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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科学研究
·

增强申报科学基金竞争能力
白玉良七- 习

!摘要 l 文章总结了北京农业大学近几年来在申请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工作方面的基本做法
.

实践已

说明
,

只有充分发挥本单位的优势
,

挖掘科研潜力
,

加强申报管理
,

注重提高申请书的综合质量
,

才

能增强竞争力
,

提高获准率
。

文章还对科学基金工作提出了一些建议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与国内其它科研课题相比声誉较高
,

这首先在于它评审的公正性
、

合理性
,

并为全国科技工作者创造了平等竞争的良好环境
。

鉴于 目前我国自然科学基金的重

要和每年的申报数量剧增
,

加之国力有限
,

经费较少
,

因而所造成的竞争就异常激烈
。

近几年

来
,

我校注重发挥整体优势
,

既在竞争中保护和发展了自己
。

同时探索出基层单位申请基金一

套行之有效的办法
。

一
、

概 况

近几年来
,

我校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工作上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

19 82 一 1 9 8 8 年的 7

年中我校共获准面上基金课题 99 项
,

总经费 3 14 .4 万元
。

其中
,

19 8 2 一 19 8 5 年 4 年共获准课

题 fl 项
,

经费 51
.

8 万元 ; 19 86 一 19 8 8 年 3 年共获资助 88 项
,

经费 2 62 .6 万元
。

后 3 年获准

表 1 北京农业大学 198 2一 19朋 年获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课盈与全国对比情况

年年度度 课 题题 全国国 农业部系统获准情况况 北农大所占百分比 (% )))
·

全国国 在全全 部属属 全国国 北农大大

及及及及 资助助助助助助助助助助助助助助助助助助助助助助助 资助助 国中中 获准准 资助助 获准率率
经经经 费费 课题题 总 计计 北农大大 占全全 占部属属 单位位 位次次 单位位 率率 (% )))

情情情情况况 获 准准 获 准准 国国 单位位 (个 ))))) (个 ))) (% )))))

1119 8 222 课题(项 ))) 50 444 l 222 333 0 6 000 2 5
.

000 ] 1 666 3 777 888 4 8
.

555 60 .000

经经经费 (万 ))) 2 82 999 9 888 2 555 0名 999 2 5
.

55555 3 222222222

1119 8 333 课题 (项 ))) 9 5 555 l 999 lll 0
.

1 111 5
.

333 19 888 10 222 888 6 2 555 5 0
.

000

经经经费 (万 ))) 4 14 000 10 3
.

555 7 555 0
.

1 888 7 33333 10 777777777

1119 8 444 课题 (项 ))) 12 3
川川

3 444 lll 0
.

0 888 2
.

999 2 7 333 15 000 l 000 56
.

111 3 3
.

333

经经经费 (万 ))) 5 1 1222 14 3
.

555 333 0
.

0 666 2
.

11111 2 1333333333

111 9 8 555 课题 (项 ))) 17 4 111 4444 666 0
.

3 555 13
.

666 3 3 666 7 333 ! 444 3 8
.

444 5 4
.

666

经经经费 (万 ))) 5 17 444 1 3 666 16 333 0
.

3222 12
.

00000 8444444444

1119 8 666 课题 (项 ))) 3 4 3 333 12 555 2 777 0
.

7 999 2 1
.

666 5 5 333 2 555 5 222 2 9
.

000 4 7
.

444

经经经费 (万 ))) 9 5 ;
叫叫

3 2 7 555 7 0 333 0
.

7444 2 1
,

55555 3 222222222

1119 8 777 课题 (项 ))) 2 7 1 333 8 888 2 666 0
.

9 666 2 9
.

555 50666 2 000 3999 24
.

222 4 6
.

666

经经经费(万 ))) 7 9 5叫叫 2 19
.

111 6 9
.

555 0
.

8 777 3 1
.

77777 2 333333333

1119 8 888 课题 (项 ))) 2 54 444 9 888 3 555 1
.

3 888 3 5
.

777 9 8 666 888 4 999 2 6
.

999 4 8
.

000

经经经费(万 ))) 8 3 1 555 3 0 4
.

777 12 2
.

888 1
.

4 888 4 0 33333 777777777

注 :l
.

本表数字来源于历年基金委 (包括 中国科学院基金局 )公布的资料
。

2
.

部属单位 (系统 )是指农业部直属的科研院
、

所或高等院校
。

*

北京农业大学科研处

DOI : 10. 16262 /j . cnki . 1000 -8217. 1989. 03.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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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课题数是前 4年的 .8 0倍
,

经费是前 4 年的 5
.

1倍
.

年度获准经费总额 19 86 年在全国为大

于 7 0 万元的单位
,

19 8 8 年为大于 100 万元的单位
.

年度经费额及课题项数在全国所处的位

次与 19 8 5 年前相 比显著上升
。

按其获准经费总额排列
,

1985 年在全国受资助的 336 个单位

中为第 84 位
,

到 1988 年获准经费数跃居全国第 7 位
。

按获得课题项数排列
,

1 9 8 5 年在全国

排第 73 位
,

19 8 8 年跃居第 8 位
,

申请课题的获准率连续 3 年高出全国资助率近 1倍
.

