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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批准率的

几点体会

张玉荣
’

1 8 95 年
,

中共中央公布了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和国务院关于科学技术经费管理

的决定
,

改革拨款制度
,

推行招标合同制
。

在科研经费的分配上
,

实行鼓励竞争
,

择优支持的原

则
。

基础研究和部分应用研究实行科学基金制是我国科研体制改革的重大措施之一
。

获得资

助的科研项目和资助经费总额的多少已成为衡量一个研究单位研究能力大小和科研管理水平

高低的标志之一
。

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是我院主要的科研项 目之一
,

自 19 8 2 年以来
,

我院校申报自然科李基

金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

共获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2 39 项
,

资助总金额为 892
.

9 万元
。

是卫生

系统获资助之首
。

与全国各单位相 比
,

仅次于清华大学
、

北京大学
、

南开大学和复旦大学 (见表

1和表 2)
,

居第五位
。

表 1 各单位获自然科学基金资助情况

单单 位位 19 8 2 年一 19 8 8 年获自然科学基金总计 (万元 ))) 平均每项资助额额

(((((((((((((((((((((((((((((((((((((((((((((万元 )))项项项 目 数数 总金额 (万元 )))))

111
.

清华大学学 4 5 888 1 59 1
.

7444 3
.

4 777

222
.

北京大学学 4 4 999 14 76石 3444 3
.

2 888

333
.

南京 大学学 3 1333 10 4 5
.

7 6 555 3
.

3 444

444
.

复旦大学学 3 0 000 9 4 0
.

8 666 3
.

1333

555
.

中国医学科学院院 2 3 999 8 9 2月000 3
.

7 333

666
.

北京医科大学学 2 6 222 8 2 5
.

2 555 3
.

1444

777 浙江大学学 2 3 666 8 17月 333 3
.

4 666

888
.

中国科技大学学 2 3 555 7 6 9
.

6 666 3 2 777

999
.

天津大学学 2 3 555 7 6 2
.

1000 3
.

2 444

从 19 8 5车以来
,

我院校每年申报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的批准率都高于全国的平均数
。

1 9 8 5

年全国项 目批准率为 38
.

6% ; 医科院为 52 % ; 19 8 6 年全 国项 目批准率为 29 %
,

医科院为

46 % ; 19 8 7 年全国项目批准率为 24
.

巧%
,

医科院为 35 % ; 19 8 8 年全国项 目批准率为 26 93 %
,

医科院为 39 % ;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院校的研究实力
,

科技队伍水平和研究储备的雄

厚
。

中国医学科学院
、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

DOI : 10. 16262 /j . cnki . 1000 -8217. 1989. 04. 012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18 9 9年

表 2中国医学科学院
、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 198 2一 1988年获自然科学基金资助情况

年年 份份 申报项数数 批准项数数 资助金额 (万元 ))) 项 目批准率 (% )))

9 1118 222lll 1119名名 0 1000

111333 I 3 8 9 888 0008
.

10008 000

1118 9 4443 2 666 6663 9 1
,

2 555 7 222

1119 8 555 7 777 4000 1 5666 5 222

1119 8 666 15 666 7 111 1 92
.

2000 4 666

1119 8 777 12 555 4 444 14 8
.

5 555 3 555

1119 8 888 12 666 4 999 20 999 3999

总总计计 5 3 111 2 3999 8 9 2
.

9 00000

为提高项 目批准率
,

我们对我院校获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批准率较高的研究所进行了初步

分析
,

有以下几点体会 :

1
.

