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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采访的 17 个研究团队看创
.

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

杨 静
`

张 蕾“

( 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办公室
,

北京 10 0 0 8 5 ; 2 光明 日报社
,

北京 10 0 0 6 2)

2 00 6 年 4一 8 月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以

下简称
“

基金委
”

)与光明 日报社联合对基金委资助

的部分创新研究群体进行了系列采访
,

报道了 17 个

优秀创新群体学术带头人及其团队
。

本文拟对有关

情况做一些介绍
,

并对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 金的资

助与管理工作做些探讨
。

1 采访感受

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自 2 0 00 一 2 0 0 5 年
,

共资

助研究群体 n s 个
,

资助经费 6
.

0 84 亿元
。

1 18 个

研究群体中
,

5 3 个群体来自中国科学院所属研究单

位
,

56 个群体来自教育部所属高等院校
,

6 个来自解

放军系统的研究单位
,

3 个来自其他部委所属研 究

单位
。

从资助的整体情况看
,

多数获资助的创新研究

群体在本领域中具有较高的学术地位
,

科学研究和

人才培养方面 都取得了较好进展
。

2 0 03 年以来已

有 19 位学术带头人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

1 位学

术带头人当选为工程院院士 〔’ ]
。

通过采访
,

我们深刻感觉到
,

17 个接受采访的

获得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的团队坚持以人为本
,

努力营造和形成了群体干事业
、

群体干成事业
、

群体

干好事业的外部环境和 良好氛围
,

充分发挥了学术

带头人的凝聚力
、

群体的研究实力
、

创新潜力和团队

精神
,

群体科学基金真正起到 了
“

粘合剂
”

和
“

酶促
”

作用
。

采访所到之处
,

大家一致认为
,

有了群体基金

的资助
,

大大增添了科研人员从事风险大的探索性

研究的勇气
,

团队成员不必为了争取经费去追踪 无

法形成系统的国际热点问题
,

这种较为稳定的资助

模式使他们能够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集中精力潜心

从事较稳定的研 究工作
。

受采访的 17 个优秀创新

群体都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

表 1 17 个优秀创新研究群体取得的研究成果简表

带头人
以二1/ E l

收录论文
人才培养 获得奖项 受资助时间

丁伟岳 2 0 0 4一 2 0 0 6

郑泉水

杰出青年 1 ;新世纪人才支持计

划 1

中科院院士 1 ;
俄罗斯科学院外

籍院士 1

2 0 0 0一 2 0 0 4

2 0 0 5 年获延续资助

涂永强 3 10 新世纪人才支持计划 2 ; 百 人计

划 2

成员朱小华荣获全国优秀博士后称号
,

并荣获国际理论

物理中心的 2 00 5年 I C T P 奖
。

获教育部推荐国家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1 项
;
中国高校自

然科学二等奖 1 项 ;
获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的 2 0 04 年

M
e lv i lle 奖

2 0 01 一2 0 05 年
.

获甘肃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2 项
、

二等

奖 2 项
、

三等奖 2 项
;
获发明专利 4 项

。

席振峰

曹雪涛 博士后 ;5 博士 ;6 硕士 9 获 20 0 3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1 项
、

全军科技进

步奖一等奖 1 项
、

上 海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l 项
;
获发明

专利 3 项
。

2 0 0 1一 2 0 0 3

2 0 0 4 年获延续资助

2 0 0 6一 2 0 0 8

2 0 0 2一 2 0 0 4

2 0 0 5 年获延续资助

裴 刚 杰出青年 1 ;
博士后 8 ;

博士 ;8 硕 获 2 002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1 项
、

2 0 01 年度中

士 18 华医学科技奖一等奖 1 项
、

2 0 01 年度上海市科技进步一

等奖 1 项 ;
申请专利 3 项

。

2 0 0 1一 2 0 0 3

2 0 0 4 年获延续资助

沈树忠 7 D 余篇 杰出青年 卜海外杰青 1 ;
研究员

4 ;
博士 2 ; 硕士 4

2 0 0 4一2 0 0 6

本文于 20 0 6 年 9 月 21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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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带头人
以二1 /E l

