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件成熟
,

是可以分的
。

人员流动 与自由组合
。

这也是个总的发展趋势
,

全国科技体制改革中已提得很清

楚
。

我所除各室可搞内部流动外
,

主要采取招贤的办法
,

促进人 员流动
,

希望各宝大力支持
。

除了课题招标外
,

发展工作也可招标
,

如果成立公司时
,

拟招更多的人
,

都可采

取这些办法
。

从过去几次招标的效果来看
,

都是成功的
。

总之
,

这方面要搞活
。

我对科技体制改革的一些意见

王 震 鸣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科学
、

经济和社会是包罗万象
、

内容丰富而且十分复杂的事物
,

都有自己发展的规律性

在科学方而
,

我国有若干分支学科或若千领域
,

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或者和国际水平相距不

远
。

但在总体方面
,

在科学技术的广度和深度上
,

应该说差距还是相当大的
,

有些方面
,

还

是空白
。

发展科学技术需要一定的条件
。

我国老一辈的科学家中有相当数量的人在国外工作

期间
,

曾经取得很大或较大的成就
,

而回国后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往往不如在国外 五作时

的情况
。

近年来出国访向的大量中青年学者亦是如此
。

是这些人回 后工作不努力吗 我看

这不是主要的原因
,

我看问题是多方面的
。

要取得科学技术的研究成果
,

需要具备许多客观

条件
,

例如活跃的学术气氛可以使人们思想开阔
,

经常思考一些科学前沿的重大问题 科学

技术的研究需要现代化的
、

精确的
、

高效率的仪器设备
,

各种试件
、

试样和试剂
,

各种参考

资料 有充裕的研究时间 一定的环境和补偿脑力和体力损耗的营养条件
。

没有这些
,

就难

于多出成果
,

快出成果
。

据 了解
,

做一个试验
,

如果在国外需要一
、

二个星期
,

在囚内
,

二

个月甚至一年都不一定能够完成
。

这是因为在经费
、

仪器设备
、

器材
、

加工等方面要花很大

的精力
,

很多的时间
,

而且参考资料也不充分
。

在数据测试方面
,

国外采用 自动化的测量和

数据处理系统
,

一
、

二天内干成的事
,

而在我国某些陈旧的设备上
,

则要测几天和几个星期
,

精度也不如前者精确
。

这样的客观条件
,

科技人员是无能为力解决的
。

关 于理论的研究
,

相

对说来情况好一些
。

不过重大的理论突破和进展是需要实验验证和支持的
。

因此
,

没有科学

技术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或者很难取得重大的科技成果
。

科技成果的取得
,

要经过选题
、

探索
、

理论分析和实验等许多环节
,

经过多次反复才能

完成
。

没有轻而易举垂手可得的东西
,

要经过极为艰苦的劳动
。

要取得现代化的科技成果
,

实现四个现代化
,

需要有经过严格训练的合格的人才
。

要想使科学技术真正在四化建设中起

到应有的作用
,

能够繁华如锦成果累累
,

就要象栽培花卉和果木那样
,

精心培育精心管理
,

而且需要一段成 长时期才能开出美丽的花朵和结出丰硕的成果
。

要想取得优异的成果
,

就必

须付出极大的精力加以栽培而且掌握得法才行
。

我国的科学技术工作者是爱旧的
,

爱社会 三

义的祖国
。

大多数是辛勤工作的
,

也作出了不少成绩
。

有些问题
,

在政策 上应该作出比较全



而和合理的规定
。

既要看到理论的重要性
,

也要看到应用的重要性
,

两者不可偏废
。

前几年
,

科学界刮了一阵理论风
,

对理论强调过了头
,

会造成损失
。

现在强调应用
,

不能再犯同样的

错误
,

应对理论研究和应用开发的重要性作出恰如其份的估计
,

这样
,

才不会顾此失彼
,

造

成损失
