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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高校科研潜力

提“ ” 学基“ 申`民项目

愿熟口
摘要 本文就高校在国家基础性研究中的地位

、

作用和潜力作了论述
。

全国高校的基础性研究力

量很强
。

国家对高校基础性研究投资及有关政策要适应这种状况
,

加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拨款
,

以充分挖掘潜力
,
促进我国科学技术的进步

。
为此

,

必须重视提高科学基金申请项目质量
,

注意抓

好选题
、

填写好申请书和加强科学基金申请工作的管理
。

关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的申请
,

每年年初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都要进行一次受

理工作
。

至于如何提高申请项目的科学水平
,

提高申请书质量
,

以及在评审中的竞争力和获准

率
,

这是全国申请科学基金 单位和每个申请者都十分关心的问题
。

对我国基础性研 究 (包括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中基础研究工作 )实行科学基金制
,

其 目的

就是为加强我国基础研究
,

使之得到稳定持续发展
,

从制度上创造一种高水平
、

高质量
、

高效益

的竞争机制
,

即在全国范围内对基础性研究造成一个平等公正的竞争局面
。

正如国家自然科

学基 金委员会于 19 8 7 年 11 月 23 日发布的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申请办法》 第二条规

定
: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向全国

,

资助基础研究和部分应用研究
,

各部门
、

各地区
、

各单位的

科技工作者均可按规定提 出申请
” 。

科学基金制的最大优点在于它的评审工作
。

我国科学基

金的评审是采取
:
依靠专家

、

发扬民主
、

择优支持
、

公正合理的原则
。

这些规定和原则都是为

了保护我国基础研究在平等
、

公正
、

合理的基础上进行竞争
。
只要在规定资助的范围内

,

无论

你是有声望的老专家
,

还是初出茅庐的青年人 ; 无论你是名牌大学或名牌研究所
,

还是一般高

校
、

一般科研单位
,

都可提 出申请
,

都享有平等竞争权利
。

从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员会成立两年来受理 申请项 目的情况看
,

竞争异常激烈
。 1 9 86 年

全国共有 19 0 0 个单位
,

近 10 万人次的科技人员提出了 1 1 8 4 4 项
,

总金额约 12 亿元的申请
。

经同行专家评议审查后
,

全国有 55 3个 单位
,

3 万人次的科技人员获得了 3 4 3 3 个项目
,

95 19

万元的经费资助
,

平均每个项目资助金额为 2
.

7夕万元
。

单位
、

人员
、

项目及经费的获准率分

别为 29 外
、

25 并
、

29 外和 .9 6外
。 1 9 8 7年全国申请共 1 1 2 3 2 项

,

申请金额共 .6 2 亿元
。

批准

2 71 3 项
,

批准率为 24
.

巧关 ;批准金额共 7 9 8 0万元
,

批准率为 12
.

88 %
。

平均每项资助 2
.

94 万

元
,

受资助的科技人员 .2 3 万多人次
,

其中高级科技人员占 29
.

1多
,

中级科技人员占 26 .9 外
,

博士
、

硕士研究生及博士后占 21
.

8多
。

五十岁以下的中青年 占三分之二
。

1 9 8 7年批准资助的项目及经费与 1 9 8 6 年相比减少了 23 多 和 19 多
,

项 目批准 率比 1 9 86

年低
,

平均每项资助强度比 1 9 8 6 年略高
。

1 9 8 8年面上受理项 目为 9 4 1 5 项
,

项 目批准率预计在 25 留左右
,

平均每项资助金额将超

成 都科技大学科研处高级工程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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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科学基金申报项目质量

