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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题开玲专门果道支持我国主持

若子国际重大科学计划

口符涂斌 叶笃正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 北京 10 0 0 2 9)

当今
,

建立和实施交叉科学 的重大国际计划 已

经成为推动科学技术发展 的一项重要举措
。

这些计

划 以其科学 上的先进 性和权威 性吸 引世界各 国科

学家的参与
,

并通过各种途径获取经费支持和开展

合作研究
,

从而引起相应科学领域的飞跃发展
,

例

如 国际全球 变化研究计划和 国际人类基 因组研究

计划等
。

由科学发展水平和国力所决定
,

这些重大科学

计划往往都是由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科学家提出
,

通

过设在这些国家的国际项 目处 ( IP O ) 组织实施
,

他

们主 宰着研究方 向的 确定和计划制定等重 大 问

题
。

迄今 为止
,

发展 中国家参与这些重大计划的程

度还相 当低
。

不少情况下
,

由于观测场地设置和获

取资料的需要
,

发展 中国家的科学家也被邀请参与

某些活动
。

但是
,

他们多半没有实质性的发言权
。

重大科学计划的 国际项 目处是计划组织实施 的

一个实权机构
。

因此
,

发达国家十分重视争取在本

国设立国际项 目处
。

虽然所在国要为项 目处提供运

行经费和工作环境
,

但是由此得到的好处远远超过

对项 目处的有限投入
:

( l) 发言权大
。

通过参于研究方向和实施方案

的确定和管理
,

将本国科学家的思想同国际计划更

紧密的结合起来
,

更好地发挥本国在计划中的主导

作用 ;

( 2) 吸收各国和国际财团的经费支持研究计划

的实施
,

在推动相关领域国际科学发展的同时
,

也

促进 了所在国在该领域的发展 ;

(3 ) 在吸收大批国际优秀科学家为计划实施做

出贡献 的同时
,

也为所在 国提供了丰富的 人才资

源 ;

( 4 ) 可以 最快的速度获取最新的信息和研究成

果
。

改革 开放 以来
,

我国科学家 已经在不 同程度土

参与了一批重大科学计划的活动
,

例如
,

有些科学

家被吸收担任重 大科学计划的科学 委员会和工作

组 的成员和参加学术交流活动等
。

通 过这些活动
,

科学家能及 时 了解 相关领 域的最新 进展 和发展动

向
,

同时
,

也向国际同行展示 了最新 的研究成果
,

对

推动相关领域的研究有很大的作用
。

但是
,

总体来

说
,

我国在这些重大科学计划 中的地位和作用与我

国现在的科学技术水平 和国力相 比是不相称的
。

应该承认
,

在总体上我 国的科技水平与 主要发

达国家相 比仍然有很大的差距
。

但是今天我 国的经

济 已经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

国力 日益加盛
,

在某些

科学领域有较坚实的工作基础
,

具备了领导高层次

国际科学合作的国力
。

中国科学家有能力在某些优

势领域中唱 主角
,

即以我们 自己 的科学思 想为主
,

吸收世界科学家的参与
,

提出和组织若干科学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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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际重大科学计划
。

以我 为主提出并主持几项重大国际科学计划
,

将大大提升我国在科学舞台上 的国际地位
,

也是对

我国科学家驾驭 国际重大科学方向能力的检验 ; 实

施 以我为主 的重大国际科学计划将有可能扭转人

才流动的流 向
,

不仅将可能吸引一批滞留在国外的

中国学者为这些计划的实施做出贡献
,

还有可能吸

引一批优秀的外国科学家为此做出贡献
,

进一步巩

固和发展我 国在这些优势领域的学术地位
。

同时
,

这些 重大科 学 的成 果必然 对我国社会和经济的发

展提供科学技术的基础
。

由我国主持实施若干重大 国际科学计划
,

必须

以国际通用 的标准运行和管理这些计划
,

从而促进

我国科技管理体制的改革
,

加快我国科研机构国际

化的步伐
。

以《季风亚洲全球变化 区域集成研究 国际计划》

为例
。

最近
,

中国科学家在对亚洲季风环境 系统长

期研究积累的基础上
,

提 出了包括物理
、

化学
、

生物

和社 会过程 的季风 环境集 成系统 的科学思 想和研

究框架
,

得 到了国际同行 的认可
。

200 3 年 6 月全球

变化研究的四大国际计划 ( IG B P
、

w e R p
、

IH D p 和

DI V E R SI T A )正式批准该计划的立项
,

认为该计划将

为 国际全球变化研究作出重要贡献
,

而且研究成果

将为亚洲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基础
。

并且决定在

中国科学院设立该计划的国际项 目处
,

依托中国启

动这 一计划的实施
。

这一动向得到了中国科学院领导 和多名院士的

支持
,

院领导和 国际合作局
、

资环局等相继批示
,

我

们应积极承担主持这项计划 的工作
,

籍此将我国全

球变化研究提升到一个新 的阶段
,

为世界科学发展

做出贡献
。

中科院支持的这个计划仅仅是 这方 向上 的开

端
。

有计划地争取在中国主持更多的类似的项 目
,

应是实施科技强 国战略的一项重大措施
。

主持重大国际科学计划
,

除了通过一批研究项

目来支持研究工作外
,

还需要建立计划的国际项 目

处
。

一个项 目处每年约需 30 万美元的运行经费
,

由

所在 国的相关机构给予稳定支持
。

其中部分经 费将

用 于按 国际惯 例在 国 内外公开招聘的工作人员 的

工资
,

其余部分主要用于科学委员会
、

专家组对研

究计划的制定
,

研究成果的交流等的国际会议以及

信息交流 和成果 出版等
。

目前
,

中国科学 院和其它

部 门都没有找到支持这类工作 的合适经费渠道
。

我们认为
,

应 当充分认识国际重大科学计划在

推动科学发展中的作用
,

根据国家需求和已有 的研

究基础
,

有选择地在某些优势领域
,

以我为主提 出

和主持一批国际重大科学计划
。

为此
,

建议国家财

政开辟专门的经费渠道
,

支持这类国际计划的组织实

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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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起源与太空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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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架边缘海生态系统与生物地球化学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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