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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本报记者王卉
近段时间以来，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将推行

“法人责任制”的报道频频见诸报端，大有“山雨
欲来风满楼”之势。
科技界对这一暗含着“收权”意味的改革举

措，议论颇多：有人认为是大势所趋，也有人认
为是不得已而为之；有人认为会大幅提高科技
投入产出比，也有人担心会蹈入“一放就乱、一
管就死”的恶性循环。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

法人责任制的意图很明显，即充分发挥项
目（课题）承担单位在国家科技计划以及国家科
技重大专项过程管理中的组织、协调、服务和监
督作用。对于这一良好愿望，几位科技界人士在
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却不甚领情。
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员王铮表

示，虽尚不了解这一政策的具体情况，但“从理论
上讲，科研活动是创新过程，管得太死不好”。
如果是收权管理，王铮比喻说，很可能像毛

泽东当年评论秦始皇的话那样，“好处是统一，
坏处是统死”。
作为一线科研人员，中科院地理资源所研

究员于秀波认为，在科研项目实施中，过于复杂
的管理过程是有问题的：增加管理环节，对科研
人员意味着在事务性工作上要消耗更多精力，
从而导致科研时间减少。
中科院地理资源所区域农业与农村发展研

究中心主任刘彦随有类似担心，多一个环节，可
能会滋生新的矛盾和问题，影响项目的完成质
量和效率。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教授李

侠则认为，法人责任制真正出台后，意味着 PI
（课题组长）权力将受到制约。而这一制约，能否
提高 PI的工作质量，“尚存疑”。相反，“法人责任
制”会增大交易成本，为更多的资金“寻租”提供
可能。
刘彦随表示，“法人责任制”可能会影响 PI

的能动性，导致创新力量的衰退。“还是应减少
行政力量的过多干预，最应做的是把干预变成
服务。”刘彦随建议称，“‘法人责任制’可以在项
目咨询、服务、鼓励、协调等方面起到积极作
用。”

风从何处来

毋庸置疑，“法人责任制”所指向的，正是当
前科学界普遍实施的“PI制”。

据了解，PI制源于“二战”后美国政府大幅
增加科研和工程开发资金投入的年代。其核心
不是向每个已有研究单元多增加资金投入，而
是向拥有优秀科研想法的个人发放一笔基金。PI
制的优势十分明显，小数额、大数量的基金可以
优化对科研的总投入，让更多人的创造性思维
获得支持。
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李侠认

为，PI制在国外已经实施几十年，“很成功”，而
引入国内刚十多年，就“变了形”。李侠进一步分
析指出，最集中的体现就是 PI制背后蕴涵的集
权模式，“很多大学的 PI几乎不听任何人意见，
认为真理就掌握在自己手中”。同时，PI制导致
了不少科技富翁的出现，并造就“赢者通吃”的
局面。李侠称，“有些人大小项目都参与，占用太
多资源”。
据李侠分析，法人责任制的目的大概有三：

其一，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十一五”期间，国家
投入大项目 3000多项，但过去 5 年，显著成果
所占比率并不理想，甚至远远低于社会“风投”
的 20%；其二，把监督责任分解到 PI本身所在单
位的法人机构，有分担监督责任的目的；其三，
防范 PI制导致的其他负面问题。
“法人责任制这一新的策略，是期望至少

对所存在的问题有所制衡，应该是不得已而为

之的办法。”李侠表示。

风向何处去

李侠认为，从长远看，要真正提高中国科技资
源使用效率，应让研究者依靠自身业务水平，通过
公平竞争，让学术市场来配置资源。他表示，管理
部门的责任除了尽量简化程序，只需制定学术上
的规则。作为“巡夜者”，管理部门不能自己来分配
资源，否则就成为“设租”者，创造了“寻租”机会。
李侠向记者描述了一个按专业排名优化资

源分配的设想：在行业进入前 2000名的，可以不
选择申报项目，国家每年直接拨付科研资金。其
中也可以划分几个档次，排名档次靠前的可以得
到更多资助。这样一来，各方面可以节省很多精
力，安心做一些持续性的优秀科研题目。当然，
如果有些研究者觉得自己很出色，想承担更高风
险项目，比如“973”项目，则可以退出这 2000名
序列，另去申请。
异曲同工的是，于秀波认为，把资源分给法

