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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是中国地质科学院院长张彦英同志于"***年"#月’$日在第六届全国地质力学讨论会上的讲话+本刊作了部分

删改,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地质工作

与中国地质科学院的历史使命

张 彦 英

&中国地质科学院(

今天是李四光先生诞辰""#周年纪念日+第六届李四光地质科学奖颁奖及 -中国地质学.
&扩编版(首发式同时进行,现在又召开地质力学学术讨论会+这都是地学界的重大事件,我以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地质工作与新组建的地质科学院的历史使命0为题作一演讲+作

为对李四光先生的纪念+也为我们这一学术讨论会尽一点力,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地质工作不同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地质工作,在计划经济体

制下+我们几代人经过艰苦努力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从

"*1#年李四光主持地质工作计划委员会工作+到"*1’年中央成立地质部+李四光出任首任地

质部部长+半个世纪以来+几代人创造了辉煌业绩+发挥了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

性,以前我们对地质工作的划分是基础地质2矿产地质和水工环地质,这是按照地质工作的对

象划分的,到了今天+经济体制发生了变革+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地质工作按其经济属

性划分为公益性地质工作和商业性地质工作,公益性地质工作是非盈利性的+为全社会服务的

地质工作,它研究的对象是规律性的东西+其成果是非一次性耗竭的,公益性地质成果+无论

用成本利润原则还是成本效益原则都是无法计价的+它有使用价值+而它的价值没法计算出

来,因此+公益性地质工作只能是国家投资+成果社会共享,公益性地质工作包括地质科学研

究工作2国土地质工作 &区域地质2区域地球物理2区域地球化学2区域环境地质2区域工

程地质和区域土地调查(+还包括矿产资源态势分析2地质环境态势评价+影响国家安全的战

略性矿产资源的前期勘查工作以及依附于这些地质工作的技术2方法2情报资料等公共事业,
公益性地质工作是国家计划的组成部分+是国家对国土资源进行宏观调控的一个基础性工作

和重要手段,因此+国家必须有一支从事公益性地质工作的地质队伍,按照"**3年朱镕基同志

所讲+要有一支 /野战军0+这支 /野战军0是精兵加现代化+国家财政开支+成果社会公用,
随着今年各省局地质队伍属地化的推进+加快了这样一支公益性地质队伍组建的步伐,我们认

为+中国地质调查局和中国地质科学院下属队伍+应该是公益性地质队伍的主要骨干力量+当

然还包括各省局2各部门从事公益性地质工作的地质队伍+这就明确了中国地质科学院的地

位和作用,
商业性地质工作是指以盈利为目的的地质工作,它包括矿山企业为寻找接替资源而进行

的地质勘查工作+矿山企业为新建开发项目所作的资源勘查工作+还包括工程项目特定的技

术勘查工作以及纯粹是从事商业性地质勘查的勘探公司所进行的勘查工作+等等,在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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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下!商业性地质工作就其总量来说是主体"比如说美国商业性地质工作和公益性地质工作

的比例是#$%&$’法国是#(%)(’澳大利亚是*$%$!俄罗斯刚刚从集中的计划经济解脱出来!现

在比例已经到了+$%)$"商业性地质工作!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

用的一种主要形式"投资主体是利益主体!它是企业行为"
重组的中国地质科学院!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历史使命如何呢,&***年+月&-日!根据部

决定!原中国地质科学院’中国勘查技术院和中国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查院合并重组新的中

国地质科学院"经过一个时期的调研!地科院党委理出一个基本的工作思路!叫做.三个结合!
三个分类!三支队伍!五位一体/"就是要通过三个结合!进行三个分类!形成三支队伍!最

后形成五位一体的国家级科学技术研究院"三个结合是指0研究与调查结合’科学与技术结合’
科技与生产结合"为什么现在要提三个结合呢,它是有针对性的也是有现实意义的"比如说!程
裕淇老先生逢会议必讲地质工作的三个结合"他讲的三个结合是调查和研究’室外和室内’点

和面的结合!这是就地质工作本身讲的"他呼吁了很多年!他认为结合得不够!影响了地质工

作的发展!确实如此"第二个结合呢,是科学与技术的结合"因为科学转化为技术’技术才能转

化为生产力!这是程序性的东西"过去分工过细!往往造成结合不够!这次改革!从体制上给

了一定的保证"比如说!中勘院侧重于技术方法!原地科院侧重于科学方面!那么体制的变革

就是一种结合"这也是.1(年河东!1(年河西/"大家说!中勘院的物化探所本来就是地科院的"
解放初期!我们的地质大师李四光’黄汲清’程裕淇先生!你说他是调查还是研究,他既是调

查!又是研究!既讲科学!又讲技术!结合很紧!所以才成为一代宗师!攀上同代人的最高

峰"而我们到后来!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等种种原因!分工越来越细!互相分割!地质队伍重复!
这是大家公认的现实!不解决这个问题是不行了"第三个结合呢,最后要变成生产力!科学技

