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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地方综合科研机构的案例研究，是国家白持科学基金委员会下达的中 

国地方综合科研机构发展研究的子课霹．广西科学院案例研究是为这一子课题研究 

提供的一十案例．本案例包括两方面：一是广西科学院案例研究报告；一是中国地 

方综合科研机构调查表广西科学院部舟．两者相辅相成 全面完整蝗显示广西科学 

院全貌． 

美建词 广西 科学院 案例 研究 

1 十年奋斗 初具规模 

广西科学院 198o年成立至今。已经历了十年的发生 发展和成长壮大的过程。 

Ll 历史沿革 

广西地处祖国南疆．过去是一个经济文化都十分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一九五九年四月曾经建立了中国科学院广西 

分院。当时，广西分院与广西科委 科协 三科 合署办公。广西分院和广西科委直属及归 

口管理的单位，有广西植物研究所 科技情报研究所 褐煤研究所 化学研究所 经济研究 

所 电子学研究所 原于能研究所、生物生理研究所、物理研究所、南宁植物园 耕作制度 

研究室 科技出版门市部、广西科技学报 广西科学报，代管单位有计量及科学仪器修理 

一 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二年，贯彻中共中央调整机构 精简人员的精神。撤销了中国科学 

院广西分院．仅保留广西植物研究所和耕作制度研究室。归广西科委领导． 
一 九七八年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迎来了我国科学事业的叉一个春天．广西区党委决定 

由广西科委筹建广西科学院．一九八 0年九月正式成立，直羼单位有：广西植物研究所 广 

西海洋研究所，广西计算中心、应用物理研究室．生物研究室，这二个研究室于一九八五 

年．一九八八年先后改为广西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 广西科学院生物研究所。 

一 九八四年七月广西机构改革时，又将广西科学院归属广西区人民政府直接领导。 

1．2 建院根据 

广西科学院的建立．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与科技发展的历史背景． 

三十年前．中国科学院广西分院在我国 大跃进 的年月里。首经象昙花一现．仅仅有 

两年的时光便消失了。这反映了当时我们的党和国家对于科学技术的地位 作用的认识水 

平，带有时代运行的痕迹． 

· 本支是在广西科学院牛静同志指导下撰写蚋，最君弪柳浦生院长审阅．在此一并重谢。 

J991年 9月 5日收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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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 四人帮 ．结束了 文化大革命 ，我国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也迎来了向新的 

科技革命进军的新形势．在一九七八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同志突出地强调：科学技 

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就从恨本上否定了 文革 中对科学技术、 

对知识分子的贬低和歪曲．是在科技界、知识界率先进行的 拨乱反正 与 正本清源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将全国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要以实现农业、工 

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为中心，而科学技术现代化又是实现四化的关键。这就把科 

学技术的作用提到了它应有的地位，使人们的认识产生了飞跃． 

改革开放使我们打开国门，放眼世界：亚洲 四小龙 的出现，尤其是美、日、德等资 

本主义国家依靠科技进步在近二十年内经济起飞的事实，对我们是极大的震动和冲击。世界 

新技术革命的兴起．给我们带来既是机遇，更是挑战。 

正是在国内外这样一个新的历史条件下．广西科学院应运而生，它反映着新时代的运行 

轨迹。广西科学院既有别于中国科学院，也有别于地方的各专业研究所，是广西唯一的跨行 

业、跨地 区的综合性 自然科学研究机构，以承担全区战略性、综合性 的科技研究开发为主要 

任务，为实现四化 振兴中华和繁荣广西建功立业! 

