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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自主的数学研究之路
——中国科学院数学事业的发展及展望

张 平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北京  100190

摘要 数学是一切科学的基础，也是一切重大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一个国家的数学研究水平和数学人才储

备决定着该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当前，党和国家对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出了迫切要求。文章旨在

深入总结中国科学院数学事业自新中国成立以来70余年的自立自强发展历程，展现其在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

领域取得的卓越成就和历史性变革；对标国际一流数学研究机构，提出制约中国数学发展的若干问题，以期

为加快建设世界数学强国、抢占科技制高点提供管窥之见。

关键词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国立科研机构，自主创新，数学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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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是打开科技启蒙运动大门的钥匙。在历次科

技革命中，数学起到了先导和支柱作用。数学科学是

一门典型的横断科学（cross-cutting science），具有高

度的抽象性、严格的逻辑性、语言的简明性和应用的

广泛性，在现代科研体系中从横断面上将各分支学科

链接为一个整体，从而成为整个科技发展的基石。西

方发达国家常常把保持数学领域的领先地位作为国家

科技创新的战略需求。在这一进程中，科研机构为西

方发达国家抓住科技革命机遇、实现科技赶超发挥了

关键性的支撑作用。

现代意义上的数学研究机构始于1929年正式成立

的哥廷根大学数学研究所，之后数学研究机构逐渐发

展成为各国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科学院数

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作为中国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的

中坚力量，在7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从无到有、从小

到大，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的数学研究道路，引领中

国数学发展成为一个数学大国，在国际数学舞台上展

现了中国数学家的智慧和创造力，在国家科技进步和

修改稿收到日期：2024年10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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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建设中作出了重要贡献。陈省身在1980年提出

的“我们的希望是在 21 世纪看见中国成为数学大

国”[1]这一目标今天已经实现。但是与国际一流数学

强国相比，目前中国数学整体上还存在较大差距。突

出表现在：虽然整体研究水平明显提升，但是引领

性、原创性成果不突出，缺乏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数学

大师，尤其是在国际数学界开辟新方向、开创新领域

的水平和能力亟待提高。本文将客观分析并总结经

验，以期为中国制定数学强国战略、改进和提升数学

管理实践提供决策参考。

1 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数学事业的发端：从数

学所到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的发展历程是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数学研究从无到有，再到