人，实现预算制，肯定是以后的方向。
除了简化项目申报程序，刘彦随认为，还应

注重连续、滚动支持。
而对于监督，李侠认为，“公开”是最有力的

方式，其他任何方法监督成本都太高。

法人责任制：科研管理的良药？
本报讯（记者甘晓）5 月 30

日，中国科学院和中华全国供销
合作总社联合举办的农资物联网
技术成果汇报会在京召开。

目前，农资质量安全问题严
峻、物流成本过高、市场供需信息
不对称、缺乏农资使用技术指导等
是农资产业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对
此，2011年 9月 22日，中国科学院
与供销总社共同签订《共同建设农
资现代经营服务网络体系战略合
作协议》，着力推进先进技术与传
统行业的优势融合步伐。中科院物
联网研究发展中心、微电子所、声
学所、合肥智能所等研究机构参与
了农资物联网的研发。

据悉，根据供销总社与中科
院去年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双
方将重点在农资物联网整体技术
解决方案、农资商品质量追溯技
术标准、农资现代经营服务网络
云数据平台、农资供应链商务智
能系统、农资科技一体化服务系
统、农资溯源智能化终端、化肥商
业淡储监管系统等 7 个应用领域
开展技术合作。

中科院物联网发展研究中心
主任叶甜春介绍说：“隐形二维码
防伪技术、农资防伪溯源移动式
终端、无源温湿度 RFID标签等技
术的运用，使得整个服务体系‘傻
瓜化’。”

当前，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
占有我国农资市场 67%的市场份
额，但中国农资流通协会常务副
会长杨建平认为，“质量的可靠性
和服务的先进性还不够”。他提
出，技术专家应与农资行业专家
精诚合作。

截至目前，双方已联合召开了技术专家与
行业专家的对接会，建立了农资现代经营服务
网络体系顶层设计方案，国家“十二五”科技支
撑重点项目“支撑农资核心业务的智能信息平
台研究与示范项目”也正在实施。

姻本报实习生 于思齐
自 4月以来，全球范围地震频发。数据

显示，仅 4 月的上半月（截至 4 月 18 日凌晨
两点），记录到的地震数量就有 352个之多。
如此频发的地震难免让人有些担忧和顾

虑，对此，中国工程院院士赵文津日前在北
京地质学会组织的“院士讲地灾”高峰论坛
上表示：地震频发的事实无法回避，当务之
急是：一方面加强对地质测报研究，提高对
观测资料分析和应用的能力；另一方面，认
真总结过去测报的经验教训，加强地方在地
震预报和防震减灾中所发挥的作用，正所谓
“双管齐下”。

据自 1900 年以来的资料显示，100 多年
间，全球平均每年发生 1 次 8 级以上地震、
15 次 7 级（7～7.9）以上地震，而 6 级以上

（6～6.9）地震更是高达每年 134次之多。
但“这些大地震的分布具有规律，如智利

9.5 级地震、日本 9 级地震、印尼 8.6 级地震
都是沿着太平洋板块或印度洋板块的边缘发
生的”。
这是大洋岩石圈向大陆岩石圈下面俯冲

的结果，震源多位于俯冲带的大洋一侧，一般
来说，大洋岩石圈比大陆岩石圈厚度薄、温度
低、刚性大、积累的能量也大；在俯冲带，大洋
板块插入到大陆板块的下面，由于相互发生
挤压磨擦，形成能量的积累；这种挤压就很可
能使海底地形发生较大变化，变化达到一定
程度，将致使地震发生。

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全长 4万公里的
环太平洋地震带成为地球上最主要的地震
带，集中了全世界 80%以上的浅源地震、几乎
全部的中源和深源地震。

“不过，中国的地震多属于大陆板块内部
地震，是由于太平洋板块和印度洋板块向北
向西推挤作用下，在欧亚大陆内部薄弱地带
产生的地震。”赵文津说。
“所以，研究地震发生机制最本质的问

题，是要研究板块是怎样运动的，研究位移的
多少和力的大小。这是我们分析板块运动和
地震发生机制的一个基础，是李四光多次强
调的，我们不能丢弃。”赵文津强调。

作为一个多地震国家，如何做好地震预
报和防震减灾工作显得尤为重要。

对此，赵文津提出，在中国当前科学预报
还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情况下，采取专群
结合、土洋结合、多学科结合、多部门合作等
措施非常重要，特别是地方相关部门领导的
风险决策作用非常关键。