l3 发展概况 

广西科学院在建院的十年中．是以 打好基础，打开局面 为中心，带动各项工作的发 

展。1980年到 1982年．以组织建设为主，院部机关和下属的五个科研单位在这段时间内基 

本建成。1983年到 l985年，进一步明确方向任务，健全制度．加强管理，使全院的科研工 

作纳入正常轨道。1986年以后，全面开展科技体制改革．面向经济，转轨变型。以主要力量 

投入经济建设的主战场，全院的思想和工作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1．4 机构概述 

广西科学院的机构设置，院部主要是管理机构．兼有研究开发工作；研究所为研究与开 

发机构。 

中国共产党广西科学院党组是广西区党委的派出机构，对全院起核心领导作用。 

广西科学院院长为全院行政首长．主持全院的行政业务工作。 

院机关党委是在广西区直工委的领导和院党组的指导下．主管院部机关和驻南宁科研单 

位的党的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 院机关工会和共青团总支部委员会是在广西区直工会、团委 

和院机关党委的领导下，独立自主地领导院部和驻南宁科研单位的工会与共青团工作。 

院机关的行政部门为四处一室：人事教育处 业务处 科技开发处、条件财务处和办公 

室 

全院下属五个研究所 (中心)，以大农业所居多。 

1,5 人员结构 

截至 l990年底，我院共有在编职工640人 (未含离退休人员 78人)．其中科技人员 468 

人，占职工总数73％，科技人员的基本情况是： 

职称结构：我院现有专业技术职务人员 462人，其中具有高级技术职务人员 58人，占科 

技人员总数的 12．4％；中级职务人员 174人，占 37．2％：初级职务人员 230人，占 49．1％。我院 

现有科技人员中，高、中、初级科技人员的比例约为 1：3：4。我院高级职务比例偏低，某些专业 

技术领域缺乏学科带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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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结构：全院科技人员大专以上文化的 344人．中专 (高中)103人．初中21人．三 

个文化层次的比重分别为：73．5％ 22％、4．5％．其中送出国留学和进修生 25人：有硕士学 

历的研究生 l7人。高学历 (硕士生以上)的数量少了一些。 

专业结构：全院科技队伍较集中的专业有计算机、电子、光学、植物 动锡、微生物、 

生物化学、海水养殖和加工，新技术 新学科的力量不足．经营管理人才更为匮乏． 

年龄结构：广西科学院科技人员 35岁以下 220人．36岁～49岁 129人．5O岁--70岁 113 

人．目前具有高级技术职务的科技人员中．50岁以上的约占80％，他们在2000年以前将要全 

部退出工作岗位．如何加速培养科技骨干力量．让青年人员脱颖而出已迫在眉睫． 

1．6 科研条件 

建院时，我院的仪器设备．除广西植物研究所这个老所有一定基础外．其余各所相当缺 

乏．经过十年的艰苦刨建，我院的科研条件得到了较大的改善．到 1990年底．全院固定资产 

(原值)1844．1万元．其中科研仪器设备 607万元．计 1108台 (套)．万元以上的大型仪器 

有59台．但是，由于设备投入少，大多数已过时．高级的现代化仪器设备极少，远远不能满 

足科研工作的需要。 

我院现拥有中外文图书和期刊近 20万册．总值 64万元．各所都建立了图书资料室，保 

证科研工作的需要．但是．由于图书资料管理与设置各自为政，每年购书费有限．各所很难 

建立起配备齐全的图书资料．需要进一步通过改革调整逐步形成一个全院的图书资料通用体 

系。 

我院从 1980年至 1990年的科研经费总和为 1537万元，年均 139 7万元．科研经费最多 

的是 1987年为278万元。人均 0 44万元．在科研经费中有 731．29万元为科技三项经费。年 

平均66．48万元．人均只有 1千元。如此微弱的科技投入，必然影响和制约我院科研工作的 

发展。 

我院职工的生活设施与工作条件相比．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改善．到 1990年底止，职工居 

住面积已有 28943 ．同时配备了职工俱乐部和运动场等娱乐设施．稳定了职工的情 

绪．调动了职工工作的积极性． 

1．7 科研成果与科技开发 

十年来。我院通过鉴定完成的科研课胚296项．其中有 63项为国家 省．部级奖。42项 

为地 市级奖，同时共发表科技论文 560多篇． 

遵照我国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技、科技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方针，我院强调以科技 

