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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各类项 目稳步增长
,

年青人 申请比例增加
,

资助规模适 当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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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的 61 3 项中
,

属小额探索性项 目 44 项
,

其他

类项 l[ 5 70 项 ; 共资助金额 13 巧 3 万元
,

平均资助强

度 21
.

4 2 万元 /项 ; 不含小额探索性项 目平均资助强

度 22
.

25 万元 /项
。

2 评审工作进行了 新的探索

2
.

1 强化对创新性强项 目的支持

对项 目的评价
,

不是简单地根据 同行评议 的结

论
,

而是 要着重考察项 目的立项依据
、

立项思路是否

有新意
,

有突破 ; 研究方法
、

技术路线是否有特色
,

与

常规研究方法有何不同 ;在项 目的选择上
,

宁愿支持

那些选题有新意
、

可能技术路线尚不成熟的项 目
,

也

不支持选题一般
、

技术路线一般但能如期
“

完成
”

任

务的项 目
,

尤其要注意对 同行意见的全面分析和理

解 ; 对创新性强 的项 目
,

资助强度应高于平均强度
。

本文 J
二 2仪 )2 年 l〔1月 8 日收到

.

对 自由申请项目
,

明年将适度扩大资助规模
,

以适 )
、

诙

创新研究和学科发展的需求
。

2
.

2 慎重对待小额探索性项 目和非共识项目

对两年来的申请
、

资助情况的分析表明
,

需 要小

额探索性项 目资助的 申请不是很多
,

这是因为具有

创新 的项 目本 已属于我委资助的重点
,

在 一 般项 目

中已获资助
,

研究的本身就是探索
,

而数理科学主要

就是对未知世界的探索
。

我们资助小额探索性项 !」

主要是为了促进具有创新 苗头项 目的产生和发展
,

而不是为 了扩大资助面
。

因此
,

对小额探索性项 日

的资助
,

重在 申请的项 目是否有创新的想法
,

是否值

得探索
。

对风险大的项 目优先予 以资助
。

随着小额

探索性项 目的实施
,

评审 专家推荐的非共 识项 日越

来越少
。

今年我们科学部 只有 2 项
,

经科学部会议

研究
,

认为符合非共识要求的只有 1 项
)

今后
,

对小

额探索性项 目的选择
,

重在项 目的新颖 胜和探索性
,

资助期限 1一 2 年
。

2
.

3 加大对交叉项 目的资助额度

本年度由科学部交叉项 目评审组建议资助的交

叉项 目 29 项
,

资助金额 6 90
.

5 万元
,

实际资助的项数

和经费超过这些数字
。

对地 区基金项 日
,

也采用 J’

科学部统一评审的方法
,

共资助 21 项
,

资助金额 41 1

万元
,

超过了 139 万元的计划指标
,

资助率 40
.

38 %
, ,

高于其他类项 目
,

体现 了向西部倾斜的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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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加强对青年人的资助

本年度
,

建议资助的青年基金项 目为 1 13 项
,

其

中属博士后 10 项
,

资助率 35
.

66 %
。

资助金额 1 9 50

万元
,

平均资助强度 17
.

26 万元
。

我们认为
,

青年基

金项 目资助率应高一些
,

但 资助强度不需过高
。

在

20 03 年资助项 目中
,

将扩大青年基金项 目的资助率
,

使更多的青年人得到资助
,

获得独立开展科学研究

的机会
。

2
.

5 发挥科学处对学科发展的促进作用

科学部今年试行资助发展类项 目
。

本年度科学

部拨 出 2 00 万元
,

探索 资助一些研究 领域 重要或符

合国家长远发展需求
,

但 国内现有基础薄弱或有发

展前景但 目前交叉基础薄弱
、

同行评议结果相对不

好且连续几年未获基金资助的分支学科或领域 的申

请
,

由科学处处长或项 目主任 向评审组介绍推荐此

类需支持 的项 目或由评审组推荐提 出此类项 目
,

最

后 由评审组集体投票确定此类项 目
。

在此基础上
,

科学部工作会议论提 出建议资助 的项 目
。

本年度共

有 4 个项 目获资助
,

资助金额 70 万元
。

2
.

6 希望评审组能加强学科发展规划

根据学科发展状况和特点
,

面上资助项 目也要

体现层次
,

考虑资助经费的使用方向和侧 重点
。

数

理科学部将在今后的面上项 目资助中采取多层次资

助方式
,

拉开资助强度
,

以适应科学研究 的实际需

要
。

对有利于促进原始创新 的实验设备研制项 目
,

将视具体 情况 给予 资助
,

经 费可 达 50 一 100 万元
。

希望通过这样 的努力
,

若干年后使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

促进创新
。

2
.