术与生产的结合才能真正使科学技术变成生产力"要实现三个结合!必须从我们的实际出发进

行三个分类"我们认为中国地质科学院不同于中国科学院!它是以知识创新为主的2中国地质

科学院也不同于经贸委系统的)3)个研究所!它是以开发性研究为主的"地科院是介于中科院

与)3)个工业部门研究所的中间状态"所以!对我们下属&&个研究所要分成三类!第一类搞基

础研究’搞知识创新2第二类搞应用研究!包括非盈利性的公益性研究和开展国土资源大调

查2第三类是搞开发性研究"我们给这三类的比重是!保证基础研究!加大应用研究!着力推

进开发性研究"在改革初期!为了保持稳定!原建制不变"一个研究所有一种主体研究!还可

能有别的研究!只是比例低"到了某一天成熟的时候!象现在中科院所进行的一样!进行组织

结构调整!他们有所谓 .整合式/的’有叫 .金蝉脱壳式/的等等"通过对这三种类型采用不

同机制分类管理!推进改革!逐步形成三支队伍"这就是科技创新队伍’地质大调查队伍’科

技开发队伍"三支队伍经过1至$年的努力!把我们地科院建成集创新4服务4调查4开发4培

训于一体的国家级的研究院"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目前的现实问题是我们面临着两个两难选择"第一个是!既要稳定地质科学家和地质科技

人员队伍又要分流大量人员的矛盾2第二个是既要加大科研和地质调查经费的投入!又要改

善科技人员的工作生活条件的矛盾"这是现实问题!绕不过的!也回避不了的"我们不抱怨历

史!不苛求前人!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历史的积累!历史走到了今天"我们这样看问题就是历史

唯物主义的"现在要的是怎样去面对现实!研究现实!不迁就现实而要改造现实"按照哲学规

则!.两难选择/择其优!优在哪一边,那就需要有清醒的判断!做出符合实际的选择"
除了这 .两难选择/!我们还研究出一个操作程序"我们遇到的问题可能首先要说是没经

费!这是事实!现在干什么都缺资金!缺经费"经费问题是不是第一位呢,举个例子!科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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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长朱丽兰那儿有很多科技开发经费!但必须按照她那里的标准!不然就选不上"钱有!而且

数目很大!你的项目要对上他的号才行"这么一说!好象首要问题不是经费问题!而是项目问

题"你的项目能不能选上!就看国家与社会需要不需要!企业需要不需要"现在的情况是!一

方面许多科学家#科技工作者没有科研项目$另一方面中国的工农业又在低水平的重复!跨

跃式的发展!门槛跨不过去!科技含量不高"现在是过剩经济的时代!是产业结构调整的最好

机会"去年长江发洪水是坏事!但也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好机会"当时低水平的重复的工厂没有

砍掉!水一冲就没有了!重新建了科技含量高的工厂"这样看来先是选项目问题!不是经费问

题"你有非常好的项目!企业需要!国家需要就能找到资金支持"比如说!中科院打一个报告

给国务院!是关于如何解决中国钾肥资源问题的建议"这个报告提出!第一!中国到底有多少

钾资源$第二!需要到外国去买多少钾肥$第三!我们到国外去开发钾资源!办工厂"报告建

议国内钾肥生产基地!国际钾肥市场与境外钾生产基地三者之间应是%&’&%的关系"去年国产

钾肥占使用总量的()*+!,-)’+是进口的"怎么办呢.温家宝副总理批给周永康部长!周永康

部长让我们研究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怎么回答呢.我们有没有办法解决钾肥问题.我们走访了

专家!他们认为中国钾肥资源还有潜力"比如说!中国的寒武系#新生界等层位均有钾"另外!
关于共生#伴生钾也没搞清楚"青藏高原锂#硼多伴生钾!还有其它元素!我们还说了一句话!
你要把西藏地区通过资源开发搞活经济!那就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是上升成政治问题!给

民族经济的发展!国家政权的巩固立了大功!关键是你有没有办法降低成本"西藏的资源开发!
主要是成本降不下来"还比方说!有’/位院士论证西南地区矿业开发!成本就是降不下来!总

赔钱"对攀枝花周围大大小小的矿进行研究!联合攻关!想办法怎么把成本降下来"我参加了

以李东英院士为首席科学家的项目论证组!研究了一个以电带矿的办法"西南边疆地区水资源

相当丰富!现在开发的不到%/+!大量开发水资源发电!用便宜的电把选矿成本降下来!这

是一个很好的思路"西藏的锂#硼#钾盐!有科学家提出用太阳能!这不要钱!还有提出用风

力发电的等等"所以!与其说是没有钱!还不如说是没项目!这种事特别多"我们参加0/届国

际地质大会时!英国地调局局长122343讲了一句中国谚语!风吹来以后!怎么办.有两种办法!
一是用墙把风挡住$第二个办法是用风发电!这是两种思路"现在我们首先是要有好的思路!
才能有好的项目"好的项目怎么拿出来!需要人才"如果你单位没有真知灼见的科学家#科技

工作者!项目当然拿不出来"项目要由人提出来!怎样调动科学家的积极性呢.那你必须有很

好的机制!不然科学家积极性调动不起来!他受到压抑!做不出贡献"机制的作用能量是有限

的!它终归要受到体制的制约"体制怎么变呢.首先要有思想理论基础!观念不变!一切无从

谈起"
如此分析研究!我们就有了一个操作程序"首先是思想理论基础!是观念的转变$第二是

要有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体制$第三!新体制下要有一个非常灵活的机制$第四是人才"有了

好的机制!你的科学家#人才的积极性就调动起来了$你还可以引进人才!机制不好人家就

跑掉了$第五是项目"对准社会需求#国家需要#企业需要的项目$第六!项目好!那肯定会

有投入的"这样!既解决了国家#社会#企业急需解决的问题!大大推进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又使科学家#科技工作者在推进社会和经济发展中大显身手!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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