开发工作为重点。不断地进行探索、开拓和实践．取得了较大的进展．目前从上到下初步建 

立了科技开发体系．制定了调控措施和管理制度．将 70％左右的科技基金和 80％左右的科 

技人员投入到科技开发上，各所初步建立了中试基地及科技开发实体，逐步形成科 工、贸 

一 体化的运行机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全院 60％ 以上的科研成果先后都直接服务于生产实 

践，社会经济效益达 2上亿元以上。 

2 科技兴桂 渐露头角 

十年来，我院立足于现有的基础和条件，充分挖掘内在潜力．奋力拼搏．团结协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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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兴桂的战场上．初试锋芒，渐露头角。 

2．1 在完成广西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及综合治理开发的重大科研任务中起到了领队和带头作 

用。 

十年中，我院牵头组织了广西几十个科研院 所先后进行联合攻关的项目有：1980年完 

成的 广西弄岗自然保护区综合考察 ，为国家批准弄岗地区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作出了贡 

献，获广西科技成果一等奖；1983年完成的 广西大瑶山自然资源综合考察 ，证明大瑶山 

在有关科研、生产、教学以及旅游等方面具有重大意义和价值，并提出大瑶山列为自然保护 

区的建议，为广西决策部门把大瑶山作为广西山区开发的重点地区提供了科学依据，被评为 

广西科技成果三等奖：1987年完成的 广西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综合调查 ，对广西沿海的开 

发利用设计了总体规划方案，为我区沿海和大西南的经济建设提供了决策参考和理论依据， 

此项成果通过了国家级鉴定，获广西科技成果一等奖；1988年完成的 广西石山地区综合治 

理与开发战略研究 ，为决策部门关于石山地区的生态环境的恢复和保护，农业经济的建设 

发展提供了科学的依据，该项成果在国内尚属首次 获广西科技成果二等奖。目前，我院又 

承担了广西海岛调查的大部分任务，将为广西海洋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作出贡献。 

2．2 在计算机自动化技术 激光 太阳能等高新技术的一些领域处于广西领先地位． 

十年来，我院在办公及企业管理自动化、激光治疗、激光育种．太阳能利用等高新技术 

领域方面取得了63项成果，成绩斐然。 医药商业企业微机网络管理系统 在国内最先成功 

地在O嗣上用长城0520(2一H实现服务器并发技术，应用到国内3O多个单位，使企业净挣利 

润9000多万元： 中医计算机诊疗系统 可以模拟名老中医诊治十余种内科疾病，1985年被 

选送到日本筑波国际科学博览会参晨，在国际上获得了荣誉； 卷烟厂计算机辅助管理系 

统 是我国第一个在微机上实现的、具有配方功能的成果，武鸣卷烟厂运用这一成果仅改造 

两个牌号的配方，一年就降低成本 144万元。此外，太阳能热水器．激光医疗仪器系列产 

品．多功能电离子手术治疗仪以及在全国首届 火炬杯 高新技术产品展评会上广西唯一获 

优秀产品奖 的光电自动读入机，这些成果都为广西在激光技术的应用、能源的利用和计 

算机应用技术的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 

2．3 在开发、利用广西的生物资谲i优势上起到了突破与开拓的作用。 

多年来，我院在生物学科领域中，从植物的调查分类到引种 选育、栽培、组织培养、 

生长调节、园林绿化等方面取得了 5o项科研成果，都先后服务于社会生产实践。取得了可观 

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乌桕优良品种类型引种试验及推广研究 成果已服务于 55个县 300个 