7 抓好对重点项目的遴选

根据数理科学的特点
,

我们着重抓立项建议
、

立

项申请和评审
。
20 02 年我们试点了重点项 目的自由

申请方式
,

即当年 申请
、

当年立项
、

当年评审的方法
,

实际收到 2 份 申请
,

1份获资助
。

从征求专家评审组

意见看
,

比较倾向科学部采取的征求立项建议
、

评 审

组讨论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审定
、

指南公布的

立项方式
。

他们认为
,

从短期看
,

这种立项方式周期

长
、

反应慢
,

但从长期效果看
,

能体现公平
、

公正的竞

争
,

有利于基础研究的发展
,

保持科学基金的良好形

象
。
20 03 年重点项 目立项

,

我们主要 以书面建议 为

主要依据
,

同时将继续少量试行 自由申请的方式
。

2
.

8 积极探索重大研究计划的评审
、

管理机制

本年度我们科学部牵头评审的重大研究计划有

2个
,

即
“

理论物理学及其交叉科学若干前沿问题
”

和

“

空天飞行器的若干重 大基础研究
” 。 “

理论物理学

及其交叉科学若干前沿问题
”

重大研究计划
,

本年度

受理 申请 36 项
,

资 助
,

18 项共 28 人
,

建议资助金额

870 万元
,

其中 23 2
.

5 万元用于追加经费 ; “

空天飞行

器的若干重大基础研究
”

重大研究计划
,

本年度受理

申请 146 项
,

资助 36 项
,

资助金额 1 200 万元
,

平均

资助强度 3 3
.

3 万元 / 项
。

在做好项 目的受理
、

评 审

工作 中
,

我们 主要是通过发布指南
,

明确要求 ; 围绕

指南
,

选择项 目 ; 动态管理
,

优化项 目的途 径发挥专

家委员会的顶层设计和学术指导作用
。

通过统一认

识
、

统一要求
,

共同努力
,

发挥科学部联合 工作组的

集体作用
。

在重大研究计划 的工作 中
,

我 们强调统

一性
,

突出联合工作组的集体作用
,

围绕项 目总体要

求
,

发挥交叉 的优势
,

协同工作
。

2
.

9 不断完善与 中国物理研 究院联合基金 (
“ N S A F

联合基金
”
)项 目的评审工作

2 00 2 年度
“ N s A F 联合基 金

”

共 收到 85 份 申请

书
。

经评审资助 了 41 个项 目
,

资助经费 895 万元
,

平

均资助强度 21
.

83 万元
。

其中有 3 个项 目是
“

鼓励研

究方向
”

领域
,

41 个项 目涉及 33 个
“

明确 目标课题
” ,

有 25 个单位的科研人员获得资助
。

今年的联合基金工作
,

我们着重做了 3 件事
。

( l) 修改
、

制订 资助项 目协议 书
,

明确受资助项

目和联合基金资助单位 的职责
,

便 于管理 ; 同时
,

将

签署项 目协议书提前到委务会审批之前
,

以便委务

会审批
。

( 2) 努力做好项 目指南 的拟定工作
。

专家评审

组与项 目建议单位共同修改指南
,

明确要求
,

突出基

础研究 的特点
。
200 3 年 的项 目指南仍分 为

“

鼓励研

究领域
”

和
“

明确 目标课题
”

两个部分
。

有 8 个
“

鼓励

研究领域
” ,

申请人可根据本单位或课题组的研究基

础
,

针对某一
“

鼓励研究领域
”

中的重点资助 内容 自

由选题提出申请 ; “

明确 目标课题
”

共 45 项
,

理论研

究课题的平均资助强度拟为 16 万元 / 项左右
,

实验

研究课题的平均资助强度拟为 25 万元 /项左右
。

( 3) 将于 10 月底召 开联 合基 金工作研讨 会
,

请

有关专家
、

项 目承担者
、

项 目承担单位和中国物理研

究院的科研人员参加
,

共同交流
、

讨论如何改进联合

基金工作
,

发挥联合基金在牵引基础研究与国防安

全需求相结合 中的作用
。

该联合基金正式启 动两 年来
,

效果好
、

影 响大
。

我们今年撰写的关 于联合基金工作情况的简报 已被

中办采用并转发 中央领导和有关部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