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5期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3 1 1

·

基金纵横
·

基础研究创新给科研管理者提出的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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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
,

创新 的意识可谓深人人心
,

但在基础研

究创新 中仍有人存在着思想上的误区
。

微观观点认

为创新是科学家 自己 的事情
,

科研管理不存在创新

的问题 ;而宏观的观点则割裂 了创新的环节
,

认为创

新是纯政府行为
,

与科学家的关系很弱
。

我们认为
,

基础研究管理创新关键是创造一种能使人们持久创

新 的制度和环境
。

其中创造原始性创新的优 良环境

最为重要
,

它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科研 管理体制 的

改革与创新
。

管理创新则必源于基础研究创新发展

的需要
。

现在尤为迫切的是直接服务于科学家的基

层科研管理人员要适应基础研究创新发展的更高要

求
,

在 自己 的管理中进行创新
。

1 基础研究创新对科研管理者的要 求

1
.

1 基础研究创新的特性

基础研究创新的特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 面
,

一

是广大科学家在宽松的环境 中自由探索产生出的创

新火花与思想形成的原创性创新成果
。

它必须是国

际性的学科前沿领域的热点问题的解决或是研究方

法的推进
。

其研究结果往往是一些重大或有较大意

义的科学发现
,

直接导致新假 说
、

新理论
、

新定理 的

产生
。

二是在大量的科学创新基础之上
,

由政府部

门组织体现国家创新系统 目标的群体创新
。

其研究

结果往往充分体现为 国家目标
。

对于国家创新体系

来说
,

在创新 日益国际化的今天
,

我们 已很难想象创

新仅仅是科学家 自己的事了
。

1
.

2 基础研究创新是组织行为

基础研究创新 目标的形成
,

首先是科学家和科

学共同体对创新 目标 的认定
。

然后是相关组织以国

家 目标 的形式来确定
。

从这个意义上说基础研究创

新是一种组织的行为
。

创新的过程是发挥许许多多

科学家的个性创新
,

进而组织形成 国家共性创新 目

标的过程
。

基础研究创新首先是科学家和科学共同体研究

发展的自然过程 ; 然后是政府部 门来制定体现 国家

的意志目标的行 为
。

在 实施过程 中
,

还要 根据研究

的发展不断调整研究 目标和方向
。

现代科学研究的

特征是组织化
、

体制化
,

因此它给 了组织
、

领导基础

研究发展的管理者们以艰巨的任务
。

1
.

3 创新对管理人员的素质要求

基础研究创新 的新变化
,

要求科研管理者要有

相关专业的知识
,

同时也 应具备一般的科学 知识
。

这是因为
,

掌握一 门专业知识是培养科研管理人员

科学思维方法的必要手段
。

每一 门科学都有 自身的

体系
,

有一套 自己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
,

掌握了这

些就能摸到该学科研究 的脉络和走向
,

主动地为学

科创新研究发展服务
。

另一方面
,

管理工 作面临 的

是各个学科
、

各个研究方向不同的研究内容
,

需要科

研管理人员 了解相关学科的一般知识
。

只有这样才

能较好地胜任对不同学科
、

不同研究方向
、

不同研究

领域的研究工作进行有效的管理
。

基础研究管理 中
,

管理者主要 的任务就是把握

学科创新研究的发展方向
,

有计划
、

有步骤地进行实

施管理操作
,

解决 和协调科学家在研究过程中所遇

到的困难和问题
。

在管理业务上
,

管理者除了必须掌握一般的基

本管理知识
,

最 主要 的是具有创新思维的素质
。

现

代科研管理要求管理者有全面思考问题和开放思维

能力
,

为此需要有广博的知识面和完善
、

合理的知识

结构和有机的思维方式
。

我国实行 了多年的计划经

济体制
,

旧 的科技体 制和思想观念必然禁锢和影 响

着科研管理人员 的思想
。

因此基础研究要创新
,

就

要求科研管理人员在思想观念上必须树立创新 的观

念
。

科学精神是对每个科研管理人员 的基本要求
。

具体体现在实事求是
、

勇于探索和创造
、

按客观规律

办事
。

管理者应对科学家的研究工作具有较强的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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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敏感性
。

善于激 发科 学家个人的创新意识与火

花
`

2 管理制度创新是管理的新要求

2
.

