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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科 学 基 金

扬长避短 突出特色 精心管理

— 浅议地方院校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管理

杨松龄 侯军儒 王兴民等
’

l 摘要 ! 本文总结了天津医学院接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六年来的工作情况
,

并就地方院校基金

项目管理工作中
,

如何发挥学科优势
,

重点扶植骨干力量 ;建立信息发布制度 ;认真组织课题调研
、

评审 ; 建立健全基金项 目管理程序
,

做好后期管理等六个问题进行了初步讨论
。

此外
,

还就改进科

研管理工作提出一些建议
。

天津医学院是天津市属重点高等院校
,

也是全国唯一兼有八年制
、

七年制和五年制医学教

育的高等院校
。

自 19 8 3 年开始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以下简称
“

基金
”

)项 目以来
,

共承担项 目 4 2 项
,

获

资助额 128
.

65 万元
,

项 目获准率为 35 %
。

天津医学院承担的项 目数和获得资助金额 6 年共 42 项
,

在全国医学院校均列第 12 位
。

天津医学院承担基金项 目的科技人员总数为 3“ 人
,

其中高
、

中级人员 2 22 人
。

近年来
,

已完成有关的学术论文 153 篇
,

122 篇学术论文在国内外学术会议和公开杂志上发表
。

该基金

有力地推动 了学校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深人开展
,

一批有作为的中青年科技人员

崭露头角
。

同时
,

52 名研究生在协助导师完成课题中也得到了培养和提高
。

基金 已成为科技

发展的催化剂
,

人才成长的培养基
。

现结合天津医学院在基金项 目管理工作中的体会
,

就地方院校基金项 目管理工作的有关

问题做一初步讨论
。

一
、

发挥优势学科作用
,

重点扶植骨千力量

和全国重点大学相 比
,

地方院校在总体上常处于劣势
。

但是
,

地方院校也有各自的优势学

科
.

基金项 目竞争性很强
,

地方院校只有充分发挥自己优势学科的作用
,

集中优势兵力
,

选择

好突破 口
,

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保持局部的优势
,

占有一席之地
,

并不断扩大战果
。

天津医学院有 5 个研究所
、

10 个研究室
、

两个测试中心
。

内分泌学
、

泌尿外科学
、

神经病

学
、

妇产科学 (含计划生育 )
、

中西医结合临床 (急腹症学 )
、

放射诊疗学
、

眼科学
、

微生物与免疫

学等学科为有权授予博士学位的专业点
,

其中大部分学科被列为天津市高等院校重点学科和

有特色的临床学科
,

在全国也有一定影响
。

在申报基金项 目时
,

我们首先着眼于充分发挥这些

沈势学科的作用
,

依靠这些学科的新
、

老专家
,

积极 申请立项
。

这些学科的专家们造诣深
、

威望

高
、

选题准
、

获准率也高
。

在我院承担的 42 项课题中
,

属于上述优势学科的项 目为 32 项
,

占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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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的 7 6%
,

其中
,

内分泌学科 19 项
,

占总数的 45 %
。

在连续承担两项课题的 6 人中
,

5 人为学

院优势学科的专家
,

其中 4 人为内分泌专业
。

发挥优势学科的作用来 申请立项
,

争取获得更多的资助 ;反过来
,

由于承担了国家的重点

课题
,

这些优势学科无论在技术装备上
,

还是在人才培养上都获得进一步发展
,

同时带动了一

批相关学科
,

促进了学校整体科研水平的提高
。

二
、

建立信息发布制度
,

广泛动员科技人员申请立项

申请基金项 目的前三年
,

我们主要依靠专家个人选题
,

通过组织 申报的方式进行
,

获准率

高
,

但总的项 目数不多
。

19 8 7 年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发布了项 目指南
。

我们就采用信息

发布会的形式
,

向广大科技人员
、

基层管理人员等宣讲国家的科技政策
、

攻关重点
,

基金资助范

围
、

项目的申报程序和基本要求
。

宣传本单位既往获准项 目的成功经验以及与兄弟院校获准

项 目的比较情况
,

并请有关项 目的课题负责人现身说法
,

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科技人员
。

19 8 6 年

申报项 目达 52 项
,

相 当于前 3 年 申报总数的 1
.

4 倍
,

获准 13 项
,

资助金额达 29
.