迎头赶上的历史缩影。1949年，原中央研究院数学研

究所迁往台湾，新中国数学研究基础极其薄弱。建院

伊始，中国科学院调集苏步青、周培源、江泽涵、许

宝禄、华罗庚等一批中国当代最杰出的数学家和物理

学家，谋划并筹备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以下简称

“数学所”）。这些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在20世纪30—40

年代，均在西方一流研究机构接受过良好的数学

训练。

1950年，数学所筹备伊始，老一辈数学家们以深

厚的学术造诣和对新中国数学事业的极大热忱，投入

到数学所的建设，这奠定了数学所良好的学术基因和

学术传统。

1952年 7月 1日，数学所正式成立，这标志着党

领导下的新中国数学研究建制化的开始。数学所的基

本任务是“遵照党及政府的科学方针，发展关于数学

基础理论及应用数学的研究工作，培养干部，为国家

经济建设服务”[2]。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力学、理论

物理及计算技术等研究工作作为应用数学的一部分，

开始在数学所谋划并起步。自此，在中国逐步建立起

了以数学所为学术领导核心，全国各高等院校共同参

与组织的数学研究体系，开启了新中国自主创新发展

现代数学研究的光辉征程。

1.1 华罗庚关于新中国数学发展的规划

在数学所成立前夕，首任所长华罗庚在就职报告

中明确提出了“创造自主的数学研究”这一战略目

标。华罗庚在这份报告中号召中国的数学工作者在批

判性地学习、吸收西方先进成果的基础上进行自主创

新，并鼓励大家要有勇气赶超世界数学先进水平。由

于当时中国科学院在科研领域的领导地位及华罗庚本

人在数学界的威望，这份就职报告在一定程度上成为

了新中国数学事业的发展蓝图。

数学所成立时，仅有20余名科研人员和为数不多

的研究方向，全国也仅有极少数的人在进行数学研究

工作，且很大部分是在以往工作方向上的继续。1949

—1952年，中国的数学研究方向很窄，4年间，全国

发表的数学论文仅96篇（表1） [3]。其中，仅1篇论文

发表在Acta Mathematica（《数学学报》）上[4]。

数学所自成立之初，便遵循华罗庚提出的“创造

自主的数学研究”这一战略目标，逐步开展研究方向

和人才培养工作。在纯粹数学方面，对国内已有基础

的数论、代数、拓扑、函数论等方向凝集力量、开展

攻坚；对国内基础薄弱的微分方程、概率统计、泛函

分析、数理逻辑等方向，在全国范围内选拔学科带头

人，组建专门研究小组，并部署相关研究。在应用数

学方面，重点发展与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紧密相关的

表1　中国数学论文发表情况（1949—1952年）[3]

Table 1　An overview of mathematical papers published in 

China (from 1949 to 1952)[3]

数学方向

数论

代数学

几何学

拓扑学

函数论

论文数量
（篇）

4

16

27

6

32

数学方向

微分方程论

泛函分析与积分方程论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计算数学

数理逻辑与数学基础

论文数量
（篇）

2

1

3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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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支领域，如微分方程、概率统计、计算机科学。值

得一提的是，数学所在成立之初便组建了中国第一个

计算机科研小组，并提出了中国首份“电子计算机研

究的设想和规划”。1956年，以这个小组成员为核心成

立了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成为中国计算机事

业的“摇篮”[5]。这一时期，数学所还先后成立了理论

力学研究室和理论物理研究室，积极投身于国防建设

的科研攻关之中。以秦元勋为代表的数学家们在“两

弹一星”研制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61年，数学

所成立运筹学研究室，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和应用

运筹学，在中国的工业和经济建设中产生了广泛的社

会和经济效应。到 1958 年，数学所的研究人员数量

（包括进修教师）已达到100多人，学术氛围浓郁。定

期举办线性代数与群论、数论等10余个学术讨论班[6]。

通过努力，在与西方数学界交流受阻的情况下，

中国科学院的数学研究工作在基础数学、应用数学、

系统科学等多个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华罗庚的“典

型域上的多元复变数函数论”和吴文俊的“示性类与

示嵌类的研究”分别获得中国科学院首次颁发的科学

奖（自然科学部分）一等奖。数学所也涌现出了一批

以冯康、王元、陈景润、杨乐、张广厚等为代表的新

中国自己培养的年轻数学家，他们取得了一系列重要

研究成果：王元在 1956 年和 1957 年分别证明的（3，

4）与（2，3），是中国数学家在（偶数）哥德巴赫猜

想问题研究上取得的首次突破[7]；陈景润“陈氏定理”

（1，2）在方法上的创新，在1972 年发表全文以来，至

今仍是这一问题的最好结果。20世纪60年代，冯康在

刘家峡水坝的应力分析问题计算中，独立于西方提出

了有限元方法，为有限元的实际应用提供了可靠的理

论基础，被国际数学同行誉为极具“原创性”的贡献。

1976年5月，美国“纯粹与应用数学考察团”访华后，

向美国国会递交了一个正式的考察报告。该报告认为

中国科学院的数学家们在当时孤立状态下，做出的解

析数论、亚纯函数、有限元方法等创造性成果是真正

优秀的[8]。1977年 2月 25日和 10月 3日，《人民日报》

分别发表文章介绍数学所青年数学家杨乐、张广厚和

陈景润的杰出工作。数学所年轻的数学家们成为家喻

户晓的数学明星，他们的事迹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中国

青年投身于科研事业中，形成了数学所爱国奉献、自

强不息、甘于寂寞、勇于创新的优秀学风。在自主创

新的战略目标下，数学所勇担责任、艰苦奋斗、在新

中国数学事业发展中发挥了火车头作用，在新中国科

技发展史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2 创新驱动发展：从科学春天迈向数学大国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后，中国科学院的数学研

究工作迎来“科学的春天”。面对与国际数学界的巨

大差距，中国科学院的数学工作瞄准国际数学前沿，

开始努力追赶世界数学先进水平。为适应这一新的发

展形势，中国科学院对数学所进行了调整，将部分人

员从中分出，先后组建成立中国科学院计算中心（以

下简称“计算中心”）、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

（以下简称“系统所”）和中国科学院应用数学研究

所（以下简称“应用所”）。这4个研究所（中心）的

科研人员分工合作，积极开展基础数学、应用数学、

系统科学和计算科学等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使

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工作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逐

