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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与科学基金
”

征文选登
·

苦 乐 年 华

杜灿屏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

北京 10 0 0 8 0)

时光如梭
。

不知不觉中
,

我 已陪伴国家 自然科

学基金委走过了 2 0 个春 秋
。

20 年
,

国家 自然科学

基金事业从一株幼苗成长 为一棵枝繁 叶茂的大树
,

我也从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逐渐走 向成熟
。

想到

此
,

便少了一份
“

逝者如斯
”

的感慨
,

多了些许
“

老骥

伏杨
”

的豪情
。

于是
,

再多的辛苦也化作了快乐与欣

慰
。

不敢在这里倚老卖老
,

因为基金管理是一项常

干常新的工作
,

只是想结合自己的经历
,

谈谈对基金

管理工作的一些体会
。

1 积践步以致千里

古人云
:

不积畦步
,

无以致千里
。

我以此为座右

铭
,

努力一步一个脚印地做好本职工作
,

坚持当天的

事当天办
,

重要的事优先办
,

能办的事马上办
,

现实

的事即时办
,

困难的事努力办
,

复杂的事梳理 办
,

琐

碎的事抽时办
,

协助的事积极办
,

所有的事用心办
。

日积月累
,

居然有所心得
。

我认为
,

做好基金管理工

作必须抓好以下六个环节
。

1
.

1 明确战略

战略明
,

方向清
。

明确的学 科发展战略是做好

基金管理工作的灵魂
。

为了制定好学科发展 战略
,

在调研的基础上
,

我们有针对性地组织召开了一些

专题研讨会
,

比如
,

1 9 9 9 年组织 召开的
“

十五
”

有机

化学优先发展领域研讨会
,

2 0 01 年召开的世纪中国

有机化学发展战略研讨会
,

2 0 0 5 年召开的
“

十一五
”

有机化学优先发展战略研讨会等等
。

这一系列战略

研讨会使我们进一步明确了我国有机化学发展的趋

势
、

方向和发展重点
。

在此基础上
,

我们按照
“

有限

目标
、

逐年深入
、

持之以恒
”

的工作思路
,

采取一系列

措施
,

精心组织重大
、

重点项 目
,

为实现学科研究的

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

1
.

2 合理布局

下棋讲究布局
,

做基金管理工作也是如此
。

学

科研究领域的合理布局和健康发展是落实科学基金

引领作用的核心
。 “

八五
” 、 “

九五
”

和
“

十五
”

期间
,

学

科在金属有机化学
、

物理有机化学
、

天然有机化学等

优势研究领域以及新兴的化学生物学和绿色化学等

前沿研究领域
,

先后组织 了 40 多项重大和重点项

目
,

取得了一批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重要研究成果
。

l
·

3 把握前沿

有过长跑经历的人都知道
,

要想在 比赛中拿好

名次
,

需要紧跟跑在最前面的人
。

基金资助工作要

求管理者把握国际学科基础研究的走势
,

突出重点
,

优先资助在国际科学前沿开展的研究工作
,

同时支

持与国家需求密切相关 的重大基础科学 问题 的研

究
。

比如
,

我们敏锐意识到
“

手性及手性药物
”

这一

前沿领域研究的重要性
,

建议对该领域项 目重点扶

持
,

如今已经结出累累硕果
。

1
.

4 沙里淘金

做基金管理工作
,

有时需要一点从沙里淘金 的

本事
。

作为学科主任
,

要有一定的学术判断能力
,

能

在交叉创新项目和非共识项 目中发现创新点
,

积极

向专家组推荐
,

及时给予支持
。

这是贯彻 自然科学

基金鼓励和支持原始创新基本要求的重要体现
。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所和有机所的李英研究员

和吴毓林研究员合作申请的项 目
“ 1

,

2
,

4
一

三恶烷类

化合物对 D N A 损伤的研究
” ,

同行通讯评议分歧较

大
。

如果按当时的一般基金管理程序处理
,

该项 目

连上会讨论 的资格都没有
,

更不要说获得 资助了
。

我们在参考和分析专家评议意见的基础上
,

推荐上

会讨论
,

得到评审组专家的认可
。

该项 目最终获得

了资助 (批准号 2 9 5 7 2 0 7 5 )
。

研究人员经过 数年努

力
,

终于搞清了青篙素与亚铁离子反应的历程
,

从分

子水平上提出了青篙素与血红细胞作用的新机理
,

纠正了国外学者在该问题上的错误观点
,

使我国在

青篙素的合成和机理研究上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

本文于 2 0 05 年 9 月 5 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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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重视青年