收录论文
人才培养 获得奖项 受资助时间

剪知滑 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 l ; 上海 剪知滑获 2 0 04 年度第八届中国宵年科技奖和第二届上 2 00 4一 2 0 0 6

优秀学科带头人 ;2 新世纪 人才 海市青年科技英才
;
成员郑洪波获中国第四世纪青年科

支持计划 1 ;博士后 4 ;
博士 5; 硕 学家奖和第十届侯德封宵年地球化学家奖

;
刘志飞获第

士 16 十届侯德封矿物岩石地球化学青年科学家奖
; 田军获全

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等
。

王光谦 以二1 8

E l 2 3

5 1
、

P 1 0

1 00

杰出青年 1; 教授 2;副教授 3 成员周建军获首届 W A S E R 突出贡献奖
。

2 0 0 3一 2 0 0 5

2 0 0 6年获延续资助

汪卫华 博士 2 0 获 20 05 年度中国基础研究十大新闻
;
集体获中国载人 2 00 4一 20 06

航天工程办公室重要贡献奖
,

一人获
“

中国科学院参加

载人航天工程突出贡献者
”

荣誉称号
;
授权发明专利 7

项 (包括美国专利 1 项 )
,

受理发明专利 13 项
。

侯建国 9 0 余篇 院士 1 ;
博士 16 ;

硕士 8 获 2 00 3 年度安徽省科学技术一等奖 1 项
; 2 0 02 被授予 20 02 一2 0 04

亚洲成就奖
;
成员袁岚峰获全国优秀百篇博士论文奖

; 200 5年获延续资助

曾长淦获中国科学院优秀博士论文奖
;
卢威获中国科学

院院长奖学金
。

林惠民

褚 健

2 0

l 3 博士 1 4 ;硕士 2 8

2 0 0 5一2 0 0 7

2 0 0 5一2 0 0 7

黄季娓 博士 3 5 ; 硕士 3 8

汪寿阳 S C I 13 4

只汉二T 2 6

博士后 1 1 ;
博士 17 ;硕士 19

获 2 0 0 5 年度杭州市科学技术一等奖 1 项
;
教育部提名

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1 项
。

获 20 02 年度中国青年科学家奖 ; 向中科院
、

国办
、

中办

提供政策咨询报告 25 篇
,

其中 13 篇得到总理批示
。

获 2 0 0 5 年度北京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1 项
; 2 0 0 4 年度中

国运筹应用奖一等奖 1 项 ;获 2 0 04 年度中国科学院优

秀导师奖
。

2 0 0 1一2 0 0 3

2 00 4 年获延续资助

20 0 3一 2 00 5

2 0 0 6 年获延续资助

注
:

有关数据根据采访
、

搜集整理形成
,

仅供参考
。

采访报道的 17 个优秀创新研究群体不仅反映

了在科学基金的支持下
,

一批 又一批创新群体成长

发展的轨迹
,

同时也使我们看到
,

基金委创新研究群

体科学基金实施 6 年来
,

发挥的作用和取得的多方

面的成果
,

主要体现在
:

( 1) 稳定支持科学前沿研究和培养创新人才与

群体
,

特别是资金上持续稳定的支持
,

为群体营造了

宽松的科研环境
,

促进了学科交叉与融合
,

使群体的

研究方向和科学 目标有了不同程度的深入和提高
。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亚稳材料创新研究群体

都是我国自己培养的博士
。

当年
,

他们在国内获得

博士学位后先后到德国
、

日本与美国等国家留学深

造
,

学成后陆续回到中国科学院物理所
,

经过一段时

间的接触与磨合
,

逐渐形成具有凝聚力的科研团队
。

2 0 0 3 年
,

在获得创新群体科学基金的持续
、

稳定资

助后
,

这支实力不凡的团队开始在国际材料科学领

域的
“

风云变幻
”

