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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目前正在由快速增长转为

高质量发展。在这个关键转折点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作为我国基础研究主要的资助渠道,如何在

教育、科技、人才的统一战略布局下优化资助,成为了首要关注的问题。在此背景下,本文依据党的

二十大报告中“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的战略部署,深入阐述了新形势下基

础研究资助面临的挑战,分析了国内外基础研究的发展动态和需求。通过调研,发现了我国在人

才、学科教育、科研组织模式等方面的不足,总结了高等教育对于基础研究资助在学科建设、产学研

一体化、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新需求,并以南京大学为例进行了阐述说明,以期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的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具体的建议和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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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试图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推进大背

景之下,从高等学校的视角,对基础研究资助体系

方面提出一些新的思考,主要分三个部分:一是一

体推进的时代背景和发展趋势;二是高校基础研究

面临的新挑战;三是对基础研究资助的需求与政策

建议。

1 一体推进的时代背景和发展趋势

1.1 时代背景

党的二十大吹响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号角,开启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党的

二十大报告将教育、科技、人才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统筹一体推

进,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科技创

新的高度重视,为我国未来教育和科技事业发展提

供了根本遵循。
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战略布局为强化现代

化建设人才支撑提供实现路径,是党的二十大报告

的一个重要理论创新。以往的党代会报告中,教育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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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cations、Science
 

Advances、PNAS 等 刊 物 发 表 论 文

300余篇,成果入选教育部“高等学校十大科技进展”、科技

部“基础科学研究十大新闻”。曾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等奖励。

题通常在社会建设的内容中被讨论,
 

科技问题在经

济建设的内容中被讨论,人才问题在党的建设的内

容中被讨论。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明确地以“实施

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为题,从
战略高度将教育、科技、人才三者整合在一起,反映

了人才成长、成才、成功的生命周期规律[1—3]。具体

来说,高质量的教育活动为人才茁壮成长提供了土

壤与基础,科技创新为人才建功立业提供了平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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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人 才 实 践 为 人 才 脱 颖 而 出 提 供 了 环 境 和

保障[4—9]。
在进一步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的过程中,

即使科技在不断创新,国际政治形势在不断变化,但
始终不变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崛起的大趋势。面对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合作格局重构,科教领域已成

为大国博弈的主战场,世界科教中心正走向多中心

并存。面对国内外环境的新变化,教育、科技、人才

一体化布局是我国具有战略性的重要应变之举,必
须进一步完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强化高水平

