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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基金管理
·

在遗传学和细胞生物学青年科学
基金申请中的问题及讨论

王 钦 南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生命科学部)

为了发现和培养人才
,

促进优秀青年科技工作者脱颖而出
,

根据国务院
“

关于成立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通知
”

精神
,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每年都专门划拨一定额度的经费
,

设

立青年科学基金
。

青年科学基金为青年科研人员提供了一个参加竞争
、

显露才干的机会
,

为已在学术界崭露

头角的青年学术带头人进一步成长创造了条件
,

同时还吸引出国留学人员 回国参加现代化经

济建设
。

那么
,

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能申请青年科学基金
,

而有可能获得资助呢?

申请青年科学基金的项目必须具有如下的基本特点
,

才有可能得到本基金的资助
。

1
.

研究内容的类型必须是基础研究或是应用基础研究才符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

方向 ;

2
.

项 目负责人在 35 岁 (含 35 岁 )以下
,

获博士学位 (或具同等水平即助理研究员
、

讲师 )
,

项目组成员以 35 岁以下的青年人为主而且可独立开展工作 ;

3
.

研究内容有重要的科学意义
,

新颖而无重复
,

研究方案切实可行 ;

4
.

申请者需有两名正教授或正研究员 (或同等职称 )推荐
,

并要求申请人参加答辩
。

青年科学基金资助概况

从 19 8 7 年开始受理青年科学基金以来
,

申请项目的数量和质量逐年上升
,

资助经费的总

金额也大幅度增加
,

历年资助情况如表 1
。

表 1 育年科学基金资助一览表

年年 度度 学 部部 申请项数数 批准项数数 资 助助 资 助助 资 助助

总总总总总总金额 (万 ))) 百 分 率率 强度 (万 )))

1119 8 777 生命科学部部 9 777 2 000 7 5
.

0000 20
.

6 111 3 7 555

全全全基金会会 3 1777 9 777 3 4 2 5000 30 5 999 3
.

5 333

1119 8 888 生命科学部部 2 0 777 3 555 12 7
.

8 000 16 9 111 3
.

6 555

全全全基金会会 64 111 17 000 5 3 3
.

9 111 2 6
.

5 222 3
.

1444

1119 8 999 生命科学部部 3 7 999 7 444 2 3 9
.

6 000 19
.

5 222 3 .2 444

全全全基金会会 1 2 7 111 2 9 000 8 6 1
.

4 555 2 2
.

8 111 2
.

9 777

1119 9 000 生命科学部部 52 888 11 555 3 8 6
.

2 000 2 1
.

7 888 3
.

3 666

全全全基金会会 16 7 111 4 1 000 12 5 3
.

5 888 2 4
.

5 333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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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1 可见
,

生命科学部的申请和资助的情况也连年大幅度增加
。

据了解
,

1990 年度的

青年科学基金申请项目的质量和水平都比较高
,

不亚于面上的申请项 目
。

这表明
,

现在的青年

一代基础知识扎实
、

有很好的基本功底 ;外语水平高
、

所掌握的信息量大 ;有严密的逻辑思维和

灵敏的洞察力
,

再加之勤恳谨慎的工作作风
,

他们是大有希望的
。

和遗传学
、

细胞生物学有关的

青年科学基金申请的分析

% 年度生命科学部受理青年科学基金申请共 528 项
,

占学部总申请项的 10
.

74 % ; 获得资

助的 115 项
,

占资助项 目总数的 9 .4 9%
。

其中与遗传学和细胞生物学有关的申请 90 项
,

占全

学部所受理青年科学基金申请项 目的 18
.

92 % ; 获得资助者 29 项
,

占学部所资助青年科学基

金项 目的 25
.

22 %
。

该数据高于学部资助率的平均值
。

现将 19 90 年的申请按其研究属性分

类如表 2
。

表 2 与遗传学有关的青年科学基金申请项目的研究属性

项项 目 属 性性 基 础 研 究究 应用基础研究究 应 用 研 究究

申申请项数数 9 000 l 666 7 000 444

资资助项数数 2 999 666 2 333 000

在上述所列 的申请项 目中
,

基础研究仅 占申请总数的 17 .7 8% ; 应用基础研究则占

77
.

7 8%
。

在获资助的项 目中
,

基础研究有所提高占 20
.

69 %
。

尽管其资助率和资助强度都超

出生命科学部的其它领域研究同类申请的平均值
,

然而尚有大量的申请由于存在种种失误被

淘汰 ;也有部分较好的项 目却由于基金经费的限制
,

未能获准资助
。

为便于说明问题
,

将发生失误的情况列于表 3
。

由表 3 可以看出
,

失误的比例竟占申请项

目的 3 5
.

5 5% ( 32 / 90) ! 其中推荐人资格不够者的失误比例也相当高
,

占 23
.

