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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进一步发挥科学基金的导向作用

汪 品先

厂同济大 学海洋地质 系

十年前
,

当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基金开始设立的时候
, “

搞科研可以申请基金
”

在我国还鲜

为人知 , 而只是在出国考察报告中作为
“

国外见闻
”

介绍的新概念
。

到今天
,

国家 自然科学基

金已经在我国科学界根深叶茂
,

在基础科学研究中起着重大的推动和导向作用
。

如果没有科

学基金的支持
,

很难想像那些有科研能力而缺乏 自上而下拔款渠道的教学
、

科研工作者
,

如

何能取得今天的学术成就 很难想像一些新兴的基础研究领域
,

如何能在短短几年中取得如

此迅速的发展 也很难想像一些没有
“

横向
”

经费来源的基础研究队伍
,

在体制变动和经济浪

潮的冲击下如何能够得到保持和发展
。

作为一名从事古海洋学基础研究的大学教师
,

对科学

基金这种种作用
,

是体会至深的
。

相信八年以后 回顾二十世纪中国科学发展史时
,

国家科学

基金制度的建立无疑将作为一个里程碑而大书特书
。

如果说
,

大批科学研究成果是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支持的直接产物
,

那么科学人才的培养

就是它间接的结果
,

而间接效果往往比直接效果更加深远而难以估量
。

在基金支持下
,

一大

批科学工作者脱颖而出
,

获得了国家或国际级的声誉 影响所及
,

吸引了更多的青年投身科

学事业
,

甘心于基础研究的
“

寒酸
”

和
“

寂寞
” 。

作为基金学术依靠力量的评审队伍
,

尤其是一

年一度的评审会
,

起着一种高层次学术
“

短训班
”

的作用
,

使我们这些中青年科学工作者
,

既

从学术前辈身上看到高山景行的学风
,

又从和兄弟学科同行的讨论和争论中
,

逐渐领会跨学

科研究的真谛
。

展望末来
,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
,

在商品经济和国际联系增强的背景下
,

科学基金的作

用必将更加突出
,

影响的范围也会更加广泛
。

有意识地及时采取新措施促进这种进展
,

会赋

予国家科学基金以更强的生命力
。

从 目前看来
,

至少可 以从下列三方面加强基金的导向作

用
、

在端正学风中起导向作用
。

商品概念的扩大
,

必然有其合理和不合理的两方面
,

在

文化科教领域中这种不合理方面显得更加刺眼
。

科研经费
,

科技奖金和职称提升带来的利

益
,

很容易被人们和市场利润等量齐观
。

于是
,

学风的恶化便成为客观倾向
,

它决不会因为

我们兴
“

世风 日下
,

人心不古
”

之叹而改善
。

能够扭转乾坤的
,

只有严格的制度和有力的组

织
。

事实表明
,

既掌握基金杠杆又拥有专家队伍的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

在这方面处于

得天独厚的地位
,

它是当前可 以
。

无私无畏
,

地与学风不正现象作斗争的不可多得的组织之

一
。

它可以通过组织典型科研项 目的评审验收进行示范
,

为改变那种把评审会开成请客会
、

“

国际先进水平成果
”

桂冠到处泛滥的现状作出表率 它可以组织学术界的学风讨论会
,

揭露

学风不正的种种表现
,

·

提高科技成果
“

消费者
”

和
“

检验者
”

如编辑部 对学术界
“

伪劣商品
”

的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

汪品先 更进一步发挥科学基金的导向作用 二

识别能力和抵制能力 它可以在 《地球科学进展 》等刊物上发起学术界的批评与反批评
,

促

使学术界形成对不 良现象的舆论攻势与压力
。

就像
“

次品
”

或
“

腆品
”

往往在热门商品中最为泛

滥一样
,

学术界也应特别注意跨学科领域中的学风问题
。

、

推动新领域
、

新方法的具体导向工作
。

我国近年来十分注意促进科学技术的新方

向
,

基金委通过发布
“

基金项 目指南
” 、

通过项 目审批进行引导
,

各学会通过组织成果交流会

进行鼓励
,

然而与国际学术界相比
,

很容易发现其中缺乏一个具体导向的中间环节
。

国际学

术界有一些高层次的小型工作会议
,

专题讨论某个新方向的现状
、

问题和途径
。

这类往往涉

及跨学科领域的会议要求大量深人细致的准备工作
,

有时会上根本不作报告
,

只就早在一年

前提出的问题和数月前传阅的主题报告进行讨论
,

写出详细的总结性意见
,

及时出版指导世

界同行
。

原西柏林政府支持的
“

达伦会议
” ,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
“

高级研究会
”

系列
,

都是这

种成功的实例
。

专门或部分刊载综述性论文的国际地学刊物
,

也越来越多
,

这些不限篇幅的

综述出 自行家之手
,

对一个问题或领域作承上启下的系统总结
。

在我国如果基金委 或者和

有关学会相结合 组织这类专家工作会议
,

深人分析问题的实质
、

世界的现状和我国的特

色
,

并组织适当的形式出版这种意见和相应的综述
,

必将能更加具体地促进新学科
、

新方

向
,

并杜绝那种将旧成果贴上新标签替代新方向的研究陋习
。

、

扩大在青年中的影响
。

通过青年基金等形式
,

基金委在青年科学工作者和研究生中

的影响 日益扩大 但是
,

在大多数情况下
,

这种影响毕竟还是间接的
。

如果采取措施
,

比如

说把青年基金的评审活动改在申请人所在地举行并乘机召开青年座谈会
,

把基金项 目的某些

检查
、

验收活动向青年科学工作者开放
,

向研究生较多的单位赠送基金委的有关材料和刊

物
,

等等
,

就可望扩大和加深这种影响
。

随着 年代中期我国科技队伍退休高潮的到来
,

“

青黄不接
”

的现象在基础研究队伍中将十分尖锐
。

在青年中
,

包括在出国留学生中扩大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的影响
,

将有助于减轻我国面临的
“

人才断层
”

的危险
,

有助于下世纪我国基础

科学研究的繁荣昌盛
,

因为科学的末来是属于青年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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