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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加拿大制作的深海生态

系统展览“深海探奇”在广东科学中心

开幕，引领观众“潜入”深海，探究这个

星球上最难以触及的生态系统。

新华社记者 刘大伟摄

据国外媒体近日报道，韩国龟尾
市推出了无线充电公交车，成为最新
一个拥抱感应充电的城市。韩国科学
技术院开发一个名为“网上电动车”
（/012） 的平台，该平台已经应用
于首尔大公园的有轨电车以及大学园
区的班车。目前，龟尾市火车站和
34.5647区已经推出了两辆定期往返
的感应充电公交车。

该类公交车采用的技术与用于手
机和电动牙刷无线充电的技术相同，
但应用规模要大得多。在公共交通里，
感应充电依赖于道路下面的磁场充电
板和公交车里的磁场充电板。当支持
感应充电的公交车经过道路上的磁场
充电板时，二者就会“连通”，电流就会
进行传输，从而给车上的电池充电。

尽管行驶路线只有 &"英里左右，
那些公交车将能够使用体积只有当前
电动汽车电池 &)#的电池。路面和公
交车底盘相距 !*8英寸，充电效率达
到 %"9。

道路下面的充电设备装置铺设通
常仅占整条路线的 "9至 &"9，在支
持感应充电的公交车驶近之前会保持
关闭状态。如果上述测试进展顺利，
未来将会再推出 &'辆那样的公交车。

将感应充电技术应用于公交车确
实是明智之举，因为它们日复一日都
是行驶同一条路线。将磁场充电板安
装于道路下面感觉也远没有部署整个
电动交通网络那么困难。此外，由于公
交路线固定，工程师们能够确保公交
车每一次行程都能获得适当的充电，
从而无需停下来再充电。（珏 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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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科研项目，需要科研人员

开车绕地球两圈？不过，无论你怎么惊

讶，8万元的汽油费发票真的被作为科

研经费报销了。而现实中，科研经费是

个筐，啥都可以往里装，8万元汽油发

票，不过是冰山一角。而从科研经费的

不断增长以及各家科研单位在“找钱、

找项目”上使出浑身解数来看，愈发庞

大的科研经费却得不到应有监督，问题

将愈发严峻。

与商业投资不同，科研经费究竟该

需要多少？如何投入？又该如何评估投

入的效益？这些信息是不对称的。现实

中，科研经费多由科研单位申请，但科

研单位是内行。审批者却往往是外行，

即便有专家评审委员会，也多半对于科

研工作的新趋势与新需求并不能精确的

拿捏，二者之间在信息方面的不对等显

然难以避免科研经费夸大申报、甚至谎

报、滥报以及胡批、乱批的状况。至于

经手科技经费的官员，其在科研经费申

请与审批中的绝对权力，更是缺乏必要

的监督与约束。既然科研经费上的潜力

如此之大，科研单位不惜花大力气在

“找钱，找项目”上，自然也就不乏巨

大动力。

科研经费的初衷本在于投入研发以

获取成果。但对于国内不少科研机构而

言，科研经费早已超出了这一含义，而

是成为了一项需要拿出来比拼与炫耀的

数据。

相形之下，国外的科研经费则有更

为严苛的规定。例如美国的科研经费，

其中人员费用约占 ##9，并不存在五花八门的补贴，此外，对

人员工资与福利则要求在预算中明示、并接受严格期中检查与

事后审计。同时还实行岗位薪酬制度对个人收入水平进行总量

控制，以杜绝科研人员收入过高，甚至以科研经费自

肥的现象。除了严苛的财务规则，公立科研项目还要

受到媒体的跟踪，在研究过程中，获得经费科研团队

有义务对媒体公布进度，告诉公众研究的价值，政府

更是强制科研机构公布财务报告。

唯有对“科研经费”进行更加清晰独

立的定义，严格审批，将各种名目的补贴

与人员费用列在明处，同时完善对科研经

费使用的审计与监督机制，让科

研经费的审批与开支都如履薄冰

了，科研经费才不会遭遇五花八

门的胡来。 （武 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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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海归科研人员的

妻子向记者透露，自己吃

饭的发票也可以给丈夫走

科研项目报销掉。”———近

日一篇报道中引用的这个

说法引发舆论关注。

如何管好用好科研

经费的讨论

再度发酵。

钱要用在刀刃上
本报记者 赵晓霞

“+'&+

年，全社会研发
支 出 突 破 万 亿

元，占国内生产总
值比例达到 &*$89，

中央财政对基础研究
投入 #+% 亿 元。”在日

前举行的“加强科技计划
经费监管暨科技部 +'&# 年

科研经费巡视检查启动会”
上，科技部部长万钢透露了这

组数据。
数据背后是近年来科研经费

投入的增加，“科研现在不差钱”
的说法也随之浮现。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下称大化所）科技处处长蔡睿表示，确
实近几年全社会用于研发活动的投入大幅

增长，科研条件明显改善。“但也应看到，全社会用
于研发活动的支出中，企业的研发支出占到 8(9以上，
科技界占的比例不高，真正意义上的创新研究经费比例

也不高。而且，我国的科研队伍迅速壮大，+'&+年研发人
员总量达 #+'万， 人均科研经费仍不多。”
他以大化所为例说，该所在“十二五”期间，要实现在

化石资源优化利用等洁净能源领域，持续提供重大创新性理论
和技术成果，建设世界一流研究所的目标，“在科研平台建设等

方面还需要资金，存在经费缺口”。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副院长王海波认为“不能一概而论”。“有些

