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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1世纪科学前沿与中国的机遇
”

高层论坛
·

在纪念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 20周年暨
“

21世纪

科学前沿与中国的机遇
”

高层论坛上的讲话

陈至立

女士们
、

先生们
、

朋友们
:

今年年初
,

党中央
、

国务院召开了新世纪第一次

全国科技大会
,

提出了坚持 自主创新
、

建设创新型国

家的战略 目标
,

对实施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

规划纲要》 (以下简称《规划纲要 》 )
,

进行 了全面部

署
,

我国科学技术正迎来又一个绚丽的春夭
。

基础

研究是 《规划纲要 》的重要组成部分
。

今天
,

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召开
“

21 世纪科学前沿与中国的

机遇
”

高层论坛
,

探讨科学技术发展前沿
,

分析 中国

科技创新的机遇
,

总结发展科学基金制
、

推动基础研

究的经验
,

并以此纪念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

立 2 0 周年
,

意义十分重大
。

我代表 中国政府向来自

世界各国的科学家和科学基金组织的领导人表示热

烈的欢迎 ! 向关心科学基金事业发展的海内外朋友

表示衷心的感谢 ! 向全国科学基金工作者表示热烈

的祝贺 !

2 5 年前
,

科学基金制在中国开始 实施
。

20 年

前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正式成立
。

这在中国

科学技术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

科学基金设立

以来
,

特别是自然科学基金会成立以来
,

科学基金事

业获得了长足发展
,

取得了显著成绩
。

突出表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

第一
,

准确把握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战略定位
,

充分发挥了科技创新重要源头的作用
。

自然科学基

金会准确把握科学基金在国家创新体 系中的
“

支持

基础研究
,

坚持自由探索
,

发挥导向作用
”

的战略定

位
,

努力探索和建立支持创新研究的保障机制
,

激励

创新思想
,

促进创新人才成长
,

成为我国科技创新的

重要源头
。

在国家 自然科学奖获奖成果 中
,

得到 自

然科学基金支持的成果所占比例逐年攀升
,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

平均比例达到 80 % 以上
,

2 0 0 5 年度达

到 9 5%
。

获得 国家最高科 技奖的吴文俊
、

黄 昆
、

刘

东生
、

吴孟超
、

叶笃正院士都曾得到科学基金的长期

资助
。

科学基金将人才工作放在突出位置
,

以创新

项 目凝聚人才
,

以创新实践培养人才
,

有力地推动了

我国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建设
。

第二
,

坚持完善和发展科学基金制
,

努力为科学

家潜心研究营造 良好的体制机制和环境
。

自然科学

基金会按照
“

尊重科学
、

发扬民主
、

提倡竞争
、

促进合

作
、

激励创新
、

引领未来
”

的工作方针
,

遵循基础研究

的规律
,

着力营造有利于 自主创新的良好环境
。

健

全了咨询
、

决策
、

执行
、

监督相互协调的管理体系
,

建

立了以面上
、

重点
、

重大项 目为基本层次
,

多种专项

基金相互衔接配合的项目资助格局
。

实施重大研究

计划
,

推动了多学科交叉和不同学术思想的碰撞 ; 支

持创新研究群体
,

推进了科技创新团队建设 ; 不断研

究和探索科学的评价标准
,

完善了评审系统和专家

咨询系统 ; 不断完善以
“

章程
”

为基本规范的科学基

金管理体系
,

为科学基金管理规范化
、

科学化提供了

制度保证
。

自然科学基金会还致力于发展与世界各

国科技管理机构特别是科学基金组织的合作与交流

关系
,

为中国科学家营造和构筑了 良好的国际学术

环境和合作研究平台
。

第三
,

坚持科学家的主体地位
,

尊重科学家的首

创精神
,

推动了科技创新文化建设
。

自然科学基金

会一贯坚持 科学家在 科学探索与创造中的主体地

位
,

始终坚持真心依靠科学家
、

密切联系科学家
、

热

情服务科学家的管理理念
。

在资助工作 中
,

自然科

学基金会尊重和保护科学家的首创精神
,

确保 60 %

以上的经费支持面上项 目
,

为 自由探索提供 了广阔

的空间 ; 在评审工作中
,

始终贯彻
“

依靠专家
、

发扬民

主
、

择优支持
、

公正合理
”

的评审原则
,

为科学家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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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提供了平等竞争的平台 ;在项 目管理中
,

鼓励科

技工作者追求真理
,

树立
“

敢为天下先
”

的创新意识 ;

