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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88 年到 }992 年
,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下简称基金委)的统一部署

下
,

海洋科学学科开展了学科发展战略方面的研究工作
,

并出版了 《自然科学学科发展

战略调研报告— 海洋科学》一书 ; 从 1993 年至 1995 年基金委又组织了优先资助领域

方面的战略研究工作
,

公布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

九五
”

优先资助领域
。

这些都为确立
“

九五
”

期间海洋科学基金资助方向
,

尤其对确立重大
、

重点项目的选题领域提供了科

学依据
。

从 1996 年开始
,

国家海洋科技发展
“

九五
”

计划开始实施
,

科技攻关项 目和科

技专项的实施
,

以及国家
“

八六三
”

海洋高技术专门领域的设立
,

为
“

九五
”

期间海洋科

学研究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

为此
,

在国家
“

九五
”

计划开始实施之 际
,

基金委海洋

科学学科应 进一步明确
“

九五
”

资助方向
,

继续以支持基础性研究为重点
,

围绕国家目

标
,

瞄准学科前沿开展工作
。

本文分析和阐述
“

九五
”

期间科学基金资助的主要方 向
,

以期为海洋科学领域的专家学者申请基金课题提供参考
。

1
“

八五
”

期间海洋科学基金资助方向简介回顾

,’/ 火五
”

期间海洋科学学科共资助各类项目共 205 项
,

按所属二级学科
,

全球变化和

研究区域
、

范围的分布状况
,

见表 1一表 3o

从表 1可 以看出
“

八五
”

期间资助项 目主要集中在物理海洋学
、

海洋地质
、

化学海

洋学和海洋环境科学 ; 其次为河 口
、

海岸学和海洋监测调查技术科学 ; 最少的为工程海洋学
,

仅

资助 1项
。 “

八五
”

期间共资助全球变化方面的项目76 项
,

其中属于 IG BP (注释见表2
,

下同)

核心计划 JG O FS和 PA G E S 的项目较多
。

由于 L O IC Z 和 G L O BE C均为启动时间不长的杨公

计划
,

故这方面的项 目不是太多
,

预计
“

九五
”

期间这类项 目会逐渐增加
。

从研究区域

和范围来看
,

近海海洋学占项目总数的 60 %
,

这里面还不包括纯基础性和偏重于方法

方面的研究项 目; 研究区域为西北太平洋
、

太平洋的项 目仅 占 10 %
,

且其中大多数为

西北太平洋方面的研究项目; 海洋环境保护与持续发展方面的项 目较少
,

只占总项目数

的 4 %
,

且基本上为海洋环境保护方面的课题
,

持续发展方面课题更少
。

当然上述分类

也许不一定十分科学
,

但至少可以反映其基本状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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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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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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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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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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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卯6 年 12 月 10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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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99 1一 1卯5 资助二级学科项目

Ta b 1 Ae e ePt di v isio n Pr
oj
e et o f o ee an

SC lllC e In l卯 l一 199 5 by N N SFC

资资助项目目 物理理 海洋洋 海洋洋 化学学 河 口
、、

上程程 海洋监测
、、

海洋环境境 合 计计

海海海洋学学 物理学学 地质学学 海洋学学 海岸学学 海洋学学 调查技术术 科学学学

资资资 自由申请请 5333 666 3666 2444 l000 lll l000 1666 15666

助助助 青年年 l000 lll 888 222 ,,, 222 555 3000

类类类 地区区 lll lll lll (l))) 2222222 555 999

别别别 高技术术 lllll lllll lllllll 222 lll

主主主任基金金 33333333333333333 444

重重重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 555

重重重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合合合计计 6888 888 4666 2777 巧巧 lll l222 2 888 20 555

百百百分比比 33
.

222 3
.

999 22 444 13
.

222 7
.

333 0
.

555 5
.

888 13 777 1田田

表 2 199 1一 1呸珍5 资助全球变化项 目

Ta b
.

