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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 02 年面上项 目受理和评议情况

表 1 2 0 0 2 年化学科学部面上项 目资助情况统计

项 日类别

自由探索

青年基金

地区 基余
J

总计

项 目 经 费 (万元 )

申请数 资助数 资助率% 资助金额 平均强度 (不含小额 )

1 95 2 39 7 + 5 7
`

20 34 ( 2 3
.

16 ) 9 17 9 2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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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0 10 7 + 17 2 3
.

7 8 ( 2 7
.

5 5 ) 2 36() 2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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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16 + 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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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3 ( 2 3
.

6 8 ) 40 1 2 0
.

3 8

2 5 16 5 20 + 85
`

20
.

67 ( 24
.

0 5 ) 11 94() 2 1 8 1

*

为小额探索项 「!
,

一般为 1 年
,

平均资助强度 7 万元 /项
,

资助率按 3 年项 [] 计算 (括
一

号内包括小 额项 目 )

1
.

1 20 02 年化学科学部面上项 目受理与资助情况

见上表
,

并有以下特征 :

( l) 资助面 卜项 目 520 项
,

平均资助强度 21
.

81

万儿
,

另有小额探 索项 目 85 项
,

平 均强度 7 万元 /

项
,

面上项 目和小额资助项 目资助率和资助强度较

L年均有所增长 ; ( 2 )加大 了对青年基金 的支持力

度
,

平均资助率为 23
.

78 %
,

高于 自由申请项 目 3
.

38

个百分 点 ; ( 3 ) 20 01 年获资助 的小额探索 项 目 ( 50

项 )和科学部主任基金项 目 ( 19 项 )在 2 00 2 年又获得

资助的项 目数为 22 项
,

成功率为 33
.

8 8% ; ( 4) 高分

子科学学科试行无主审评审方法
,

收效很好 ; ( 5) 体

现了
“

有所为
,

有所不为
”

的资助原则
。

2 00 2 年在化

学科学部 申请面上和重点项 目的单位共 3 24 个
,

获

得资助的单位只有 146 个
,

前 20 个受资助单位获资

助项 目 3 25 项
,

占总资助项 目数的 53
.

72 % ; ( 6) 重点

支持 厂研究 型大学和 中科院进人创新 工程 的研究

所
。

1
.

2 申请书质量的评估

各学科 申请项 目数都有所增加
,

科学部平均增

加 16
.

7 %
。

青年基金申请数下降的局 面有所扭转
,

这 与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委员会今年采取鼓励青

年基金申请者的新政策分不开
。

对 申请书的评估结果表明
:

( l) 申请书的质量各个学科不平衡
,

有的今年质

量有明显提高
,

也有的今年质量有所下降
,

这里 可能

有新老科学家换代的问题 ; ( 2 )青年基金申请项 目质

量普遍不如 自由申请项 目 ; ( 3) 原始创新仍然很少
,

比较乐观的估计约 占申请 总数 的 1
.

9 %
,

值得给予

关注 ; ( 4) 创新 项 目包括 原 始创 新及 积 累创 新 占

5 1
.

2 %
,

主要是跟踪国际前沿和热点研究领域 的基

础上有所创新 ; ( 5 ) 45 岁以下 的项 目申请 人有所减

少
,

由 20 01 年的 73
.

3 % 降到 64
.

3 %
,

中青年仍然是

基金申请队伍的主力 ; ( 6) 学科交叉项 目趋 于稳定
,

占 26 % 左右
,

但这里主要指那些有其他学科领域人

员参加的研究课题
。

1
.

3 同行评议情况

( l) 减少学科初审
,

初筛项 目主要为超项或违规

项 目
,

其余都予以送审
,

使那些 申请书写得较差的申

请人也能够得到同行的指点 ; ( 2) 选准同行评议专

家
,

共发出 同行评议 12 2 66 份
,

回收率达 99
.

49 % ;

( 3) 全部实行网上评审
,

各学科加大对评审意 见的反

馈力度
,

实现全文反馈
。

1
.

4 贯彻落实委 内制定的
“ 2 0 02 年评审工作意见

”

的具体措施

( l) 突出鼓励创新
,

评审工作的重点放在项 目的

创新思想和研究价值上 ; ( 2) 适度加大小额探索项 目

的资助规模
,

重点支持研究 内容具有明显创新性
,

但

研究前景 又难 以预测 的探索性研究项 目 ; ( 3) 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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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绩效挂钩
”

的原则
,

加强成果管理与评估工作
,

对结

题好而又继续申请基金项 目的申请者实行同等优先

的政策 ; ( 4 )加强评审专家队伍的建设
,

吸收了 7 名

海外专家参与化学部 2 0 02 年基金项 目评审会
。

2 20 02 年重点项 目评审与资助情况

2
.

1 20 02 年重点项 目申请和评审及资助情况 :

( l) 拟资助 19 项重点项 目
,

申请 67 项
,

平均每

个项 目有 3
.