科技创新成果供给,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制约,保障产

业链、供应链安全。

1.2 发展趋势

从高等教育发展的角度来看,早在19世纪,洪
堡在德国创立柏林大学(现为柏林洪堡大学)时就强

调教学与科研相统一,并进行了许多探索。美国的

阵地运动带来了科教融合、社会融合的典型特点。
南北战争之后,美国应对当时的社会国家的需求,提
出了所谓的莫里尔法案,各地通过土地、资金的方式

资助学校,引导学校开展更加贴近当地政府需要的

科研、教学活动。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就是一个社

会跟教学、科研紧密互动的过程。
在新的时代,教育、科技、人才之间的关系既然

有不变的一面,必然也有变的一面,且变化愈演愈

烈。目前,科技的一个典型特点是基础研究、应用研

究、技术创新之间的界限越来越不清晰,互动越来越

频繁,学科交叉融合已成为科技创新的新趋势。比

如,过去一种新药从最初的基础研究到最后的临床

应用需要经历较长周期,而现在可能在这一项基础

研究的工作发表之后的几年里,就有一项新的应用

落地[8—10]。南京大学原校长吕建曾提出,基础研究

创造成果和成果之间链条性的关系,特别强调基础

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非线性的互动,这是时代的特

点,即基础研究促进了应用技术的发展,这是一种正

向运动。然而,也存在反向促进的现象,应用研究创

造了技术,反过来在产业当中给基础研究提出很多

新的命题。这种关系类似于激光的工作原理:高校

的围墙相当于激光器内腔里面的两个镜片,“镜片”
中间就是环境、人才、教师,只有通过“腔”之间非线

性的互动增强,腔内的能量密度远高于腔外,才能实

现定向的激光输出,即成果转化。当今时代呈现出

高校的交叉非线性互动新的特点,给科研、教师、教
学课程、创新型人才的培养都提出了新的挑战,这是

纵向方面。
横向方面也是如此,要有科研教学形式的变化。

比如以前从开普勒的数据驱动,就是数据的归纳、演
绎,以第一性原理为驱动的牛顿的范式,从理论往前

推进,是以前科研两大基本范式。但是,随着学科交

叉,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不断渗透,

AI
 

For
 

Science不断推进,这可能促成范式的深度融

合,形成新的科学革命,这是从科研范式的角度。从

科研投入的角度也产生了新的变化。无论是美国近

年来的实践趋势,还是现在知识融通、范式变革都对

教育、科技、人才提出了新的挑战。
发达国家的科研资助机构对此做了很多实践性

的变化,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自
然科学基金委”)也因这样的变化做了诸多战略调

整。比如,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了“科教融汇”,自
然科学基金委不断筑牢学科发展的基础,设立相关

学科代码,资助教学科学和教育管理的研究,同时支

持优秀博士生开展基础研究,试点资助优秀本科生。
回答“钱学森之问”,特别需要有一批“生而知之者”,
他们在未来要能成为科技创新的领军人才。所谓

“生而知之者”,并非学生生来就懂得一切,而是他具

有自己的驱动力,知道如何去做研究,能够在周围环

境中汲取科研的养分,驱动自己不断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还提出很多其它新的要求,比

如体制机制的改革,自然科学基金委现在推出了众

多创新举措,无论是对专家的管理过程,还是新设

立的国际科研资助部,再或做精准科研成果的搜

索,都是非常有利于回到科研本源过程当中的举

措。不仅如此,自然科学基金委开展了一系列支持

人才的举措,比如对女性科研人才,在2023年最新

的政策中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评选放宽

了年龄限制,并且对外籍人才也有了系统的支持

渠道。
教育、科技和人才三者一体化是现代社会发展

的重要趋势。它们之间的联动发展可以带来许多积

极的影响[2,
 

8—10]。首先,教育和科技的融合可以促

进教育的创新和提高教育质量。科技的进步为教育

带来新的工具和资源,教育也可以培养出更多具备

科技创新能力的人才,他们可以推动科技的发展和

应用。其次,科技的发展也需要有足够的人才支持。
教育系统可以为科技行业培养出具备相关技能和知

识的人才,为科技创新提供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
同时,通过与科技企业的合作,教育可以更好地了解



 

 250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2024年

行业需求,调整教育内容和课程设置,使得教育与就

业需求更加契合。最后,人才的培养也需要依赖科

技的支持。科技也可以为人才的培养提供更多的实

践机会和创新平台,帮助人才更好地发展和实践自

己的能力。总之,教育、科技和人才的一体化发展是

相互促进的过程,它们的联动可以推动社会的创新

与进步。教育可以为科技提供人才支持,科技可以

为教育提供创新动力,而人才的培养又需要依赖教

育和科技的支持。这种联动发展将有助于推动社会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步。

2 高校基础研究面临的新挑战

2.1 高校基础研究面临的新挑战

高校一直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原始创新策源地

和人才培养的主阵地,应当自觉承担起服务高水平

科技自立自强的使命担当,把自身建设同国家战略

目标、战略任务紧密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

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事业对科技的需求日益

迫切,对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

出了更高期待与要求。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服务国家

发展战略的意识与能力亟待加强,对基础研究的供

给能力仍需提升[10,
 

11]。

2.1.1 目标导向的基础研究认识需进一步加强

高校要以学科建设为龙头,但是回到学科来看,
高校做学科目标导向的基础研究认识还需要进一步

加强。现在学科门类是基于早期的工业革命、工业

分类的产物,与如今国家的需求契合度不高,若以此

作为抓手去推进,就有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契合。
而且高校的治理体系在新形势下需要进一步完善,
尤其是一些重要学科,其交叉性的学科发展路径和