2 A ee e Pt gl
o
ba l e

ha
n罗 PrOJ ee t in l卯 l一 199 5 by N N S FC

项项目名称称 〕工)(〕八八 、、O C EEE JG (〕FSSS LO IC ZZZ G L〔)B E CCC 1
〕
A G E SSS IG BP 一 合i!

---

项项 目数数 999 l000 l666 lll l000 3000 7666

百百分比比 1 1
.

888 13
.

222 2 1
.

000 1
.

333 13
.

222 3 9
.

555 1oooo

TO G A
,

热带海洋与全球大气计划 ; w ()CE
,

世界海洋环流实验 ; JG 〔)FS
,

全球海洋通量联合研究 ; LO IC乙

海岸带陆海相互作用 ; G Lo B E C
,

全球海洋生态系统动力学研究 ; PA G E S
,

过去全球变化研究 ; IG BP
,

国际地圈

生物圈计划
。

表 3

Ta b
.

3 A c c e Pt oc
ea n

1卯1一 1卯 5 资助研究区域等项目

seie n e e r e sear eh ar e a Proj ee t in 19 9 1一 199 5 场 N N SFC

项项目名称称 近海海洋学学 西北太平洋洋 极地海洋学学 其 它它 合 计计

项项目数数 12 222 2000 777 55 (9 ))) 20 555

百百分比比 印印 l000 333 2 7 (4))) 1oooo

(9) 为
“

其它
”

中含海洋环境保护与持续发展方面项 目 9 项 ; (4) 为占总项 目的 4 %
。

,’/ 又五
”

期间没有依托海洋科学学科管理的重大项 目
,

但有 5 项重点项 目
,

它们

是 : (l) 东海陆架边缘海洋通量的研究 ; (2) 中国海陆架环流及其动力学机制的研究 ;

(3) 热带西太平洋海洋环流试验研究; (4) 海面微特征及海洋遥感机理研究 ; (5) 黄海海

底辐射沙洲形成演变研究
。

其中有 4 项是和全球变化有关系的
,

其研究 内容分别属

JG O G S
,

W O C E
,

T O G A 和 PA G E S计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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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九五
”

