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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8000 万元到 248 亿元，30 年增加了
300 多倍——从 1986 年成立至今，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的体量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
国科研事业这些年来的巨大变化。

随着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GDP跃升
为世界第二，国家对科研创新的资金投入大
幅增加，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为例，其增长
速度就远远超过了GDP增速。

充足的经费无疑是科研事业快速发展的
基础保障。不论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科
学院外籍院士周忠和，还是中国工程院院
士、第二军医大学教授王红阳，其科研成果

的取得都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得到了很大
的帮助。科学研究，尤其是不能直接转化为
应用成果的基础研究，需要“十年甘坐冷板
凳”的执著探索。国家经费的支持，既能在
科研工作者艰难起步的阶段起到“雪中送
炭”的作用，又能“细水长流”资助他们从
事久久为功的长期研究项目。

科研创新的关键在于人才。在经费投入

增加的情况下，着力培养高水平的科研人
才，并最大限度地激发人才的创造力，是实
现“科技强国”的决胜之举。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的子项目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设立20
多年来，其获得者中已经有 183 人成为中国
科学院院士，科研基金对人才培养的帮助可
见一斑。应该看到，基金的支持不仅体现在
经费上的资助，更是一种荣誉和肯定，科研

工作者由此获得巨大的心理激励。此外，在
项目评审过程中，还能得到一些有价值的建
议，帮助其更好地完成项目、实现个人成长。

有了钱就要用好钱。随着国家投入增
加，数量庞大的科研基金决不能大水漫灌，
一定要在支持重要项目、培育优秀人才上发
挥更大作用。科学有效地管理基金，避免产
生寻租腐败、挥霍浪费，同时，尊重科研创

新的特点和规律，鼓励探索、包容失败，这
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其他科研基金在操作
过程中必须秉持的原则。

《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提出“三
步走”战略，终极目标是到 2050 年建成世界
科技创新强国。与“三步走”相呼应的是，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在其“十三五”规划中提出

“三个并行”的目标。支持基础科研、培育源
头创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致力于为实现科
技创新强国奠定科学根基。我们有理由相
信，有了更多资金支持的中国科研，在不久
的未来一定会取得世界瞩目的更辉煌成就。

中国科研投入大更要用好钱
邹雅婷

在国际上首次发现炎症经肝纤维化病
程致癌的关键节点分子；研制出中国第一
个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肝癌检测诊断
试剂盒……取得这些骄人“战绩”的正是
王红阳。但是，如果没有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这些“战绩”可能会归到别国麾下。

1992年，王红阳被国家特派德国留学，
当时，她的导师非常希望她留在德国的实
验室。但是，王红阳最终选择了回国。

“1996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代表
团来德国参观交流时，给我留下了深刻印

象 。” 王 红 阳
说，“有了基金
委国际合作项目
的支持，我回国
后可以定期飞往
德国，继续完成
那边的项目。”

据了解，目

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与美国、德国、
英国、日本等 40 个国家 （地区） 的 85 个
境外科学基金组织或科研资助机构签署了
合作协议或谅解备忘录，2015年资助各类
国际 （地区） 合作与交流项目 747项，资
助金额约6.8亿元。

黄海军也介绍了他与荷兰科学家联合
申请到的项目。“荷兰的科学家在他们本
国申请到 48 万欧元，我在中国申请到 78
万元，这些资金我们将联合使用。”为了
更好说明资金的使用情况，黄海军还向笔
者举了一个例子：

比如，荷兰科学家对所研究项目有了
突破性的想法。首先，他会向中方人员发
一个简短的书面报告。中方了解后，会成

立一个专门的研讨班，邀请这位荷兰科学
家来中国进行详细讲解，使中国的学者更

好地接受。同样，中国的学者也可以“走
出去”。

杨卫表示，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强，基
金委对参与国际合作的中国学者的支持也
会不断增强。并且，基金委正考虑在国外
设立派驻机构，支持中国科研走向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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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1 月，世界超级计算机 500 强公
布，“天河二号”再度蝉联冠军；2020 年前
后 ， 北 斗 卫 星 导 航 系 统 将 向 全 球 提 供 服
务……这些享誉世界的科技创新背后，都有一
位重要的资助者。

“它是科研的‘桃花源’。”中科院院士、美
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周忠和说；“它给了我极大的
帮助。”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校长黄海军说。

