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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泉，是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重要途径，是国家原始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
力的标杆。
大学基础研究是政府有关部门、大学和社会都十分关注的问题。
《投资于国家未来：大学基础研究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在总结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理论和实证
两个方面对大学基础研究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
内容主要包括大学基础研究的历史渊源与哲学基础、大学基础研究与创新、大学基础研究的国际比较
、大学基础研究中的政府责任、中国大学基础研究发展概况与案例分析、中国大学基础研究投入与产
出的实证分析。
针对目前我国大学基础研究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投资于国家未来：大学基础研究的理论与实证研
究》强调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就是对国家未来的投资，并给出若干加强我国大学基础研究的政策建议。

　　《投资于国家未来：大学基础研究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是教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2011年战略研究
重大专项课题“加强高校基础研究，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我国高校科研体制改革与创新”的研究成
果，对政府有关部门和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专家、学者及实际工作人员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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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国科学基金制于1982年出台，为全国自然科学基础性研究开辟了新的资金来源渠道。
1986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标志着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为主、各行业和地方科学基金为
辅的科学基金体系在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来。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战略定位是“支持基础研究，坚持自由探索，发挥导向
作用”。
它主要面向全国，资助基础性研究，逐渐形成了面上、重点、重大研究计划及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等十
余种项目类型。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由国家拨款和集中管理，是政府管理基础研究的一种形式，是一项特殊的科技计划
，对推动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科技部、教育部、中国科学院等机构一道，共同构成支持基础研究的多元
化格局。
　　1995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提出了“科教兴国”的战
略，将科技工作的基本方针进一步表述为：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
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努力攀登科学技术高峰。
在科教兴国战略的影响下，我国的基础研究进一步得到加强。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于1998年正式实施。
“973计划”是国家在已有基础研究工作部署的基础上，围绕重点领域，瞄准科学前沿和重大科学问题
，开展创新的基础研究的计划，其目标是为解决21世纪初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提供有力
的科学支撑，培养一批高科学素质、有创新能力的人才，强化基地建设，提高科学水平，并以此带动
我国基础研究乃至科学技术事业的全面发展。
　　上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开始实施“211计划”，即确定到2000年前后，重点建设的大学为100所
左右，并要求将此事当作“面向21世纪”的大事来抓。
这项发展高等教育的重要措施开始简称为“211计划”，后来确定为“211工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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