比如 1975 年海城地震的短临预报、1976

年青龙县全县防震等。在赵文津看来，这些都
说明了地方群众的测报和防震减灾经验十分
重要。
“地震有很大地区性差别，所以地震发生

的情况有可能不同，但是地方预报是有可能
取得好成绩的，而且已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他说。
“数字预报应该开展，它是地震科学预报

的最高点。”赵文津肯定道，“但那不容易，还
需要奋斗几十年再看。”
然而，“当务之急，是要提高对观测资料

分析应用的能力。”赵文津强烈呼吁要重视这
一问题。
“因为现在的地震局观测项目很多，如何总

结这些观测项目，通过这些现象认识地壳运动
的规律，从这些规律进一步发现其与地震间的
关系，才是根本的途径和最核心的问题。”

本报北京 5月 31日讯（记者潘希）《自然》杂志今天以封面
文章的形式，发表了对栽培番茄全基因组精细序列的分析研究结
果。该项工作由来自中国、美国、荷兰、以色列等 14个国家的 300
多位科学家组成的“番茄基因组研究国际协作组”完成。

据介绍，科学家们在解码的番茄基因组中共鉴定出约
34727个基因，其中 97.4%的基因已精确定位到染色体上。进化
分析表明，番茄基因组经历的两次三倍化，使基因家族产生了
特异控制果实发育及营养品质的新成员。

协作组同时绘制了栽培番茄祖先种野生醋栗番茄基因组的
框架图，两个基因组仅有 0.6％的区别。分析表明，经过人工驯化
和育种选择，栽培番茄比野生番茄果实更大，品质更好，番茄红
素、β—胡萝卜素和维生素C等生物活性物质含量明显提高。

据了解，该项工作将极大推动番茄乃至包括马铃薯、辣
椒、茄子等在内的茄科植物的功能基因组研究，为培育具有高
产、优质、抗病虫害、抗逆等优良性状的番茄新品种打下了良

好基础，对推动全世界番茄生产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科学家高质量地完成了番茄基因组测序总任务的 1/6。

其中，中科院遗传与发育所研究员李传友和薛勇彪负责第 3号染
色体的测序工作，中国农科院蔬菜花卉所研究员黄三文和杜永臣
负责第 11号染色体的测序工作。
“此项工作标志着我国已是番茄基因组学研究的强国之一，对

于支撑我国蔬菜产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李传友在接受
《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下一步将主要做好对番茄基因组的利
用，包括以番茄为模式的基础理论研究以及番茄分子育种，提升我
国番茄及其他蔬菜品种的国际竞争力。

李传友还指出，我国蔬菜种业面临强大的国际竞争，跨国种子
公司已占据了相当一部分高端种子市场，我国须加速有自主知识
产权优良品种的培育。“我国在蔬菜基因组研究领域具有优势地
位，如何把基础科研的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是目前面临的主要挑
战，希望国家有关部门大力支持。”

番茄全基因组测序完成

本报北京 5月 31日讯（记者潘锋）无论在全球还
是在中国，吸烟都是主要的可预防死因之一。世界卫生
组织将每年的 5月 31日定为世界无烟日。世卫组织驻
华代表蓝睿明博士今天表示：“今年世界无烟日的主题
是烟草业干扰。目前已有包括中国在内的 173个国家
承诺共同履行世卫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但控烟
活动受到烟草业有组织的反对。我们必须予以反击。”

5月 30日，我国卫生部发布首部《中国吸烟危害
健康报告》。报告称，全球每年因吸烟死亡的人数高达
600万，中国则突破了 100万。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烟
草生产国和消费国，吸烟对人民群众健康的影响尤为
严重。据调查，中国吸烟人群逾 3亿人，另有约 7.4亿
不吸烟人群遭受二手烟的危害，每年因吸烟相关疾病
所致死亡人数超过 100万。如对吸烟流行状况不加以
控制，至 2050年，每年死亡人数将突破 300万。报告同
时认为，全世界不存在无害的烟草制品，只要吸烟即有
害健康。

蓝睿明表示，中国已签署了世卫组织《烟草控制框
架公约》，并于 2005年批准了该《公约》。中国有关烟草
危害的首部官方报告具有里程碑意义。

世卫组织赞扬中国
发布吸烟危害健康报告

本报北京 5月 31日讯（记者潘希）记者今
天从中国气象局获悉，5 月，我国平均气温为
16.8℃，较常年同期偏高 1.0℃，其中华北大部、
黄淮北部及内蒙古中部、云南西部和北部、四
川西南部等地偏高 2℃～4℃，四川、云南、贵
州、广西等四省（区）共 27 个县最高气温突破
历史极值。