2015年，中国发表的SCI论文中，62.1%的得
到了它的资助；近年来，国家自然科学奖授奖成

果，全部得到过它的支持。它就是成立30周年的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从1986年成立至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如何
促进中国科技创新？本报采访多位著名科学家，
听他们讲述了科学基金与中国创新之间的故事。

2021年，国际运输与交通理论会议将
首次在中国举办，该会议被视为交通领域
的“奥运会”。而在 1999年之前，甚至没
有中国人参加这个会议。将这一顶级国际
会议带到中国的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校
长黄海军教授。

6月16日下午，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的一间咖啡厅，笔者采访了黄海军。他身
穿格子短袖，背着黑色双肩包，刚给学生
上完课，便匆匆赶了过来。

“像我这样从农村出来的穷苦孩子，
在国际学术领域能走到今天，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给了我极大帮助。”黄海军说。

黄海军提到的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是
中国最重要的科研资助
机构之一，是 1986 年

在邓小平的关怀下成立的。30年来，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的定位始终是支持基础研
究，拓展科学前沿，培养科研人才。

1998年，黄海军遇到了学术道路上一
个重要的“加油站”。34岁的他获得了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最重要的人才
项目——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
金的资助。他是那一年管理科
学领域仅有的两位受资助者之
一。

黄海军说，“这件事对我最
大的影响是自信心极大增强。
当时我还年轻，只是试试看，
没想到真的获得了资助。这坚
定了我继续从事相关研究的决
心。”

1998 年黄海军获得的资助

是 30 万元，当时他感觉是很大一笔钱。
如今他的团队有一个项目马上要结项，科
研经费是 3200万元。“这在年轻时是不敢
想的。”黄海军说。

其实，比黄海军更传奇的是他的学生

李志纯。
李志纯曾是一个师范院校的专科生。

当初报考北航博士时，由于英语没过线，
是被破格录取的。但是，破格录取就享受
不到学校的补助了。“我让他跟着我做项
目，这样生活费就有了。正是由于自然科
学基金的稳定资助，他才可以安心地进行
研究。”黄海军回忆说。

如今，李志纯已是博士生导师、优秀青年
科学基金和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申请到项目，我会定期将学生送到
国外的科研机构进行学习，时间最少3个
月，大多是半年。”黄海军说，“把经费用
在人才的培养上，更有利于可持续创新。”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实施以来，为
中国科研人才队伍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据统计，目前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
者中已有 183 人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2015 年增选的 54 位 60 岁 （含） 以下中科
院院士中，有 41 人曾获得过国家杰出青
年科学基金资助。

发现世界上已知白垩纪早期地层中最
为完整的鸟类化石；承担过世界著名的热
河生物群研究；组建了一支优秀的中国古
生物学研究团队……这一系列评语，描述
的是中科院院士、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周
忠和，一位“连做梦都梦见找到化石”的
人。

一间陈设简单的办公室里，书架占
据了一半的墙壁。办公桌上，堆放的是
厚厚的资料和标本。在中国科学院古脊
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办公楼五层，笔者

见到了周忠和。
“古生物学有什么用？”周忠和说，这

个问题，他不止一次地被问到，提问者不
乏专家学者。不被实用理性主义者们看
好，周忠和有些寂寞与无奈。但他知道，
基础研究虽然不能直接进行成果转化，却
是科学研究与源头创新的根基，更是人才
培养的摇篮。

“我是相当幸运的。”周忠和说。这个
幸运指的是，他找到了科研的“桃花
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999年，周忠和从美国取得博士学位
后归国，第2年，便幸运地获得了国家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

2001 年，他所在的热河生物群课题
组又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
群体项目资助，这对于周忠和团队的建

设至关重要。
“这是我们团队迄今获得的最大、最稳

定的经费支持，几乎占到所有经费的2/3。”
周忠和说，这个项目是“3+3+3”总共 9
年滚动支持，资助经费总计 1200 万元。
这样一来，课题组骨干们不用分散精力去
申请其他项目，可以潜心于科研，使得长
线研究得以进行。“这对于稳定队伍、营
造创新环境十分关键。”

无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为中国基础
研究营造了良好的环境。周忠和说，“中
国科技人员很努力，但光有努力是不够
的，还需要创新的环境，而自然科学基金
正是创新环境的创建者。”

