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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定量评审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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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

摘要 本文根据省级科学基金的特点
,

探索了用模糊数学方法进行科学基金定量评审
,

并在 1 9 8 8

年山西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的评审中试行
。

从对试行结果进行的分析表明
,
效果是好的

。

一
、

定量评审科研项目是把竞争机制引进科研管理的一项有效措施

定量评审科研项 目
,

就是科研管理部门根据本地或本单位的技术力量的状况和经济
、

社会

发展的需要
,

把选择科研项 目应考虑的因素和目标要求
,

提出量度指标
,

并向社会公布
,

然后

把应征项 目申请书分别送给同行专家进行定量评审
。
山西省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在评定 自然

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中
,

以同行专家的定量评审结果为基础
,

再通过学科组审议和委员会审定
。

这样把专家系统的各个环节有机地结合起来
,

充分发挥了专家评审系统的作用
,

使科学基金的

使用更加科学化
、

民主化
。

科技人员认为这样评定的资助项 目公正合理
,

得到资助的科技人员

感到有了光荣感和责任感
,

没有评上的项 目也知道了问题所在
,

真正把竞争机制引进了科研管

理
,

促进了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质量的提高
,

调动了科技人 员的积极性
。

二
、

定量评审的方法

我们采用的模糊数学定量评审项 目的方法是
,

把同行专家对选择项 目考虑因素优
、

良
、

中
、

差四个标准的评判
,

组成各单因素评判矩阵和所赋予的权重进行 综 合 定 量 计算
,

具体方法

是
:

1
.

确定选择项目的考虑因素及其度量标准

从简明实用的原则出发
,

我们确定了必要性
、

先进性
、

可能性和经费预算合理性为选择项

目考虑的四个因素
,

每个因素的量度标准如下
:

( l) 必要性

优 : 基础研究中对科学发展有全局和深远影响的核心问题或能带起新领域
、

新分支的生

长点
。
应用基础中结合本省资源优势和国民经济

、

社会发展的需要
,

应用前景广阔
,

具有重大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课题
。

良 : 基础研究中将已有科学知识深化和系统化的课题
。

应用基础中结合本省国民经济和

人民生活需要
,

有较重要应用前景的课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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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基础研究中必要的知识积累

。
应用基础中对一般技术有影响的课题

。

差
: 科学意义一般

,

应用前景不清的课题
。

( 2) 先进性

优
: 国际水平

,

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

良
:
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

。

中
:
水平一般

,

与国内有关单位的协作项 目
。

差
:
低于国内一般水平的重复项目

。

( 3 ) 可能性

优
:
技术路线

、

研究方法先进合理
,

有良好的实验条件
,

有较高的学术和技术水平
,

能胜任

该项研究
,

可预期提出研究成果
。

良 :
技术路线

、

研究方法可行
,

具备实验研究的基本条件
,

有一定的学术
、

技术水平和发展

潜力
。

中 : 技术路线基本清楚
,

实施方案比较明确
,

研究条件较差
,

专业搭配不全
,

经过努力可以

克服困难解决问题

差
:
技术路线不清

,

实施方案不明确
,

技术水平差
,

完成课题有一定困难
。

( 4 ) 经费预算合理性

优 : 经费预算合理
,

可基本资助 申请经费
。

良
: 经费预算偏高

,

设备费用较多
,

经费来源有保证
,

可给予 申请 经 费 额 的 60 外以

上
。

中
:
经费预算高

,

其它来源不清
,

需重新进行预算
。

差
: 经费预算不合理

,

无法开展项 目研究
。

2
.

对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考虑因素赋予不同的权重

因为我们是省一级研究计划
,

对基础研究重点考虑的是它的先进性 (即在国内所 占的地

位 ) 和可能性
。
对应 用基础研究重点是考虑它的必要性和先进性

。

我们建议对两类研究四个

因素所赋予的权重 ( A )为
:

必要性 先进性 可能性 经费合理性

基础研究

应用基础研究

0
.

4 0
.

3

0
.

3 0
.

2

3
.

综合评判
,

定量计算

综合评判是所赋予的权重 (A ) 通过各单因素评判 组 成 的 矩阵 (R ) 起作用
,

综合评判

E 一 A R
。

把优
、

良
、

中
、

差各栏中的四个考虑因素的综合评判数相加
,

得评判合计
。

凡满足评判

合计优 + 生 良 十 生 中 之 .0 5 者为入选项 目
。

根据本省的实际情况
,

我们对 19 88 年申报的
2 4

省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
,

每项聘请了五位同行专家进行定量评审
。

例如
,

五位专家对某单位申报的
“
煤中铅

、

砷
、

汞
、

皱元素的挥发度及存在形态
”

研究的评审

结果
:
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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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研究所赋予的权重
:

经费合理性 。

综合评判E 一 才
·

R

、

一
、

、 , 二
、 , ,、

:

1 、
.

1 一
八 。 ,

,

0
.

4 8
.

0
.

2 0
犷卜笋日甘订 : 州匕十 一 民 十 一 甲一 U

.

j 乙十

—
十

—2 斗 2 斗

一 0
.

3 2 十 0
.

2斗十 0
.

0 5 一 0
.

6 1

该项 目入选
。

三
、

结 果 分 析

1 9 8 8 年
,

山西省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共受理了 1 71 个 申报项 目
,

其中综合评判值 在 0
.

5

以上的人选合格项目为 65 个
,

占受理项 目数的 38 多
。

基本达到了我们原计划项 目数的要求
。

从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两类项目的比例看
,

基础研究有 27 项占计划项 目数的 41
.

5并
,

应

用基础研究有 38 项
,

占计划项 目数的 5 8
·

5外
,

也符合省级科学基金资助的重点是应用基础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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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要求
。

在应用基础研究的 3 8项中
,

煤炭和化工 9 项
,

机械工业 10 项
,

农业和生物 8 项
,

医

疗卫生和环境保护 9 项
,

信息科学研究 2 项
,

紧紧结合了本省的资源特点和工农业生产发展对

技术的需要
。
从承担项 目科研技术人员素质看

,

其中第一申请人为教授级的有 26 项
,

占 40 务
,

副教授级的有 咒 项
,

占 49
.

2多
,

讲师级的有 7 项 ;占 10
.

8外
,

也达到了坚持高门槛
、

高水平和严

格选择项 目的要求
。

四
、

讨 论

通过对定量评审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的实践检验
,

我们认为 :

1
.

省一级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的评审
,

不像国家一级的那样复杂
,

采用综合定量评审方法
,

可以达到选择项目的 目的
,

这一方法不仅增强了科学基金使用的科学性和民主性
,

把竞争机制

引进了科研管理
,

而且可以节省在科研管理工作中不必要的人力和财力的浪费
。

2
.

定量评审成功的关键是要求申请者要实事求是地填报申请书
。

参加评审的同行专家一

定要专业对口
、

公道正派
。

3
.

实行定量评审制度以后
,

学科组专家的作用是对定量评审结果进行审议
,

并可集中精力

讨论研究本学科的技术政策
,

从宏观上控制本省所需要的学科发展方向和重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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