步形成了一个既与现代数学发展形势相融合，又始终

坚持自主创新理念的相对合理的格局。

1985年，在王元等人的积极倡导和推动下，数学

所成为中国科学院第一批开放研究所，其他 3个研究

所也陆续建立了相关的开放实验室，共同贯彻“开

放、流动、联合、面向全国、面向世界”的建所方

针；之后，大规模接待国内外访问学者，与国内外同

行开展合作研究和学术交流。在这一时期，基础数学

与应用数学各方向的研究工作得到了全面推进，从

“跟跑”到逐渐在个别领域“领跑”，取得了一系列标

志性成果。例如：钟家庆关于非负全纯双截曲率的紧

凯勒研究引起了国际数学界关注；吴文俊在汲取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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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数学思想的基础上开创了全新的研究领域——数

学机械化。

1998年，中国科学院启动了知识创新工程试点项

目，将上述与数学研究相关的 4个研究所（中心）整

合成为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

“数学院”）。数学院建院以来，首任院长杨乐着手进

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调整组织结构、转换运行机

制、凝练学科目标、明确主攻方向，建设创新文化，

从而使数学院进入新的快速发展时期，逐渐成为一个

研究门类齐全、现代化的数学研究机构。在此期间，

在中国科学院领导的关怀和支持下，数学院借鉴美国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成功模式，引进了香港晨兴集

团的资金支持，成立了中国科学院晨兴数学中心（以

下简称“晨兴数学中心”）。经过多年的积淀，在丘

成桐和杨乐的领导下，晨兴数学中心已形成了一个顶

尖的代数算术几何研究团队，成为众多优秀数学家向

往的学术中心，并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数学事业的发

展。经过26年的发展，数学院面向国际学术前沿和国

家战略需求，以建设国际一流数学研究中心为目标，

开拓创新，积极抢占国际数学制高点，在数学与系统

科学领域做出了一批原创性、突破性和关键性的重大

理论与应用研究成果。

如果仅从学科方向、发文数量2个角度分析，至少

在2015年前，中国数学已经完成了向数学大国的跃升。

通过对2006－2015年Web of Science数据库论文分析，

中国基础数学已在各主要学科方向上有研究有成果，且

中国已成为数学领域SCI论文的主要产出国家——发文

量仅次于美国，并以较大优势领先于其他国家/地区。其

中，2015年，美国数学领域的SCI论文数量为 15 700

篇，中国论文数量为15 348篇，与美国的数量非常接

近[9]。2023年，中国基础数学学科SCI论文数量达到了

35 049篇。这一跃升不仅体现在研究成果的数量上，更

体现了中国数学在国际舞台上影响力的不断提升。

2002年，第24届国际数学家大会（ICM2002）在

北京成功举办，吴文俊担任大会主席——这是第一次

在发展中国家召开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也是目前唯一

由中国数学家担任大会主席的国际数学家大会；2006

年，马志明当选为国际数学联盟副主席，是中国数学

家首次担任该职位；2006年，吴文俊获得邵逸夫数学

奖；2013年，田野获得国际理论物理中心（ICTP）和

国际数学联盟（IMU）共同颁发的拉马努金奖，以及

晨兴数学金奖；2014年，刘源张获得美国质量学会兰

卡斯特奖章 （ASQ Lancaster Medal）；2019 年，郭雷

获电子电气工程师协会（IEEE）控制系统学会（CSS）

颁发的最高奖“波德奖”（Hendrik W. Bode Lecture 

Prize），成为迄今获该项国际大奖的唯一华人科学家；

2019 年，袁亚湘担任国际工业与应用数学联合会主

席，这是中国科学家首次在国际应用数学组织中担任

重要职位。截至2022年，数学院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

一等奖5项，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32项，共有13位

数学家受邀在国际数学家大会（ICM）上作45分钟报

告。2006年第25届国际数学家大会期间，法国高等科

学研究院院长布吉尼翁 （Jean-Pierre Bourguignon）

说：“中国目前的数学专家人数还不多，但这支队伍

很快将会壮大起来，因为中国已下决心发展数学研

究，国家大量增加投入，并以极其优越的工作条件从

世界各地吸引回大量的优秀人才。……中国不但已在

物理学、化学等研究领域显示了实力，而且在数学领

域的进步更是令人惊叹……中国在国际数学界地位的

不断上升将会很快引起世界数学界重新组合。”①2017

年，中国科学院对数学院组织国际评估，专家组成员

由包括 6位欧美科学院院士在内的 9位著名数学家组

① 光明日报驻巴黎记者站 . “中国特别重视数学研究”令人惊叹 . (2006-08-29). https://www.gmw.cn/01gmrb/2006-08/29/content_

