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个“中国航天日”习近平李克强分别作出重要指示和批示

向广大航天人致以崇高敬意
为实现中国梦凝聚强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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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4 日，银川市民在宁夏科技馆的航天展厅内参观。
当日是我国首个“中国航天日”，主题是“中国梦 航天梦”。全国多地举行丰富多彩的科普和教育活动，

让人们了解航天知识、领略宇宙奥秘，激发公众对太空探索的热情。 新华社记者李然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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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4 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音乐厅
座无虚席。以“中国梦 航天梦”为主题的首
个“中国航天日”主题活动上，中国航天科
技工作者齐聚一堂，共同纪念 1970 年 4 月
24 日长征一号火箭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
球卫星“东方红一号”成功送入太空这一历
史性的时刻。

60 年来，在我国航天事业发展的每一
个关键阶段，中国科学院作为国家科学技
术的“国家队”，亲历了中国航天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全过程，作出了不可
替代的重大贡献。

让《东方红》响彻寰宇

中科院与中国航天事业的不解之缘是
从“两弹一星”开始的。

1958 年，为响应毛泽东主席“我们也
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中科院专门成立

“581”组，将研制人造卫星作为头等任
务，为新中国发展人造卫星勾画出第一
张蓝图。

“中科院党组抓紧做了两项工作：拿
出了我国第一个卫星规划；做出了我国
第一个卫星模型。”中科院原党组书记张
劲夫曾回忆称：“‘581’组夜以继日，紧张
工作两个多月，通过与院内外 31 个单位
通力协作，完成了运载火箭结构的初步
设计和搞出了载有多种高空环境探测仪
器及动物舱的两种探空火箭头部模型，
为自力更生发展我国空间事业迈出了可
喜的第一步。”

1965 年 8 月，中科院成立了卫星任务
领导小组、卫星总体设计组以及卫星任
务办公室三个组织；随后又在北京主持
召开了中国第一颗地球卫星总体方案论
证会。

就在这次关键会议上，总体组提出了
一个历史性的建议：第一颗卫星为一米级，
命名为“东方红一号”，并在星上播放《东方
红》乐曲，让全世界人民听到。

此后便是艰苦卓绝的攻关。据中科院
自动化研究所原党委书记吕强回忆，有一
次他们所在室外做一个部件试验，时值隆
冬，寒风凛冽，几个小时过去了，却丝毫没
有成功的迹象。他建议同志们吃夜宵后再
说，可大家纹丝不动。他十分着急，壮着胆
为试验“出点子”说：“把那个小帽子反过来
试试看。”

没想到，试验竟然成功了，在场的同志
欢呼雀跃。也许那时吕强并不明白其中的
道理，可这件事却成为中科院群策群力攻
关的一个缩影。

1968 年 2 月，为避免“文革”对卫星研
制的冲击，中科院“东方红一号”研制队伍
5000 多人、试验基地、科研设施、工厂以及
研制任务本身，全部移交国防科委新成立
的第五研究院，继续完成正样星研制，最
终，“东方红一号”于 1970 年 4 月 24 日成
功发射。

“神舟”的神奇力量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和科技实力的
不断提升，航天科技迎来了大发展。1989
年，中科院联合相关部委，组织开展我国载
人航天应用任务的立项论证工作，提出载
人航天工程一期开展科学实验等 4 项主要
任务，为载人飞船的技术、经济可行性论证
奠定重要基础。 （下转第 2版）

当下，对研究人员来说，不论是政府还
是非政府研究项目，经费的使用、报账，都是
一个令人头大的事。

其一在于先要作详细准确的经费使用
预算报批，获批之后使用时，只要其中某一
项的实际开支金额超出预算，就得修改预算
重新报批。由于谁也不可能将预算与实际使
用算得那么精准，所以这种修改不仅难以避
免，而且往往会是多次。

其二在于很多经费报销规定不合理，使
不少实际用于研究项目的开销不能报账。如
研究人员自己开车做课题调研和搜集资料
等，但其间消耗的汽油费却不在可报销之
列，至于汽车折旧费更不用想。

