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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第六次全体

委员会议上的总结讲话

胡兆森
1 991年 l月 26日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第一届第六次全体委员会议
,

经过四天热烈的讨论
,

现在就要结

束了
。

我受第一届领导班子的委托
,

对本次会议做一总结
。

总结分 3 部分 : ( l) 关于对会议和

对第一届工作的评价问题 ; ( 2) 会议讨论中比较集中提到的几个问题 ; ( 3) 关于对科学基金今后

工作的几点建议和希望
。

一
、

对会议和第一届工作的评价问题

这次会议标志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第一届工作已经胜利结束
,

第二届工作行将开

始 ;标志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已从创立到基本成熟的过程
,

走向进一步健全
、

完善和发展的新

征途
。

因此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
。

这次会议不仅研究一个年度的工作
,

而是五年工作
。

这五年
,

正象大家所说
,

是科学基金事业创业维艰的五年
,

是新思路
、

新工作
、

新制度
、

新办法不

断形成和丰富的五年
。

会上
,

唐敖庆同志就这五年工作做了系统的总结
,

师昌绪同志作了五年

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科技成果工作报告
,

梁栋材同志做了重点
、

重大项目工作报告
,

黄坚同志作

了五年财务报告
。

会议经过讨论
,

同意唐老以及其他同志的报告
,

认为是实事求是的 ;会上提

出了不少中肯的意见和建议
,

都很有深度和高度
,

对我们今后的工作很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

因

此说
,

这次会议还是新老二届领导在总体上彼此衔接工作的会议
,

也是与会全体同志相互促进

和鼓励的会议
,

是一个团结
、

进步和成功的会议
。

这次会议上
,

无论是宋健同志还是其他领导同志
,

以及各位委员同志
,

对第一届各项工作

都给予 了充分肯定
。

归纳起来有这样几点 : ( l) 认为在唐老领导下
,

第一届在完善和发展科学

基金制等方面
“

付出了很大心血
,

取得了许多成绩
,

做出了开创性贡献
” 。

(2) 认为第一届领导和

工作人员
“

在工作和生活条件十分困难的条件下
,

艰苦奋斗
,

走了一段重要的路程
” ,

他们
“

公

正
、

严谨
、

认真和一丝不苟的工作
,

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树立了良好风范
。 ”

冯端委员说 :科学基金

工作现在大家都是肯定的
,

不搞长官意志
,

不批条子
,

不是衙门
,

不象官办的
。

( 3) 认为科学基金

已经资助了一批好的研究项目
,

产生了一批有价值的科研成果 ;建立了一套适合国情的科学基

金资助工作制度和管理办法 ;建立了一个有水平有威望的专家评审系统
,

已经形成一批具有良

好素质和工作作风的科学基金工作队伍
。

这是整个科技工作方面的一笔重要财富
,

并为第二

届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

二
、

会议集中讨论的几个问题

会议讨论中涉及到的问题比较广泛
,

集中的有这样几点 :

1
.

资助方向和资助范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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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认为
,

五年来科学基金工作的范围
,

内容和规模不断扩大
。

近几年所形成的面上
、

重

点和重大三个层次资助格局
,

所开展的七种项 目类型的资助工作
,

反映和体现了现代基础研究

的发展特点
,

适应了各种不同项 目
、

不同人员的不同要求
,

也体现了科学基金工作的点
、

面结

合
,

以及既坚持严格的竞争
,

又做必要的政策倾斜
,

更加适应 了科学基金管理工作的需要
。

科

学基金工作的资助重点放在支持具有国际学术前沿水平
、

工作基础好的基础研究
、

具有重要应

用背景的应用基础研究
、

具有我国自然条件和 自然资源特点的基础数据和采集研究等
,

是适当

的
。

大家强调
,

这一资助方向和资助重点不能改变
。

侯祥麟委员说 : 过去几年
,

基金会不受外

来影响
.

坚持这一资助方向
,

不搞急功近利
,

踏踏实实为基础研究做工作
,

是可贵的
,

今后仍要

坚持
。

对于具有新颖独创的新见解和尚未被人们广泛注意的新思想
,

要给予特别的注意
。

所

有这些意见
,

都是非常好的
。

虽然我们过去资助工作中已经重视这个问题
,

对好的理论研究和

实验一直是给予优先支持的
,

有多少支持多少
,

但在措施上还不够得力
,

今后必须切实改进
。

有的委员提出
,

对于基础性研究的作用
,

不能单纯看成是科技和国民经济发展的后劲或长远才

能取得效益的问题
。

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
,

从实现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第二战略目标出发
,

许多

应用基础研究都是十分重要和紧迫需要的
,

因此应当注意加强对这方面的资助
。

我们目前自

然形成的资助中基础研究占 30 %
,

应用基础研究占 70 %
,

是否适 当
,

要不要做些引导和调整
,

我们认为这值得考虑
,

会后可以做些调查研究
,

在充分占有材料基础上提出改进的意见
。

2
.

