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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在基金申请中设立资助特区 
 

 李侠  
 

  基金申请日益成为科研工作者的一种常规生活要素。近年，每个科研工作者每年至少要花上

两个月的时间去写各种标书和本子，这是一项很费时费力的活。随着国家每年科研投入的增加，

各类基金的申请数量也是快速增加，这种局面造成了国家和个人的双向疲惫与浪费。如果再考虑

到国内科研工作者所遭遇到的没完没了的各种会议，导致时间的损耗更是惊人。当下的科技工作

者普遍感到用于科研的时间严重不足，这种局面是令人无法接受的，毕竟科研成果的产出量是投

入时间的函数，从这个意义上说，改变基金的申请模式恰恰是未来科技管理改革中具有高度敏感

性的思路。 
  在《大背叛:科学中的欺诈》一书中，美国科学史家霍勒斯·贾德森曾提到美国洛克菲勒基金
会自然科学分部主任沃伦·维夫的一种资助模式，很有启发性。沃伦·维夫原本是一名数学家，

也是一名优秀的科技管理者，在其担任主任 23 年期间，倡导一种很有远见的资助模式，既培养
了数名诺贝尔奖学者，又开创了基因学和分子生物学的新领域，总体来看效果非常显著。反思其

管理理念，要点主要有两条:其一，寻找有前途的年轻科学家进行资助；其二，寻找此前并不紧密
联系而现在开始结合的边缘领域进行资助。这个资助模式的深远意义在于把现在与未来做了很好

的衔接:解决现在的问题需要找到合适的人才，这些人可以通过其杰出的工作为人类开辟一条衔接
未来的路；对未来的远见卓识恰恰体现在把科学的研究领域引领到一个有希望的领域。这第二点

尤其难以模仿，它需要的是一种穿透岁月的眼光。 
  笔者曾经把这种模式称作为好人找项目，为未来找方向。抛开这种模式的重大历史意义不谈，

仅就实践层面来讲，这种理念也极大地解放了管理者与科研工作者的时间。从社会分工的角度来

说，这种模式使得管理者与科研工作者的分工明确。 
  随着国家科技投入的逐年增加，每年各类国字号的基金申请数量、规模也在快速增长，导致

科技管理部门组织的评审工作也随之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拿目前国内影响最大的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的评审来说，2011年共受理面上与青年项目的申报合计 130153项，最后经评审资助 28575
项。如果按每个专家评审 20份标书来计算，每年也需要调动 6500余名专家来参与评审工作，这
是非常庞大的工作量。从管理者的角度来说，维持或者缩小申请规模是当下和未来急需考虑的问

题；对于申报者来讲，每年撰写标书的时间也是浪费惊人。从这一意义上说，管理部门和科研人

员都成了评价体制的牺牲品。 
  不妨在中国科技基金的分配中设立一些资助特区，规模可以很小，但必须很精锐。真正让一

些最优秀的人从繁琐的申报中解放出来，这就相当于提高了整个社会的科研效率，而且在操作层

面上发现这些优秀人才并不难。至于为未来找方向，这事是需要眼界的，慢慢来，相信也是可以

解决的。按照中国道家的说法，管理的最高境界就是无为而治。其实这也是对我们长期以来所践

行的无所不管的一种主动修正与再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