海洋科学基金主要资助方向

2
,

1 继续重点支持近海海洋科学研究

近海海洋科学已被确定为
“

九五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先资助领域
,

这是基于我国

海洋科学研究的现状和适应国家的经济持续发展所做出的选择
。

从具体研究区域来看
,

我国海洋科学家的工作主要集中在渤海
、

黄海
、

东海和南海等海区
,

取得了丰硕的研究

成果
,

为我国开展近海环境预报
、

海洋资源开发
、

海洋环境保护和减灾防灾等方面的工

作奠定了基础
。

但是
,

由于我国近海的区域特点独特
,

海洋现象众多
、

系统复杂
,

为海

洋科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内容
,

可供科学家选题的余地很大 ; 由于受观测资料
、

手段的

限制
,

对一些 区域的海洋科学基本问题还缺乏系统
、

深人和全面的认识 ; 再者近海是与人

类活动最密切的区域
,

是目前向海洋索取资源(如生物资源
、

石油资源等)的主要区域
,

也是受人类活动影响(如污染等)最为严重的区域
,

开展近海海洋科学研究具有非常重要

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

因此
,

本委提出在今后 5一 10 年或更长一点的时间内
,

实现

逐步建立起具有中国邻近海域特点的
、

为海洋开发服务的
、

与全球变化研究和国际减灾

基础研究接轨的海洋科学体系的战略 目标
,

把大力加强近海海洋科学研究放在战略地

位
,

这也是九五期间海洋科学资助的重点
。

2. 2 大力促进与海洋科学领域有关的全球变化研究

占地球表面 7 1% 的海洋是整个地球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因此全球变化从

一 开始就把海洋的作用置 于重要位置
。

在其 8 个核心 计划 中就有 4 项是 同海 洋

直接有关 的
,

它们 是全球海洋通 量研究
、

陆 海相 互 作 用研 究
、

全 球海 洋 生 态

系统 动力学研究和 过去全球变化研究
、

将 要 成为 又 一核 心 计划 的上层海 洋与

低层大气研究 (SO LA S) !原 为全 球海洋真光层 研 究 (G O EZ S) 〕也 同海 洋 密切相

关
。

考虑到我国及其邻近的边缘海 的独特性
,

在这些区域开 展全球变化方 面的工

作
,

不仅能对国际全球变化研究做出贡献
,

同时也有助于我国区域气候变化
、

近海资源

的持续利用等重大问题的解决
。

开展与全球变了廿有关的海洋科学研究
,

有利于促使我国

海洋研究同国际接轨
,

有利于加速培养新的学科带头人
,

从而促进学科的发展
。

在有关

全球变化的研究方面
,

海洋与气候变化的关系十分重要
,

从海洋变异的角度探索气候变

异的研究应当鼓励
,

以便为解决全球气候变化尤其是东亚及我国区域气候的预测做出贡

献
。

2. 3 加强海洋环境保护与资源持续利用方面的应用基础研究

要保持海洋资源的持续利用
,

必须使海洋环境得到有效地保护
。

近年来
,

随着经济

的发展
,

我国近海的环境质量 日益受到影响
,

必须认真弄清海洋污染环境现状和发展趋

势
,

制定保护海洋环境的措施
,

这方面需要国家有较大的投入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可以

在支持该领域的应用基础研究方面发挥作用
,

并为国家目标做出应有的贡献
。

随着我国

不久前正式认可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

这使保护管辖海区约为 300 万平方公里的海洋

国土的环境不受污染
,

以利于最大限度的持续利用海洋资源
,

以及提高海洋产值在国民

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
,

已成为我国海洋科学工作者所面临的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
。

2. 4 鼓励科学家参与大洋方面的国际研究计划

当今发达国家均投人大量财力和人力开展大洋方面的研究工作
,

如大洋环流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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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尺度海气相互作用研究
、

极地海洋科学研究
、

洋中脊多学科研究和大洋钻探等
。

在当

前
,

我国尚不能投人大量人力
、

物力开展这些方面的研究工作
,

但是随着国家经济实力

的增强
,

未来有可能也有必要引导一部分科学家从近海研究走向大洋研究
。

以资助基础

研究和部分应用基础研究为己任的自然科学基金
,

在目前有限的经费支持下
,

可以通过

多种渠道
,

鼓励科学家参与大洋方面的国际研究计划
,

开展一些大洋方面的研究工作
,

为 21 世纪我国海洋科学的迅速发展做准备
。

另外
,

极地考察国家对南北极的调查研究

投人大量财力和人力
,

已获得大量的资料
,

为此适当引导科学家申请面上项 目开展一些

研究工作也是可行的
。

上面主要资助方向的论述
,

目的在于便于广大科研人员准确把握基金资助的主要方

向
。

同时
,

还鼓励科学家大胆创新
,

勇于开拓学科前沿
,

倡导自由申请争创高水平的研

究
。

3
“

九五
”

海洋科学重大
、

重点项目的选题方向与领域

重大
、

重点项 目是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三个层次中的二个重要层次
,

虽然这

类项 目的数量有限
,

但对于解决一些重大的或关键的科学问题
,

促进学科交叉及新的学

科生长点的建立
,

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

尤其对于海洋这样一个需要较大投入的学科
,

这类项目显得更加重要
。

因此重大
、

重点项目的立项工作一直受到海洋界专家的关注
。

19 94 年参与全委开展的国家自然科学优先资助领域的战略工作
,

为
“

九五
”

重大
、

重点

项目资助领域的遴选奠定了基础
。

与此同时
,

学科还收到重大
、

重点项目建议约 30 余

项
,

这些建议多数亦属优先领域
,

在此基础上经学科评审组讨论
,

初步确定了
“

九五
”

