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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

”
开始实施

“

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
”

是根据苏步青
、

朱光亚等 11 位科学家的建议
,

经江泽民
一

书席批示
、

国务院批准设立的
,

现 已列为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中的一个专项基金
,

由国家 自然

科学基金委员会负责管理
。

此项基金的组织实施
,

要充分发挥基金制管理的优越性
,

贯彻
“

依靠专家
、

发扬民主
、

择优支持
、

公正合理
”

的原则
。

该基金在
“

九五
”

期间由国家财政每年拨款 6 X( 刃 万元
,

5 年累计 30 ( X刃 万元
,

用于 支持国

家教委 自 19 89 年以来
,

分 4 批在 39 所大学陆续建成的数学
、

物理
、

化学
、

天文
、

地质
、

海洋等 巧

个 专业的 83 个理科基础研究和教学人才培养基地的建设
。

83 个基地分布如下
:

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地分布

学 校 基地数 学 校 基地数 学 校 基地数

北 京大学 8 清华大学 2 南开大学 3

古林 大学 3 复旦大学 4 南京大学 7

浙江大学 l 杭州大学 3 厦 门大学 2

中国科技 大学 3 山东大学 2 青岛海洋大学 l

武汉 大学 3 中山大学 3 四川联合大学 2

两北 大学 3 兰州大学 4 中国地质大学 l

111西大学 1 内蒙古大学 l 苏州大学 l

福州 大学 l 郑州大学 l 云南大学 l

北 京师范 人学 5 东北师范大学 l 华东师范大学 3

华中师范大学 l 南京师范大学 1 陕西师范大学 l

中囚农 业大学 2 北京林业大学 l 华中农业大学 1

浙江农仲大学 l 北京医科大学 ! 上海医科大学 l

仁海 中医药大学 1 北京中医药大学 l 中国药科人学 l

于 199 7 年 l 月 13 日颁布的 《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实施管理暂行办法 》 中规定
:

设立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管理委员会和按学科组织专家评审组
,

负责对各项 申请的评

审 l几作
。

目前设 立了数学与力学
、

物理学与天文学
、

化学
、

生物学
、

地学
、

基础农学和基础

医药学等 7 个学科评审组
。

各学科评审组组长分别由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管理委员会

委 员担任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根据 《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实施管理暂行办法 》 制 汀出

《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实施细则 》
,

对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的申请
、

评审
、

实施

和财务管理等都有具体和详尽的规定和措施
。

“

九五
”

期间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将对
“

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
”

组织两次

申请与评审
。

申请办法
:

申请者必须是经国家教委已批准的 83 个理科
、

基础农学和基础医药学研究和教学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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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培养基地
。

申请时间
:
第 1次 : 199 7年年底一 199 8年 3月 1 3日

第 2次
: 199 8年 7月一 199 8年 9月

评审方式
: “

九五
”

期 间
,

组织两次评审
。

第 1 次采取会评方式
,

根据评审指标体系
,

结合基地建设 的成绩汇报
、

已取得的经验及今后改革建设设想的交流与探讨
,

通过评议确定

资助金额
,

形成各基地大体相同
、

优秀基地多于一般基地 30 % 的资助格局
。

第 2 次采取现

场评审方式
,

将根据现场评审的结果
,

使优秀基地得到 比一般基地高 出 30 % 左右的资助经

费
。

而工作较差的基地只能得到一般基地 70 % 的资助经费
。

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除主要用于理科基地建设外
,

划出部分经费资助大科学工程

和特殊学科点的人才培养需要
。

已确定的有
:
北京正负 电子对撞机

、

合肥同步辐射加速器
、

合肥 I仃
~

7 托卡马克实验装置
、

兰州重离子加速器
、

大天区面积多 目标光纤光谱望远镜
、

中

国地壳运动观测网络等 6 个大科学工程和冰川冻土研究及动
、

植物分类学
、

考古学
、

古生物

学
、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学等 5 类特殊学科点
。

(综合计划局 孙晓兴 供稿 )

·

信 息
·

管理科学部进行项目研究成果评估

为加强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的后期管理和绩效管理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管理科学部于 199 8 年 2 月中旬 召开会议
,

对 199 2 年批准资助的项 目研究成果进行了评估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梁森
、

管理科学部主任成思危出席会议并就项 目评估作了讲

话
,

希望通过此次评估
,

总结科学基金资助后期 管理和评估经验
,

探索合理可行 的评估办

法
,

提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的研究质量和水平
、

促进成果的推广和应用
。

此次评估结果表明
,

有 80 % 左右的基金项目
,

被评为优或 良 ; 有 7% 左右的项 目完成的

特别出色
,

被评为特优
,

其中一些项 目产生 了很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

有的还获得国家

科技进步奖
、

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

为政府部 门的宏观决策
、

为企业竞争力的提高
、

为管理科

学自身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 有 or % 左右的项 目
,

因各种主客观原因如变更主持人
、

研究

背景发生变化
、

出国滞留
、

经费不足等原因完成的不尽理想
。

与会专家还就基金项 目研究成果评估的 目的
、

指标体系的确定
、

评估方法的完善
、

评估

管理办法的制订等作了充分热烈的讨论
。

大家认为成果评估是基金管理的一个重要环节
,

基

金项 目的成果评估与科技评奖不同
,

应有其特定的 目的和相应的操作办法与评估管理制度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应对此常抓不懈
,

形成制度
。

管理科学部拟在 199 8 年内对 199 3 年

批准资助的项 目进行成果评估
,

并继续就完善基金项 目的成果评估工作进行探索与实践
。

(管理科学部 杨列勋 供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