5 项 申请
,

基本合理
。

总的来说重点项

目的申请质量是好的
,

部分难 以确定的项 目安排在

评审会答辩
,

学科评审组对其进行 了优化重组
,

形成

一个新的项 目组
,

给予资助 ;

( 2 )择优支持
,

宁缺勿滥
。

对于创新性不强或 申

请队伍难以 承担重点项 目的申请
,

予 以取 消立 项
。

20 02 年评审会上取消了 2 个重点项 目立项 ;

( 3) 国家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已成为重点

项目的主要骨干和学术带头人
。

19 位重点项 目负

责人 (其 中有 2 项为联合资助项 目
,

由化学部主管 )

中有 8位 曾是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

重点

项 目负责人趋于年轻化
,

19 项 中只有 2 项负责人年

龄超过 60 岁
,

其余都是中青年学术带头人
。

2
.

2 2 00 3 年重点项 目资助计划

化学科学部 2 00 3 年计 划资助重点项 目 29 项
,

总经费 5 1 10 万元
,

其中 1 个 以化学部为主与生命学

部交叉项 目
,

3 个与工程与材料学部交叉项 目
。

此

外
,

以数理科学部和工程与材料科学部为主的交叉

重点项 目有 3 项
。

3 重大研究计划试点工作的有关情况

3
.

1 情况

20 02 年化学科学部受理
“

纳米科技基 础研究
”

重大研究计划申请
,

共收到重点项 目申请 12 9 份
、

面

上项 目申请 166 份
。

推荐 24 项重点项 目参加答辩
,

实际资助 18 项
,

平均强度 86 万元 ; 推荐面上项 目上

评审会 40 项
,

资助 31 项
,

平均强度 23 万元左 右
。

20 02 年度实际使用总经费 2 4 78 万元
。

3
.

2 建议

( 1 ) 20 02 年度
“

纳米科技基础研究
”

重大研究计

划重点项 目平均资助强度太低
,

与正常的
“

十五
”

重

点项 目相差甚远
,

建议在中期评估后
,

根据进展情况

予以适当的经费追加 ; ( 2 )
“

纳米科技基础研究
”

重大

研究计划涉及研究领域太广
,

研究队伍庞大
, “

十五
”

期间 4 00 0 万元的总经费明显不 足
,

建议增加总经

费到 6 0 0( )一 8 00 0 万元
。

4 国家 杰出青年科 学基金和创新研究群体

评审情况

4
.

1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申请
、

遴选和推荐人选

申请 97 人
,

其中有 犯 位候选人参加答辩
,

从 中

选出 22 人建议给予资助 ; 海外
、

香港青 年合作研究

基金申请共 26 人
,

其 中有 13 位候选人参加答辩
,

从

中选出 8 人建议给予资助
。

4
.

2 200 2 年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申请状况分析

申请者的科学素质和发表论文的质量有明显的

提高
,

其 中北京大学化学院的吴云东教授和哈佛大

学医学院的袁箔瑛教授尤为突出
。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和海外
、

香港青年学者

合作研究基金已经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

近

年来
,

在科学 院
“

百人计划
”

和教育部
“

长江学者计

划
”

的支持下
,

大批优秀青年学者纷纷 回国参加到国

内科研队伍中来
,

为我们选拔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

金候选人提供 了良好的条件
,

而获得国家杰 出青年

科学基金的资助已成为吸引和凝聚一大批有志青年

科学工作者 回国服务或者为国服务的源动力之一
。

4
.

3 创新研究群体遴选情况与思考

共有 n 个候选单位
,

同行评议后选出 6 个单位

参加答辩
,

从 中选 出 3 个单位推荐进一步考察并予

以资助
。

他们是以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李静

海院士为学术带头人的
“

化学工程 中复杂系统 的结

构
”

创新研究群体
; 以北京大学严纯华教授为学术带

头人的
“

稀土功能材料化学
”

创新研究群体和以复旦

大学杨玉良教授为学术带头人的
“

高分子及生命体

系的复杂形态和生成动力学
”

创新研究群体
。

创新研究群体 的特点 是人才济 济
,

竞争激 烈
。

由于目前按规定采用部门推荐
、

限制名额的方式
,

许

多优秀研究群体失去了被推荐到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进行评 审的机会
。

同时
,

也 因为每年计划资

助的创新研究群体太少 而使大部分群体失之交臂
。

从 19 94 年建立国家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 以来
,

我国化

学领域 已经逐渐形成了一批 由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

金获得者为学术带 头人 的研究群体 或小组
,

在 国际

化学大舞台上逐渐展示 出创新潜 力
,

受到国内外学

术界同行的关注
。

目前
,

我们还不能满足对化学界

创新研究群体支持 的需求
,

压力较大
。

国际竞争说

到底就是人才的竞争
,

希望今后 能进一步加强对创

新研究群体的支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