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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第五次全体

委员会议上的工作报告 (摘要 )

—唐敖庆 `

19 89 年工作报告

我委员会 19 89 年的各项工作
,

是按照 1988 年底第四次全委会和 19 89 年初全国基础研究

和应用基础研究工作会议的精神与决定进行的
。

尽管 19 89 年北京动乱和反革命暴乱造成了

复杂的政治形势和困难的工作环境
,

但我委员会全体同志坚守岗位
,

努力工作
,

克服困难
,

顺利

地完成了申请项 目的受理
、

评审和第四次国家自然科学奖的复审
,

积极地开展了国际合作研

究
,

进一步加强了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的管理
,

制定了 1990 年《项 目指南 》和安排了 1990 年的申

请工作
,

开展了学科发展战略研究和为完善科学基金制的政策舆论导向工作
。

1
.

项目受理与评审

( l) 自由申请项 目 :

198 9 年共受理申请 12 155 项
,

总金额近 6
.

7 亿元
。

批准资助 26 69 项
,

资助率 22 %
,

比

1 988 年资助率 27 %低 5 个百分点 ; 资助总金额 8900 多万元
,

平均单项资助强度 .3 34 万元
。

其中
,

重点项 目 117 项
,

联合资助项目 47 项
,

地矿部
、

建设部为这些项 目共匹配资助 120 万

元
。

承担资助项 目的科技人员共 21 461 人
。

19 89 年自由申请的项目数和金额数
,

分别比 19 8 8 年增加了近 30 %
,

经过评审
,

专家认为

申请项 目属优
、

良的达 35 一 40 %
。

(2) 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

198 9 年青年科学基金申请项目和 申请金额均 比 1 988 年翻了一番
。

共受理申请 127 8 项
,

申请总金额 5 000 多万元
。

经择优资助 290 项
,

资助总金额 860 多万元
,

平均单项资助强度

.2 97 万元
。

资助项目负责人中
,

已取得博士学位的 179 人
,

占 61
.

7%
。

专家评议认为
,

1989 年

青年科学基金 申请项 目约 50 %是 比较好的项 目
。

有些 申请项目负责人已在国内外一级学术

刊物上发表过多篇高水平论文
,

如浙大洪敏纯获 1988 年教委优秀论文奖
,

国际上评价很高
,

其

博士论文被世界数学家大会认为是世界数学重要的进展
。

( 3) 地区科学基金项 目

我委员会从 1989 年开始
,

在内蒙古
、

新疆
、

西藏
、

青海
、

宁夏
、

广西
、

海南七省 (区 )试设了地

区科学基金
,

重点资助结合当地资源和 自然条件特点的研究工作
,

共受理申请 4 19 项
,

2 500 多

万元
。

经组织专家评审
,

择优资助 106 项
,

资助总金额近 260 万元
。

我们过去对这些地区实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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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等优先资助政策
,

但实际批准资助甚少
,

19 89 年资助这些地区的项目和金额比 1988 年增加

了 6 倍多
。

今年拟将地区科学基金资助范围扩大到贵州和江西
,

计划再增加一点经费
。

(4 ) 重大项 目

我们比较重视对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 目的组织和评审工作
,

期望这些重大项 目能在

一些全局性
、

战略性
、

前沿性的基础研究工作中
,

较快地出成果
、

出人才
,

提高我国科学技术水

平
,

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

1989 年
,

我们在过去已批准的 56 个重大项 目
、

400 个子课题的工作基

础上
,

又组织评审批准了 18 个重大项 目
,

100 余个子课题
,

使科学基金重大项 目达到 74 个
,

含

50 0 余个子课题
,

资助总金额达 1亿多元 (
“

七五
”

期间拟达到 1
.

3 亿元 )
。

现承担重大项 目研究

的单位近 300 个
,

参加研究人员近万人 (次 )
,

其中高级科技人员占 55 %
,

硕士研究生 占 26 %
。

与有关部门联合资助 6 项
,

吸收有关部门投资 693 万元
。

批准资助的 74 项中有 40 个项 目
,

同

50 个已建
、

在建和拟建的国家重点实验室相结合
。

在 国家科委组织的软课题遴选的 13 个重

大项 目中
,

有 8 个项 目与我委员会业已资助的 19 个重大项 目的 80 个子课题内容交叉
,

关系密

切
,

科学基金为这些课题的研究工作已投人约 1900 万元
。

2
.

