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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物理所课题调整前后
———写在物理所建所 21 周年之际

杨国桢4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北京- 511561）

4-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曾任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5627—5666 年）

- - 经历我国改革开放 .1 年的变迁，“ 课题调整”

目前已成为极其通常的科研组织行为；然而在“ 文

革”刚结束的 /1 年代末或 21 年代初，却是让人费

心、耗力的“沉重”难题& 如今，回顾中科院物理所从

那段历史时期起步的课题调整，这是一项推动物理

所发展的科技改革与创新的重要举措& 可以说，它在

研究所的发展历程上，已显示出特有的时代印记&

课题调整：56/6 年“试水”与 5628 年改革再提出

56/2 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沈元壤教授

（现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应邀来物理所作为期 .
个月的访问& 我时任激光实验室副主任，参与其相关

的活动安排& 我们与沈元壤教授在进行学术交流的

同时，还研究讨论了课题组应如何建立及如何评估

等有关问题& 在研究所的同意和支持下，由本室和所

内有关领导共同提出了激光实验室课题调整的实施

方案& 其目标主要为：一是克服研究课题分散、低水

平重复的现象；二是探索建立研究课题包括开题、检

查、结题等管理过程的制度化、规范化&
其中，对开设的研究课题必须的要求是：搞清国内

外研究情况，开题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人力物力的条

件，研究内容、目标及预期成果等& 同时根据激光实验

室当时的实际情况，初步确定建立 3—/ 个左右课题

组，人员编制为 71 余人，并实行课题组人员的自由组

合& 但问题是，课题调整实施后，全室将有 3—2 名编外

人员的处理& 尽管所里支持这一情况，但却无法对其处

理；直至后来分别向中科院和北京市的高层领导提出

报告，经请示后再次“无法处理”，从而导致了此次课题

调整的最终搁置& 其时大家的意见是，等待时机，课题

调整“要走（做），全所一块走& ”

5628 年，物理所被列为中科院改革试点单位率

先迈出改革步伐& 由于当时研究所存在课题分散、重

复及数量过多的状况，以此作为改革的切入点，采取

了先撤销研究室、后进行研究课题调整的做法& 此后

明确为每三年进行一次课题调整，主要根据课题组

三年的业绩和学科发展动态，确定课题研究方向，并

选定组长及其人员的优化组合& 同时实行课题组在

一定自主权下具有责、权、利相结合的组长负责制的

目标管理，还与此相应地制订了有关课题组长工作

试行条例，以有利于建立高水平课题组&

以课题调整推动研究所健康稳定发展

5628 年第一次课题调整，是由时任所长管惟炎

主持完成的& 这牵动着全所上下，以至在中科院内外

引起了强烈反响& 其结果是，全所保留的 6/ 个课题

组，加上当年经学术委员会评议通过并被批准的 57
个新开课题，共计为 550 个课题组&

5627 年 7 月，我由副所长接任为所长& 由于历

史沿革及原有科技体制在计划经济下的积弊，课题

调整面临的态势依然是任务重、难度大& 为此，我与

所领导其他成员一道，以努力奋进的改革开拓精神，

同心协力，先后于 562/，5661，566.，5663，5666 年进

行了五次课题调整&
据统计，至 5666 年，全所课题组为 71 个左右，

包括三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和一个中科院开放实验室

的课题组在内，与 5627 年相比，已减少了一半以上，

彻底扭转了长期存在的课题重复、分散的状况&
与此同时，全所科技人员精干化和年轻化基本

形成& 职工总数从 5627 年的 51.5 人，降至 5662 年

的 720 人，其中还包括每年引进的 01—.1 人，即在

不到 57 年的时间内，共计引进了 815 人& 尤其是选

拔与培养了一批年轻优秀的课题组长& 以 72 岁不再

担任课题组长为设限的原则（ 院士除外），至 5662
年，87 岁以下的课题组长和重点及开放实验室正、

副主任共计 08 人，占全所同职总数的 80& 59 & 这使

研究所人员的结构与分布趋于合理的状态&
特别是，通过课题调整，为研究所适时地赢得了

逐步深入发展的重要机遇& 这主要表现为下列三个

重要发展时期：

（5）确保实现研究所的发展定位及办所方针& 针

对 21 年代中期开始的社会上“公司热”倾向，为确保

基础研究放在全所科研工作的首位，经 562/ 年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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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后，使基础研究课题大体稳定在全所课题总数的