获准课

题数和经费额也连续 3 年在全国农口和农业部所属院校中独占第 l 位 (表 1)
.

获准课题层次

也有所提高
,

19 8 7 年获重点课题 1项
,

19 8 8 年获重点课题 3 项
。

以上数字可证实我校无论是

在全国范围内
,

还是在农 口各单位中都有一定的竞争优势
。

目前在我校科研活动中科学基金课题占有相当的比重
,

基金课题项数已占我校科研课题

总数的三分之一
,

占基础性研究课题数的三分之二
。

年度拨款占全校科研费的八分之一
,

占基

础性研究课题的四分之三
,

为开展科学研究提供了可靠保证
。

有效地鼓励了全校教师进行基

础性研究
。

目前
,

正在进行研究的基金课题绝大多数进展顺利
,

有些课题已取得阶段性成果
,

如
“

农业气候资源信息系统
”

已通过鉴定
。

有些课题有新的苗头或新的发现
,

如
“

高等植物体内

类玉米赤霉烯酮的研究
”

已发现和植物的春化有密切关系
。

这些为增强基础农学的后劲奠定

了基础
,

其潜在的作用将在下一个五年计划中或更长时期中发挥出来
。

二
、

强 化 管 理

自然科学基金的申报工作是一项科学性
、

知识性
、

技术性
、

政策性
、

竞争性强的科技管理工

作
。

自 1 9 8 2 年国家实行科学基金以来
,

我校对自然科学基金的申请工作经历了一个由放任自

流到有组织管理的过程
,

特别是 1 986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以下简称基金委 )成立以

来
,

广大教师和科研人员申请基金的积极性相当高
,

校系领导和管理人员十分重视
。

为认真组

织和协调好申报基金课题
,

紧紧地依靠我校 长期积累的科研工作基础
,

充分发挥校内学科齐

全
,

老学科和重点学科较多
,

教师(研究人员 )队伍素质较好
,

基础性研究和综合研究能力较强
,

学术和信息交流条件较好的优势
,

首先把基金课题申报的管理作为重要一环来抓
。

以提高申

请书的综合质量为 目的
,

积极组织课题参加竞争
。

第一
,

做好课题申报管理
。

我校申请科学基金采取校和系两级共同管理的办法
。

从 1986

年起在校科研处设专人负责
,

统一管理基金工作
。

学校在为教师提供申请基金的各种信息和

有关材料的同时
,

十分注重 了解每个教师的研究工作
,

并从中发现和捕捉教师新颖的学术思

想
、

观点和方法
,

为申请工作做好准备
。

每年申请前全校召开 申请者大会
,

发动全体教师和科

研人员申请
,

详细讲解如何申请课题和填写 申请书
。

校科研处确定每周 3 天为接待日
,

随时解

答申请者提出的问题
,

做好咨询服务工作
。

系负责人抓好申报的具体工作
。

主要包括材料的

传送
、

申请书的汇集和整理等管理工作
。

第二
,

提高申请课题科学水平
。

为在竞争中取胜
,

我校十分重视在课题申请质量上下功

夫
。

从 1986 年起
,

每年都召开我校参加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的专家
、

教授座谈会
。

认真

分析形势
,

及时了解全国的概况和动向
。

有的放矢地指导申请工作
。

并请这些专家
、

教授为我

校当年申请基金的义务评审员
,

申请者写好初稿后
,

先由评审员对初稿的学术水平进行评审
,

然后根据评审建议由申请者对初稿进行修改
,

再经校系管理人员进行形式审查
,

符合要求后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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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正式申请书
,

交学术委员会逐项进行审查
,

最后再推荐出质量高的课题上报
。

其目的是力

争报一份获准一份
。

近几年来
,

我校没有因申报数量的增加而出现申请书不合格的现象
·

受到

科学基金委有关科学部的好评
。

第三
,

选择优势学科的课题进行申请
。

我校很多学科在国内外具较强的优势
。

如植物生

理生化专业既是国家教委的重点学科
,

又是博士点
,

还建有博士后流动站
。

经过认真组织
,

19 8 6 一 19 8 8 年 3 年中已获准基金课题 10 项
,

占全校近 3年获准基金课题的 11
.

36 % ; 经费

31
.

5 万元
,

占全校近 3 年获准基金总经费的 12 %
。

又如植物病理和农业昆虫两个专业
,

是我

校在国内外颇有名的老学科
,

也是国家教委的重点学科和博士点
。

3 年中植物病理专业 获准

基金课题 9 项
,

经费 26 万元
,

农业昆虫专业获准 7 项
,

经费 20 万元
。

另外
,

对于应用理论价值

较大
,

特别是具有长远和重大意义
,

近期在农业生产上可取得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

又

需多学科联合的课题
。

充分发挥院校多学科组合进行综合研究较容易的特点
,

学校给于大力

支持和协助
,

积极组织校内跨系
,

跨专业的联合申请
。

如以计算机为手段的系统工程在农业上

的应用
,

我校在国内起步较早
,

有较好的研究工作基础
。

19 87 年开始组织
,

19 8 8 年获准
,

被列

为基金面上资助的重点课题
,

获资助额 14 万元
。

本课题涉及校内 5 个系
,

6 个专业
,

12 个教研

组
。

第四
,

有计划分年度进行申请
。

为提高我校申请课题的获准率
,

并强调拉开年度
,

不要过

度集中在一年内申请
,

更不要同一年集中在同一学科内申请
。

根据基金委历年公布的资助课

题资料
,

注意选择其资助的空白项 目或薄弱环节
,

总的来说我校每年一个学科内申报课题 一般

不超过两项
。

这样我校每年申报的几十项课题都较均匀地分布在有关学科之中
,

克服了生一

个学科内申请课题过度集中的
“

撞车
”