47167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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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该评估认为数学院“是世界一流数学与数学科学

中心之一”“在基础数学、应用数学与数学交叉方面

都具有最高水平的研究人员”“带动中国其他数学机

构发展的火车头”。

截至 2023年，数学院科研人员近 300人，其中包

括14位中国科学院院士、1位中国工程院院士、48位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32位国家优秀青年科

学基金获得者。数学院科研人员在国际重要学术机构/

组织，在 150余种重要国际学术期刊有任职。在基础

数学方面，数学院在朗兰兹纲领、BSD猜想与数论、

Navier-Stokes方程与流体力学方程、多复变与复几何、

随机分析等基础数学重大前沿问题上取得了一系列重

要进展与突破。在应用数学方面，围绕科学与工程计

算、数据科学统计理论、大规模优化、复杂系统控制

理论、计算数学等方向，形成了优势研究群体，服务

国家战略，在多项“国之重器”研制过程中解决了关

键性数学问题。在数学交叉科学方面，组织攻坚团

队，开展建制化研究，在 5G、6G通信研发中取得了

重要成果；在密码安全、芯片设计、神经网络等方向

发挥优势，为国家解决了一批“卡脖子”问题。一批

优秀的中青年数学家活跃在国际数学舞台上，获得了

国际同行的高度评价。目前，数学院在数学科学主要

研究方向上都具有高水平研究团队；在数学科学主要

学科方向都建有重点实验室，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创新研究群体项目，以及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和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作为我国数学研究和培养高水平数学人才、学科

门类与综合实力最强的基地，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

统科学研究院在共和国科技发展的关键时刻作出了历

史贡献。数学院的建院历程和“创造自主的数学研

究”之路，是一段自力更生、不断创新与突破的历

程，是中国现代数学发展史上的一段辉煌篇章。从建

所初期的一穷二白和艰辛起步，到逐步追赶和全面发

展，再到创建国际一流研究中心，70余年的发展见证

了中国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自立自强、自主创新的历

史性变革。虽然与国际一流数学强国相比，中国数学

还存在不小的差距，但已打下坚实的基础，具备了实

现数学强国目标的客观条件，实现数学强国的梦想未

来可期。

2 启示及展望

当前，中国在数学领域的顶级基础研究成果产出

能力方面与国际一流数学强国相比，仍存在显著差

距。通过对2014－2023年中美两国在数学四大顶级期

刊上的发文数据②进行分析发现：美国在数学四大期

刊上的年度发文量远超中国（图1）。10年间，中国每

年在数学四大顶级期刊的年发文量仅为 3—19篇，而

美国则每年保持在67—93篇。2015年中国在数学四大

顶级期刊发文量首次历史性突破了个位数，达到了16

篇。2021 年中国在数学四大顶级期刊发文量达到最

高，为 19 篇，但这一数量仍不及美国同年发文量的

1/4。中国在数学类 SCI发文量和高被引频次的增长，

主要归因于产出规模的扩大所带来的“红利”。近 20

年来，中国每年培养的理科学生数量远超西方所有国

家的总和。然而，从消除数学科研体量影响后的篇均

影响力指标来看，中国与美国、法国和俄罗斯等数学

强国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现阶段，中国数学研

究呈现的特点是“大已大、强未强”。在论文产出规

模持续扩大的同时，中国数学需进一步关注学术质量

的提升。

尽管与一流数学强国仍存在差距，但中国数学在

过去70余年的发展已显著缩小了这一差距，并打下了

② Inventiones Mathematicae（《数学进展》）、Annals of Mathematics（《数学年刊》）、Acta Mathematica（《数学学报》）、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athematical Society（《美国数学会杂志》）是国际数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期刊，被誉为国际数学界四大顶级期刊。