评价体系相对滞后。由于科研项目基金是按一级学

科评估的,往往有特色、非常重要的二级学科,乃至

于一些一级学科也受到了相关制约。比如有些对国

家非常重要的、节点性的关键仪器,就像是一个能够

带动大齿轮转的小齿轮,能以此带动巨大的整体。
除了在一级学科、二级学科的布局上的不足,年轻导

师的培训锻炼也不够。虽然高校在教学、科研方面

均有传承,但可能几十年以后,教学的传承会出现断

裂。以前是以教研室作为单位,教学传承优良,而现

在,可能年轻教师刚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海外优

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资助,虽然科研能力很强,但
还几乎没有多少教学培训,就要走上讲台教书育人。
因此,高校要对研究生导师进行综合培养,使其站在

育人的高度,而不仅是在科研的角度,从而得到综合

能力的提升。这方面也体现了学科建设方面需要提

升的必要。

2.1.2 对国家重大应用需求的供给需进一步强化

科研方面,我国目前的科研组织模式,是以单

兵作战、自由探索为主,跟目前国家需求存在差

距。目标导向、组建团队、合力攻关的模式是我们

的短板弱项。虽然我们有基础研究的长期氛围,但
是这种基础研究往往也是从“论文”到“论文”,真
正从“0”到“1”的根本问题不多,这可能跟我国的

科研评价体系有关。除此之外,还有效率问题、支
撑问题、交流合作问题,包括科研评价体系适应现

在的科研需求的问题,也都是目前高校面临的挑

战。不同的学科方向,不同的人才需要匹配,对于

特殊的学科需要前期开展基础研究,并对相应细节

进一步完善。

2.1.3 高水平人才队伍需进一步培养

高校人才培养方面,仍需要进一步发展。目

前,国内大多数高校还是书本知识传授,对实践能

力、创新能力的培养不够。美国的科林学院非常强

调“在做中学”,而我国的一些重点高校,工程硕士

和普通 的 学 术 硕 士 之 间 的 培 养 差 距,还 需 要 提

升[8,
 

12—16]。此外,评价体系也有待完善,国内因档

案、人事体系的原因,人才流动比较困难。随着一

体化教育、科技、人才的进一步推进,希望未来在

人才流动方面可以更加顺畅。例如,一位教师从A
校转职到B校,可以带着他的学生、仪器、甚至垃

圾桶转移到新的学校去,这样该教师就能迅速地在

新的高校发挥出力量。而目前如果有人事调动,十
分棘手。因为对于该教师而言,他既有 A校的学

生要培养,且B校的学生还没有培养起来。所以,
在高校范围内把人才流动打通,是有利于创新的举

措。但是在中国不能只做到这一点,还要对政策加

以完善,比如不鼓励西部到东部流动,鼓励东部向

西部流动等,这些也是从高校基础研究到实践过程

中的一个挑战。在人才方面,我们还缺乏优秀的拔

尖创新人才,缺乏战略性的科技工作领军人才,特
别是科技管理工作人才。另外,目前学校编制严重

不足,大量编制用在教学科研人才,而管理部门能

得到广泛认可和支持的优秀管理人才稀缺,且管理

人才的待遇不够,造成管理队伍的不足,这也是制

约高校科研的一些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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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南京大学的探索与实践

南京大学也一直在不断的思索推进教育科技人

才一体推进。前任校长吕建提出的基础研究、创造

技术、成果转化三位一体,也就是原创驱动性的新模

式。南京大学基于此链条,在链条每个环节把它跟

人才强耦合,使学生在基础研究阶段与学校良性互

动。在技术创新创造方面,通过大学生创新创业训

练项目、互联网+、挑战杯、大学生创新创业,依托南

京大学国家双创示范基地,进行学生科创训练,把科

技和教学进行融合。成果转化方面,南京大学不仅

有地方性平台、校企合作平台、还有新型研发机构、
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等,并在这些平台建立了工