第四次国家自然科学奖的复审工作

198 9 年受理各部门初审推荐 2 65 项
,

经我委员会专家系统通讯评议
、

学科复审组和科学

部复审组认真评审
,

拟推荐奖励项 目 62 项
,

其中一等 4 项
,

二等 18 项
,

三等 25 项
,

四等 15

项
。

经专家系统复审推荐奖励 的 62 项中
,

科学基金资助过的项 目 28 项
,

占 45 %
。

这说明科

学基金资助有利于促进基础科学研究出高水平成果
。

这次自然科学奖评审
,

实行部门初审
,

限额推荐
。

受理的范围扩大到港澳地区
,

复审推荐

奖励的有香港大学张佑启教授的
“

有限条法
”

(二等奖 )
。

这次复审先经 3一 5 名同行专家通讯

评议
,

被评项 目的主要负责人不参加复审会议
,

进一步保证了公正性
。

参加复审的专家十分认

真负责
,

坚持标准
,

有的查阅了大量资料
,

仔细推敲
,

从严掌握
。

3
.

国际合作工作

我委员会成立以来
,

已经先后与 or 个国家和香港地区的科学基金组织与有关学术组织签

订 了合作协议或备忘录
,

正与一些国家进行签订合作协议的洽谈
。

我们国际合作资助的重点

是科研项 目的合作研究和在中国召开国际学术交流会议
。

19 8 9 年我们国际合作遇到了一些困难
。

但我们积极设法巩固已有渠道
,

开辟新渠道
,

官

方不通走 民间
,

双边不通走多边
,

在困难中仍取得 了较大的进展
。

截止 19 89 年 12 月 1 日统

计
,

已批准资助合作研究项 目 132 项
,

前三年批准的总数 157 项 ; 资助出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项 目 188 项
,

前三年资助的总数 184 项 ; 资助来华项 目 82 项
,

前三年总数 77 项 ;计划资助在华

召开的国际会议 84 项
,

因故延期 10 项
,

取消 2 项
,

实现 72 项
,

而 198 8 年是 92 项
。

国际合作

总的情况是好的
。

4
.

学科发展战略研究和项目指南工作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资助项 目现 已覆盖一级学科 45 个
,

二级学科 381 个
,

三级学科

1川 个
。

学科发展战略研究工作从 19 8 7 年布置 以来
,

经过我委员会内外 400 多名专家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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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
,

积极工作
,

现已有数学
、

机械
、

大气
、

地质
、

自动化
、

光电子等 10 个学科取得了初步成果
。

同时
,

我们还制定了
“

八五
”

期间组织重大项 目的设想和优先支持领域
,

预计明年 4 月可以基本

完成
。

19 90 年《项 目指南》已制订完成
,

正式发行
。

为加强资助项 目与国家重点和部门开放实

验室的结合
, “

指南
”

还对部分国家重点实验室和部门开放实验室的方向
、

主要设备
、

学术带头

人及工作进展情况作了介绍
。 “

指南
”

还增加了重大项 目栏 目
。

5
.

学科评审组换届工作

我委员会学科评审组现在是第二届
,

已届满
,

须换届
。

1989 年我们进行了换届的组织准

备工作
。

第二届学科评审组共 51 个
,

6 12 名专家
,

在规模
、

学科覆盖面和兼顾部门
、

地 区及年

龄结构方面
,

比之第一届评审组有改进
。

两年来
,

他们工作认真
、

负责
、

公正
,

为完成项 目评审

工作
,

提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形象和声誉
,

做出了贡献
。

第三届学科评审组的组数和成员数
,

基本上与第二届相同
。

但成员需更换 40 % 以上
,

以

注入新活力
,

保持工作连续性
。

此项工作拟在今年四月底结束
。

进一步明确学科评审组的任务是 : ①学科发展战略及项 目指南的研究拟订 ; ② 自由申请项

目
、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

地区科学基金项 目
、

高技术探索课题等的评审 ; ③参与重大项 目的立项

讨论 ; ④参与重要项 目执行情况的检查及重要研究成果的评议
、

鉴定 ; ⑤国家自然科学奖的复

审 ; ⑥参与国家重点实验室和部门开放实验室的评估
。

6
.