对于自然科学基金，同样深有感触的
是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二军医大学教授王
红阳。她向笔者讲述了自己的经历。

慢性病消耗了大量的卫生资源，可是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没有国家层面的慢性
病流行病学调查数据。

“同行们出国开会作报告，用的都
是外国人的数据。”王红阳说，究其原
因，国家预算中没有一笔稳定的投入。
有的学者申请到了科研经费，但三五年
资助期满就要结项，而流行病学调查是
慢工出细活，持续 20 年都很常见。“自
然科学基金对中国慢性病研究的支持，
使得中国人拥有自己的慢性病数据成为
可能。”王红阳说。

“基础研究是创新的供给侧。”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中科院院士杨卫
说 ，“ 基 础 研 究 是 学 科 之 源 、 学 派 之
源、人才之源、创新思想之源、学术贡
献之源。”

据了解，在基金委刚成立的时候，国家
的投入资金是 8000万元，而今年的投入达
到了 248 亿元，30 年增加了 300 多倍，成为
中国资助基础研究的主渠道之一。

“一个项目，计划挖出想要的化石，
可能实际上会挖到别的东西，也可能一块
也没有，但这就是科研，结果和预期会有
一定的误差。”周忠和说，自然科学基金
很尊重科研规律，即使出现了失败，只要
理由充分，也会得到宽容。这是因为，自
然科学基金委有自己的逻辑：

“有两种情况，一是100个项目，目标
定得比较高，有90个项目完成了，但是有
10个项目没有完成；二是100个项目，目标
定得比较低，结果都完成了。这两种情况哪
种好？我们觉得第一种比较好。”杨卫说，
原始创新，是无数次失败后才能成功的。

除此之外，科研离不开天马行空的大
胆假设，因此，尊重科研规律，就必须尊重
奇思妙想。

“很多原创思想在最
开始的时候，不一定能得
到大家的一致认可，但是
基金委给他们机会去证实

自己的想法。”周忠和说，专家评审时可能
有些人支持，还有人坚决反对，但只要你是
有思路的，有方法的，通过非共识项目的遴

选机制，就有可能得到资助。
基金委鼓励挑战传统范式，加
大对非共识、变革性研究的资
助力度。很多创新的想法在基
金委的支持下得以生根发芽。

杨卫说，对于好奇心驱动
的基础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充分尊重科学家的学术敏
感，鼓励自由探索、宽容失败。

周忠和还举了一个有意思
的小例子：有的项目规定，在北
京市外加油可以报销，市内不报
销。但是，从河北省回北京市，进
入市内，刚好车没油了，怎么办？

“有时经费管得太死，并不符合科研规律。”周
忠和说，而自然科学基金更加灵活、人性化。
形象地说就是，“打酱油的钱可以买醋”。

当然，灵活不代表钱可以随便花，需要
经过依托单位的认可。据了解，根据项目
资金的管理办法，在项目预算总额不变的
情况下，由项目负责人根据科研活动的实
际需要向依托单位提出申请可变更用途。

周忠和认为，自然科学基金之所以尊
重科研规律，很重要的原因是，管理科学基
金的人员本身就是专家。“科学基金管理团
队的整体素质是非常高的。首先，他们都
是自己领域内的专家；其次，他们接触国际
前沿，视野开阔、思想开放。”周忠和对科学
基金管理人员的高素质印象深刻。

“做科学家的朋友，科学家的事情科
学家说了算。”黄海军说。据了解，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全是通过专家函评、专家会
评最后获得资助的。“我们基金委并不决
定谁能上、谁不能上。”杨卫说。

“获得自然基金不仅仅意味着有钱做
科研，更是一种荣誉，是对我们过去工作
的认可和未来工作的激励。”周忠和这样
评价自然基金对于他的意义。

人才培养：

传奇师生，演绎可持续创新

源头创新：

基础研究，寂寞困苦有人知

尊重规律：

科学之事，科学家说了算
尊重规律：

科学之事，科学家说了算

国际合作：

中西合璧，前沿科技融会贯通

6月1日至7日，国家“十二五”科技创新成就展上
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刘淮宇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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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河二号”超级计算机系统。新华社记者 龙弘涛摄“天河二号”超级计算机系统。新华社记者 龙弘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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