现象
。

把全校每年的申报项数控制在一定的数量范围之

内
,

还可防止大起大落局面的出现
。

第五
,

做好落选课题重报工作
。

近几年来
,

每年有略高于 50 % 的申报课题被淘汰
。

有些

申请者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去调查研究
,

结果因不能获准而常常失去信心
。

对此
,

根据科学

部评审结果反馈的意见和指出的问题
,

对其中较好的课题与申请者共商改进措施
,

对原申请 书

进行修改和补充
,

下一年度再重新申请
。

3 年来重报的课题大部分都又获得资助
,

明显高于首

次申请的获准率
。

如 19 8 7 一 19 8 8 年两年中重新申报的课题 16 项
,

结果获准 10 项
,

获准率为

62
.

5 %
。

这样做不但使申请者暂时受挫后不失望
,

而且磨炼了意志
,

坚定 了信心
。

为使我校申请基金课题在激烈而平等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

特制定了们匕京农业大学申

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办法》
,

发至各系 (院
、

所 )执行
,

利于继续做好今后的申报工作
.

为抓

好获准课题的管理
,

又制定了《北京农业大学自然科学基金获准课题管理办法》
,

以便促使高质

量完成研究任务
,

早出成果
,

多出成果
,

培养更强的持久竞争实力
。

三
、

几 点 建 议

根据对 19 8 2 一 1 9 8 8 年 7 年来全国及农业部系统申请与批准课题情况的综合分析 (表 l),

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

提高批准率
,

增加资助强度
。

近几年来
,

科学基金的批准率和资助强度逐年下降
。

批准率

由 19 8 2 年的 48
.

5% 降到 19 8 7 年的 24
.

巧%
,

单项资助强度由 19 82 年的 5
.

6 万元降到 198 7 年



第 3 期 白玉良 :鼓励科学研究增强申报科学基金竞争能力 6 1

的 2
.

77万元
。

9 188 年批准率和资助强度都无明显提高〔表 ) 1
.

这样低的批准率难以保持一定

的覆盖面
,

无疑会造成使一些好的课题被刷掉
。

资助强度过低也会影响研究达到预期目标
。

要解决这个问题
,

唯一的办法就是国家应大幅度增加基金拨款总额
,

以缓解批准率与资助强度

的尖锐矛盾
。

为此
,

建议国家在增加拨款的同时
,

对于一些有条件的高等院校或科研单位获准

的基金课题给于名誉资助
,

省下来的钱资助其它较好的课题或加强获准课题的资助强度
。

控制申报
。

基金课题从申请到最终确定大体需要历经一年的时间
,

申请者
、

基金委和评审

专家都需花费大量的人力
,

物力和财力
。

为减少不必要的浪费
,

提高效率
,

建议基金委受理基

金课题采取限项限额申报的办法
,

以改变 目前各单位无限制进行申报的状态
。

对于从未申请

过基金课题的单位
,

基金委可规定起始申报数量 ;对于已经申请过的单位可根据近 3 年各单位

申请与批准情况来决定某单位当年的申报项数和经费额
。

计算方法用如下简式 :

D 二 S X I

D :
某单位当年申报总项数或总金额

S :某单位近 3 年平均获准项数或金额

I :
年度系数

,

每年的系数由基金委根据前 1年全国批准情况和当年国家拨款额统一确

定
。

该系数还可根据获准率分段确定
。

采取上述措施可鼓励各单位在申报质量上或提高获准率上下功夫
,

同时还可减少申请和

评审中不必要的浪费
,

缩短评审周期
。

增加对基础农学的支持
。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

目前
,

我国农业发展后劲不足
,

巫待加

强基础农学的研究
。

科学基金是基础农学研究经费来源的主要渠道之一
。

但从 7 年来 (表 l)

农业部所属单位获准情况为例
,

1 982 年获准课题项数占全国的 2
.

38 %
,

经费占 3
.

46 % ; 19 8 8

年获准课题项数占全国的 3
.

85 %
,

经费占 3
.

“ %
。

7 年中课题项数提高了 1
.

33 %
,

经费仅提高

了 .0 2 %
,

这与我们是一个农业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
。

为维持和增强我国农业发展的后劲
,

保

证在土地不断减少
,

人 口不断增加的条件下能满足人民生活提高的要求
,

建议在国家增拨基金

经费总额的前提下
,

基金委内部也应较大幅度地提高基础农学经费的比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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