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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申请需要公关和攻关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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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披露了基金项 目 申请 中利 用公关和攻关的不 良手段获取不应有 的项 目资助 的现

象
,

对这些不 良行为给以了批评
。

这一现象不但在基金 申请中有蔓延 的趋势
,

而且 已经 波及成果评

定
、

博士点 申请 以及开放实验室的评估等领域
。

尽管 目前还 只是少数人的行为
,

但这种不 正之风对

学术环 境的腐蚀和恶劣影响是相 当严重的
。

本文还对如何杜绝这种现象的发生提出了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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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级和 各个部 门的科研项 目申请中
,

大 多

数项 目是凭申请者的实力
,

如前期工作基础
、

项 目的

创新性
、

实施的可行性及其他评价标准而被获准的
。

这些项目承担者做出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 作
,

他们

获得的优秀成果为我国基础研究及其各种应用研究

提交 了完美的答卷
,

是这些有实力和能力的科研人

员长期不懈努力的结果
。

笔者认为
,

对这些科研人

员来说
,

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
,

只要 申请书书

写规范
,

项目创新性强
,

一般就会得到资助
,

这说明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始终是科学道德 上受污染较小的

一块净土
。

但是
,

也有一些科研项 目申请者
,

本来研究背景

和创新性不强
,

为了获得资助
,

到处找熟人拉关系
,

有的甚至采取送礼等不正当手段
,

以达到项 目获批

准的目的
。

把在 目前商海大潮中常用的公关和攻关

手段 用到科学和学术研究项 目的申请中
,

已经成为

人们司空见惯
、

习以为常的 内部秘 密武器
。

笔者认

为
,

靠这种办法获得 的项 目
,

其结 果只有两种
,

一种

是不会达到高水平
,

另一种是采用分包的办法
,

把项

目主要内容让有能力的人去做
,

即找人
“

打工
” 。

项

目挂 厂别人的名
,

那些
“

打工者
”

往往很少会全身心

地投入项 目研究
,

可以想象
,

项 目研究的结果将会如

何
。

还有些人自己不具备承担项 目的能力和条件
,

但公关和攻关做得好
,

把另一个单位能承担的项 目
,

弄到自己的手中
,

把他们的研究成果拿来交差
。

这

是不言而喻的学术腐败
,

称之为学术侵略或掠夺一

点也不过分
。

在这种风气影响下
,

一些还有些能力

和条件的学者为了生存和保住自己的位置
,

也搞起

公关和攻关
,

进行学术贿赂
,

本来自己可以 申请的
,

非要让有名气的权威带头
,

而那些有影响的学者有

的也缺乏 自律
,

心安理得地接 受项 目挂名
。

这些情

况都反映了目前项 目申请 中违反科学道德的
、

不实

事求是的风气
。

项 目申请中的公关和攻关所造成的不 良后果和

恶劣影响是不堪设想的
。

这种不规范行为涉及的已

经不只限于基金的申请
,

也影响到 了成果评定和论

文审查等领域
。

它不但浪费了国家资源
,

更主要的

是腐蚀了学术界
,

甚至对 国家科研计划的制定和水

平的判断都会造成不良影响
。

项目申请必须杜绝公关和攻关 的做法
,

只有这

样才能保证项 目申请的公正性
,

保证在平等竞争中

获取应有的资助
。

为了让评审者更好地了解申请项

目
,

必要的
、

实事求是的项目成果宣示也是不可缺少

的
,

当然
,

这里要 区分的是实事求是的宣示与公关和

攻关的区别
。

有些申请者虽然有很雄厚的研究实力

和研究基础
,

创新性也有
,

但在申请书中表达得不清

楚
,

以至于评审者无法判断该申请项 目是否值得资

助
,

这种结果与公关和攻关没有任何联系
。

目前
,

在科研和教育界与公关和攻关有联 系的

事情还有很多
,

如有的单位本来就没有达到应有的

水平
,

为了申请博士点
,

就派人到处拉关 系
,

找熟人
,

弄得被找的人很无奈
,

不得已勉强签字同意
。

还有

些人
,

本来项 目是够条件申请的
,

但在不正之风的影

响下
,

也去跑关系
,

浪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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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
,

在 目前商海大潮中
,

要净化科研和科研管

理环境
,

无论是 项 目申请者
、

评审者还是项 目管理

者
,

都应加强自律
。

但仅靠这些还不够
,

政府管理部

门应制定相应的措施和执行
、

运作模式
,

这样才能逐

渐减少乃至杜绝项 目申请中出现的公关和攻关的不

正之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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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科学技术联合基金评审会顺利召开

2 0 0 5 年 8 月 1 日至 3 日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与民航总局在四 川成都联合召开 了 2 0 0 5 年度

民航科学技术联合基金项 目评审会
。

会议重申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评审的有

关规定
,

并强调有关 民航科学技术联合基金管理 的

四个基本原则
:

( 1) 应该符合基金的基础研究和部

分应用基础研究定位
,

这是 由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本

身的性质所决定的
。

联合科学基金项 目必须资助具

有普适性的科学规律探索或关键技术创新研究的基

础研究和部分应用基础研究项 目
,

而不是产品开发
。

( 2) 兼顾资助双方包括申请者的共 同利益和共同兴

趣
。

联合资助的项 目应是双方共同感兴趣的学科研

究领域
,

联合 资助基金的意义在于
:

能够较快地促

进联合资助领域的科学技术的发展 ; 吸引和组织社

会上较强的研究力量共同解决该领域基础研究中的

科学问题
,

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
、

社会发展
,

发

现和培养科技人才
。

在制定拟资助的研究领域及拟

资助项 目的研究方 向
、

拟解决的科学和技术问题 及

所预期成果不仅要考虑对科学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

的意义
,

也要考虑与基金委联合资助部 门特别关注

的基础科学研究问题
。

( 3) 统一按照国家基金办法

进行管理
,

规范使用
。

联合科学基金项 目必须纳入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的管理
,

其受理和评审过程
、

保密

和 回避制度按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有关规

定执行
。

联合基金的管理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管

理办法执行
,

不能违背
。

在具体操作 中可以依据领

域情况特别邀请一些专家参加立项
、

评审
、

检查等
,

但要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管理办法的大框架内进

行
。

( 4) 知识产权归属
。

联合资助项 目成果的知识

产权
,

归属于项 目承担者所在单位所有
。

2 0 0 5 年是 民航联合研 究基金 实施 的第二年
。

在全国 19 所大学和 4 个研究所 申请的 97 个 项 目

中
,

在同行评议的基础上
,

联合基金专家组逐项对上

会讨论的项 目进行了评议
。

最后经专家组无记名投

票表决
,

推荐 2 0 0 5 年度联合基金资助项 目 23 项 (其

中含小额探索研究项目 3 项 )
,

资助总经费为 4 00 万

元
。

(信息科学部
,

民航科学技术联合基金 办公 室

供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