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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领域%为什么患上了

#自闭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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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日举行的一次以 '空间技术对重大自然灾害机理

的研究和预测(为主题的香山科学会议上"很多专家感

慨&'自然灾害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关联性"但我们现在的

研究都在各自为战"尚未形成灾害研究$预测和防治的系

统运作机制!(

这样的现象"似乎不独某一个科研领域!一个大气研

究项目因各课题组之间互不通气"集成成果被别国 '坐享

其成(-健康长寿研究因为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不相

往来"跨学科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 '互不通气(在现

今的科研活动和项目管理中几成风气!

中国的科研领域"难道患上了 '自闭症(,

*

"

!

的启示&小作坊对抗不了大合作

'小作坊生产的观念严重阻碍了科研创新!(中国科学

院院士吴国雄给科技日报记者讲述了他亲身经历的一个故

事)))

!$

年前"多个部委在大气领域支持了
*

个大型的有关

大气的场地观测项目!执行期间每个项目内部可以共享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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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数据等成果"但
*

个项目之间人员却是不相往来"不能享用其他项目的

观测数据!

当时"有一个国家通过提供装备和人员参与了全部项目"因而掌握了
*

个项目的资料成果!项目刚结题不久"吴国雄参加国际会议"那
*

个项目

的 '集成(竟成了该国一位专家报告中大项目成果的一部分"对中国的主

持单位只字未提!

吴国雄当场站起来"毫不客气地指出&'这是中国科学家主持的研究项目

的成果!(但他也不得不承认"是我们互不通气"让人家 '坐收渔利(的!

'这件事值得科技界好好反思"小作坊对抗不了大生产$大合作"(吴

国雄说"有些单位之间戒备心很强"互相保密"互相封锁"认为 '人和资

料都是自己的"私有的("本位主义$'肥水不流外人田(等传统狭隘思想

在科研领域普遍存在!

'不仅是单位之间"小圈子内也很难共享!(一位不愿意具名的信息工

程博士生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在他们学校"不仅不同学院"甚至一个学院

的不同实验室都很少交流"连隔壁房间的论文答辩内容"都很难 '探听(

到信息!他现在养成了习惯&若想获取学术资料尽量联系国外专家!因为

国外专家一般有过半的人会回复"有人还非常高兴自己的研究被人关注"

乐意与其交流沟通!而如果联系国内专家"基本上是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在欧美"用纳税人的钱做的东西"1私有独占2是违法的!(吴国雄上

个世纪
($

年代出国去欧洲中期数值天气预报中心工作"当时向外国同行请

教问题"对方总是毫无保留$一一解答!他们会告诉你程序的计算方法"

设备如何使用"查看哪些资料"会有多大误差"可谓知无不言!

不到半年"吴国雄觉得 '欠别人太多("于是也主动将自己的成果与他

人交流!这种频繁碰撞$深入交流的文化氛围"使他获益匪浅!

一位科学家也向记者反映"自己向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

0/1/

0索

取数据比从国内容易得多!'美国公共财政支持的基础研究课题$项目"只

要不涉及保密"一般通过递交申请等程序索要资料"甚至软件$源代码都

能无偿得到"最多也就是交纳复制费或刻光盘的费用!(

谁独占资源和设备"谁就更有竞争优势,

那么"国内科学家和科研单位就不明白
!2!

#

&

的道理, 谁都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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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接受采访的博士生分析说"外国人比较讲究诚信"尊重知识产权"

引用他人学术成果都会标注并经允许"而国内蔓延 '拿来主义(风气"抄

袭与剽窃等时有发生!相互不信任"是造成隔膜与封闭的原因之一!

美国哈森阿尔法生物技术研究院研究员韩健认为& '国内科学家的合

作"首先考虑的是个人利益最大化"而不是成果最大化!(

'大家误认为奖励科技创新最 1公平2的标准就是国际著名杂志上发表

论文"所以大家都去争第一作者了!(在韩健看来"牛人有资源 /钱0"但

不一定有好思路-可是一般科学家怕自己的 '好主意(被掠夺"有创新点

子留着自己慢慢做!

即便合作"如何评价项目中各个团队的贡献和排名"也是难题!

'造成封闭的深层次原因是机制问题"即科技资助和利益分配的方式!(

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元说"很多科研院所过度依靠课题

竞争获得资助"所以只有通过封闭的手段才能够独享信息$经费等资源!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对数据设备 '私有化("就会取得一定的竞争优势"说

白了"就是争取更多课题"获得更多利益!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0重大地质灾害研究中心主任李德威教授还认为"

当前的评价体系从某种程度上限制了科研活动的开放流通!他以复杂的地

球系统和灾害系统研究为例告诉科技日报记者&'由于这些重大交叉前沿领

域通常存在非共识"风险极大"很难发表论文"更难获得项目支持!于是"

许多科学家愿意从事局部的精细研究"利用先进仪器设备测试大量的数据"

支持公认的理论或模式!虽易于发表文章"但难以出重大创新成果!(

'除了利益分配和知识产权归属存在矛盾"高校院所的人员考核上"以

论文发表和争取课题项目为导向的评价机制"也造成教学科研人员只愿当

1主角2"不愿当 1配角2!(一位科技管理人员分析说"而各管理单位难以

摆脱部门利益"往往注重本系统获得多少资源"对本单位人员参与系统之

外的 '大兵团作战(激励不够!