过 3 万元
。

在争取基础性科研项 目经费拨款上如此规模
,

如此广泛的公平
、

激烈竞争
,

这在我国科技

发展史上前所未有
,

但看法不完全一致
。

一种认为
,

国家给科学基金的拨款少
,

项 目和经费的

获准率及平均每项的资助金额又那么低
,

未被批准的项目仅填写 申请书就使数 以 万 计 科技

工作者浪费了他们的大量宝贵时间和精力
,

等于白做功
,

对基础性研究实行基 金制时机不成

熟
。

另一种意见认为
,

对我国基础性研究工作拨款实行科学基金制
,

目前经费虽然少
,

但可使
我国科学在竞争中发展和提高

,

择优淘劣
,

提高研究起点
,

不搞重复研究
,

是繁荣科学
,

促进科

技进步
,

赶超世界先进科学水平的重要措施
。

尽管有上述不同看法
,

但有一点是共同的
,

申请
-

科学基金是我国目前取得基础性研究课题经费的主要渠道 ; 争取国家科学基金的能力
,

是反

映一所高校和科研单位在全国所处的学术地位以及科学水平的重要标志
。 1 9 8 7 年虽然规定

每项申请需缴纳部分评审费
,

但全国申请项 目并未因此而减少
。

估计今后全国各单位科技工

作者申请科学基金的势头和积极性不会因 19 8 7 年项 目批准率下降而明显减弱
。

因此
,

对如

何提高申请项 目的科学水平
,

提高申请书质量以及在评审中的竞争能力
,

申请者必须认真对

待
。

我国从 1 9 8 2 年起对基础性研究试行科学基金制以来 ( 19 8 2 至 1 9 8 5 年称中国科学院科学
基 金

,

1 9 8 6 年 2 月建立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员会后更名为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 )
,

在此期间全国

高校及四川省在竞争中所处 的地位
,

项 目及经费批准资助的情况
,

见表 l 。

从上表可以看出
, 19 8 3 至 1 9 8 5 年全国高校和国家教委直属高校获科学基 金资助的项 目

及经费的绝对数都有较大增长
,

但占全国的百分比却逐年在下降
,

平均每年下降 9关左右
, 19 8`

年后 出现上升的趋势
,

当然并不是所有高校都是这样
。

如成都科技大学步人全 国重点院校的行列只有十年历史
,

在科研条件方面与其它历史比

较悠久的重点院校比较起来底子较薄
。

几年来由于加强了对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申报项 目工作

的科学管理
,

较充分的发挥并挖掘了本校广大教师的科技潜力和学科优势
,

鼓励并帮助教师
积极 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

批准资助的项 目和经费每年都有较大的进展
,

详见表 2 。 19 8 ,一

1 9 8 7年面上资助项 目共 63 项
。

资助经费总额为 1 87 万元
,

批准资助的项 目及经费在全国批准

资助的高校中所处的地位与 1 9 8 4 年前 相比 上 升 显著
。 1 9 8 7年批准资助项 目和经费的获准

率
,

以 及 平 均 每 项 的 资 助 强 度 分别 为 27 .6 多
、

17 .2 多
、

3
.

3 8 万 元
、

均 超 过 全 国 平 均水

平
。

从上述材料的统计分析可以看出
,

全国高校 19 8 2一 19 8 7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批准资助的

总项 目和总经费占全国各科研机构中的百分比分别为 70 多 与 68 多
,

这充分说明我国高 校 的
,

基础性研究力量在全国各科研系统中具有的优势和巨大潜力
,

高校在基础性研究方面 已成为

我国的主要力量
。 1 9 8 5 年全国科技普查统计的有关资料也可得出同样的结论

,

这是我国科技

发展史上基础性研究力量分布的重要转折
。

这符合世界各发达国家的大学在发展基础性科学

研究中所处的主导地位
。

国家对基础性研究投资布局及有关政策要适应这样的形势变化
。

国
,

家应加大对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的拨额
,

这对充分发挥高校基础性研究潜力
,

促进我国科学技术

的进步
、

培养高质量的优秀科技人才
,

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

高校在争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

为促进我国基础科学技术进步和高层次人才培养方面做
出更大的贡献

,

要继续保持 自己的优势并达到更高的水平
,

我认为申请者和科技管理人员
,

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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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须在提高科学基金申报项 目质量问题上予以高度重视
,

注意抓好以下几个问题
。

1
.