乡，共种植 879万多株乌桕，造林面积 1．134万多公顷．经济效益 180多万元． 银杏(白果)矮 

化、早实、丰产栽培技术 成果受到自治区领导的重视，并得到区水果办公室的积极支持， 

该技术使18～2O年才开始结果的银杏树缩短到3～5年，并使之矮化。7年生每公顷产达到 

1281．75k鐾，现已建立了 100万株的苗术基地，苗术推广到四川 湖北、江西、云南．福建．湖 

南、广东等地．据测算，到本世纪末，仅广西的产值便可达 3亿元以上的经济效益。植物的 

生长调节、化学分析方面．如 赤霉素 (92o)工业化生产技术 成果填补了广西赤霉素工业 

化生产的空白； 广增索 (s0 已在国内25个省．市 l7个科研单位及生产部门广泛亚用． 

增产率在 5％一20％： 苦玄参化学成份的研究 为治疗和抑制癌症在药理方面提供了依据。 

2．4 在广西海洋资源的开发这一领域中．我院所发挥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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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海洋研究所是广西唯一从事海洋科学研究的机构。r‘酲有 i595km的 海岸线 ，l2．93 

平方公里的jE部湾海洋面积。我囊在保护、开发和利用海洋资源方面取得了22项科研应 

罢，并产生了相应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广西沿海岸主要港口台风暴溯预报 ，可直接为 

港口工程 海洋捕捞 水产养殖，海洋石油开发服务，在 国际减灾千年 活动中其应用前 

景广阔，对防止或减轻自然灾害具有很大作用。在海水增养殖尤其是养虾上我院也取得了很 

大成功，平均产虾 4222．5kgfam ．最高达 lO095kgfam ．刨造了南方养殖史上的最高纪录。 

在海蛇的综合利用方面，我院在国内首次成功地粹青环海蛇和平颏海蛇在离水湿润环境寄 

养．为运输和存仓活养提供了新技术。用分离纯化提纯青环海蛇毒素 I和平颏海蛇毒素 a的 

方法，具有国内领先水平。取得了较好的社会经济效益。 

十年来的实践表明，我院在广西科技界已经取得有影响的地位。然而，由于一些主观和 

客观因素的制约．我院在振兴广西经济中所应发挥的作用还没有完全到位。广西的区情是： 

(1)地处边陲，交通不便。信息闭塞，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和农业人口比重大；(2)生产 

条件比较差， 八山一水一分田 。还有一片海．山多地少人口多； (3)教育、科技落后．人 

才少，劳动者素质低：(4)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贫困面大，至今尚有 700万人没解决温 

饱。由此。广西经济的发展，要大力加强农业和基础工业，积极发展优势产业．为促进经济 

发展，在科技工作中就要发展相关的学科和专业．而我院没有工农业的专业研究所，目前所 

拥有的学科和专业，与广西经济发展的直接吻合程度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七 ，五 期间， 

广西科委安排的科技攻关项目460个，我院参加了62项：安排的271个星火项目，我院只参 

加 3项；安排的 28个 863 火炬项目和 129个科技扶贫项目，我院均未参与。这样我院就 

难以在广西建设中发挥应有的重大的作用． 

3 转轨变型 体制改革 

我院的改革工作始终围绕改革体制、转轨变型来进行．旧的体制的主要墼端是：与经济 

相脱节 单一的计划管理和平均主义的倾向。通过体翩改革，建立起促进科技与经济相结 

合 计划管理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新模式。 

3．1 更新观念 

我院从抓科技体制改革的形势教育入手，使广大科技人员认识到科技体制改茧的迫切性 

和必要性．由此提出对各科研机构的新要求和形成耐各科研机构的严峻形势，使大家产生崇 

高的责任感和虚机感、紧迫感．同时树立科技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观念，社会主义商品 

经济的观念和开放 开拓 创新的意识。 

3．2 转轨变型 

以改革按款制度为突破口．把科研机构推上为经济建设服务的主战场。我院各所均属多 

种类型．削减下来韵经费由院统一掌握．作为院科技发展基金、小型仪器费和智力投资经 

费．各所通过竞争争取。拨款制度的改革．促使研究所进一步调整发展方向，改变旧的运行 

机制 1982年至 1985年四年间，得到的纵向科研经费为 64万元，横向经费为 32万元，纵 向 

横向经费之比为 2：1：而 1986年至 1989年四年间．得到的纵向经费233万元，横向经费 369万 

元．纵向横向经费之比变为 1：1．58。这些横向课题绝大多数是为各企事业单位的产品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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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改造和管理自动化职务的．帮助这些单位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实行所长负责制．推行院所长任期目标责任制。我院1985年开始实行所长负责制．明确 