15 万元
,

创本

院历史最高纪录
。

未获准的有些项 目后来也分别列人部级
、

市级重点科研项 目或院级自选课

题
。

申请基金项 目不再是 少数专家的事情
,

而成 为广大中青年科技骨干积极进取的实际行

动
。

19 8 6 年获准项 目的学科分布
、

课题负责人的年龄结构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

19 8 6 年以前的

14 个项 目
,

只限于 内分泌学
、

神经病学
、

免疫学
、

泌尿外科学
、

药理学
、

寄生虫学 6 个专业
。

19 86

年获准的 13 个项 目
,

除内分泌学
、

寄生虫学外又扩大到生物学
、

病理学
、

微生物学
、

生物化学
、

眼科学
、

传染病学
、

环境卫生学等 7 个专业
。

中青年科技骨干担任课题负责人的比例也开始增

力口
。

信息发布会的形式得到广大科技人员包括科技管理人员的充分肯定
。

它不仅促进 了基金

项 目的申报工作
,

而且成为宣传普及科技政策和科研管理知识的有效途径
,

成为密切管理部门

和科研人员关系的良好渠道
。

几年来
,

召开信息发布会已经形成惯例
。

科研主管部门的同志

还走 出机关
,

深人科室
,

结合各单位特点具体指导科研人员做好选题和项 目组织工作
,

使申请

基金项 目的势头长盛不衰
,

学科间互相配合的局面也在健康发展
,

在基金项 目的带动下
,

其他

项 目的管理水平也在相应提高
。

三
、

以提高获准率为目标
,

认真组织课题调研和课题评审

申请基金项 目是一件很严肃的任务
,

时间紧
、

学术性强
、

竞争激烈
。

提高申请项 目的获准

率
,

是我们管理部门一直坚持的奋斗目标
。

开始 申请项 目的前几年
,

由于 申报人员以著名专家为主
,

人数少
,

项 目申请书反
.

复推敲
,

工

作上精雕细刻
,

获准率有时高达 10 0 %
,

我们也曾引以为荣
。

但随着形势的发展
,

申报基金项 目

的人数由少变多
,

年龄由老变轻
,

专业面由窄变宽 ;而且在全国范围内
,

不仅有重点大学
,

还有

更多的地方院校都来参加这一竞争
,

无疑对提高获准率带来了相当的难度
。

为此
,

我们主要抓

了以下几个环节 :

1
.

以信息发布会和个别指导的方式
,

使广大科技人员明确国家的科技政策和项 目指南
,

明

确申报程序和要求
,

减少申报的盲 目性 (已如前述 )
。

2
.

做好课题调研
。

我们要求申请人首先要查阅历年基金资助项 目名录
,

了解基金项 目的

特点
,

并要对拟 申请项 目的国内外研究情况进行认真调研
,

有条件的要进行文献联机检索
,

避

免课题重复 ; 同时
,

在选择课题时
,

强调既要发挥我院优势学科的长处
,

又要注意课题的竞争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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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

知已知彼
,

审时度势
,

权衡利弊
,

量力而行
。

对确有把握的课题要大胆 申请 ; 对竞争激烈的
“

热门
”

课题要审慎行事
,

周密设计
,

确信技高一筹时再 申报 ;对一些别人不搞
,

我们又有独到之

处的
“

夹缝
”

项 目
,

只要符合项 目指南 的要求
,

要不失时机
,

紧紧抓住
。

也许可以说这些夹缝项

目是地方院校特别是非优势学科获得资助的最好领域
,

大单位顾不上
,

小单位搞不了
。

据统

计
,

天津医学院承担的 4 2 个项 目中
,

属优势学科确有把握的项 目约占项 目总数的 l / 3
,

属于夹

缝项 目的也约占 l / 3
。

3
.

填好项 目申请书
。

针对许多申请者不大熟悉填表要求的具体情况
,

我们除具体指导填

写外
,

还特别从已获准项 目中筛选优秀的申请书做为范例
,

以提高申请书的填写质量
,

强调国

内外研究现状必须明确
,

项 目目标必须具体
,

项 目内容必须新颖先进
,

主要技术路线要切实可

行
,

协作单位要联系落实
,

而且要求合乎规范
,

书写工整
,

逐级审查把关
,

尽量避免纸漏错误
。

近两年来又采用计算机新技术
,

搞好项 目申请书简表的输机工作
。

凡报出的申请书均得到有

关专家的好评
。

4
.