选择好研究课题

科学基金课题的选择十分重要
。

课题选择是否恰当
,

是否属于科学基金资助范围
,

是直接
·

影 响能否获得资助的首要条件
,

为此必须首先明确自然科学基金的选题准则
。

科学基金研究

课题的选择必须从基础性研究的特点 出发
,

贯彻科学技术面向经济建设的方针
,

对具体应用和
开发工作一般不属资助范围

。

具体课题的选择必须符合《项 目指南》中不同学科指 出的资助范

围和重点
。

科学基 金课题必须是有重要科学意义和重要应 用前景的研究工作
,

而且要水平高
、

思想新
、

基础好
、

实力强 ;研究内容
、

研究 目标要明确具体
,

研究方法
、

研究路线要先进可行 ; 经

费预算要合理
,

实事求是
。

2
.

严肃认真地写好科学基金申请书

申请书是科学基金项 目评审的根本依据
,

申请书的质量如何
,

是能否获得批准资助的关

键
。

申请书要求填写的各项内容剥良严谨的
,

都是全面评价项目水平和质量的依据
,

缺一不

可
。

任何漏填
、

错填
、

不按申请书每个栏 目有关要求填 ;任何所答非问
,

马虎潦草的填写都将影

响评审结果
。

申请书应当明确清楚阐述要具有说服力
:

( l) 研究课题的 目的
、

意义
,

科学水平
,

具有的应用前景
,

国内外研究概况
、

水平和发展趋

势
,

具有的先进性
、

特色或创新之处
。

( 2 ) 研究内容
、

研究方法
、

研究路线
、

研究步骤
,

需要解决的科学技术问题
,

预计达到的 巨

标和研究成果等
,

要明确
、

具体
、

可行
。

( 3 ) 实现课题预期目标 已具备的条件
,

包括 申请者和主要合作者的学术水平
,

队伍结构
,

过去研究工作的积累与基础
,

现有实验研究条件等都要有一定的基 础
。

( 4 ) 经费预算合理
,

根据充分
。

一份有竞争力的优秀科学基金申请书
,

应使具有科学知识的科技管理人员和科学家都能

易于理解
,

同时还可适于在刊物上公开发表
。

3
.

加强科学基金申报工作 的科学管理

自然科学基金的申报工作是科学性强
、

知识性强
、

技术性强
、

政策性强
、

竞争性强的科技管

理工作
,

必须要有专人负责
。

各单位负责科学基 金申报工作的人员要熟悉科学基金管理工作业

务及有关的规定
、

办法
,

要了解本校各专业业务范围
,

学科优势
、

人才优势
。

要主动为教师提供

搞好科学基 金申请的各种信息和有关材料
,

做好科学基金申请的宣传解释
、

组织协调和服务
、

咨询等工作
。

要多和教师接触交谈
,

善于发现和捕捉教师中新颖的学术思想
、

观点和方法
,

协
、

助教师写好符合科学基 金条件的申请书
,

争取批准
,

付诸实施
。

管理出效益也就在其中
。

仍用

一般行政管理的工作方法管理科学基金
,

很难提高在评审中的竞争能力
。

加强科学基金申报工作的质量管理
,

学校科技管理部门主要要把好申请书的形式
、

内容质

量审查关
,

校
、

系学术委员会主要把 好科学水平审查质量关
。

申请者将申请书初稿写好后
,

应

仔细核查填写的各项内容是否完整
、

正确
,

有无遗漏
,

并在课题组内
、

校内同行和科技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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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科学基金申报项 目质量