所长对研究所业务，行政工作负全面领导责任。随后又推行院所长任期目标责任制-明确院 

所长各自的贵 投。在制订好院长任期目标责任制的基础上。将院的目标分解到所．再结合 

本所实际，制订出所长的任期目标．使院所美系明确，责任清楚，增强了活力和动力。 

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引入竞争机制．克服平均主义．过去的职称工作无任期、无 

限额、无职责的要求．现行的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则是有具体的限额 任期和职责的要求。 

院部和各所根据需要和岗位设置。评聘所需人员．同时进行工资改革，所聘人员的职务与工 

资挂钩．促使广大科技人员进一步端正工作态度，调动了积极性． 

接 一所两制 的构想，积极发展科、工．贸一体化实体．通过这种形式．把技术直接 

转化为商品，进入市场，长入经济．并探索计划管理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运行机制的具体途 

径。几年来。我院采取单位贷款、院部贴息和适当拨款下达开发项目滚动发展等措施，扶持 

各所建立了科工贸一体化的实体或生产、中试基地．并取得较好的效益．计算中心海蓝电脑 

公司利用中心拥有的广西一流的计算机应用技术作后盾，90年营业额已超 800万元．海洋所 

的海水育苗基地每年为沿海养殖场 (户)提供 3000万尾虾苗，海产品综合加工厂积极利用海 

产品生产鱼丸和海蛇酒．这两个中试工厂 (场)创办3年，共创产值 60多万元．纯利 20万 

元． 

33 改革现状分析 

捷院经过几年的科技体制改革．在新的模式上．建立了基本雏形．但从总体上看．只是 

初步的。还有很多需要进一步探索的同题． 

3．3．1 科技面向经济．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意识已经树立。在改革工作中，我院也作了若 

干探索．取得了一些经验．但是在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同时，如何发展壮大自已，还没有很好 

解决。 

3．3．2 单一计划管理的模式已有较大改革．市场因素对科技工作的指导作用加大了，但 

如何使计划管理和市场调节结合起来，发挥各 自的优势．形成良好的管理体系和运行机制． 

还需要找出具体的途径。 

3．3．3 捷院目前这样的管理体制，存在着宏观调控力度不强的弱点．院一级只掌握着各 

所领导班子配备投及削减下来的5O万元经费。对各所缺乏一种凝聚的作用力，各所基本上是 

站在自已的立场．围绕 自已的学科专业．自我运转，自我发展，很难实现全院整体的较高层 

次的战略意图。因此．建立一个能发挥地方科学院整体优势的管理模式．是我们面临的一大 

问题． 

3．3．4 我院实行了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制度 调动了科技人员的积极性．为促使优秀人才 

脱颖而出创造了条件．但在实行过程中，还存在若论资排辈、嫉贤妒能等现象，想用的评 F 

上．评上的又用不上．评上了就得聘。我们认为．聘任制作用的充分发挥．关键在于两方谣 

的同步进行：一是国家在任免、奖惩、升降、聘辞等方面进一步改革、二是我们科研机构本 

身要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敢于实行．善于实行． 

4 积极探索 建院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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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走过 的十年路程，正是我国进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的开创时期 我 院的建 

设与发展．无疑应当沿着这一道路积极援索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会主义的地方科研机 

构。我们认为。这样的科研机构，至少应当包含这样几点内容：(1)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 

会主义方向； (21通过 改革 开放建立新 的运行 机制，最大限度地解放和发展科技第一 生产 

力：(31根据发展地方经济的需要，形成优势。发挥特长：(4)太力提高科研效益，为促进地 

方约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作 出应尽的贡献。围绕这一思路，仅就我院十年来感受较深的一些 