按科学方法组织课题评审
。

单纯依靠行政管理方法已不能胜任基金项 目的评审工作
。

为了把好报出项 目的质量关
,

我们采用聘请专家预审的方式对所有申报项 目进行评审
,

评审专

家以院科技咨询专家组 (常设 ) 为主体
,

同时聘请管理方面的专家和有关学科 (视课题内容而

定 )的专家共同参加
。

参照科学基金项 目专家评审表的评审条件
,

结合本院多年来进行课题评

审的经验
,

我们制定了课题评审指标体系
,

将选题的必要性
、

内容的先进性
、

条件的可行性
、

经

费的合理性
、

成果的可推广性等几个方面做为评审指标
,

适 当加权
,

同时
,

将每个指标分别分为

四个等级
,

给予不同赋值
。

在申请者报告申请书并答辩后
,

由评审专家逐项评分
。

最后
,

采用

模糊评判 的方法对每一 申请项 目进行定量评价
,

将分值偏低的项 目撤出不报
。

由于采用科学

方法进行学术评价
,

未被批准上报的项 目均表示认可
。

5
.

及时收集反馈意见
,

改进 申报工作
。

我们对未批准项 目进行跟踪调查
,

了解这些项 目未

被批准的原因以及重新申报的可能性
。

通过收集反馈意见
,

我们加深了对项目申请要求的理

解
,

同时也使一些略作改进 即可重新申报的项 目
,

经再次申报后获准
。

6
.

注意申请基金项 目前的科研准备工作
,

包括 : 支持重点学科和研究所 (室 )的学术带头人

以及学成回国的同志在既往工作 的基础上申报起点高
、

内容新的项 目 ;组织列人市科委重点项

目的应用研究课题在取得一定成果后 申报基金项 目
,

促进应用研究和理论研究的密切结合和

深人发展 ; 支持已获资助的基金项 目负责人在完成项 目的前一年做好申请继续深人研究或新

立项的准备工作等
,

保持研究工作的持续深人发展
,

巩固在某一学科领域的领先地位
`

由于准备充分
,

严格把关
,

我院的申报质量一直保持在 比较理想的水平上
,

获准率在全国

平均数值之上
,

受到生物学部专家的好评
。

四
、

建立基金项目管理程序
,

做好后期管理

项 目的申报立项属前期管理
,

项 目的执行与评估属后期管理
,

二者同等重要
,

后期管理则

更为具体
、

复杂
。

必须克服
“

要钱难
,

交差容易 ; 钱一到手
,

完事大吉
”

的错误思想
,

防止忽视后

期管理的倾向
。

我们的具体做法是
:

1
.

科研处明确专人负责
,

定期组织进度检查
,

了解完成任务的进度和质量 ; 按时填写有关
,

严格审查
,

按时报出 ;在管理上实行院
、

系两级管理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

2
.

研究经费独立核算
,

专款专用
,

把使用权交给项 目负责人
。

建立由科研处一财务处一物

表

十

流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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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供应部门的经费管理网络
。

按预算计划及基金会财务条例规定的开支范围严格管理
,

保证

年度决算的准确性和严肃性
。

课题一经批准立即着手工作
,

经费临时未到
,

先采取借支的办法

解决
。

对部分课题进行中确属经费不足而影响进度时
,

由校拨经费给予适当补助
,

以保证课题

如期完成
。

3
.

加强基金项 目的成果管理工作
。

既要注意
“

春种
” ,

更要注意
“

秋收
” 。

项 目的结果要与

预期目标挂钩
,

注意课题的进一步深人
,

以便继续申报基金项 目
。

遵照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研究成果评议鉴
·

定试行办法
,

不同性质的研究成果采用不同的方

法
。

理论性研究成果在其代表性论文
、

专著公开发表一年以后
,

采用学术评议的方法进行
,

须

附 5一 7 名同行专家的评议意见和所在单位学术委员会的综合评价意见
。

.

应用性研究成果
,

必

须经过试验或试用
,

取得准确
、

可靠的数据
。

反映研究成果的学术
、

技术文件及资料齐全后方

可进行技术鉴定
。

4
.

注意扶植一些有苗头的课题为申报基金项 目打下基础
。

在已批准立项的 42 个项目中

有 3 / 4 的项 目都通过多种途径给予过不同程度的经费支持
。

5
.