加强了科学基金管理工作

科学基金管理工作
,

包括前期管理和后期管理
。

前期管理已经建立的一系列管理制度
`

、

管理程序和管理办法
,

实践证明是可行的
,

普遍反

映是好的
。

但仍需要不断的完善
。

19 89 年一些科学部向通信评议专家发函时附其它相关信

息 ;利用学术会议事前对项 目进行同行评议 ;对有申请项 目的评审组专家
,

采取评审会议内回

避和不参加评审会议回避的两种办法 ;有的学科评审组遴选资助项 目时
,

采取在充分讨论的基

础上无记名投票表决 ;等等
。

对此今后将总结其利弊
,

不断改进
。

后期管理工作
,

19 89 年着重抓出成果
、

抓重点和抓动态
。

主要是 :

首先
,

加强了结题报告的检查工作
,

对逾期不交报告采取催交
,

问明原因
,

要求改进
,

直至

提出警告
。

据不完全统计
,

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现已结题 3 4 4 6 项
,

中止 56 项
,

收到结题报告

2 7 54 项
。

现已对结题报告进行了初步的统计分析
,

为 19 89 年评审新项 目提供重要依据
。

第二
,

对重点单位的重点项 目
,

组织实地检查
,

奖优罚劣
。

对一些执行好的项 目
,

选择可望

取得重要成果而经费偏紧项 目
,

适当增加经费
。

第三
,

对重大项 目实行滚动管理
,

对 1 988 年前资助的 32 个已满一年的重大项 目
,

实行一

年一度的检查和子课题评议
。

检查表明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
。

对个别进展不好的子课

题
,

提出了警告
,

对有的子课题进行了必要的人员
、

内容和经费调整
。

第四
,

组织科学基金管理工作的经验交流
,

召开了北京地 区和全国科学基金管理工作会

议
。

第五
,

进行了成果的综合统计工作
。

据截止 19 89 年 11 月底对已接报告综合统计
,

科学基

金资助项 目的 19 8 8 年前结题项 目与在研项 目
,

共发表论文 (刊物和会议 ) 4 54 7 6 篇
,

出版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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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0 部
,

已评议鉴定成果 18 8 5 项
,

获专利 150 项
,

推广成果 625 项
,

产生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
。

成果中获国家和省
、

部级奖励的 1372 项
。

由于科学基金资助获得博士后 14 9 人
,

获得博士学位 785 人
,

获得硕士学位 108 7 3 人
。

7
.

加强了机关建设工作

二
、

1 9 9 0 年工作安排和
“

八五
”

设想

199 0 年我委员会科学基金工作
,

要狠抓学科前沿创新性的项 目
,

为国家提供更好的科研

成果和优秀的科技人才
。

特别要使资助项 目为我国农业的发展做出贡献
。

要充分发挥我们的

特长和优势
,

大力开展国际合作和学术交流活动
。

要加强党的领导
,

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

动员

全体职工团结协作
,

搞好廉政建设
,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

积极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

1990 年要

在继续搞好项 目受理
、

评审和各项常规性工作的同时
,

为下列几项主要工作和设想而努力
。

1
.

关于 19 90 年科学基金经费问题

从 1986 年到 1989 年
,

国家在财政比较困难的情况下
,

累计拨给自然科学基金专款 4
.

2 6

亿元
,

平均每年 1
.

065 亿元
,

但还不能适应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需要
。

1990 年科学基金

经费预算应有所提高
。

理由是 : ( l) 根据专家评审意见认为
,

有 35 一 40 % 的自由申请项目符合择优资助条件
,

应予

资助 ;而现在 10一 15 % 的项 目忍痛不予资助
,

获得资助的项 目所得经费也太低
,

实难很好地开

展工作
,

造成了资助工作中的矛盾和困难
。

(2) 现在自由申请项 目已覆盖了自然科学领域的各

分支学科
,

成为形成学科综合优势和推动跨学科高科技发展的种子
,

几十个重大项 目实难替代

其作用
。

(3) 自由申请项 目担负着发展我国基础研究和培养人才的关键作用
。

几年来
,

自由申

请项 目已经演化成一系列重大成果
,

还为我国科技人才的成长和硕士生
、

博士生的培养做出了

贡献
。

此外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科技人员
,

今后大体上将稳定在 10 万人左右
,

仅占我国整

个科技力量 % 0 万人中的 1% ;其中高级科技人员约 2 万人
,

占全国 70 多万高级科技人员的

2
.