重大
、

重点项目设题领域的框架
。

依托海洋科学学科为主管理的重大
、

重点项 目(不包括其它学科为主管理的与海洋

有关的重大
、

重点项目) 为 : (l) 中国近海海洋生态系统动力学与生物资源的持续利用

(跨生命科学部重大项 目) ; (2) 东海海洋通量关键过程研究 (19 95 年已批准立项
,

重点

项目) ; (3) 南海海洋环流研究(1996 年已批准立项
,

重点项目) ; (4) 台湾海峡生源要素

生物地球化学过程研究(1996 年已批准立项
,

重点项 目) ; (5)长江河口陆海相互作用研

究; (6) 黄
、

渤海水交换和物质输运研究 ; (7) 中国海典型海区海气相互作用研究 ; (8) 冲

绳海槽及相邻陆架古环境演变研究 ; (9) 气候变化与南海珊瑚礁生态系统 ; (10 )海洋探

测新技术与海洋遥感应用研究
。

其中有的已经立项
,

如所列领域的(1一 4)
,

其中第 1领域将组织一项跨学科重大项

目
。

重点项目领域的 (5 )一 (8 )将在 19 97 年的申请指南中公布
,

并公开受理申请
。

领域

(9 )一 (10 )需再做进一步论证
。

这些已经立项或今后将要立项的重大
、

重点项目
,

将构成

海洋科学基金资助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

并将对促进我国海洋科学基础与应用基础研

究起到重要作用
。

我们认为
“

九五
”

重大
、

重点项目的研究领域
,

仍要以中国近海海洋

科学研究中的重大问题为对象
,

并积极与国际计划接轨
,

打破学科界限
,

积极组织跨学科的

研究
,

争取对一些重大科学问题的解决有所突破
。

应当说明的是
, “

九五
”

重点项 目指

南仅公布领域和研究范围
。

项目名称
、

研究目标和研究内容等均由科学家自己提出
,

在

符合指南的前提下
,

科学家可自由提出申请
。

与面上基金一样
,

对于重大
、

重点项 目
,

仍是提倡公平竞争
,

择优支持
。



2 期 王 辉等: 论
“

九五
”

海洋科学基金资助方向

4 做好
“

九五
”

工作的几点措施

为了做好
“

九五
”

工作
,

除了认真贯彻落实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各项方针政

策和基金管理有关规定外
,

还应强调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

4. 1 坚持鼓励创新

支持创新是基金工作的生命线
,

这也是基础性研究的特点所决定的
。

有些创新性项

目
,

往往在同行评议当中
,

容易形成非共识项 目
,

对这类项 目要把工作做细
,

不要造成

同行评议的一票否决制
。

不仅如此
,

对一些探索性极强的创新项 目
,

应大力鼓励
,

允许

失败
,

但同时要提高成功率
。

4. 2 认真做好同行评议工作

同行评议是国家科学基金工作的基本方法之一
,

是实施公平竞争
、

支持创新和科学

管理的基础
。

同行评议方面有很多好的经验值得总结
,

但同时还应不断改进同行评议工

作
,

提高同行评议质量
,

使同行评议工作适应新的形势需要
,

以巩固和提高同行评议在

基金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
。

43 开拓国际合作的新局面

开展国际合作是提高基础研究的水平和加速培养人才的有效途径之一
。

目前我国整

体科技实力还不算强
,

需要通过合作来获取我们 目前还做不到的东西
。

此外
,

通过国

际合作
,

宣传我们的研究成果
,

可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影响
。

由于海洋科学的特殊性
,

开展国际合作显得更加重要
, “

九五
”

期间继续鼓励科学家开展 国际合作
,

不断探索新

的合作途径和方式
,

开拓国际合作的新局面
。

4. 4 加强绩效管理

科学基金管理工作的核心是出成果
、

出人才
,

如何在有限资金和条件下发挥基金的

更大效益
,

如何衡量和界定基金项 目的成效
,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

要切实落实基金

管理的各项规定
,

加强年度进展报告
、

结题报告和标准率这三个环节的管理
,

新申请项

目一定要同在研项目的执行情况
、

结题项 目的完成情况挂钩
,

保证有限的基金投给能出

高水平的研究成果的研究队伍
,

做到国家资源的合理分配
,

使之发挥更大的效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