其三在于报账时，不仅要填复杂的报账
单，粘贴很多票据，还要一一加注说明，找领
导签字，然后拿到财务部门逐一审核。审核
无事还好，一旦有问题，又得重新折腾一遍。

从另一方面看，经费代管单位的相关管
理工作也不轻松。代管领导要经常审批经费
预算以及修改后的经费预算。财务人员则要
对每笔报账单的票据逐一核算。烦琐的程序
拉低了管理效率，方使等待报账的人积压得

越来越多，排的队越来越长。
既然现行研究项目经费的财务管理制度

既不尽合理又如此低效，让两方面的人都不
胜其烦，怨声载道，就应尽快对其进行改革。

那么，能否用市场化的交易方式予以化
解？即将项目研究视为项目出资方购买项目
研究人的商品即研究成果的交易。正如市场
交易中，每个商品购买者只要觉得某商品值
得购买也值这个价，都不会也不需要问商品
生产者生产这个商品消耗了哪些成本一样，
项目出资方也不必管项目研究者究竟怎样
使用这笔经费，只要届时能得到符合自己预
期的研究成果就行。

一直以来，政府高层管理方有这种观
点：项目研究人员身为高校或者研究机构的
专职人员，其本职工作就是以专业研究为
主，政府及单位已经为此给
予固定工资作为报酬，在这
种情况下，当他们承担政府
项目或社会项目研究时，如
果再让他们以劳动报酬的
名义从项目研究经费中直
接领取现金，就超出了其应

得的报酬，违反了按劳分配原则。
但事实上，研究人员从事一些自己申请

来的项目的研究，相当于是在干“额外”的工
作。因为那些从不申请或申请承担不到政府
或社会项目的人，同样也有政府提供的固定
工资。甚至很多情况下，这些项目承担者是
在优先完成本单位工作的前提下，利用自己
的闲暇时间做额外的项目。由此，那些不从
事项目研究的人们，包括各级管理者，就不
应该只看到项目研究人员拿了多少项目经
费，而看不到他们的辛勤付出。

需要注意的是，一旦以市场交易的方式
购买研究成果，作为出资方的政府，就不应
仍以现行的粗放管理方式开支研究经费，而
应想方设法以最经济的价格买到最佳的研
究成果。为此，如果是政府提出的研究项目，

就要严格以政府采购招
标和研究人员充分竞标
的方式展开交易，从而使
政府采购能达到物美价
廉的效果。如果是政府资
助某些研究人员的自选
项目，就应通过制定统一

的计算标准，再依据完成项目的所需工作量
和必要的物质性成本核算出具体采购价。

至于为什么只谈作为出资方的政府，而
不谈作为出资方的非政府机构，如企业，是
因为后者请人作研究是花自己的钱，本来就
十分在意投入产出比，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
往往要比政府更会精打细算。

实际上，以往政府出资获得的研究成
果，的确出现过价高物不美的情况，浪费了
纳税人不少银子不说，也没有可喜的收益。
例如人文社会学方面的重点项目和重大项
目，均有数十万元（从 20 万到 80 万元不等）
的经费，虽然其成果量往往也很大，一般都
是一本、几本或一套书，但其观点、内容的创
新性，有时却未必抵得上一部没有任何经费
来源的专著，甚至也抵不上一篇具有原创性
的高质量论文。

这就又说明，采用市场交易的方式购
买研究成果，在收获简化报账事宜等好处
的同时，也为纳税人节约了经费。若上论不
虚，那么这等与国、与民、与学术研究都有
利的事，试一下又有何妨？

（作者系华中科技大学教授）

何妨以市场方式“买”科研？
———科研经费管理系列谈之二

■韩东屏

本报讯（记者潘希）记者 4 月 21 日从中国科协获悉，2016
世界生命科学大会将于 11 月 1 日至 3 日在北京举行。中科院院
士饶子和表示，本次大会将是中国举办的生命科学领域层次最
高、覆盖面最广的一次国际学术盛会。