领域确实‘不差钱’，有些领域则存在投入不足，而个别领域甚至不是
‘不差钱’的问题，而是如何避免浪费的问题。”
“科学研究是创造性的劳动，资金投入只是一个重要方面，智力投入

更为关键。现在有一种情况是，拿到钱后，就在考虑如何完成验收，而不
是按科学规律去做。殊不知，资金投入和成果产出并不成正比。用管

理工程项目的办法管理科研，影响了科研人员的创造性发挥。
只有当经费投入成为支撑创造性劳动的活动时，才能

成为真正的科研投入。”王海波就曾邀请专家
对本单位自立项目进行评价，其中只花

了 ! 万元的项目被评价“做得
好”，“经验就是尊重了

科研规律”。

科研现在“不差钱”？

无 论
如何，科研
经费投入增
长是不争的事
实， 但其中出
现的科研经费流
失的不和谐音符也
不能忽略。段振豪
贪污科研经费事件就
曾引发社会关于“管
好用好科研经费”的讨
论。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

科研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科
研经费有时确实会被“挪作
私用”。在这位科研人员看来，
项目费到位后，如何报账成了
第一要务。“虽然规定了各类票
据的报销比例，但找发票并不是难
事 。还有一种情况是，个别同一研

究内容的申请可以从多个渠道得到资助，进而产生
不必要的科研经费投入浪费。”
万钢表示，从经费监管情况看，科技计划经费的管

理和使用，总体是好的，但也发现了违规违纪行为，主要表
现为三类问题：一类是由于科研单位和经费使用人员不了解科
研经费管理规定导致的———主要表现在有些单位没有按照规定对
财政资金进行单独核算，没有履行审批手续违规转拨经费等。
一类是因管理疏忽带来的违纪行为———主要表现为违纪公款吃喝，

报销手机费、加油费等个人消费问题。+'&+年的监督检查显示，约 +"9的
课题存在着违规列支餐饮招待费、手机通讯费、汽车燃油费等现象，涉及金
额约占被查财政资金支出的 &*$9。
第三类则属于严重违法———表现为极少数人弄虚作假，用假票据套取资金、假

合同转移资金等恶劣手段中饱私囊、违法乱纪。万钢表示，目前查处的几个恶性案
件，无一不与违规转移资金和假发票有关，这些恶性违法行为涉及项目金额的 '*!9，但
无论数额大小都应采取“零容忍”。

对科研经费流失零容忍

万钢强调，财政科研经费是公共财富，是纳税人的钱，管好用好，切实保障资金的安
全，发挥出资金的效益，是科技管理部门的职责所在，也是每个科研单位、承担科技项目
的科技人员的责任和义务。

数据显示，近年来，科技部对执行过程中的近 #'''个重点课题开展了专项审计，覆
盖财政资金的 8'9；对 &+个省（市）的重点单位、重大项目开展了巡视检查。

监督固然重要，对科研人员来说，如何保证每分钱用在刀刃上更是现实。“对科研经
费的管理，要尊重科研规律。”有着 +'多年科研管理经验的王海波强调说，“过分目标化
的管理、检查、评价，会让拿到经费的人更多地考虑如何完成指标，目前科研单位和大学
多以发表 :,3（科学引文索引） 论文为评价标准，这会使学者为发表 :,3 论文而研究”。
在他看来，“提高科研的效率和效益，放权给科研单位很重要”。

在蔡睿看来，要进一步加强科研经费分配顶层设计的科学性，为维护项目评审的客观
公正，建议建立评审专家能力和信誉档案；建立和完善科研经费管理制度，保证经费分配
和使用过程的公平、公正、
公开；做好预算和过程管
理；积极鼓励科技成果的
转移转化。

据蔡睿介绍，大化所
就利用中科院系统的现代
化（;<=）管理手段，对科
研经费实施全过程管理。
同时，对重要采购与合同
进行公示，公开透明、集体
监督，防范风险。
“目前科研经费主要

为竞争性经费，经费争取
过程往往会耗费科研人员
大量的精力。为了让科研
人员专心工作，尤其是从
事基础和前沿研究的科研
人员，建议适度提高稳定
性经费的比例。”蔡睿
说。

让每分钱都用在刀刃上

公交边走边充电

美国科技博客商业行家近日评选

出有史以来最具创新性的 &( 款电子

产品，微软肯奈科特体感控制器高居

榜首，苹果手机排名第五，而谷歌眼

镜和无人驾驶汽车等产品名列其中。

图为游戏玩家在体验微软开发的肯奈

科特体感设备，它赢得了很高口碑。

空中机器人大赛落幕

清华挑战成功
本报电 （王嫣然） 近日，+'&#

国际空中机器人大赛（亚太赛区）在
清华大学举行。清华大学代表队的空
中机器人表现“抢眼”，率先完成自
+'&' 年以来尚未有参赛队挑战成功
的第六代任务，荣获此次比赛亚太赛
区的“最佳任务完成奖”。

国际空中机器人大赛始创于
&$$& 年。+'&+ 年，该项赛事首次在
中国设立亚太赛区，与美国赛区赛程
一致，依据共同规则进行评分，最终
产生获奖队伍。本届比赛吸引了清华
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 &+ 支代
表队参加了国际空中机器人大赛（亚
太赛区）第二届比赛的角逐。

体感控制器最受青睐

深海奇观引人入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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