注意基金项 目的科技档案管理工作
。

课题组 明确专人负责档案资料的收集
、

整理
、

装档

工作
,

使用统一的档案袋
、

实验记录本
、

实验记录纸
。

验收成果时须同时验收科技档案
,

档案不

全者不予鉴定
。

五
、

以国家级基金带动院内基金
,

搞好
“

科技苗圃
” ,

保持后劲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的建立为改革拨款制度开创了先例
,

以其科学的管理方法
、

有效的拨款

强度和明确的研究导向
,

促进了全国基础理论研究 的深人发展
。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带动

下
,

我院也相应建立了天津医学院中青年科学基金
,

资助优秀中青年科技工作者开展具有先进

性
、

实用性和有苗头的应用基础研究项 目
,

为培养提高他们的科研能力创造有利条件
。

我们希

望能通过这种
“

科技苗圃
” ,

造就出一批能独立承担高水平研究任务的中青年优秀人才
,

以便进

一步申请高一级的项 目做充分准备
。

在中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管理过程中
,

我们采用 自然科学

基金项 目的管理办法
,

实行科学论证严格把关
,

跟踪观察等一系列方法
,

务求实效
。

自 19 8 7 年

以来
,

申请项目共 83 项
,

已审查批准的 30 个项 目均顺利进行
,

有的还可提前完成研究任务
,

写

出较高水平的学术论文
。

严格的要求
,

科学的实践
,

使一批中青年科技骨干脱颖而出
。

除学校

设立 中青年科学基金外
,

附属医院也设立了科技进步基金
,

资助并奖励在临床研究和应用基础

研究中取得突出成就的临床工作者
,

推动临床研究的深人开展
,

提高医疗质量
。

六
、

强调完成项目与培养人才并重
,

促进优势学科的发展和扩大

基金项 目最终目的是要出成果
、

出人才
,

促进科学的发展
。

我们一直坚持完成项 目与造就

人才并重
,

既要按预定 目标完成项 目计划 ;又要造就一批水平高
、

能攻关的科技梯 队
,

保持学科

优势
,

并不断扩大优势学科的阵容
。

.

我们特别注意积极鼓励和支持学成回国的科技骨干承担

基金项 目
。

在 42 个项 目负责人中
,

近年来曾长期在 国外进修过的人员有 17 人
,

占总数的

40 %
。

80 % 的课题负责人曾有国外进修或考察的经验
。

这些负责人中有 6 个人连续两次得到

基金的资助
。

基金为这些优秀科技人员 回国后充分发挥作用创造了 良好的条件
,

使英雄有用

武之地
。

如神经内分泌研究
、

胶质细胞瘤实验研究
、

代谢性骨病研究
、

甲状腺疾病基础研究等

领域都取得令人瞩 目的研究成果
。

有些同志曾多次被邀请到国外讲学和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

成为有希望 的新学科领域的学术带头人
。

此外
,

在课题负责人的年龄结构上
,

也呈下降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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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形成以 5 0岁左右的科技骨干为主体
。

有些人员已受聘参加基金项目的评审工作
。

在完成项 目的同时
,

承担任务的学科在技术装备
、

人员配备以及与相关学科的配合等方面

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

真正实现了以任务带学科的目标
。

我们在基金项 目管理实践中
,

仍感到还有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
,

如
:

1
.

地方院校应和全 国重点院校与研究单位密切挂钩
,

在承担总任务中相互配合
,

共 同促

进
,

对地方院校要有适 当的优惠政策
,

以利发展
。

2
.

仍需采取有力措施鼓励和支持 中年优秀科学家多承担研究项 目
。

3
.

对承担课题的科技人员应有适当的奖励政策
.

注 : 童恒昌
、

张大增
、

苟云英三同志也参加 了部分工作
。

C A R R Y I N G O N S T R O N G P O I N T S A N D S P E C I A L I T I E S
,

E F F E C T IN G M E T I C U L O U S M A N A G E M E N T

—
D I S C U S S IO N O N T H E M A N A G E M E N T O F N S F C S U P P O R T E D

P R O J E C T S A T L O C A L C O L L E G E S A N D U N I V E R S I T I E S

Y a n g S o n g l i n g H o u J u n r u W a n g X i n g m i n e t a l
.

A b s tr a C t

T h e a r t ie l e s u m m a r i z e s t h e w o r k o f m a n a g i n g N S F C J u P P o r t e d P r oj e e t s a t T i a nj in M e d i c a l

C o l le g e in t h e la s t s i x y e a r s
.

I t d i s e u s s e s t h e fo ll o w i n g r e l a t e d q u e s t io n s in t h e m a n a g e m e n t o f s u c h

p r oj e c t s t o u t i li z e t h e a d v a n t a g e s o f t h e s u

加
e c t a n d fo s t e r t h e b a c k b o n e fo r c e ; s e t u p t h e i n fo mr

a
-

t io n r e le a s i n g s y s t e m a n d o r g a n i z e t h e s u bj e e t r e s e a r c h a n d e v a lu t i o n ; e s t a b l i s h t h e P r o e e d u r e o n

t h e m a n a g e m e n t o f t h e s e P r oj e e t s a n d d o a g o o d j o b i n l a t e r m a n a g e m e n t
.

I n a d d it i o n , s o m e s u g
-

ge
s t i o n s a r e P u t fo r w a dr o n t h e i m P r o v m e n t o f er s e a cr h m a n a g e m e n 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