毛主席曾把青年喻为早上八九点的太 阳
,

说他

们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
。

重视支持青年才俊是做好

基金管理
_

f 作的重要
一环

。

在这方面
,

我有很深的

体会
。

我的办法有两 个
,

一是积极鼓励和帮助优 秀

青年参与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竞争
。

有人在第

一次申请失败后很沮丧
,

觉得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门

槛高
,

想放弃
。

发现这种情况
,

我就主动找他们做思

想 匕作
,

鼓励他们增强信心
。

同时
,

仔细推敲他们的

申请书及专家评审意 见
,

针对同行评议时提 出的问

题请教有 关专家
,

再将专家意见反馈给 申请人
,

帮助

他们提高业务水平
。

经申请人和我们的共同努力
,

他们最终大都获得了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资助
,

成

为国内有机化学研究的佼佼者
。

如厦门大学的黄培

强
、

南开大学的刘育等
。

二是创造条件
,

吸引海外优

秀人才回国效力
。

中科院上海有机所麻生明获得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的经 历
,

可谓一波三折
。

19 9 5

年
,

他在美国提出 了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 申请
,

经答辩

后得以通过
。

但到 19 9 6 年项 目开始执行时
,

他的回

国手续尚未办好
,

延误 了项 目启动
。

能否延期一年
,

自然科学基金委还没有先例
。

我在同行评议和调研

的基础 七认为他是一位难得的人才
,

就建议有机所

写
`

份推迟 一年的请示报告并积极 向各级领导汇

报
(

经过 多方努力
,

作为特例
,

自然科学基金委批准

了这份请示报告
。

麻 生明也不负众望
,

回国后拼命

工作
,

回报自然科学基金委给予的大力支持
。

至今

已发表论文 1 0 7 篇
,

专著 3本
,

申请了中国发 明专利

14 项
,

授权 8 项
。

19 9 9 年一举获得中国科学院青年

科学家一等奖
、

香港求是基金杰出青年学者奖
、

国家

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排名第二 ) 3 项大奖
。

2 0 0 4 年获

得第八届国际华 人有机化学奖
。

2 0 0 5 年获第 13 届

( )M C ( )S 国际奖
。

1
·

6 改进方法

l几欲善其事
,

必先利其器
。

先进 的工作方式和

方法是提高基金管理工作效率的保证
。

针对不同阶

段基金工作的特点
,

我摸索出了一套相应的办法
,

包

含前期管理
、

过程管理
、

结题管理
、

跟踪管理
、

推进管

理五个方面
,

我戏称它为
“

五步拳
” 。

比如
,

在前期管

理阶段
,

重视专家队伍的建设和函评专家的选择
,

坚

持老中青
、

大小领域
、

海内外 专家相结合
,

对 同行评

议意见加强分析
,

注意支持交叉
、

创新项 目
;
在过程

管理阶段
,

强化为项 目承担者服务的意识
,

掌握项 目

进展
,

促进交流与合作
,

及时 了解实施过程中的困难

并帮助协调解决
,

提供宽松和愉快的科研环境 ;在结

题管理阶段
,

建立规范的登记
、

归档和成果业绩数据

库
,

重视成果的创新性和累积性
,

善待和宽容失败
;

在跟踪管理阶段
,

加强对结题项 目的延伸跟踪
,

对显

现创新前景的项 目连续给予支持
;
在推进管理阶段

,

积极支持和鼓励科学家在基础性
、

前瞻性
、

战略性和

开拓性方面做 出出色的成绩
。

2 舍小家而顾大家

做基金管理
,

当然离不开奉献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刚成立时
,

我孩子才

四岁
,

父母又都不在身边
,

只好夭天把孩子送到幼儿

园
。

每天早上送
、

晚上接
。

因开展工作的需要
,

我经

常出去调研
,

丈夫出差也很频繁
。

两人同时出差时
,

只好将孩子托付给邻居
。

为人母才知养儿不易
,

可等到知道后
,

孝顺父母

的机会却少了
。

从事基金管理 工作后
,

我连 见父母

一面都很难了
。

19 8 8 年夏
,

我们化学科学部在吉林市召开评审

会
。

会议刚开一天
,

老家来电话说母亲病危
。

接 到

电话
,

我请了假
,

匆匆赶 回河南老家
,

见到了病榻上

的母亲
,

我愧疚至极
。

其实
,

我早就知道
,

母亲晚年

身体一直不太好
,

作为女儿
,

应该 多照顾她
。

但工作

实在太忙
,

无法分身
。

母亲去世我好歹还在身边
,

父亲去世时我连最

后一面都没 见着
。

1 9 9 0 年夏天学科发展战略研 究

课题进入攻坚阶段
,

我带着专家组成员忙得晕头转

向
,

家里的事一点儿也顾不上
。

暑假
,

丈夫带着孩子

回老家
,

到郑州后给我打 了个电话
,

说开完会后一定

记得回老家看看
,

父亲身体欠佳住院治疗
,

我一 口答

应
。

可等到我开完会赶回河南老家时
,

父亲已经过

世 3 夭了
。

抱着父亲的遗像
,

我肝肠寸断
,

父亲的音

容笑貌一页一页浮现在脑海
。

父亲念过 一些书
,

深

明大义
,

他经常告诉我们
,

在外要安心 上作
,

把工作

干好了
,

就是对父母的最大安慰
,

就是对父母的最大

孝顺
。

我虽然谨遵父亲的教诲
,

但每每想到父亲遗

憾地离开人世
,

心里便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痛
。

啼嘘之余
,

只好用加倍努力地工作告慰长眠于

地下的先人
。

3 在其位谋其政乐在其中

古语云
,

在其位而谋其政
。

二十来年基金管理

工作的探索与实践
,

让我深深体会到
:

