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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国杰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所长 

核心观点 

  现在科技界要解决的问题，就是重大科研方向如何确定、谁来承担重大科研课题、科技经费如何分配、

做得好不好如何判定。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是要有一套尽可能完善的制度 

   

  近几年，我国科技投入成倍增加，但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并没有成比例地增加。我也一直在

思索这一问题。我留学回国后在科研一线工作 20 多年，切身体会到，“他律”可能比“自律”更重要。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paperindex.htm


 

  邓小平同志曾经总结，好的制度可以使坏人无法横行，坏的制度却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

会走向反面。发展科技也是一样的道理，制度设计是关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科技体制改革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对科技资源的分配管理和科技评价体系，

没有作深思熟虑的制度设计。 

  现在科技界要解决的问题，就是重大科研方向如何确定、谁来承担重大科研课题、科技经费如何分配、

做得好不好如何判定。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是要有一套尽可能完善的制度。建立科技管理制度的前提，

是假设作决策的人在认识上有局限性甚至有私心，只有通过公正的制度使企图在设置课题、分配经费时照

顾本单位或个人捞好处的行为难以得逞。过去我国很少召开制度设计的研讨会，今后应多讨论，集思广益，

形成更加公正合理的决策程序。 

  在科研目标和项目的选择上，目前国家没有明确的制度。重大科技计划的启动，一般先由资深专家作

战略研究，再由较年轻的执行专家和主管部门的处长、司长制定具体规划。 

  如能做到这三者结合，共同制定规划，选择做大事的团队，可能是较好的制度。专家的任期不能太长

（国外一般不超过 3 年），而且要有严格的回避制度。高新技术领域课题立项评审，要多听取下游“用户”

单位的意见，甚至可以是由潜在用户单位的专家组成评审团，在项目进行过程中，也应引入竞争和淘汰机

制。 

  在科研经费的控制与管理方面，一些制度既不符合国情又不符合国际惯例。863 课题、973 课题、各部

委的开发性项目与自然科学基金的基础研究课题要求大不一样，但目前一律采用与自然科学基金管理方式

相同的课题负责制，使得作为法人单位的研究所几乎无法调控，很不利于集中力量做大事。 

  中科院经过 10 多年的知识创新工程改革，绝大多数研究所已不同于计划经济时代吃皇粮的事业单位，

都有了较强的选择科研目标和资源的调控能力。对于国家科研机构，国家预算拨款理应占到研究所总科研

经费的 60%以上，但现在有些研究所还不到 20%，这一比例还不够用于所内人员开支。其实，科研工作是

高智力活动，人员开支应该是科研的主要开销，国外的科研开支中 50％—80%属于“间接费用”，主要用于

人员工资和公共支撑。有关政府部门应该改变观念，制定以人为本的科研经费管理制度。 



 

  科技评价起到指挥棒的作用，目前的评价体系引导科研人员关注论文专利数量、获奖和排名等科研的

“副产物”，而不是科研的真正影响。不少科研人员做科研的动机，是为了获得更多更好的评价“参数”，以

便下一轮可以申请更多的科研经费。对个人主持项目和第一作者文章数量等指标的考核，使科研人员更热

衷于“各自为战”，而不愿意参与大项目的合作。院士、杰出青年、优秀博士论文数量与对单位的评价挂钩，

使得这些评选活动变味。今后要以科研产出的实际影响作为评价标准，基础研究要看有没有原始性的重大

发现，技术和工程类研究要看对产业和国家安全的实际影响。 

  （本报记者  赵永新采访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