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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研究联合会 ( D FC )是德国资助科学研究

的址大的基余会
,

它成立于 19 20 年
,

现有 79 个成员

单位
,

20 01 年财政预算大约为 25 亿马克
。

本文将对

德意志研究联合会资助项 目中的一个类别— 特殊

研究领域进行简单的剖析
,

并就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重点项 日的资助方式进行初步探讨
。

D F G 特殊研究领域简介

特殊研究领域 ( s o n
d e
for sr

e hu n g s b e er i e h e ,

简称为

S F )B 是 D F G 一个很有特色的资助项 目类别
。

它首

建 于 19 6 8 年
,

其特点是注重促进科学家之间的合作

与学科交叉
,

注重科技后备力量的培养
,

同时注重与

仁业界的合作和研究成果 的转化
。

在 19 99 年资助

的特殊研究领域项 目中人文社科类 34 项 (占 12 %
,

经费 7 0 70 万 马 克 )
,

生 物 学 与医 学 1 10 项 ( 占

3 8
.

9 %
,

经 费 2
.

52 亿 马克 )
,

自然 科 学 69 项 ( ;片

24
.

4 %
,

经 费 1
.

43 亿 马 克 )
,

工 程 科 学 70 项 ( ;片

24
.

7%
,

经费 1
.

6 36 亿 马克 )
,

总经费合计 6
.

29 亿马

克
,

占 D FG 当年年度 总预算的 25 % 左右
。

在 200 1

年
,

D F G 将继续加大对特殊研究领域的资助
,

总经费

将达到 6
.

63 亿马克
。

D F G 特殊研究领域项 目与其

它类别项 目的经费分配比较见表 1 和表 2 :

表 1 D FG 各类资助项目经费分配情况

(单位
:

千马克 )

项 目类别 2侧 ) 1年度 2 Ì X」年度 增 (减 )量

一般项 目 1 4 05 184 1 40 5 726 一 5 42

特殊研究领域 66 3 创 )7 6 3 1 4 3 5 + 3 1 5 72

E m呵
一

N oe ht 项 目 叨 以犯 4 1 0 3 6 一 0 36

压 ib n i t z

项 目 2 9 4 67 29 肠 7 0

研究生项 目 14 0 以洲) 144 `乃〕 一 4 《X洲〕

教授资格项 目 0 12 63 2 一 12 6 32

表 2 特殊研究领域 2 0创 ) 年的经费分配情况 (括号 内为 199 9 年数据 )

特殊研究领域

人文 与社会科学
沪

1命科学

自然科学

卜程科学

总 计

研究人员的 工资支出

7 0 86 5
.

4 ( 5 1 77 6 7 )

185 5 7 1
.

0 ( 173
,

120
.

8 )

川 一4 3
.

9 ( 10 5 66 1
.

4 )

155 的 5
.

2 ( 12 8 844 6 )

5 22 5 85
.

5 ( 4 59 40 3
.

5 )

事务性管理支出

1 1 199
.

7 ( 10 7 34
.

5 )

6 2 924
.

1 ( 6 3 2 88 8 )

3 0 73 8
.

1 ( 3 8 2 1 1
.

3 )

18 49 6
.

4 ( 3 1 792
.

8 )

12 3 35 8
.

3 ( 144 02 7
.

4 )

投资支出

( 单位
:

千 马克 )

总 计

34 3
.

8 ( 63 1
.

4 )

4 85 2
.

3 ( 9 85 0
.

4 )

7 99 2
.

3 ( 10 82 9
.

1 )

3 87 4
.

8 ( 6 69 3
.

2 )

17 06 3
.

2 ( 28 〕 只
.

1 )

8 2 40 8
.

9 ( 6 3 14 2
.

6 )

25 3 34 7
.

4 ( 24 6 2团 () )

149 87 4
.

3 ( 15 4 70 1
.

8 )

177 37 6
.

4 ( 16 7 3 30
.

6 )

66 3 图 7
.

0 ( 63 1 4 35
.

0 )

特殊研究领域项 目的提出可以是科学家个人
、

大学或科研机构
。

所提出的特殊研究领域经过广泛

的咨询研 讨和一定的步骤后才 能确定下来 (必须征

求德国科学顾问委员会在科技政策方面的意见 )
,

然

后在学术领域内公开竞争
,

但项 目负责单位必须是

研究性的大学
、

特殊研究领域项 目的研究期限一般长达 12 年
,

但项 日经费并不是在立项时一次性总体预算
,

而是

侮 3 年召开一次专家现场评议会
。

评议会内容包括

学术报告和专家对项 目的评估
,

如获资助以来研究

的进展与成果
、

今后 的研究计划 和经费的使用情况

等
,

然后由评议专家决定是否继续资助该项研究
。

特殊研究领域的另一个特点是注重对科学后备

力量的培养
,

如增加科研经费中研究人员的工资支

出
,

其中相 当一 部分 用于博士生 与博 士后 的工资
。

在德国
,

参加研究计划的博士研究生每年的费用为

4 万马克左右
,

具有博士学位 的人员一般为 8 万马

克左右
。

甚至增加高学历青年研究人员的就业机会

也是特殊研究 领域 的成功经验之一
。

例如
,

柏林 自

由大学物理系有三分之二的研究 位置是 由 D F C 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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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研究领域项 目提供 的
,

这对于科研后备力量的成

长和科研队伍的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

从 1999 年 6 月 1 日开始
,

D FG 在特殊研究领域

中又增加了后续 研究 计划一 T ar ns er ig 。 ,

其 目的在于

将特殊研究领域项 目的多年研究成果的积累转移到

工业应用及经济领域 中
。

19 99 年 D FG 在这方面共

资助了 21 个项 目 (其 中生物学与 医学 5 项
,

自然科

学 2 项
,

工程科学 14 项 )
,

总经费为 7 33
.