1 基础研究创新要求创新管理

基础研究创新是管理创新 的原动力
,

它直接对

科学管理提出了创新的要求
。

管理的科学化
、

民主

化是现代科研管理的大趋势
。

如果我们现在不积极

地按现代科学研究的规律进行科研管理的创新
,

我

们的管理就跟不上创新的基础研究
。

科学管理必须进行创新还在于科学探索是一种

自由的
、

个性的和主体国家的意志体现性质的活动
,

带有竞争性和市场机制性
。

必须在一种与以往不 同

的新机制中才能实现
。

管理的创新不仅要涉及到管理的主体 和客体
,

而且还会涉及社会和文化背景等方面
。

因此创新管

理不是十分容易的事情
,

它是基础研究创新 的制度

保证
。

2
.

2 管理制度的优化创新

首先
,

管理创新决不是要全盘否定 已有的管理
,

任何 的管理创新必须有一定的起点和基础
。

在我们

的管理改革中
,

存在走两个极端的问题
。

朝令夕改

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
。

其次
,

改革不是放松管理
,

更不是不要管理
。

把合理 的
、

新的管理创新思想融

入已有的好的管理体系中去
,

是我们应有 的积极态

度
。

这种管理制度的优化过程也就是管理创新
。

用法律的方法介人科研管理
。

法律有其严肃

性
、

规范性和强制性
,

对于建立和健全科学的管理制

度和管理方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

它能保证必要

的管理秩序 ; 调节管理因素之间的关系 ;使管理活动

纳人规范化
、

制度化轨道
。

同时 由于它并不直接干

预科学研究的具体 问题
,

使科学家能在很大的 自由

空间发挥其特长
,

涌现创新成果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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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立有利于创新的机制与环境

科研单位创造不断产生创新成果的软环境是科

研管理的最高 目标
。

要充分发挥每个科学家的创造

性思维
,

鼓励扎实工作
、

勇于探索创新的人才脱颖而

出
,

努力打造世界一流的研究群体和团队
。

创新管理就是要围绕这一 目标来改进和优化我

们的科研管理
。

一些不符合基础研究创新要求的管

理制度都有改革的必要 ; 而一切有利于科研创新发

展的方式
、

方法和经验都要加 以巩 固和发扬
。

应该看到改革是一个渐进 的过程
,

科研软环境

有其传承性
、

长期性和惯性
。

如果我们 不正确地认

识它
,

也会对科学研究带来很大 的负作用
。

虽然有

时是我们良好的主观愿望
,

但我们 常常以盲 目的行

政管理来取代科研管理
,

对科学研究创新工作带来

危害
。

管理 旨在创造能使创新成 果不断涌现 的机

制
,

这种机 制要 在两个层面上起作用 才是成功 的
、 〕

一是必须保护科学家的 自由创新 的萌发
; 二是保证

创新 国家 目标的组织和实现
。

同时要注意科研管理

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是在管理的不断优化创新中完成

的
。

今后科研管理发展 的趋势是
:

从粗放管理向内

涵效益管理的转变 ;从滞后管理向超前管理 的转变
;

从被动管理向主动管理的转变
;
从表态管理向动态

管理的转变 ; 从物 (钱 )的管理 向人 的管理的转变
。

现代科研管理是以 管理的对象为中心和前提
,

管理

创新必源于科研创新的要求
。

这是一种观念上的质

变
,

我们 以往的先有管理而后有科研的模式变为 了

由科研来界定和要求管理了
。

由此
,

我们在科研管理上可以提 出这样一系列

的原则
:

最小干扰原则 ;管理引导原则 ;鼓励和优化

原则 ; 环境营造原则 ;软管理原则等等
。

以此去构建

新的创新科研管理的理念
。

综上所述
,

基础研究创新首先要求管理创新
;其

次管理的创新必然体现在管理理念和管理制度上的

创新优化 ; 最后管理制度创新的任务要 由管理者来

完成
。

我们给管理者提出素质 上的新要求
,

就是要

他们在管理创新 中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

管理者 的创

新也要有一定 自由空间
,

需要上下各方 面的支持和

理解
。

建立科学化
、

民主化的管理新体制
,

建立基础

研究创新管理的新模式
,

是对管理者提 出的最重要

的任务
。

科研管理的最终 目标是建立使基础研究能

不断创新发展的宽松的良好环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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