中反复征求意见
,

提交系
、

校学术委员会审查的申请书
,

应基本符合科学基 金资助项 目申请办

法的有关规定
。

申请书的形式审查十分重要
,

一份合格的申请书应该是对各个栏目的书写表

都很 清楚
,

无一项内容漏填或填错
,

杜绝手续不完备的现象发生
。
经学术委员会审查同意上报

钓 申请书在上报前
,

科技管理部门还应进行一 次全面检查
。

成都科技大学经过近年来加强对科学基金申报工作管理的实践表明
,

采取上述几条措施
,

可以提高上报申请书质量和在评审中的竞争力
、

获准率
。

T A P P IN G T H E S C IE N T I F I C R E S E A R C H P O T E N T I A L O F

C O L L E G E S
,

R A I S IN G T H E Q U A L IT Y O F P R O J E C T S

A P P L Y I N G F O R T H E S C I E N C E F U N D

Z h o u X i n gm i n g

( C人
e , g d u S c i e , c o a n

d 丁
e c 人, 0 1

0 多夕 U o
i
` ,

e r , 12夕)

A b s t r a e t

T h e a r t i e l e d i
s e u s s e s t h e P o s i t i o n , r o l e a n d P o t e n t ia l o f th e i n s t i t u t i o n s o f h ig h e r l e a r n i n g i rt

·

s t a t e b a s i e r e s e a r e h
.

T h e s t r o n g f o r c e a n d bi g p o t e n t i a l o f ba s i e r 既 e a r e h i n t h e s e i n s t i t u t i o n s h a v e

b e e o m e a m a i n P i l l a r i n t h i s k i n d o f r e s e a r e h o f t h e n at i o n
.

T h e s t a t e n e e d s t o e o P e t h i s s i t u a t i o n

i n d e e i d i n g t h e d i s t
r i bu t i o n o f i n v e s t m e n t i n b a s i e r e s e a r e h a n d f o r rn u l a t i n g th e r e l a t e d p o l i e i e s a n d

i n e r e a s e t h e a P p r o p r i a t i o n t o t h e N a r i o n a l N a t u r a l S e i e n e e F u n d
, 5 0 a s t o t a P f u l l y th e P ot e n t i a l

·

o f ba s i e r e s e a r c h i n t h e s e i n s t it u t i o n s a n d P r o m o t e t he s e i e n t i f i e a n d t e e h n o l o g i e a l P r o
g

r e s s i n

C h i n a
.

T h e r e f o r e , t h o s e w h o a P Pl y t h e g
r a n t s f

r o m t h e f u n
d

a n d t h o s e i n e h a r g e o f o e i e n e e m a n -

a
g e m e n t m u s t P a y a t t e n t i o n t o t h e q u a l i t y o f t h e s u b m i t t e d P r o

ie
e t s

.

T h e y s h ou l d e a r e f u l l y s e l e e t t h e

s u b ie e r s o f r e s e a r e h
, e a r n e s t l y f i l l u

p r h e a p p l i e a t io n f o r m a n d im P r o v e r h e m a n a g e m e n t o f a p p l i e a -

t i o n P r o e e d u r e s
`

〕 推荐订阅《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

:
葺

·

书刊介绍
·

呈

葺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是我国创办最早
,

发行量最大的一份研究我国现代化建设重
葺中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的关系

,

研究科技方针
、

科技发展战略
、

科技政策和科技管理工作鲁

着的综合性月干“
。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遵循
“ 解放思想

,

实事求是
,

从实际出发
”
的精言

睿神
,

为科学学在我国的播种
、

扎根
、

为改革
、

开放
、

搞活
,

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高度
,

以科学叠
畜态度探索真理

,

在解决我国科技管理
、

科技体制改革的实际问题中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

重
是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辟有《软科学论坛 》试经济与技术发展战略》

、

《满负荷工作叠

暮法研究》
、

《科技政策研究 》
、

《地方科技工作》
、

《院所长负责制 》袱科技队伍与人才》
、

《现代重
睿企业家之路》

、

《科学家专访》以及《文献资料》
、

《国内外动态》等专栏
。

多

葺 全国各地邮局 (所 )均可订阅
,

编辑部地址 : 天津市休院北六区 58 号
。

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