鼓励科学家参与国际合作与交 流
,

到 国际科学舞台

上施展才华 ; 加强科学道德建设
,

反对 科学不端行

为
,

努力推进富有特色的科技创新文化建设
。

科学基金制是 中国政府切 实加强基础研究
,

鼓

励科学家求真探源
、

开拓创新 的一个重要渠道 和制

度保障
。

实践表明
,

实施科学基金制
,

成立 自然科学

基金会是我国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的成功实践
,

是 中

国政府尊重和保护科学家的首创精神
,

推动基础研

究发展
,

不断提升国家 自主创新能力的一项富有远

见和卓有成效的战略举措
。

《规划纲要》围绕增强 自

主创新能力
、

建设创新型国家
,

对今后 15 年的科技

工作进行了长远部署
。

推动 自主创新的源头在基础

研究
。

科学基金制作为中国支持基础研究的一项根

本制度
,

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

在建设创

新型 国家的伟大进程 中应当也必将发挥更大的作

用
。

在此
,

我对科学基金工作提几点希望
:

一
、

进一步深化对基础研究战略地位的认 识
,

不断增强历史资任感和使命感

基础研究以深刻认识自然现象
、

揭示 自然规律
,

获取新知识
、

新原理
、

新方法和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

等为基本使命
,

是高新技术发展的重要源泉
,

是培育

创新人才的摇篮
,

是建设先进文化的基础
,

是未来科

学和技术发展 的内在动力
。

2 0 世纪源于基础研究

的重大原始创新极大地丰富了人类对客观世界发展

规律的认识
,

促进了人类思想的解放和文化的繁荣
,

推动了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
。

展望 21 世纪
,

人类对

客观世 界的探索与认识不断 向新的深 度和 广度拓

展
,

深入到基本粒子的微观世界
、

纳米尺度的介观世

界和星系的宇观世界
,

深入到从飞秒 瞬间到宇宙时

标
,

深入到 人类的自我认识等等
,

基础 研究 日新 月

异
,

异彩纷呈
,

新的科学重大发现正在酝酿之中
。

在这种形势下
,

中国的基础研 究也必须有一个

大的发展
。

因此
,

科学基金工作必须增强历史责 任

感和使命感
,

按照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总体战略部署
,

适应现代科学 技术迅猛发展的需要
,

支持科学家把

握科学前沿
,

攀登科学高峰
,

努力增强科技发展的后

劲和底蕴
,

为提升国家自主创新能力
,

支撑和引领未

来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

二
、

贯彻 (规划纲要 》
,

为建设创新型国家作出

更大贡献

《规划纲要》在国家层面对科技工作作出了重点

部署
。

自然科学基 金会要努力服务于 国家战略需

要
,

把握国际科学前沿
,

充分发挥 自身优势
,

增强科

学基金在国家基础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

要按照 《规

划纲要》的要求
,

结合科学基金实际
,

努力发挥科学

基金的制度优势和示范辐射作用
,

为基础研 究发展

营造 良好的环境
。

围绕 (规划纲要》提出的奋斗目标

和战略部署
,

自然科学基金会 已制定了
“

十一五
”

发

展规划纲要
,

提出要抓紧实施源头创新战略
、

科技人

才战略
、

创新环境战略和卓越管理 战略
。

我们相信
,

科学基金一定能为实现《规划纲要》 目标作出应有贡

献
。

我们还要看到
,

《规划纲要 》不可能规划科学研

究尤其是基础研究的全部课题
,

自然科学基金会要

留出足够资金和空间
,

支持科学家在更广泛的领域

中进行前沿探索和研究
。

国家将一如既往地支持科

学基金工作
,

加大投 入
,

使科学基金工作再上新台

阶
。

三
、

不断完善有利于 自主创新的体制机制
,

推

动基础研究繁荣发展

要切实贯彻科学发展观
,

按照
“

转变发展观念
、

创新发展模式
、

提高发展质量
”

的总体要求
,

在新的

历史起点上不断完善和发展科学基金制
,

促进有利

于 自主创新的体制机制建设
,

推动我国基础研究实

现较快发展
。

一是坚持尊重科学规律
。

要深入研究基础研究

的发展特点和创新规律
,

着眼于国家创新体系建设

的总体战略部署
,

优化资助格局
,

改进 资助模式
,

完

善管理体制
,

不断提高科学基金资助工作的科学性
、

战略性和前瞻性
。

二是坚持尊重科学家的首创精神
。

要在科学基

金管理工作中发展和完善依靠专家进行科学管理 的

决策机制
。

要尊重科学家群体在科技创新活动中的

主体地位
,

努力营造 良好的环境
,

保障和激励科学家

进行探索创新
。

要弘扬真心依靠科学家
、

密切联系

科学家
、

热情服务科学家的工作作风
,

不断巩 固科学

基金作为中国政府联系广大科学家的桥梁和纽带作

用
。

三是坚持以人为本
。

要围绕实施人才强 国战略

的目标
,

不断加强和改进科学基金人才资助体系
,

使

科学基金资助人才培养与资助模式更加符合科技人

才成长的规律
。

科学基金肩负着发现和培养科技创

新人才的历史重任
,

要从实施人才强国战略
、

为建设

创新型国家提供人才保证的高度
,

加强与国家其他

科技人才计划 的衔接和协调
,

充分利用科学基金制

支持人才的优势
,

充分发挥基础研究培养科技人才

的摇篮作用
,

使项 目与人才有机结合
,

基础研究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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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有机结合
,