程硕士点,培养和激励学生创新,使学生能接地气,
了解技术的发展方向,从而实现人才、科技从一条链

变成两条链。虽然尚未达到螺旋式三位一体,但也

是南京大学正在做的初步尝试。在资源配置上,南
京大学研究生院大对重大科研项目的支持,使承担

国家任务的教师有学生资源的投入,同时也使学生

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成长、不断锻炼,在“战场”上培养

“战士”。
此外,南京大学还做了“点”上尝试,选择电子科

学与工程学院的一个团队,将其打造成有组织科研

的示范区,把资源配置、日常管理、考核晋升等纳入

团队管理,再进行辐射,并与其他学院相整合,赋予

该团队一定的资源调配权,方便团队与学校其他部

门合作。比如,数学系提出一些问题,可直接交给该

团队来解决。南京大学用此方法意图培养出未来的

“帅才”。另外,南京大学与苏州实验室签订战略合

作协议,进行平台共建、人员互聘、学生共育、资源共

用、成果共享。同时,学校还与华为等众多重点科研

企业(包括浙江的中电海康、中国移动等)签约,通过

建立校企联合实验室,不仅能提升团队和人才服务

社会发展的积极性,还能够在过程中把人才培养嵌

入进去。

3 对基础研究资助的需求与政策建议

日趋激烈的国际科技竞争,使得高校的基础研

究面临很多新的挑战。如何使我国在国际科技竞争

中保持领先地位,这就对基础研究资助提出了更高

的新需求。我国基础研究资助模式、结构和内容有

待优化,对于高校的基础研究,需要考虑平稳化和制

度化共进,均衡化和系统化并重,以及多元化和归核

化兼顾。我们不仅要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还

要回到三位一体本源当中去,因为国家要成为世界

主要的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要成为世界重要人才

中心、世界重要教育中心,这是新时代教育科技人才

一体推进的重要目标和需求。

3.1 引导提升原始创新能力

在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方面,要提升原始创新

能力,加大原创探索类项目的资助力度,适当增加数

量规模,并采取延长资助周期或滚动资助机制对其

中已经取得积极进展的项目延续资助,以激发高校

科研人员创新活力。目前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已经开始实行对结题优秀的项目进行滚动资助,
从高校教师的角度,非常希望能够得到这种新的

突破。
在科研管理模式方面,营造鼓励原创的宽松科

研氛围,提升评审的包容性。目前已经推进了双盲

评审、预申请、互动式评审等评审机制,以减少高校

科研人员的焦虑情绪。另外,在国际合作方面,组织

高校加强对世界科技发展前沿态势的研究,鼓励高

校与外国高水平大学、科研院所就共同关注的关键

科学问题开展原创研究。

3.2 加强产学研深度融合

在产学研合作方面,地方政府需要更深入地关

注产业需求,以确保合作活动能真正推动产业发展。
这种关注可以体现在联合基金项目的设置和运作

上。我们建议采取企业主导的模式,即由企业提出

具体的技术问题,企业和高校联合攻关,共同解决这

些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企业不仅是问题的提出者,
也应是解决方案的评估者和采纳者。这种模式可以

进一步推动产学研合作的深化,使之更加符合产业

发展的实际需要。同时,为了保证这种合作模式的

有效运行,相关政策和机制也需要相应的调整和完

善。例如,可以设立专门的基金来支持企业与高校

的合作项目,设立评审机制来保证项目的科学性和

实用性,等等。

3.3 完善全链条人才资助体系

在完善全链条人才资助体系方面,目前已经开

始启动针对优秀本科生和博士生的项目,但此处主

要应是对现有项目的优化,而非无限制的扩充。我

们的目标应是培养那些天生具有求知欲望和学习能

力的人才,打造中国的爱因斯坦。为此,我们无需将

人才群体过度扩大,而应秉持“千金买骨”的理念,重
点支持顶尖的高校,优化其评选流程。对于优秀研

究生的培养,虽然有许多可探索的点,但目前国内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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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和学生的流动性还存在一定的困难。2005年温