经验教训I作一概括的综述： 

首先是要建设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班子。 

我院十年来几届领导班子的运行情况，充分表明．加强党的领导，形成一个坚强有力的 

领导班子，是我院建设与发展快慢的前提与关键． 

院级领导班子的配备．取决于上级领导，如何建设坚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则主要在于自 

己 。 

一 是优化群体结构。在当今形势下。对科研工作的领导与管理决不是任何个人所能胜任 

的，而必须依靠院的领导集体来实施．这个集体有它的科学形态与结构．参加这个集体的成 

员，应当是既有较高学术造诣．又能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有一定组织管理能力的专家。其核 

0成员要善于把握方向 (包括政治方向与业务方向)．掌握重点．组织实施．其他成员不仅 

能积极参与集体决策．也能独当一面．共同创造群体的业绩。 

二是团结才有力量。内耗是领导班子的大敌．如果领导班子有 一条缝’，下面就会是 

一 道沟 。每一个成员都要顾全太局，互相尊重，互相支持，自觉地维护领导班子的团 

结．增强全院的凝聚力．战斗力． 

三是廉政又勤政．榜样的力量无穷。尤其在改革开故的今天，领导班子成员更应当廉洁 

奉公，率先垂范。同时，对每一领导成员来说，决不是仅仅限于洁身自好，还要挂帅出征， 

勇于排除困难与干扰，积敬带领群众开拓前进。廉政勤政的有机结合，才是为 官 之道。 

第二是把振兴地方经济作为全院的首要职责和中心任务。 

十年来的实践，使我们认识到．为发展地方经济服务，应着重于以下几点： 
一 是强化面向经济意识。我院过去的运行机翩．主要是靠国家拨经费、下项目来搞科 

研，没有把促进地方经济建设真正视为已任。开展科技体制改革以来，我院不断地破除科技 

与经济脱节的旧观念，反复强调：树立强烈 的为振兴广西经济服务的意识， 三个层次 一 

个耳标 (应用技术研究 高技术研究．基础研究始终都要落实到振兴地方经济)，千方百 

计，全力以赴． 

二是围绕振兴地方经济，调整和部署科研任务。我院过去的科研工作侧重于基础性工 

作，或者是仅仅停留在出成果而没有转化为生产力。为了发展地方经济，我院通过科技体制 

改革．对科研任务和科研力量的配置作了结构性的调整．使之纳入与经济相结合的轨道。重 

点是： 

加强软科学研究．为地方党委和政府的决策服务．这是科技与经济的高层次结合，是带 

有全局性影响的。我院牵头组织完成的广西石山地区综合治理与开发战略研究，不仅完成了 

治理与开发的研究任务，还与广西计委 科委等部门一起研究拟定了开发治理方案．为广西 

科技兴农 脱贫致富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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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高新技术研究与产业化．促进地方优势产业的开发。广西的经济比较落后．但也有 

其资源优势。比如，有色金属、建筑材料．旅游资源、植物资源，海洋资源和蔗糖．亚热带 

水果等。针对广西这些资源的开发及形成产业优势。我院注意发挥计算机科学、生物工程、 

激光技术等专业的优势，探索一条以高技术支撑地方优势产业发展的路子． 

加强联合协作。发挥科技集团的综合效应．我院在地方科技部门中的地位．决定了我院 

应具有带头和中坚的作用。十年来，我们依靠自身的多学科、多层次的综合优势．组织一些 

专业研究院、所。较好地完成了一些重大的科研项目，起到了 省级队 的作用．今后只要 

我们继续开拓这一道路．那么，我们就可以在不增人，增钱、增设备的条件下，把我们一个 

科学院的作用变成几个科学院的作用。 

第三是艰苦创业，发奋图强．打好基础．打开局面。 

我院目前是地方科学院中唯一的少数民族地区的科学院。在祖国大家庭中，这块更为贫 

穷落后的土地注定了我院的成长与发展．必须高度发扬艰苦刨业、发奋图强的精神．扎扎实 

实地打基础．逐步地开创发展科技、振兴经济的局面。 
一 是勤俭建院．建院伊始．我们以三间平房起家．迁移了几千个坟头．利用少许基建费 

和维修费，在这片被南宁人称为 西伯利亚 的荒山野蛉，建起了一些简陋的实验室、机房 

和宿台 在非常艰苦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下，领导以身作则，同志们士气旺盛，上下一心，边 