要认真组织基金项目的申请工作

在贯彻
“

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
,

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
”

方针的过程中
,

我

们认识到
:

作为中国医学科学院和中国协和医科大学
,

肩负着科研
、

医疗
、

教学等任务
,

同时也
肩负着为我国的医学科学事业和为培养高水平科技人才做出更大贡献的历史使命

,

因而必须

重视和加强基础研究
,

努力提高我院校的科研水平
,

为我国医学科学事业的发展增添后劲
。

因

此
,

虽然 自然科学基金在我院校总的科研经费中所占的比例不大
,

但是各级领导都非常重视
。

为了组织好基金的申报工作
,

我们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有关同志来传授经验
,

还请参

加过基金评审的专家讲授申请中必须注意的问题和经验
,

从而提高了大家对 申请基金意义的

认识
,

申请的路子也 比较明确
。

投标前组织科研人员认真学习《项 目指南》
,

充分了解 自然科学

基金申请特点
,

要求认真分析课题和国内外研究动态
,

确定既符合自己的研究方向
,

又能发挥

自己特长的项 目来投标
。

.2 加强学术委员会的指导和把关作用
,

保证申报课题水平

学术委员会的把关作用对保证申报课题水平是至关重要的
。

学术委员大都是学科带头人

或科技骨干
,

他们信息灵
,

懂
“

行情
” ,

办事公正
,

认真负责
,

有较高的学术造诣
,

并能掌握国内外

各学科的发展动态
。

他们对申报课题的学术水平
、

可行性及人力
、

物力条件保证等方面进行充

分讨论
,

严格审查
,

砍掉一些低水平重复性课题
,

支持起点高
,

工作基础好
,

有竞争力的课题
。

对研究内容范围过大的课题
,

提出建设性意见
,

加 以分解
。

对同意申报的课题
,

从国内外研究

动态
,

课题设计
,

实现预期目标的可能性等方面给予具体的指导
。

这样
,

从课题的科学性
、

可行

性
,

现有物质条件及申请金额的合理性几方面
,

保证了申报课题的水平
。

每个申请者必须向学

术委员会作开题报告
,

经过学术委员会充分讨论审查
,

最后投票通过
。

我院基础医学研究所几

年来一直坚持这一做法
,

项 目中标率在我院始终处于领先地位
。

19 8 5 年项 目中标率为 52 % ;

19 8 6 年项 目中标率为 68 % ; 19 8 7 年项 目中标率为 74 % ; 19 8 8 年项 目中标率为 48 %
。

.3 科研管理人员严格把好申请书质量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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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
`

每年申请书报到科研处后
,

科研管理人员都要逐项严格进行形式审查
,

凡不符合申报要求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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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退回重报
。

同时
,

要求填写的申请书字迹清楚
,

具有说服力
,

力求做到 : 1) 研究课题的目的
、

意义
、

科学水平
、

应用前景
、

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

课题的先进性或创新之处等要填写清

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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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预计达到的目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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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过去研究工作和积累与基础 ; 4) 经费预算合理
,

根据充分
。

纵观我院校 1982 年以来已被批准的 23 9 项课题
,

它们的共同特点是
:

l) 立题依据充分
,

学

术思想新颖
,

有先进性和独创性 ; 2) 有理论意义和应用前景 ; 3) 有较高的学术水平 ; 4) 经过预实

验
,

看到较好苗头 ; 5) 研究内容和 目标明确
,

研究方法先进或设计中有特色 ; 6) 技术路线先进
、

合理
、

可行 ; 7) 技术力量较强能胜任该项研究 ; 8) 经费预算合理 ; 9) 在 3到 5 年内达到预期目标

的可能性大
。

例如我院基础医学研究所沈诩诽在 19 8 8 年申请的高技术研究课题
“

热休克和分

裂素诱导热休克蛋白基因转录的机制研究
” ,

是研究人的 T 淋巴细胞在热休克分裂素作用下
,

热休克蛋白 H sP 90 基因转录的快速和延缓两种诱导方式的分子基础和相互关系
。

这份申请

书写得简明扼要清晰
,

水平较高
,

经专家评审后认为
,

本研究在国内外处于领先地位
,

有独创

性
,

属该领域研究的前沿之一
,

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

一致通过给予资助
。

自然科学基金的申报工作是科学性强
、

政策性强
、

技术性强和竞争性强的科技管理工作
。

我们要借鉴以往的工作经验
,

继续保持我院校的优势并达到更
俞

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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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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