家宝总理在看望钱学森的时候,钱学森提出了著名

的“钱学森之问”,使大家不断探索如何能够在不同

领域对年轻学者给予共同的支持,促进他们的发展。
或许通过优秀博士生项目就能实现这一目标,从而

增强青年人才的能力,培养出具有战略眼光的科

学家。

3.4 服务支撑学科发展

世界重要教育中心方面,希望形成更加完善的

资助体系和科研生态系统。加大对基础学科、冷门

学科长期支持,保障学科和人才的可持续发展。加

强学科交叉融合,完善交叉项目评审机制,目前交叉

学科评审已考虑诸多。在结题评审时,丰富项目结

题考核指标,站在高校的角度,希望能够增加立德树

人、教育教学、人才培养等指标,作为参考性、引领性

的指标,这样能够跟高校现有的教学体系形成良性

互动。

4 结 语

围绕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一体化的战略部署,本
文解读了新形势下基础研究资助的新挑战,分析了

国内外基础研究的动态发展趋势,调研了我国基础

研究资助在人才队伍、学科教育、科研组织模式等方

面存在的一些不足,总结形成了高等教育对基础研

究资助在学科建设、产学研融合、人才培养等方面的

新要求,以期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全面深化改革提

供相关建议及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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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ic
 

research
 

is
 

the
 

source
 

of
 

the
 

whol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general
 

organization
 

of
 

all
 

technical
 

problems.
 

At
 

present,
 

Chinas
 

basic
 

research
 

is
 

shifting
 

from
 

high-speed
 

development
 

to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stage.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SFC)
 

serves
 

as
 

the
 

primary
 

channel
 

of
 

national
 

funding
 

for
 

basic
 

research,
 

and
 

how
 

to
 

effectively
 

support
 

basic
 

research
 

within
 

the
 

context
 

of
 

a
 

comprehensive
 

strategy
 

that
 

integrates
 

education,
 

technology,
 

and
 

talent
 

has
 

become
 

a
 

key
 

concern
 

for
 

the
 

NSFC.
 

Focusing
 

on
 

the
 

strategic
 

plan
 

of
 

“
 

implementing
 

the
 

strategy
 

for
 

invigorating
 

China
 

through
 

science
 

and
 

education,
 

the
 

workforce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the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strategy.
 

”
 

in
 

the
 

report
 

of
 

the
 

20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our
 

team
 

have
 

interpreted
 

the
 

new
 

challenges
 

of
 

basic
 

research
 

funding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analyzed
 

the
 

dynamic
 

development
 

trend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basic
 

research,
 

and
 

investigated
 

some
 

deficiencies
 

in
 

Chinas
 

basic
 

research
 

funding
 

in
 

the
 

areas
 

of
 

talent,
 

discipline
 

education,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organization
 

mode.
 

It
 

analyzed
 

the
 

dynamic
 

development
 

trend
 

of
 

basic
 

research
 

at
 

home
 

and
 

abroad,
 

investigates
 

some
 

deficiencies
 

in
 

Chinas
 

basic
 

research
 

funding
 

in
 

terms
 

of
 

talent
 

team,
 

discipline
 

education,
 

scientific
 

research
 

organization
 

mode,
 

etc.,
 

and
 

summarizes
 

the
 

new
 

needs
 

of
 

higher
 

education
 

for
 

basic
 

research
 

funding
 

in
 

terms
 

of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integration
 

of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and
 

talent
 

cultivation,
 

etc.,
 

so
 

as
 

to
 

provide
 

relevant
 

suggestions
 

and
 

decision-making
 

references
 

for
 

the
 

comprehensive
 

and
 

deepening
 

reform
 

of
 

the
 

NS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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