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所），分布在全国各地。中心还在各

地设 20 个代表处，一方面管理所在

地的实验 室，一方面协调各研究 室

与 地 方的 关 系。中心共 有 2.7 万

人，其中研 究人员1.1 万人，其余为

技术、行政管理人员。中心主要从事

物理学、化 学、宇宙学、人文学等基

础 性研究和社 会科学研 究，也 从事

一些与应用相关的研究。政府每年

拨给科研中心经 费 120 多亿法郎，

约占 政 府拨 付的民 用科研经 费的

24% ，占 高教研究部本部科研 经费

的 40% 以 上。科研中心也有一些其

他 收 入，主要是为企业研 究开发新

产品、新工艺取 得的合同收 入和专

利收 入等。这些收入统一纳入 中心

单位预算管理，约占单位全部预算

的 10% 左右。高教研究部管理的科

研 单位规模较大的还有农业研究中

心 、医 学 研 究中心、原子能研究中

心。三个中心每年政府拨款 70 亿法

郎 ，约占部科研 经费的 25%。除 了

高 教研究部管理的研 究机构外，其

他各部也 有一些研 究机 构，规模都

不 太大，经费总 和 只占 全部民用 科

研经费的 40% 多。

瑞士国土 面 积 只 有 4.13 万平

方公 里，人 口 仅 700 万人，但经济高

度 发 达，1993 年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G DP）3 460 亿 瑞 士 法 郎，人 均

3.35 万美元，仅次 于日 本而高居西

方发达国家第二位。瑞士财政收 入

514 亿瑞郎，用 于科学技 术的 研究

与发展经费（R&D）约 90 多亿瑞郎，

R&D 与 G DP 的比 值为 2.8%，在发

达国 家中也属于较高水平。但是，瑞

士的 R& D 经费中政 府拨 款只占 一

小部分，其大部分来自企业，政府投

入与企业投入的比 重为 25 ：75。瑞

士政府为鼓励企业投 资科研，规定

企业用于科研的经费可从企业营业

额中扣除，相应减少应纳税款。

瑞士的科研管理归口 内政部负

责。内政部下设一个科研领导小 组，

由 国务秘书任小 组主席；小 组 下设

科技教育司和联邦高等理 工 大学委

员会，管理科研教育工 作。瑞士全国

共有 10 所大学，其中联 邦 2 所（即

苏黎世联邦高等理工大学和洛桑高

等理 工 大学），州 8 所。联邦高工委

员会负责供应、管理 2 所联邦大学

和所属 4 个研究所的教育、科研经

费。

瑞士的科研工作主要由 大学完

成。1994 年，两所理工大学从联邦

政 府取得研究经 费 7.7 亿瑞郎，而

4 个研 究所只得到 2.8 亿瑞郎。联

邦高工 委员会负责的科研 范围主要

在应 用 开发研 究的初 级 阶段，目前

重点在大功 率微电子、光电子、新材

料三个方面。这些方面的研究一旦

进入应用阶段，可以 投 入生产，就 由

企业继续研 究开发。

此 外，瑞士还有一个瑞士科研

促 进基金 会（类似我国的 国 家自 然

科学基金会），负责对生物、信息、环

境保 护、社会发展等基础 研 究项 目

和 国 家研 究计 划项目 予 以 资金 资

助。基金会创立于 1952 年，原为私

人性 质的非盈利机构，后 来受联邦

政 府委托 管理科研基金，逐渐演变

成半官半民机构。现 在该基金会资

金主要来自联邦政府。1993 年基金

会收 入 3.04 亿瑞郎，其中 2.9 亿瑞

郎来 自联 邦政府，另 1 400 万 瑞郎

主要来自各种捐赠。基金会的资金

分配方案要报联邦内政 部审批，并

接受财政部的监督检查。

由 于近 几 年瑞士经济 不 太景

气，政府的科研 经费投 入强度有所

减弱，过去三年科研 经费在联邦预

算中的比 重是下降的。在科技投 入

中占 大 头的 私 人企 业，由 于种种原

因，近几 年来对科技的投 入逐步移

到国外，在国内的投 入基本没有增

加。联邦政府内政部对此趋势表示

担忧。

（责任编辑：张 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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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皇岛市

着力解决

资金问题

秦皇岛市认为，财政增收

的矛盾主要集中在资金保障

上，解决资金问题要从五方面

入手。一是国家各专业银行在

上级贷款规模和数量允许的情

况下，调整贷款投向，除重点项

目外的固定资产贷款停贷或缓

贷，重点倾向流动资金，同时千

方百计争取上级行的规模和资

金，发挥资金主渠道作用。二是

各级非银行金融机构，要发挥

自身优势，融通拆出一部分资

金，支持企业、支持财政。三是

各级财政部门利用预算内、外

时间差资金，一方面注入企业

启动资金，一方面把税利收入

国库。四是在建大项目有闲置

资金的，由同级财政部门借出

一部分，短期内参与流动资金

周转。五是由同级财政部门向

经济效益好，自有资金充足的

部门和企业拆借资金，企业间

也可以自行融通拆借，互利互

惠。关键是动脑筋、拓渠道、抓

协调、抓落实，把有限的资金用

在刀刃上，发挥最大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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