8%
。

这是一个很小的数字
,

但却是优中选优的精华部分
,

其中 65 % 是中
、

青年科技骨干
,

是

整个科技队伍承上启下的关键
。

稳定这支为数不多但却是精华的基础性研究队伍
,

国家花钱

不多
,

其影响和作用不小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作为国家稳定支持我国基础研究的一个

重要部门
,

作为团结激励上述科技队伍的重要阵地
,

各方面期待很大
。

因此
,

通过
“

治理整顿
”

把 r 9 9 0 年科学基金经费提高一点实属必须
。

2
.

开展国家重点实验室和部分部门开放实验室的评估工作
。

19 9 0 年将全面开展上述工作
,

并于 5 月份出版《国家自然科学及国家重点实验室通讯》创

刊号
。

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建成验收及定期评估
,

为国家重点实验室
、

部门开放实验室发放运行

费的评估等
,

是十分艰巨
、

细致的工作
。

这些工作都与科学基金资助工作有联系
,

对于我们了

解信息
,

推动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纵深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

上述工作委托国家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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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基金委员会承担
,

是我们专家系统信誉增强的标志
。

因此
,

应该克服困难
,

下决心依靠我

们的专家评审系统
,

切实做好
。

3
.

加强资助项目管理工作

199 0 年除继续改进受理评审等前期管理工作以外
,

要着重加强后期管理
,

进一步健全完

善各项管理制度
。

要按照 自由申请项 目
、

重点项 目和重大项 目三个层次
,

分别进行不同形式的

管理
。

对 自由申请项 目
,

坚持依靠专家
、

依靠学术会议
、

依靠有关单位
,

实行 目标管理 ;健全和

完善结题报告和年度执行报告制度
,

加强成果的统计分析工作
。

同时
,

在量大面广的自由申请

项 目基础上
,

选择少数意义比较重大的重点项目
,

进行跟踪管理
,

促进快出成果和快出人才
。

对重大项目
,

实行定期检查
、

滚动计划
、

浮动拨款
、

动态管理 ; 要特别注意对 19% 年行将结束的

10 多个重大项 目
,

加强检查和验收
。

同时
,

要继续完善科学基金管理地区联络网的工作
,

加强信息和成果管理工作
,

继续加紧

进行学科发展战略的研究工作
,

同时联系我们工作中的现实问题
,

加强对科学基金政策和管理

方法的研究
。

要认真总结经验
,

使我们各项管理工作不断完善起来
。

4
. “

八五
”

事业规划设想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做为科技体制改革的产物
,

已经在促进基础性研究和培养高水

平科技人才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 “

八五
”

期间
,

我们要在已经取得成绩的基础上
,

再接再励
,

做好

大体稳定支持全国约 1 万个项 目 (含重大项 目的子课题 )和 10 万名高水平科技人员的工作
。

要研究学科发展战略
,

发布项 目指南
,

重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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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

努力做好国家重点实验室和部门开放实验室的评估
,

以促进它们的发展 ; 同时
,

把资助项目与

这些实验室的工作结合起来
,

与高技术和
“

八五
”

攻关项 目结合起来
,

为提高全国基础性研究水

平和科技综合实力做出贡献
。

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科学基金专家系统
,

充分发挥其在国家科

技工作中的作用
。

要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工作
。

要不断完善资助项 目管理工作
。

要加强科研成

果转化为生产力的工作
。

为此
,

我委员会
“

八五
”

期间的事业规模应有所增强
,

争取达到预期的

目标
,

为提高我国科技水平
,

为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新贡献
。

T A L K A T F IF T H P L EN A R Y M E E T I N G O F

N S F C C O M M IT T E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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