建设．边科研．场所不足就借地练兵．没有老科学家就充分发挥青年人的积极性．逐步走上 

建设发展之路．形成了今天这样的规模．抚今恩昔。这种艰苦创业的精神，应当永远激励着 

我们去建设更加兴旺发达的明天．决不能随着时光的流失而泯灭。 

二是人才为率．为此．我们制订规划和措施，改着人才结构，弥补断层和缺门．要求全 

院在 35岁以下的青年中尽快造就一批领导骨干、一批学科带头人和一批经营管理人才．各研 

究所鼓励科技人员优化组合，全院95％ 以上的课题都实现了老中青三结合．充分发挥老专家 

的传，帮、带作用。年青人不仅由此能够掌握新的学科知识及现代的科研方法，同时也继承 

了老一辈专家们拳拳爱国之心、严谨治学的作风和团结协作的精神。捷院还拨出专款，加强 

继续教育．因需而派． 育长 而学．以适应科研中多种专业综合与技能兼备的实际需要。 

十年来，全院陆续选送了一大批科研骨干到国内外相应的院校和科研单位进修学习．加速了 

人才成长。 

三是积极改善工作和生活条件。我们感到。越是财力困难。越耍多方积极争取，创设科 

研条件。解除后顾之忧。十年来，经过院、所共同的努力，各所都建设起了实验室和中试基 

地，购置了一些急需的仪器设备，并较好地解决了垒院的住宿条件和子女人托．入学．就 

业。这就有力地保障了科研工作的顺利开展。 

十年建院，我们充满胜利的喜悦，也深感有几多困惑的难题。 
一 是实难副名．作为省级科学院。我院应成为广西自然科学的最高科府。然而。我院自 

身的实力不足。由于地方的财力所限，科技投入少，短期内又难以有大的发展，这样．就常 

常感到力不从心，盛名难副，承担不起应尽的职责与义务。多年来 我们都在谋求解脱之 

路． 

二是孤掌难鸣。由于一些主观与客观原因的影响，经济对科技的需求缺乏应有的压力与 

动力，再加森严的 行业壁垒 ，有些经济建设上的重大攻关项 目、技改项目和涉外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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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就很难染指，因而在经济建设主战场上颇有孤军奋战、势单力薄之感． 

三是机制难改。由于一些大气侯影响，加上一些改革的措施不够配套与衔接，类似院所 

长自主权，经营开发体制 劳动人事和分配制度等深层次的改革问题，并没有很好解决，因 

而至今没能建立起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机制．实践证明，有了盥好的外部环境，又有盥好的内 

部机制，再加主观上的积极努力．我院才能在发展科技、振兴经济上大有作为． 

5 发展远景 有待开拓 

九十年代。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要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实现经济发展第二步战略目标．为在下个世纪中叶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础．我 

院对今后十年的发展前景的设想，要点如下： 

5．1 战略指导思想 

5 1．1 坚持 面向经济、面向社会 ，走以科技振兴地方经济的道路，积极参与火炬、星 

火．石山。海洋，扶贫 创汇等科技发展计划： 

5-l_2 贯彻 改革开放 精神，整个院、所办成开放型体系。所属科技实体部分成为外向 

型实体； 

s．I．3 突出重点．集中力量，建立我院的学科优势和 拳头 产品。 

5 1 4 大力发展高新技术，积极参与用高新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努力建立高新技术产 