’%4—#%4，并分流一部分人员，加强开发应用工作-
（$）酝酿建立凝聚态物理中心- 5667 年，原国家

科委（今科技部）批准物理所为基础性研究所改革

试点单位之一- 其中结合酝酿成立的凝聚态物理中

心，于 566’ 年第 8 次课题调整中，加大了调整力度，

使基础研究相对集中，研究所由此在合理规划、有限

发展、稳定支持等方面取得了新进展-
（"）顺利批准进入中科院首批知识创新工程试

点单位- 除原有的 " 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和 5 个院开

放实验室外，中科院电镜开放实验室、中科院真空物

理开放实验室和中科院极低温物理开放实验室也先

后进入了凝聚态物理中心- 根据中科院试点的要求

与标准，在 5666 年第 ’ 次课题调整中，优选了 "6 个

课题组进入凝聚态物理中心- 经申请批准，中心顺利

进入中科院首批知识创新工程，成为中科院物质科

学研究基地的成员单位之一- 同时也为此后物理所

被国家批准成立的北京凝聚态物理实验室（ 筹）奠

定了扎实基础-

课题调整提升研究所科技创新能力与学术地位

经过上述课题调整，研究所科研工作的整体水平

在不断提高，其中取得了一批具有特色、高水平的重

大科技成果- 例如，钕铁硼第三代稀土永磁材料的研

究及推广生产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液氮温区氧

化物超导体的发现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直接法

测定蛋白质晶体结构研究获得第三世界科学院物理

奖，纳米电子学超高密度信息存储研究被评为 566#
年国内十大科技新闻之一，定向和超长纳米管的研究

被评为 566& 年中国基础科学研究十大新闻之一- 其

中，仅在 5668 年后的 7 年间，获得国家和中科院的重

要科技成果奖计 "$ 项，授权专利近 8% 项-
这期间，由中国科技信息所统计显示，物理所被

9:; 检索系统收录的论文数和被引用论文数，均已

连续 & 年位居全国科研机构之首- 其中，在国际上最

有影响的 <1).=>，920>32>，?(@A021/ B>C0>, D>))>=A 等

国际顶级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也有一定增长- 例如，

在 5666 年 5，$ 月份，已在 ?(@A021/ B>C0>, D>))>=A 上

发表 7 篇论文-
为面向国际前沿发展和国家建设需求，物理所

先后建立了磁学、表面物理（ 与半导体所合建）、超

导三个国家重点实验室，以及光物理、电镜、真空物

理和极低温物理开放实验室- 并由此推动了若干新

兴交叉学科研究，开辟了新学科生长点，如液态物

理、纳米科学与材料等-
这里，引述科技部和中科院及有关领导对物理

所的相关评价意见：

#! 5667 年，原国家科委和中科院联合对物理所

进行评议时认为，物理所在有的学科领域“ 做出了

有世界意义的贡献”-
#! 5667 年，原中科院院长周光召在同意物理所

成立凝聚态物理中心的批示中指出：“ 近年来在杨

国桢所长及所领导班子的努力下，物理所在发展凝

聚态物理，进行结构性调整，培养人才，开展国内外

合作方面都取得了很好成绩- ”

#! 566& 年，中科院对各研究所评价的结果中，物

理所绩效评价和状态评价均为 E，并在基础研究基

地型研究所中，以 &&- 8 分名列榜首- 这无疑为物理

所进入中科院首批创新工程试点单位创造了极为有

利的条件和组织准备-

组织课题调整的一些体会与认识

可以看到，课题调整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研究

所综合配套改革的协调与支持- 为使课题调整顺利

进行并取得成效，就自身工作的实践来说，更为重要

的在于：

课题调整有赖于研究所整体发展规划- 而建立

在一致认同的发展规划基础上的课题调整，才能有

方向、有目标，才能有计划、有步骤地推动研究所的

持续发展-
抓两个文明建设，营造内部改革环境- 其中：依

法治所，有助于全所职工服从共同的目标和整体利

益，遵循各项规范与准则，减少矛盾和争端；同时应

积极推进和加强以人为本的民主制度建设，以利于

发挥和调动全所人员及各级组织参与改革实践的积

极性与主动性- 上述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

可- 事实表明，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课题调整

从“打破一潭死水”引发“ 阵痛”开始，逐步演变为

“无震荡”状态-
作为所长来说，首要的是，在国家利益的共同目

标下，为研究所及广大职工谋发展、尽职责，若是一

旦闪失，不仅事关全所安宁与稳定，更是贻误研究所

发展时机，造成不良甚至严重后果-
展望未来，任重道远- 让我们以物理所 &% 华诞

为新起点，团结一致，在复杂多变和激烈竞争中，保

持清醒头脑，增强危机感、使命感，不能有任何懈怠，

戒骄戒躁，开拓前进，在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

中，为国家经济建设和科技事业发展作出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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