关于人才问题

会议认为
,

科技成败的关键是人才问题
,

基础研究能否搞上去关键是人才
.

科学基金取得

的成效中
,

最大的成效就是培养和造就了一批优秀的科技人才
。

当今时代
,

科学作为人类的文

明和智慧
,

正 以其特有的强大力量改变着自然
,

渗透到社会各个方面
。

科技进步已成为增强综

合国力的前提
。

而 21 世纪科技竞争的超前准备
,

就是加强前沿基础科研
,

重视教育和争夺人

才
。

据了解
,

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要达到 10 % 的增长率
,

必须要求科技进步的贡献达到 42 %到

48 %
。

而科技进步主要靠高素质的劳动投人
,

因此人才就成为科技竞争成败之关键
。

在我

国
,

人才的问题十分严峻
,

正象有的委员所说
,

我们的人才不是太多
,

而是太少
,

有些地方和单

位人才外流现象十分严重
。

对此
,

必须进一步提高认识
,

加强紧迫感
,

要为人才提供成长的条

件
。

大家认为
,

基础研究是培养人才的摇篮
,

解决科技人才问题
,

必须重视解决对基础研究的

认识问题
。

委员们说
,

实际上任何理论的突破
,

不仅是为 21 世纪做准备
,

而且现实当中许多技

术工艺方面的改进和提高
,

都需要理论的引导和指导 ;没有自己国家的基础理论
,

也很难接受
、

消化和吸收外来的东西
。

何况在竞争日益剧烈的国际环境下
,

不经自己努力
,

垂手可得的东西

是太少 了
。

大家认为
,

实现理论突破的关键
,

是需要高水平的科技人才
,

从而更显得科学基金

的重要
。

大量事例说明
,

科学基金在稳定队伍
、

培养人才
、

缓解人才外流所起的作用
。

侯老建

议
,

一定不能埋没人才
,

若发现某人有创新思想
,

实践证明是优秀的人才
,

就要给予支持
,

至于

他搞什么
,

可不要过问太多
。

为此
,

现在一切通过专家评审
,

进行项 目择优的办法
,

还要作些具

体的规定
,

更好的保护优秀人才的成长
,

以便使科学基金制的内涵更加丰富
,

影响进一步增大
,

在科技以至社会进步中发挥更大作用
。

我们认为
,

这都是值得今后认真研究解决的问题
。

3
.

关于
“

软科学
”

问题

发展科学技术
,

推动科技进步
,

不仅指自然科学 自身及其转化
、

应用等
“

硬科技
” ,

同时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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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决策和科学管理中的
“

软科技
” 。

李鹏同志去年 1 2月 7 日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的

讲话指出 : 当前
,

对
“

硬科技
”

的认识和重视程度 已有较大提高
,

对
“

软科技
”

的认识还要提高
,

研

究还要加强
。

这次会议上
,

宋健同志和在座的委员们也有类似意见
,

提出加强对科学本质和社

会功能的认识
,

重视对科学规律深人浅出的概括
,

重视对科学基金有关科学宏观信息的提取
、

存储和提供利用等等
。

这都是
“

软科技
”

问题
,

也是在更高的层次上提高科学的地位和作用
,

促

使科学精神
、

科学体系
、

科学方法
、

科学预见性等等能对政治家和决策部门具有指导意义
。

大

家认为 : 科学基金工作要充分利用和发展战略研究工作 ;加强管理学科组的工作
,

特别要提高

其工作质量和适应当前科学基金工作的需要 ; 注意软课题的科学性和实用性
,

题目一定要选

好 ;
“

软科学
”

要与
“

硬科学
”

密切结合
,

以系统的科学数据作为有力的支撑
,

增强说服力
。

卢良

恕委员等接受科学基金支持的一项软课题
,

在七中全会前夕
,

向中央提出了
“

再论人均 400 公

斤粮食必不可少
”

的报告
,

得到中央的认可
。

说明科学基金在软课题的支持方面是成功的
,

是

可 以在某些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
。

委员们提出
,

今后特别要紧密结合基础性研究的发展趋势

和科学基金工作的急需
,

开展诸如投资比例 (包括面上
、

重点
、

重大三个层次和 自由申请项目
、

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
、

地区科学基金项 目和国际交流合作项 目之间的投资比例 )
,

学科发展政策
,

资助强度和资助率的最优选择
,

以及自然科学情报的存储和利用等等
。

这都是关系科学基金

完善和发展的重大而又是难度很大的问题
,

必须引起今后工作的注意
,

逐步加以研究解决
。

4
.