此处中国发文数据中，不包含港澳台地区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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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实的基础，为数学强国的创建做好了准备。中国数

学未来的发展应聚焦于以下5个方面。

（1）建立健全多元化的顶尖数学人才引入机制。

70余年来，中国数学的发展主要依赖本土数学家，走

出了艰难的自立自强发展道路。在我们自己培养的数

学家中，已有不少中青年数学家已达到国际领先水

平，但还缺乏像华罗庚、陈省身这样的领军人物、战

略科学家。目前，中国高校、科研机构及企业研究院

所引进的国外顶尖数学人才主要是华裔或者中国自己

培养的学生。真正引进的非华裔顶尖数学家在中国绝

大多数科研机构并不普遍。从美国数学的强国之路可

以看到，20世纪30年代至今，美国引进的一大批顶尖

数学大师，从而完全改变了美国数学的面貌，美国的

数学研究从那时起已经是国际化、全球视野下的科学

研究，是“联合国”型的数学研究。今天，在哈佛大

学、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数学教职名单中绝大多数

是引进的外籍数学家，这无疑催生了多元化、国际化

的学术视野和学术交流，更加有利于产出创新性成

果。以中国科学院数学院为例，目前引进的 6位常聘

外籍数学家以工作签证形式为主，真正移民来华，安

心长期致力于中国数学事业的潮流和配套机制在中国

尚未形成。除此之外，也要关注引进优秀的、潜在的

年轻数学人才。 20 世纪 30 年代，赫尔曼·外尔

（Hermann Weyl）在接受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邀

请时提出“研究院同样要为比较年轻的学者打开大

门，不要只盯着功成名就的大人物”。于是，刚满 30

岁的冯·诺依曼 （John von Neumann） 受邀至美国，

成为当时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最年轻的终身教

授，后来成为“现代计算机之父”，也是美国“曼哈

顿计划”的关键人物。

（2）调整现行数学学科人才培养模式和理念，改

革青年数学人才的选拔和培养机制。中美两国政府都

将数学教育和人才培养提升到战略高度，但是研究型

人才培养的来源和发展路径不同。美国每年数学学科

硕士、博士招生是面向全球接受申请招募，全球范围

内数学拔尖人才的选拔、抢夺在这个时刻实际上已经

开始了。数据分析显示，美国每学年毕业的硕士、博

士数量并不高，且半数以上是外籍学生，能够获得的

人均教育资源更多。25—35岁恰恰是一个数学家创造

力最强的时期，这些年轻人在美国良好的科研环境和

环球视野下，很快得到成长，较易做出成果。国际生

源、适度规模、师资强、资助高，这些因素综合导致

美国的数学教育发展路径是“精英路线”。目前，中

国在每年的硕士、博士招收中较少有国际生源，且比

例低，主要为亚裔和第三世界国家资助计划的学生。

近年来，各高校开始结合申请制招生，但是硕士、博

士的招生主要还是采用考试制来选拔人才。此外，表

面上看，政府每年给予数学学科的投入不断增加，但

是大学“双一流”建设、扩招等因素，导致每年数学

专业学生也在逐年增加，一方面，中国数学教育的师

资和投入跟不上，导致选拔来的数学好苗子毕业后很

可能流失，或者转行去了短期更容易见到成果和收益

的金融或者计算机专业；另一方面，在政府有限的资

源投入下，年轻人能够申请到基金和项目、晋升、评

奖以及就业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大。这就驱使年轻科研

人员选择较容易做的课题，容易出成果、快速发文

章，不敢碰大问题和难问题，抹杀了原始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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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Number of articles published by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top four mathematics journals and their shares 

in the world from 2014 to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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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快改变过去几十年来的数学人才选拔和培养理念乃

是重中之重，这将为我国整个数学研究的发展提供

“土壤”和“基石”。

（3）进一步完善数学科研资金管理机制。国家应

继续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力度，通过机制设计，发

挥出科研经费的使用效率。近年来，国家对数学研究

的投入不断加大。例如，2021年修订的《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资助项目资金管理办法》中，对基础数学研究