跨学科横向合作"更是难上加难,

'国内的所谓合作都是同行之间的 1资源分享2!(在韩健看来"真正意

义上的科研合作"合作方不是隶属"更不是给予的关系"而是相互依赖的

创新年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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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合作双方都有对方需要而自己又没有的 '绝活儿(!所以开创性的合

作通常是跨领域"跨专业的!

然而"在跨领域跨学科的交叉合作更是难上加难!

'目前我国灾害研究$监测$预测和防治还没有形成一体化的系统运作

机制!(李德威以他正在研究的灾害链举例&'为什么强震前人们普遍感到

闷热"震后伴有降雨或降雪, 说明地气耦合"灾害关联!(

李德威说"其实"各种自然灾害之间都是密切相关的"地球灾害系统

是时$空$物$力有机组合的开放巨系统"自然灾害是开放地球系统中能

量异常积累和突然释放的结果!由于我们没有充分认识各种自然灾害的时

空关系$物质关系和能量交换关系"至今仍没有取得公认的重大的理论突

破"也就难以有效地开展预测预报和防灾减灾!

'一个灾种的监测和预防可能会涉及地质$气象$航天$海洋$地震$

水文等十几个部门"而目前部门分割性强"缺乏统筹协调和信息共享!(李

德威说"开展长期稳定的综合研究和协同创新尤为重要!

我国环境气候对健康影响的研究亦是如此!曾在美国加州大学做环境

健康影响博士后的西北民族大学西部环境健康研究所所长于国伟教授告诉

记者"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环境监测数据已广泛应用于农业以及传染病

流行趋势预测等多个领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科学研究中心基于环境

气候的监测也开展了许多环境健康问题的研究!而我国在促进地理学$公

共卫生学$流行病学等相关学科的交叉研究方面还较薄弱"环境和卫生等

部门缺乏交流与合作!

自然科学内部的合作尚且如此"更别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跨

学科合作了!

老龄健康研究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是一个典型的跨学科交叉领域"

但中国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却难以进行实质性的亲密合作!

'由于受到自然与社会科学研究分离的管理体制局限"我国在这一可望

较快见效的健康民生前沿研究领域仍然十分薄弱"与国家和社会重大需求

极不适应!(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曾毅告诉科技日报记者"进行

跨学科交叉合作是国际老龄健康研究的主流!但我国相关研究还处在比较

分割$分散的状态"跨社会学科与自然学科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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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封闭需要一套 '组合拳(

'解决封闭有个方法"那就是让所有承担财政资助课题的机构$全额拨

款的事业单位将用于科技研究的公共财物和项目"在不泄密的情况下"信

息公开!(王元说"如将大学$研究院所购买使用的大型公共设备实际运

行3服务的小时数对外公开"国家科技计划公布课题承担者"预决算和结题

成果在网上 '晒一晒(!

记者了解到"为解决这一问题"在主体科技计划管理办法的修订中"

特别强调信息公开并使其制度化"规定&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实施必须进行

立项公告和结题公告-同时实行公示制度"在遵守国家保密规定的前提下"

对项目立项$中期评估和结题验收结果等进行公示"接受社会监督!此外"

还将进一步强化国家科技计划管理信息系统建设"建立科技资源汇交机制"

促进科技资源社会共享!

其实"我国已经着手建立科研设施和科研信息社会共享机制!目前"

由研究实验基地和大型科学仪器设备$自然科技资源共享$科学数据$科

技文献$成果转化公共服务和网络科技环境等为主要内容的国家科技基础

条件平台已初步搭建完成-初步形成了科技资源整合共享的网络体系"全

国大型科学仪器设备协作共用网已经开通"实现了 '全国$区域$省市区(

三级整合共享!

'但是"不能否认"在现有科技基础条件资源开发利用方面"我国科技

资源信息利用率仍然较低"大量宝贵的科技资源信息尚没有发挥应有的服

务价值"科技资源的深度数据挖掘和综合利用有待进一步加强!(中国科技

发展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玄兆辉认为"一个项目或平台"研究的不同阶段

有不同特点"很多人认为基础研究产生成果就是出版个专著$发表数篇论

文"这就是公开了"后期的共享和高效利用和评价机制尚未建立!

'很多国家科技项目在立项之初就签订承诺书"规定结束后都是要求资

料共享公开!但是谁来管理这些信息, 谁来对资料进行质量控制和加工,(

吴国雄认为"有些具体的措施尚未到位"也没有落到实处!比如"美国

0/1/

的资料就有专人搜集$分类$整理建库!我国应该在建立条件平台

之后"加强后期管理和评估"并进行专门的研究!

创新年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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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开放共享本身有难度!一般情况下"企业对涉及保密$知识产

权和核心竞争力的技术"本能有垄断倾向!(但玄兆辉认为"用公共财政支

持的高校"研究院所应该以各种方式开放"为社会分享!政府应该起推动

作用"如对采购仪器设备进行财政资金投入"前期用约束性条件引导项目

立项方向"后期通过以奖代补$后补助等方式鼓励开放共享!通过多方面

的政策促进"形成多种方式进行考核的 '组合拳(!记者获悉"科技部正在

酝酿对试验验证或共享平台进行认证$评估$补贴"依据平台提供服务的

数量和水平进行评价"并给予长期稳定的支持"鼓励平台对外提供服务"

加大开放共享"提高科技资源的利用效率!

'合作不是因为无私"而是因为共赢!(韩健说"合作就要去有目的地

编织一个价值体系"并让这个体系成为整个健康行业价值链中间的一个环

节"而自己又能在这个体系中占有一个独特的"不可取代的地位!实践将

证明"越是开放的地方也越容易形成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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