33 %
。

所列举的

这些失误是不应该发生的
,

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

发生该问题的原因
,

笔者认为主要是 :

( l) 申请人过于匆忙
,

推荐人也过于粗心
,

没有阅读或没有仔细阅读青年科学基金的管理

办法和申请办法
,

甚至有些推荐人根本没有认真阅读申请书 ;

(2 )申请人所在单位的学术和管理部门对所申请的项目未予认真审查和严格把关
,

想图省

事
,

实际误事
。

另外
,

一个长期未解决的问题
,

即从研究内容的方向性可 以看出有一个很明显的倾向 (表

4)
,

它表现在 :

( l) 研究方法和 目标太高
,

不切合中国的实际的申请项 目比重较大
,

如遗传工程占申请项

目的 29% ;

(2 )偏应用成份的研究比重太大
,

申请项目研究内容的分布相对集中
,

覆盖面小
,

有些分支

是空白
。

出现这些问题
,

笔者认为主要是由于脱离中国实际情况
,

盲目跟随外国以及长期不重

视基础研究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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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与遗传学有关的青年科学基金申请项目 ( 9 0项 )失误统计

申申 请 人人 推 荐 人人 研 究 内 容容 研 究 力 量量

资资格不够够 超龄龄 资格不够够 参加本项 目目 不属资助范围围 重 复复 缺青年人人 不 足足

lll l 444 444 777 22222 222 222 222

表4 与遗传学有关的青年科学基金申请项目研究内容

二二鑫鹦鹦
遗传工程程 杂种优势势 育种种 生物技术术

细细细细细细细细细细细细细细胞培养养基基基因克隆隆L P R F
.........

999 000l 888 888l 666 999555

L P R F
:

D NA限制性内切酶片段长度多态性

讨 论 和 建 议

基础研究一般不能做到短期收效
,

需要保证一定的资金的投人又要有稳定的中长期目标
,

切忌一哄而上和一哄而下
,

浪费人力
、

物力和时间 ;也不能盲目追求
“

短平快
”

和经济效益
。

目

前我们应该头脑清醒面对现实
,

根据自己的特点和优势
,

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
,

组织一批诸如 :

细胞分化
,

发育中基因的时空调节
,

源于中国的重要动植物的起源和进化等既有科学意义又有

自己特色的基础研究
,

坚持不懈
,

必有成果
。

申请项 目的设计应有特色
,

切忌照搬
。

比如在研究遗传工程的申请中就有这样的实例
,

即

rP o be 是从国外要 的
,

基因是外国送的
,

工具酶和同位素是向国外的试剂公司订购的
,

而我们

只是照葫芦画瓢进行组装或做重复性的实验
,

这样的工作意义就不大
。

当然
,

有 目的或者是我

们需要的跟踪是必要的
,

也是能够办到的
,

但这类项 目必竟应该是少数
,

多了也就无力资助

了
。

据统计
,

遗传学和细胞生物学学科每年有 1 / 3 的资助经费用于 向国外订购工具酶
、

同位

素以及其它贵重稀有的化学试剂
。

如果我们适当地将力量集中
,

用于分离我们自己特有的而

且重要的特异基因或新的基因资源
,

那么研究内容就显得充实又有特色
。

还有重要的一点是国际间的协作
,

我们尽可能参加对我国有利的合作
,

借助于国外的试验

条件和先进的技术手段
,

来充实我们自己
。

比方说
,

美国
、

日本等发达国家他们肯出巨资对人

类基因组做全序列分析
,

是举世瞩目的大项 目
,

意义重大
,

但钱也花得多
,

他们投资 30 亿美元
,

平均一个基因一美元
。

我们的国情就不允许
,

但可以做其中的一部分研究
,

如做 Y一染色体的

部分分析
,

这样既参加了国际合作
,

又发展了我们自己的科学事业
。

再如
,

中国起源的大豆
、

油

菜
,

水稻以及一些重要的动物
,

都是外国的有关学者们朝思暮想的研究课题
。

在研究设计时
,

研究内容要重点突出
、

目标明确
,

切忌贪大求全面面俱到
。

如去年有一份

内容非常充实而且也有意义的申请摘要这样写道 :
“

通过基因重组与构建
、

受体系统
、

转化体

系
、

筛选体系及其细胞生物学及分子生物学研究
,

结合利用载体和对载体系统将药物抗性
、

病

毒抗性及高营养蛋白等有用基因导人重要禾谷类作物并获得能表达的转基因植株
,

探讨其在

生产与理论上的应用价值
” 。

很明显
,

该研究内容庞大
、

跨度大
、

层次多
,

分散了研究重点和冲

淡了研究目标
,

三年内很难达标
,

也无法资助 了
。

如果能把研究内容分解成若干部分
,

抓住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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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

打出研究的靶点
,

对准目标制出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
,

就显得更实际些
。

最后
,

按管理办法要求
,

注意选好合作者
、

参加者和推荐人
,

否则就功亏一签
。

如有一份申

请书的成员情况如下 :

姓 名 年龄 专业职称 参加研究 (月 ) / 年

A (申请人 ) 32 助理研究员 10

B 科 助理研究员 10

C 80 副研究员 10

D 61 副研究员 8

这份申请书
,

仅参加研究成员一项
,

就否定了自己本身
,

因为参加申请的成员年龄太高
,

平

均年龄为 54
.

25 岁
,

将近人老年的年龄段 ;而且 80 岁的研究者每年工作量竞达 10 个月
,

也是

令人不解的
。

由于它存在的问题和青年科学基金暂行管理办法中青年人为主的规定相抵触
,

因此难于给予资助
。

为把青年科学基金办得更有生气
,

根据以上几个主要问题的分析
,

作如下建议 :

1
.

申请人和推荐者应仔细地阅读青年科学基金暂行办法
,

首先弄清楚自然科学基金的资

助范围
、

申请人应具备的条件
、

要求以及有关的其它规定 ;

2
.

要按照要求
,

认真填写 申请书
,

做到语言通顺
,

字迹清楚
,

有的申请书由于书写过于了

草
,

专家们拒评
。

3
.

职能部门和主管部门认真组织
,

严格把关
。

学术委员会对申请课题的科学意义
、

学术

水平
,

可行性以及研究力量要认真论证
,

书面评议和签章 ; 而单位领导人对申请人为开展工作

所需要的实验设施和人力给予保证
,

也应签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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