中潜心研究
,

执着耕耘
。

群体吸纳

的 7 名成员中
,

既有研究人员
,

也有工程师 ;有人专

攻材料结构
,

有人专攻凝聚态物理
,

还有人研究极端

条件
。

他们在学术与科研中各有千秋
,

因优势互补

而相得益彰
,

表现 出强大的学术生命力和很高的科

研水准
。

群体成员希望在今后 10 一巧 年的时间里
,

能拥有更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材料
,

培养更多

能在国际学术舞台崭露头角的后备人才
,

更加游刃

有余地进行学术探索和国际合作
,

使中国的亚稳材

料研究更快地迈入世界领先行列
。

( 2) 一大批研究工作处于国际前沿位置
,

取得

了重要的突破性进展
,

并在国际国内有重要影响的

刊物上发表了高水平论文
,

部分研究成果得到国际

同行的关注和评价
,

进人国际先进水平的行列
。

凭借在农业和农村发展战略等领域的一系列原

创性研究成果
,

以黄季馄为首的中国科学院农业政

策研究中心创新研究群体赢得了领先的学术地位和

较高的国际影响力
。

在过去几年里
,

该创新群体对
“

转基因抗虫棉和转基因水稻发展对农民农业生产
、

身体健康和整个国家宏观经济影响
”

开展 了大量研

究
,

取得了突出成就
。

他们的主要研究成果发表在

(科学》
、

( 自然 》
、

《植物》
、

《发展经济学 》等杂志上
。

这些成果被学术界认为对发展中国家未来农业生物

技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积极影响
。

此外
,

他们建

立的转基因农作物经济影响的计量经济研究方法和

政策分析模型已成为当前国际上同类研究的重要方

法和模型
。

( 3) 培养和支持了一批能在国际前沿科学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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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采访的 71 个研究团队看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

冲击世界水平的突击队和拔尖人才
。

采访表明
,

基

金委群体资助模式对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实施

具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

近年来获资助群体中产生了

一批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同时
,

创新群体基金

对
“

长江学者
”

计划和中国科学院
“

百人计划
”

等人才

计划获得者的培养
、

孕育作用也十分明显 〔3〕
。

北京大学
“

有机合成化学与方法学
”

创新研究群

体团结紧张
,

积极向上
,

有着良好的学术风气和浓郁

的创新文化氛围
。

近年来
,

该群体成员凭借在研究

领域颇具国际竞争力的成绩
,

先后有 5 人获得国家

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资助
,

3 人被聘为
“

长江计划特

聘教授
” 。

在积极开展研究的同时
,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

所亚稳材料创新研究群体也在致力于打造一支具有

国际水平的人才队伍
。

该创新群体虽然只有 7 名成

员
,

但是其中 3 人均获得过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的资助
,

还有 1 人入选中国科学院的
“

百人计划
” 。

2 0 01 年
,

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成为首

批获得资助的唯一的管理科学方面的研究群体
,

并

汇聚了一批学界精英
,

其中有 3 人获国家杰出青年

科学基金资助
,

1 人入选首批国家级
“

新世纪百千万

人才工程
” ,

3 人入选中国科学院
“

百人计划
” 。

正如以上事例所证明的那样
:
当创新研究群体

的成员合成一股劲时
,

他们是在学科前沿领域冲锋

陷阵的排头兵 ; 当独挡一面时
,

他 (她 )又是国内外学

术界的杰出俊才
。

( 4) 促进了群体广泛的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
,

为中国科学家参与国际交流
、

冲击世界科学前沿搭

建了平台
。

我国开展深海研究起步晚
,

再加上没 有经常性

的科研经费来源
,

因此
,

从形成之初
,

同济大学
“

古环

境研究
”

创新研究群体就很注重开展国际合作
,

不但

经常
“

走出去
” ,

而且经常
“

请进来
” 。

1 9 9 9 年
,

国际

海洋地质界在
“

大洋钻探计划
”

的第 18 4 航次进行了
“

中国海首次大洋钻探
” ,

来 自该创新群体的中国科

学家作为首席科学家和重要参与者在钻探活动中获

得了许多
“

具国际水平
”

的材料
,

为后期高水平的分

析和理论研究提供了可能
。

进入 21 世纪
, “

综合大

洋钻探计划
”