7 万马克
。

2 特殊研究领域项 目个案

特殊研究领域第 3 37 项—
“

基于结构集成和

规划的自动装配研究
”

是 由慕尼黑工业大学为主承

担的
,

开始资助的时间为 19 89 年
,

至 19 99 年经费 已

合计约 2 600 万马克
。

该项 目主要参加人员有 29 人
,

涉及到的学科或

研究领域有机械结构学
、

生产技术
、

力学
、

精密仪器

技术
、

生产管理学 和信息技术等
。

本项特殊研究领

域项 目的 目标是在产品开发和装配规划的集成方面

取得进展
,

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

合理的产品装配规划

的评价方法 ;开发产 品结构设计与装配规划一体化

的计算程序和工具 ; 完善和发展柔性装配系统
。

该

项 目分 3 个子项
:

( l) 产品结构设计与装配规划一体

化的方法和工具 ; ( 2) 计算机支持系统和工具 ; ( 3) 产

品结构设计与装配规划一体化系统的试验与实现
。

在每个子项下面还有若干个二级项 目
。

该项 目的特

点是产品设计开发一制造装配一生产管理规划一体

化
,

有很强的工程背景和明显 的应 用前景
。

由于该

项 目在获得十年连续资助的基础上取得了明显的学

术突破并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

19 99 年起又获得 了

后续研 究计划—
Tanr

s er ig
。
(即 T ar ns fe ht e er ich e ) 的

资助
,

为研究成果的转化和工业应 用打下进一步的

基础
。

3 几点建议

( l) 特殊研究领域项 目体现 了德意志研究联合

会对长远基础研究的重视
。

基础研究要想产生有深

远影响的成果
,

没有长期稳定的连续资助是难 以实

现的
。

目前我委在面上项 目实行绩效挂钩和连续资

助已有许多成功的事例
,

但在重点或重大项 目的层

面上则不多见
,

因此多学科交叉和产学研结合等特

点难以坚持到底
,

研究的成果多为
“

半成品
” ,

缺乏继

承性
。

此外
,

重点重大项 目立项周期过长
,

造成研究

过程的中断与青年研究力量 的流失
。

( 2) 特殊研究领域项 目最显著 的特点是跨学科

交叉
,

以项 目的研究 目标带动交叉
,

在研究过程中实

现交叉
,

交叉是研究深人的需要而不仅仅是一种形

式或取得资助的手段
。

我们有个别 重大和重点项

目
,

合作的 目的有时是为 了共同争取经费
,

在项 目批

准后则各 自为政
,

各研究单位的成果无法集成
,

甚至

在项 目的不同课题 内存在着重复研究 的现象
。

由此

而造成的结果是项 目研究成果有量而缺乏质
,

论文

数 目不少
,

但彼此之间缺乏联系
,

没有深度
,

难 以产

生较大 的学术影响
。

因此我们必须注意项 目研究 目

标的牵引性
,

靠 目标来带动交叉
,

真正作到为达到研

究 目标而在研究过程中实现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
。

( 3) 在对重大项 目和重点项 目进行年度检查或

中期评议时
,

应根据课题的进展和该领域的最新 国

际研究动态灵活地调整研究计划与经费的投人
,

以

提高资助质量与效益
。

对 于研究成果显著
,

已取得

突破性进展的结题项 目
,

可以 由评议小组直接提出

继续资助的建议
,

而不须走立项
、

公布指南和重新 申

请的程序
,

这样周期太长
,

造成研究的间断
。

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的声誉使我们过多地注重程序 的严谨
,

而对如何营造宽松的研究环境和及早产生好的研究

成果则多少有些忽视
。

(4 )产学研结合与项 目研究成果的转化
。

特殊

研究领域项 目的经费有 75 % 来 自联邦政府
,

25 % 来

自各州政府
,

因此特殊研究领域项 目的经费来源和

研究队伍的构成在组织形式上就为产学研 的结合和

今后的成果转化应用奠定了基础
。

对于应用性较强

的工程科学类基金项 目
,

我们可以根据 中国的国情
,

寻求与产业部门和地方政府 的合作方式
。

如可以与

国民经济支柱产业部门或经济发达省份与地区进行

合作
,

一方面可以从新兴产业的发展 中发现研究单

位和企业均感兴趣 的科学问题
,

另一方面成果转化

的经费和载体有所保证
,

从而将基础研究一中试一

产业推广应用有机地结合起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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