要做好学科主

任的工作
,

第一靠管理能力
,

第二靠工作态度
。

只要

认真付出了
,

就一定会获得回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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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科学基金的支持和科学家 的努力
,

我国有

机化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

在 自然科学基金委

成立 15 周年的时候
,

科学家们纷纷从不同的角度表

示祝贺
,

充分肯定了我们的工作
,

同时也寄予很大的

希望
。

如戴立信院士在 《科学时报》发表的
“

学科建

设与国家基金委
”

一文中指出
: “ … … 化学生物学

,

绿

色化学
,

这些新兴学科或新领域在刚刚出现时
,

如果

得不到一定的支持是很难起步的
。

基金委在这方面

往往能先行一步
,

给与必要的帮助
,

才能让他们更好

的发展
。 ”

陆熙炎院士在
“

国家基金委的择优支持公

平合理
”

一文 中写到
, “

巧 年来
,

我和基金委建立了

深厚的感情
。

这不单是因为我们的研究工作得到了

基金委的支持
,

使我们取得了一些成果
,

更重要的是

基金委对于知识分子的政策
,

真正体现 了尊重知识
、

尊重人才这样一个原则
,

使我从心底里感到基金委

的可亲
。 ”

在人生历程中
, “

苦
”

与
“

乐
”

本就是一对共生体
。

苦中有乐
,

乐源于苦
,

正是直面人生的辩证法
。

在从

事科学基金管理工作 20 年 中
,

我 的确付出了许多
,

但想到我国有机化学发展中浸透着 自己的一份心血

和汗水
,

听到科学家对科学基金工作 的充分肯定和

发 自肺腑的赞扬
,

我心灵上 曾有过的伤痛便减轻 了

许多
,

苦和累也早已微不足道 了
。

推进我国科学事

业繁荣与发展的强烈愿望
,

以及科学家的信任
、

支持

和鼓励
,

成为我做好基金工作的不竭动力
。

1飞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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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
,

这难免会出现不合理的结果
。

事实上认真分

析这些决策过程
,

它只是一种资源的配置过程
,

专家

被用来作为配置资源的一种工具
,

考虑更多的不是

科学本身的发展
。

因此
,

自然科学基金委应认真研

究一些大专家评审制度
,

甚至可以取 消这些评审制

度
,

让小学科专家甚至领域内专家有更大的决策权
。

4
.

2 评审过程的严密性与基金声誉的矛盾

近些年
,

向来以公平
、

公正著称的科学基金也出

现了一些让人感到不舒服的现象
,

若不引起重视
,

将

会破坏或影响基金的良好信誉
。

如在通信评审中打

电话说情
、

在会审时托熟人等
。

这一方面要求在选

择评审专家时要充分关注他们的职业操守
,

另一方

面也要求在基金评审组织过程 中
,

对通信评审专家

以及会审专家的信息要严格保密
,

要进一步严密基

金评审的组织过程
。

4
.

3 重大
、

重点项目立项与竞争公平性的矛盾

多年来
,

大家普遍感觉基金面上项 目基本上可

以做到机会均等
、

公平竞争
,

但对重点和重大以及一

些专项研究就有一些微词
。

实际上
,

如果考虑基础

科学研究的自由创新精神以及近年来重大
、

重点项

目实际研究的成效
,

我们可以换一种思路看待重点
、

重大研究项 目
。

例如
,

削弱 申请指南 的作 用 ;取 消
“

重点
”

和
“

重大
”

的称谓 ;加大某些面上项 目的资助

强度 ;所有项 目均采取 自由申请的办法
。

如果申请

者的研究内容多
、

力量强
,

需要大额资助
,

就相应给

予大额资助
,

这 样 自然而然地就形成 了研究项 目上

的差异
,

而这种差异是根据研究的需要和演进发展

而来的
,

而不是 由满足部分立项专家建议和适应指

南形成的
,

这更有利于创新和公平公正 !

正是科学基金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为其赢得了良

好的声誉
。

面对世界 日益激烈的知识竞争
,

中国的

科学研究事业肩负着重要的使命
。

国家应该充分利

用科学基金的 良好声誉
,

采取符合科学特点的科学

研究资源的配置机制
,

集中和整合基础研究资源
,

进

一步强 化和利用科学基金推动我国的科学研究事

业
,

使科学基金集中和吸引更多的优秀知识分子
,

产

生更多的科学思想和研究成果
。

与此 同时
,

科学基

金的生命力必将愈加旺盛
,

形成 良好循环
,

从而保证

我国科学事业的健康和富有成效的发展 !

愿科学基金事业不断壮大
,

科学基金机制不断

完善
,

为繁荣我国科学事业发挥更大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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