中国气象局应急减灾与公共服务司司长
陈振林说，5月全国平均降水量为 66.1毫米，较
2011年同期偏多 11.3%。但降水空间分布差异
显著，江南和西北东部偏多、华北黄淮和西南
中西部偏少。
“目前，云南、四川旱区的降水对缓和当地

旱情较为有利，但由于西南旱区前期干旱时间
长，整体缺水状况仍未得到有效改善。云南北
部、四川南部还存在中到重度气象干旱，局部
地区为特旱。”陈振林表示。

陈振林介绍，针对 5 月强对流天气多发、
南方暴雨频发、多地出现泥石流灾害等情况，
今年汛期气象部门将结合山洪地质灾害防治
气象保障工程建设，在全国开展暴雨诱发的
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地质气象风险预警服务
试验业务。该业务根据降雨量的监测和预报
结果，结合水文、水利、地质、地理以及经济社
会等信息，提前作出灾害可能发生的气象风
险预警。

5月全国多地
最高温破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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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公安厅副厅长陈里发微博称
“想请几名农民工兄弟吃饭”，5月 27 日
晚，他和 8名农民工在西安市鼓楼广场
一起吃了羊肉泡馍。有网友质疑，陈里是
想借此事作秀。（5月 31日《新京报》）

随着网络的迅猛发展，借助网络制造
噱头吸引眼球，以图扬名天下的现象确实
层出不穷，以至于人们对网上很多现象产
生质疑，特别是对某些官员行为的质疑，
几乎成了一种习惯。说真话遭炮轰，说假
话被痛批，如此等等，官员在网上的一言
一行能不被质疑的几乎绝无仅有。

这样的质疑在日前深圳发生的“5·
26”交通肇事案中更是离谱。本是一件并
不复杂的交通肇事案件，因为跑车、飙
车、残缺的监控录像等这些具有冲击力
的关键词，给了人们无限的想象空间，尽
管当地警方已经锁定肇事嫌疑人，但还
是被质疑有人“顶包”。深圳警方连续三
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并进行 DNA比对，
耗费了大量警力资源，终于才将质疑化
解平息。

但是，能像这样有耐心应对质疑的
部门毕竟不多，有些单位对于某些网友
无端的质疑采取回避甚至置之不理的态
度，虽然不妥，但也未必不是对这种习惯
性质疑的无声拒绝。

有些网友形成了习惯性的质疑态
度，凭着自己的某种臆想或猜测进行无

端质疑，至少可以说是一种陋习。这种“陋习”不仅会伤
害到官员自身和社会的公平正义，同时也不利于自己
对事物的客观分析和判断。

须知道，无论是真实的现实社会还是虚拟的网络
空间，终归还是真实与善良居多，并不是所有官员都愿
意在网上晾晒自己，能有官员通过网络表述自己的真
实意愿，网友应给予更多包容。无端提出质疑，即便是
心胸再坦荡的官员，也未必还敢与网友敞开心扉；一律
用怀疑的目光去看待官员的正义与善良，用质疑的态
度去主观猜测，很容易让自己走向灰暗的极端。因此，
习惯性质疑，不只会危害他人和社会，同时也会害了自
己，这种陋习还是趁早改掉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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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时评

中国工程院院士赵文津：

地震测报需“双管齐下”

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走出大山———5月 29日，来自河北赞
皇县院头镇院头村小学的 30名山区孩子兴高采烈地来到省城，
参观石家庄经济学院地球科学博物馆。此次活动是由爱心企业赞
助的公益之旅，是在“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献给山区孩子的一
份特殊礼物。

据介绍，院头村小学地处山区，条件比较艰苦，学校共有 4个

年级、130名学生和 6位教师。
近年来，石家庄经济学院地球科学博物馆不仅仅为在校大学

生提供实践教学服务，同时为了更有效地发挥博物馆功能，还向
社会大众开放，让普通市民走进博物馆，感受历史文化的魅力。

图为孩子们正在观赏霸王龙化石标本。
本报记者高长安通讯员张欣摄影报道

院士之声

山区娃与科学博物馆的首次接触

http://www.sciencenet.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