
,

促进国际科技合作
,

不

仅可以迅速提高科技水平
,

有力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
,

同时
,

也让世界了解中国的科研水平
,

提

高我国科学研究的国际声望和地位
。

通过资助青年人开展国际合作研究
、

出国参加国际学术会

议
、

邀请留学人员回国工作讲学等方式
,

鼓励完成基金项 目好的青年学者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交

流
,

将 自己的研究成果尽快与国际接轨
。

十几年来我们广泛地支持青年科学家展开官方
、

民间
、

双边和多边的国际科技合作交流
,

并积极采取以吸引为主的政策
,

争取了一批智力回流
。

生命

科学部资助的 1 29 1项 国际合作与交流项 目中
,

45 岁以下青年约占 20 %
; 1 9 9 2 年开始实施的

“

留学人员短期回国工作讲学
”

专项基金中
,

已有 1 21 位 留学人员获得资助
。

南通 医学院顾晓

松
,

在缺乏优越研究条件和前辈指导的情况下
,

潜心于神经科学的基础研究
,

取得了突出的
、

有

创建性的成果
,

生命科学部相关学科主任在调研中发现了这一人才
,

并资助他出国参加国际学

术会议
,

他的科研成果在
“

第 12 届世界显微外科学会年会
”
上做了大会特邀报告

,

得到国内外

同行的公认
,

获得了
“

大会主席奖
” ,

引起世界显微外科学术界 的高度重视和赞誉
,

并获得首届

杰 出青年人才基金的资助
。

尽管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绩
,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对我国生命科学领域科技队伍

的人才培养和使用仍然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

主要表现在
:
( 1) 已获得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

资助的 39 人主要分布在与分子生物学相关的学科领域
,

学科分布不够均衡
。

在分类学
、

林业科

学
,

畜牧兽 医学
,

水产学
,

中医中药学等学科
,

应给予特别关注
; ( 2) 在大力培养拔尖的学术带头

人的同时
,

应注意科研队伍结构的合理布局
,

促进学科队伍整体发展
; ( 3) 在吸引国外留学人员

回国的同时
,

应注意对 国内的优秀人才的培养
,

让这些人才有机会到国际大舞台上崭露头脚
,

取得国际同行的认可
,

使他们具备更强 的竟争力
; ( 4 ) 4 5 岁以下的中青年承担重点

、

重大项 目

的 比例还很小
,

应大力培养一批学术水平高
、

德才兼备的青年科学家承担重点
、

重大项 目的研

究工作
,

给他们压担子
,

让他们尽快成长起来
。

面临世纪之交
,

各国科技发展的核心问题在于培养 21 世纪 的骨干与帅才
。

青年科学家的

成长
,

需要国家政策的扶持和全社会的关心
,

也需要 自身的勤奋努力
。

我国的青年科学家以敬

业
、

奉献
、

牺牲精神
,

对科学事业执着追求
,

在艰苦的环境下做出了出色的成绩
,

在许多重要岗

位上发挥 了中坚作用
。

实践证明
,

为加快培养跨世纪优秀学术带头人所做的种种努力
,

极大地

鼓舞了海 内外优秀青年学者投身祖国的科技事业
,

为我国生命科学的发展发挥自己的聪明才

智
。

只要我们继续不懈的努力
,

人才辈出
、

群星璀璨的时代就会来临
,

它必将对我国的科技和经

济建设产生深远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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