不断完善人才培养资助体 系和评价制

度
,

培养和造就一批具有 国际影响力的杰 出科学家

和冲击世界科学前沿的创新团队
。

四
、

发展科学基金文化
,

推动科技创新文化建

设

创新文化同科技创新有着相互促进
、

相互激荡

的密切关系
。

如果说
,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是 突破不

利于 自主创新的体制机制性障碍的必要途径
,

那么
,

建设科技创新文化则是 突破观念性障碍的重要手

段
。

20 年来
,

在科学基金制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

中
,

也积淀和发展了尊重科学
、

公正透 明
、

激励创新

的科学基金文化
。

要在继承和弘扬 中华文化优 良传

统的基础上
,

充分汲取国外科学文化的养分
,

进一步

发展中国特色科学基金文化
。

大力提倡敢为人先
、

敢 冒风险
、

勇于探索
、

宽容失败的创新精 神 ;大力弘

扬坚持真理
,

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 ;大力倡导求实奉

献的优良作风和潜心研究
、

科学严谨
、

民主讨论的学

术风气
。

要努力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
,

加强科学道

德建设
,

加强道德自律
、

严肃学术批评
,

坚决反对和

抵制一切学术不端行为
,

维护科学尊严
。

我们要继续加强与世界各国科学基金组织的密

切合作与交流
,

构筑科技创新文化交流的平台
,

为科

学家营造更好的国际学术交流环境
。

女士们
,

先生们
,

朋友们
:

中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的实施
,

为中国基础研究的繁荣与发展提供 了良好 的机遇
。

中国科学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世界科学事业
。

我相信
,

中国科学家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实践中
,

一

定能够与各国科学家携手共进
,

为世界科学发展和

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

预祝
“

21 世纪科学前沿与中国的机遇
”

高层论

坛圆满成功 !

谢谢大家 !

·

资料
·

信息
·

“

慢正电子束流研究平台的研制和应用
”

获 2 0 0 5 年度北京市科学技术一等奖

由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项 目
“

慢正 电子束

流研究平台的研制和应用
”

获得 2 0 0 5 年度北京市科

学技术奖一等奖
。

慢正电子束流技术作为研究物质微观结构的核

分析方法
,

具有对原子尺度缺陷极端敏感的特点
,

在

研究和表征以膜层结构为基础的半导体薄膜材料
、

辐照损伤
、

材料表面和界面等微结构和电子结构研

究领域独具特色
,

成为微 电子科技和材料科学领域

不可或缺的研究方法
。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 中国科学院的资助下
,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经过多年的工作
,

自行

设计和建立了慢正电子束流强度高
、

单色性能好
、

性

能稳定
,

具有国际同类装置先进水平的慢正 电子 束

流装置
,

为开展材料科学和基础物理研究
、

发展相关

延伸技术提供科学研究平台
。

慢正电子束流研究平台的建设涉及核探测
、

核

谱学
、

粒子束流调控
、

正电子存贮
、

以及斩波 /聚束等

加速器关键技术
,

属典型的高技术集成
。

该项 目圆

满完成了设计 目标
,

在许多方面取得了创新性成果
。

新型正电子慢化器
,

设计制备简单
,

无需在线高温退

火处理
,

转换效率达到 2 x 10 的负 4 次方
,

获得了国

家发 明专利 ;余弦磁场能量选择器
,

可置于真空外
,

解决 了高电位状态所带来的技术难题和正电子束斑

畸变的问题
,

属原始创新 ;研制了正 电子束流存贮和

直流化系统
,

正电子能散小
,

为发展慢正 电子时间测

量方法奠定了基础 ;建立了新的正电子束流检测方

法和符合多普勒 能谱
、

3 伽玛能谱等测量方法
。

以

上技术指标均优于国外同类实验室水平
。

慢正电子束流研究平台的建立推动了我国正电

子谱学研究的发展
,

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应用前景
,

特别是作为大科学工程的公用科学平台
,

为国内外

用户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检测手段
。

该装置是我国 目

前唯一正常运行并 向我国众多科研单位开放的慢正

电子束流系统
。

几年来
,

完成开放课题 20 余项
,

取

得了一批优秀的研究成果
。

同时为我国国防项 目的

测试需求提供了大量宝贵机时
。

项 目的完成使我国

在该领域参与国际竞争
,

为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一

机多用
,

充分发挥大科学平台效用做出了贡献
。

( 宣传处 供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