的预算制项目间接费用的核定比例提高到了60%（500

万元及以下部分）。但是在现有的体制机制下，资金

的使用效率并未能很好地发挥出来。美国联邦政府和

私营基金对数学科学研究的投入逐年增加，资金支持

能够照顾到各年龄阶段数学科研人员，尤其重视对博

士和博士后这些潜在的数学家们的资金支持，比较而

言，博士后能够申请到资金资助的机会更多、竞争更

小、资助金额更大，这有利于年轻人安心科研。中国

虽然现在也有未来科学大奖、新基石科学基金会等私

营基金，聚焦原始创新、鼓励自由探索，奖金高达

100万—300万美元。但是，从近年的获奖名单来看，

这些高额奖金大都面向的还是已成熟、成名的数学

家。近期未来科学大奖的获奖者包括：许晨阳（2017

年）、王小云（2019年）、彭实戈（2020年）、莫毅明

（2022年）、孙斌勇（2024年）等。对数学家而言，博

士和博士后阶段是其产出成果的最关键时期。因此，

建议尽快增加对年轻人，尤其是博士和博士后群体的

资金支持，让热爱数学的年轻人能够安心研究，勇于

挑战数学难题、勇于承担国家重任、积极投身国家重

大需求，深入研究“卡脖子”技术背后的基础科学问

题，而非盲目追逐“帽子”等荣誉。此外，要尽快改

变管理机制，给基础科研经费松绑。在项目经费的申

请、使用、结题等环节不应占用数学家太多的时间和

精力，避免年轻人被基金申请与绩效考核的“战车”

绑架。

（4）提升数学期刊国际影响力，增强中国数学在

国际数学界的话语权。学术期刊作为学术交流和成果

发布的重要载体，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了一个国家

的创新能力和学术核心竞争力。重视出版发行数学专

业期刊，是 20 世纪美国数学学科蓬勃发展的因素之

一 。 例 如 ： 1884 年 创 办 的 Annals of Mathematics

（《数学年刊》）、1896年创办的Mathematical Review

（《数学评论》）至今依然是国际数学界极为重要的

一流期刊；其中，Annals of Mathematics是国际公认的

数学领域顶尖期刊之一，它和后来创刊的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athematical Society （《美国数学会杂

志》）一并被誉为国际数学研究领域的四大顶级期刊

之二，这不仅为美国数学赢得了极高的学术声誉，也

为美国拿到了学术评价的话语权。因此，做出具有世

界影响力，甚至是世界权威的中国数学学术期刊迫在

眉睫，应发挥举国体制，下大力气打造中国人自己的

高水平数学期刊品牌，建立中国数学自己的评价体

系，增强学术自信，将中国数学推向国际学术平台的

前沿。

（5）构建更加开放、自由、宽松的科研环境。数

学学科研究和其他基础实验科学，如物理学、化学、

生命科学等有很大的不同。数学研究有一个积累的过

程，特别是基础数学，不是一年两年或者三年五年攻

关就能取得突破的，也不是加大资金投入、扩大招

生、马上就能看到成果，要尊重数学科学发展的规

律。坚持基础性研究就意味着时间与资源的投入和对

失败的宽容，在整个社会崇尚实用主义的今天，要最

大限度容忍数学家们的“自由探索”。一方面，国家

要引导和培育整个社会支持和鼓励数学研究的氛围，

科研机构和大学要营造潜心向学的良好科研生态，给

数学家宽松的环境，不要打扰，让他们思考、访问和

交流，心无旁骛从事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另一方

面，建议国家对于基础数学研究的评估和资金投入，

尽快建立国际专家评估体系。对标国际一流，建设有

国际影响力的数学研究平台，扩大高水平的开放与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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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形成富有特色和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数学学派，提

高中国数学的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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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ng an independent path in mathematical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prospects of mathematical discipline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ZHANG Ping

（Academy of Mathematics and Systems Scienc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90, China）

Abstract Mathematics is the foundation of all sciences and underpins all maj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The level 

of mathematical research and the reservoir of mathematical talents are key determinants of a nation’s capacity for innovation. At 

present, China has put forward an urgent need for accelerating the achievement of high-leve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elf-reliance. 

This study aims to comprehensively review the over 70-year journey of the independent and self-reliant development of the 

Mathematics and Systems Science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AS) since the found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ighlighting its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and historic transformations. Additionally, it identifies several issues that constrain the 

development of mathematics in China by bench marking against leading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ions. This study is designated to 

offer insights that contribute to the rapid establishment of China as a world leader in mathematics and the pursuit of the commanding 

height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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