关于资助格局的三个层次工作安排问题

会议同意
“

八五
”

期间关于面上
、

重点和重大项目的资助工作格局
,

同意
“

八五
”

期间重点
、

重大项目的初步设想
。

大家强调要对面上项目予以特别重视
,

因为这是建立重大
、

重点项 目的

基础
。

同意今后要强化重点项 目
。

大家认为
,

目前提出的重大项 目和重点项目的试行办法
,

较

之
“

七五
”

期间的办法有很大改进
,

在立项
、

审批程序上更加民主
、

更加公正
、

更加透明和严格
,

这是必要的
。

希望在今后实践中使科学基金资助工作的三个层次和七种类型的格局
,

真正互

相配合
、

互相联系
,

更好地促进基础性研究稳定
、

持续
、

协调的发展
。

三
、

对今后工作的建议和希望

会议认为
,

过去五年
,

科学基金各项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
,

积累了若干工作经验
,

但尚存在

科学基金经费不足
,

各方面的关系尚未理顺等困难
,

存在一些尚待急需解决的问题
,

进一步健

全和完善科学基金制的任务仍相当艰巨
。

我们既要看到自己的成绩
、

进步和不断发展的有利

条件
,

也要看到我们面临的种种困难和不利因素
,

认真总结经验教训
,

正确的加以坚持
,

不足的

加以完善
,

失误的加以纠正
。

对于下一步的工作安排
,

宋健同志提出的五点意见较好地概括了今后应该重视的工作方

面
,

对今后的有关工作具有指导作用
。

现根据宋健同志讲话精神和会议讨论的意见
,

我再归纳

补充几点建议和希望 :

1
.

认真学习和贯彻十三届七中全会精神
,

加强思想
、

组织和工作建设

要认真学习中央和国务院有关文件
,

提高紧迫感和使命感
。

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

加强干部

队伍建设
,

理顺工作关系
,

调动全体同志的积极性
,

努力搞好科学基金各项工作
。

充分认识科

学基金工作是科技发展诸环节的主要组成部分
,

要注意全局观点
,

统筹兼顾
,

妥善安排
,

使有限

的人力
、

财力集中用到基础性研究项 目
,

充分发挥科学基金的前期工程作用
,

为科技三个层次

工作的实施服务
,

为我国实现现代化的第二步战略目标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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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加强科学基金全面管理工作

要完善前期管理和加强后期管理工作
。

要根据不 同对象和需要
,

进行不同方式的管理
,

面

上项 目主要实行依靠项目所在单位
,

重点检查和 目标管理 ;重点项目实行跟踪和动态管理 ;重

大项 目实行滚动计划
、

浮动拨款
、

动态管理
。

重点项 目已单列经费
,

做为一个层次加强管理
,

并

注意不断总结经验
。

重大项目立项须经全委会批准
,

这是一项重要的改进
,

继续认真搞好
。

特

别注意科技成果的管理
,

基金项目成果是国家的一笔重要财富
,

要采取措施管好
、

用好
,

做好转

化工作
。

3
.

加强宣传
、

争取支持
,

使科学基金经费尽快有所增加

我们今后要开展必要的宣传工作
,

争取人大
、

政协
、

国务院各部委以及科技界和社会各界

的广泛支持
,

努力使经费有所增加
,

继续开展
“

联合资助
” “

成果转化
”

和
“

保本增值
”

工作
,

并积

极开展国内外的捐赠工作
。

各位委员
,

过去的五年
,

是大家与我们一起团结共事的五年
,

是增进了解和友谊的五年
。

大家在各方面给了我们许多帮助
。

科学基金制能在全国蓬勃兴起
,

我们各项工作能取得进步

和发展
,

与大家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

在我们已经圆满和胜利地完成这一届工作任务的时候
,

我

们向大家表示诚挚的感谢
。

各位委员
,

纵观世界各国历史
,

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是国家兴旺的基础
。

一国的兴起
,

起于

经济和科技发达 ; 一国之衰
,

衰于各种原因造成的经济和科技的落后
。

18 世纪的蒸汽机革命
,

19 世纪的电力革命
,

都曾极大的推动了世界文明的发展
,

使一些 国家成为世界的一流强国
。

本世纪 以来
,

经济依靠科技的势头更加发展
,

在发达国家中科技进步在国民财富增长中的比重

高达 60一 70 %
。

在今天多极
、

多变的世界上
,

进行综合国力竞争
,

实质是科技竞争
。

所以
,

我

们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在这世纪之交
、

千年之交的关键时刻
,

担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
。

我们一

定不能辜负全国人民富强祖国的殷切期望
,

充分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和历史机遇
,

在党的领导

下
,

在十三届七中全会确立的五年计划和十年规划指引下
,

奋力拼搏
,

为人类未来和子孙幸福

做出自己的新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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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o n e d u r i n g t h e la s t if v e y e a r s o f t h e C o u n c i l: a fe w P o i n t s m o s t l y r e
ffe

r er d t o b y t h e m e m b e r s a t

t h e s e s s i o n : w i s h e s a n d s u g g e s t i o n s
fo

r t h e C o u n e i l i n th e fo ll o w i n g y e a r 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