据悉，大会以“健康、农业、环境”为主题，围绕生命科学、医
药卫生、农业及环境等领域安排大会特邀报告、学术专题报告、
政策法规及伦理研讨，举办青年科学家论坛、女科学家论坛等丰
富多彩的学术、科普及展示活动，全方位展示世界生命科学前沿
进展及我国生命科学所取得的辉煌成果。

本次大会邀请了 13 位诺贝尔奖得主、3 位世界粮食奖得
主、美国科学院院长、英国皇家科学院院长等众多享有国际声誉
的顶级科学家参会，得到生命科学领域多个国际重要学术组织
支持。

饶子和表示，本次大会展览面积超过 1 万平方米，将充分展
示生命科学领域重大成果与突破性进展。同时，大会还将举办国
际组织领导人圆桌会议、全国中学生生命科学项目挑战赛等多
项专题活动，为与会者提供丰富充实的交流平台。

中国科协副主席陈章良表示，生命科学具有令人振奋的发
展与应用前景，对科技发展、社会进步和经济增长必将产生深远
影响。本次大会将积极助力融合生命科学新业态、新技术，推动
国内外同行业优势互补，加强生命科学创新能力建设，促进科技
成果转化，催生生物经济时代，将成为世界生命科学和中国生命
科学界的一次盛会。

据悉，大会由中国科协主办，中国科协生命科学学会联合
体、中国国际科技交流中心承办。大会主席由全国政协副主席、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中科院院士韩启德和 1975 年诺贝尔生
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加州理工学院前院长 David Baltimore 教
授共同担任。

我国将举办
2016世界生命科学大会

本报讯（记者冯丽
妃）近日发布的 2016 自
然指数排行榜（NIT2016）
显示，中国已成为全球高
质量科研论文的第二大
贡献国，仅次于美国。在
自然指数排列前十的国
家 中 ， 仅 有 中 国 在
2012~2015 年间呈现两位
数的年均增长率，有些中
国大学的年复合增长率
高达 25%。

2016 自然指数排行
榜显示，中科院在全球科
研机构综合排名中高居
榜首且分值相较上年有
小幅增长，美国哈佛大学
和法国国家科研中心位
列第二、三位。同时，中科
院在化学、地球与环境科
学、物理科学三个学科领
域均力压群雄、排名第
一，但在生命科学领域，
中国科研机构排名普遍
较低，除中科院位居第九
外，没有其他机构跻身前
50 位。

中国在国家层面不
仅有着高达 13%的科研
产出增长率，一些中国大
学的增长率也非常高。例
如，苏州大学 2015 年在
中国大学中位居第九，
2012~2015 年间科研产出
的年复合增长率达 25%。

北京大学是中国位
居第一的大学（全球第十
一位）。南京大学、清华大
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和南
开大学也跻身全球大学
50 强。

2016 自然指数排行
榜展示了最近 4 年的各年度指数，并于 4 月 20
日首次对外发布。自然指数依据的是各国或各
科研机构对每年发表的约 6 万篇高质量的科研
论文的贡献情况，既计算论文总数，又计算不同
国家和机构在每篇论文上的相对贡献。

本报北京4月20日讯（记者李晨胡璇
子）今天，由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宣部等 23 个
部门联合主办的 2016 年全国知识产权宣传
周活动在人民网启动。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
申长雨代表组委会发表了视频致辞。世界知
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高锐发来视频贺词。

今年全国知识产权宣传周活动的主题
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运用 加快知识产权

强国建设”。申长雨在致辞中提到，在加快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的新形势下，党中央、国务院把知识
产权工作摆在了更加重要的位置。高锐表
示，中国参与设立世界知识产权日，代表了
中国对知识产权事业的积极参与和投入。

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廖涛介绍，组
委会各成员单位将单独或者多部门联合开

展重点活动近 70 项，其中知识产权局、工
商总局、版权局发布了《2015 年中国知识产
权发展状况》；最高法将发布《中国法院知
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2015）》，最高检将发
布 2015 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十大典型案
例；农业部将发布《中国农业知识产权创造
指数报告（2016）》；海关总署将发布 2015
年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十佳案例。

全国知识产权宣传周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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