。

科学和技术本不是同一范畴的东西
。

现在科学技术的关系很密切
,

往往相提并论
。

科学

有它 自己的发展规律
,

初期成果的应用价值和应用背景往往是不很清楚的
。

要经过几年甚至

几十年
,

人们 包括其他科技领域的人员 经过多方面的尝试和探索
,

才进一步肯定并用来

指导生产和实践
,

才有了应用价值
。

另外
,

一个定律的发现
,

推证一条定理和公式
,

测得一

些实验数据
,

究竟有多少价值
,

能值几个钱是说不清楚的
。

如果能准确地解决地震预报的理

论和实践问题
,

其重要性是难于估量的
。

自然科学的任务是发现 自然界所固有的客观规律
,

而技术的任务是利用科学原理进行发明创造
,

前者是后者的基础
,

一般说来没有先进的科学
,

也就不可能有现代化的技术
。

现在宏观世界的研究对象是如此巨大
,
微观世界的研究对象是

如此微小
,

不借助于现代化的复杂技术
,

是难于观察
、

测量
、

记录和计算的
,

是难于进一步

发现 自然界的规律性的
。

这就使科学的发展和技术的迸步密切结合在一起了
。

科学技术的内

容是如此丰富和复杂
。

现在一个人不可能通晓几大分支学科的内容
,

甚至不可能通晓一个分

支学科的多数内容
,

有的问题需要数代人的努力才能突破
。

人们是通过社会分工来解决人类

在认识和改造世界方面的总任务的
。

一个科技工作者
,

不可能在同时既会作基本理论研究
,

又精通现代化的测试技术
,

会作高难度的设计
,

又擅长现代化的管理经营等等
,

一个人不可

能什么都精通
,

不可能人人都一竿子插对底
,

做出可以马上应用的成果来
。

在这些方面做到

既有专长又有广泛知识是不容易的
。

要想面面俱到
,

就不可能深入
。

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
。

所以科学技术的管理工作非常匡忘要
,

把各种门类的科学技术合理地组织起来
,

组织得好就能

充分发挥各种科研机构和广大科技人员之所长
,

解决在四化建设中出现的一系列重大课题
。

组织得不好就得不到均衡的合理的发展
,

即使在某个方面上去了
。

但总的四个现代化的任务

还是实现不了
。

中国科学院在过去承担了许多国防任务
,

其中大多数是国家下达的
,

在填补空白和开创

新局面方面
,

作出了许多成果
,

当然是偏于基础理论和新技术方面
。

由于国防科研部门的增

强和其他一些原因
,

中国科学院所能接到的国防研究课题大量地减少了
。

在实际应用方 二

产业部门的研究院在二
、

三十年来也大大加强了
。

二十多年来直至数年前
,

在向科学汽
一

无交

研究项 目不必提供经费的情况下
,

全国各部门各方面
,

不论是大任务还是小任务
, 产仁用还是

民用项 目
,

要求中国科学院协助和解决的问题很多
。

例如在五十年代
,

要求中国科学院参加

三峡工程问题的研究
,

而且中国科学院的确化了很大的力量作过这方面的研究
,

取得了阶段

性的成果
。

现在各单位都要经济核算
,

中国科学院不可能提供无偿的支援
,

和中国科学院订

科研协议的项 目
,

就大大减少了
。

从前
,

从基层单位来说
,

为国家为人民服务的工作
,

大家

都愿意干
,

只要有一份公函就行
。

现在不同了
,

一打交道就要钱
,

没有钱办不成事
,

做不了

科研
。

现在明明知道中国科学院 目前所具备所掌握的科学技术
,

例如对三峡工程是能作出贡

献 的
,

至少在设计和建造这么巨大的工程时
,

在科学技术的先进性方面
,

能做不少工作
,

能

起较大的作用
,

可是
,

如果国家不作统筹安排
,

仅靠中国科学院及其所属的研究所
、

室是很

难参加进去的
,

很难得到适当的合同和经费
。

其他乖大的工程和攻关项 目
,

亦是如此
。

科技

体制改 堆的决定
,

要求科学技术为经济建设服务
,

现在作为中国科学院的成员
,

愿意去服务
,

又得不到合理的安排
,

这是一个现实的矛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