业，并积极进入国际市场。 

5．1．5 在注意结构调整的同时。建立起能自我完善、自我发展、自我制约的盘性循环运行 

机制。 

5．2 战略目标 

通过调整、充实、优化学科、人才和组织结构，建立一个适应广西经济发展需要的有活 

力、有后劲、内部配套1办调、对外适应性强、影响力大、幅射面广．贡献卓著的科研——产 

业实体，成为广西重要的、国内有影响的科研力量，个别学科且能跻身世界之林。 

与此目标相适应．设想建成这样一个模式：借鉴中国科学院 一院两种运行机制 ．在研 

究工作的一制方面，以应用研究为主，兼擒应用基础研究和一些基础性工作：在技术开发的 

一 制方面，建立 科 工、贸一体化 的产业实体是关键的一环．实体遵循 以市场为导 

向，以科技为依托 的方针，成为科技与经济相结合的一个直通桥梁．通过它。我院及各所 

将逐步走上经济自立的道路。 

5．3 十牟规划的重点 

在科技方向和范畴方面。一是在开发广西的动植物、海洋资源上作文章；二是在适于广 

西条件的高新技术发展上下功夫，并逐步建立相应的高新技术产业；三是在广西经济发展急 

需的战略性项目，如山区脱贫致富，改造和发展生态农业 (尤其是经济作物和亚热带水果 

等)，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发展新能源等作出贡献． 

在机构方面．争取新建应用化学所 (发展精细化工等)、广西综台发展决策所 (软科学研 

究)、地理所 (综考、规划、开发保护等)、新材料所、能源所．遥感遥测中心等．各所除基 

础性的以外，一般遵循 一所两制 的模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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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才结构方面，专业和学科上做到各所小配套、全院大配套且有合理比例；在层次上 

做到高、中．初职称有较合理的比倒，同时在主要学科都有几个带头人；在年龄结构上尽快 

靳补断层，主要是靠培养青年人；通过改革，精简机构，优化组合，提高效率等措施使科技 

人员所占比例达到 80％～ 85％。 

在手段条件方面，常规的仪器设备达到齐备并尽量现代化，大型精密仪器设备在与 界 

共享的条件下可以满足需要，建成 2～ 3个开放实验室 有一个内容充实丰富、信息灵、效 

率高 分布广的情报信息系统。后勤和生活方面尽量保证全院无后顾之忧． 

各所均应办有一定规模的产业实体，部分实体办成外向型，全院办成一个多学科、多门 

类、科工贸一体化的综台性大联合体，加强与国内外不同单位的协作与联合。 

在调整结构的同时，制订完善的规章制度，理顺各方面的关系。建立起适应于 一院两 

制 的有活力 高效、协调和全面的运行机制。 

5．4 主要战略措施 

5．4．1 深化改革：围绕逐步建立 。一院两制 体系，不断更新科技人员的思想观念；形成 

技术开发体系：科研管理、分配、后勤等方面的改革措施都要以规章制度的形式 法律 

化 ，同时注意配套。 

5．4．2 根据世情 国情、省情和院情，选准(科技)方向，突出重点，集中力量，形成优势。 

5．4-3 优化结构：包括组织机构 学科、人才、投入等等方面的优化。 

5．4_4 培养人才：除注意结构 (学科、门类．年龄等)的调整，加强知识技能教育外，注 

重德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 和平演变 ，加强理想 信念． 

纪律和集体主义的教育。 

5．4．5 改善条件：积极通过各种渠道争取经费。同时更重要的是办好产业实体，靠自己包收。 

5 4 6 长入经济：采取各种模式和途径，参与各种形式的联合．联营。 

The Case Study of Guangx i Academy of Sciences 

Chen Hua Zhou Chenlie Tang Lingdi 

(Guangxi Academy of Sciences) 

Abstract the case study on China local comprehensive scientific and research institute is a 

sub—task of developing China local comp~hensiv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stitute．2he c8．$0 

stud},ofGuangx[ academ y of scienc．~s provides a case for this sub—task．It makes up of two 

respects，on~ is the report on case study of Guangxi academy of scien ces， another is 

investigation form of china lacal comprehensiv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stitute
，
Guangxi acade- 

my of sciences part these two parts supplem ents each other and show a complete view of 

whale Gan~xi academy of 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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