( IO D P )计划启动
,

为国际学术界构筑

起新世纪地球系统科学研究的平台
。

我国与美 国
、

日本
、

欧盟成为
“

综合大洋钻探计划
”

的 4 个成员国
,

而中国办公室就由该创新群体主持
。

( 5) 结合国家战略需求
,

为推动经济社 会发展

作出重要贡献
。

一些创新群体的研究工作为解决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关键科学技术难题发挥了重

要作用
,

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
。

例如
,

除了注重保

持在学术上的国际先进性外
,

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

研究中心创新研究群体更重视解决我国农业和农村

经济发展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
。

目前
,

该中心发挥

着为国家农业和农村发展战略及政策提供重要咨询

的功能
。

2 0 0 3一 2 0 0 5 年在该中心 向国家有关部门

提交的政策报告中
,

有 23 份被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

务院办公厅采用
,

14 份得到国家领导人批示
,

对国

家制定相关的农业和农村发展战略和政策作出了重

要贡献
。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

20 0 3 年 6 月
,

该中心

将《我国转基因作物研究和产业化发展策略的建议 》

报送给温家宝总理
,

温总理作了重要批示
,

农业部拟

订了具体的实施计划和措施
,

并特别回函感谢中心

对我国农业生物技术发展和转基因安全管理研究所

作的贡献
。

2 几点思考

2
.

1 严把获得创新研究群体基金资助的
“

人口关
”

尊重科学是科学基金文化的内涵之一
, “

依靠专

家
、

发扬 民主
、

择优支持
、

公正合理
”

的评审原 则和
“

尊重科学
,

发扬民主
,

提倡竞争
,

促进合作
,

激励创

新
,

引领未来
”

的新时期工作方针是以尊重科学为根

本要求
,

真正体现 了科学基金的基本价值理 念和精

神追求
。

在创新研究群体基金的评审中
,

必须要始

终坚持 16 字评审原则
,

深人贯彻新时期工作方针
,

严格把好
“

入 口关
” ,

才能使有限资源真正有效地用

在
“

优中选优
”

的群体上
。

2
.

2 不断完善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的申请方式

创新研究群体科学 基金的资助强 度和资助周

期
,

应该说得到科研单位的一致认同
,

但它有别于其

他科学基金项 目的申请方式
,

即由部门推荐的方式

受到一些质疑
,

而主张 自由申请的方式得 到不少单

位的支持
。

如何进一步体现公开
、

公平的政策
,

应是

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

2
.

3 加强中期考核制度
,

引人淘汰机制

目前创新研究群体采取每阶段 3 年
,

共 3 个阶

段的连续资助方式
,

在每一阶段结束时将由专家组

对群体的工作进行一次阶段评估
。

这种阶段性的考

核
,

起到了促进和提高的作用
,

得到专家和创新研 究

群体依托单位的一致认可
。

从 目前完成第一阶段评

估情况看
,

所有已完成 3 年资助的群体都顺利进入

了第二阶段的资助
。

有的专家和管理 人员认为应在

(下转 1 0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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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功夫
,

还应该持续对客户资源作深入的
、

切合实际

和切合时代的剖析
,

构建和发展科学 基金服务的优

质客户群和潜在客户群
。

公共服务的客户群的发展

壮大是公共服务机构发展的最有力支撑
,

也是公共

服务机构管理绩效的最有力体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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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就适当引入淘汰机制
,

对确实缺乏创新潜

力的群体终止 资助
。

如何衡量缺乏创新潜力的标

准
,

应是我们的专家和管理人员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

2
.

4 进一步加强实地考核的 目的和作用

实地考核是创新研究群体评审工作的一个特殊

也是非常重要的环节
,

它有助于基金委管理部门判

断创新群体实施进展的真实情况和水平
,

发现问题
,

及时督促解决
,

其中特别要考察群体的自然形成
。

其主要 目的就是要考察群体成员结构和知识结构
,

帮助群体进一步凝炼科学目标
,

以充分发挥创新群

体基金的导向作用
,

促进群体依托单位合力改善群

体的支持环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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