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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各类项 目受理情况

生命科学部今年共受理各类项 目 12 7 23 项
,

比

去年增加 2 2 22 项
,

增 长 21
.

26 %
,

基本与全委增长

率持平 ( 21
.

84 % )
。

其 中 :

( l) 面 仁项 目 11 9 66 项
,

占全 委 43
.

37 %
,

增加

l % 7项
,

增长 19
.

64 %
。

自由申请项 目 9 36 3 项
,

占

全委 4 2
.

54 %
,

增加 1 3 8 7 项
,

增长 17
.

4 6% 清年基

金 1 8 29 项
, ;片全 委 4 2

.

3 5%
,

增 加 4 0 5 项
,

增 长

27
.

81 % ; 地区基金 7 74 项
,

占全委 61
.

28 %
,

增加 176

项
,

增长 29
.

4 3%
。

( 2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申请 2 31 项
,

占全委

的 3 2 13 %
。

比去年增加 34 项 ; 海外青年学者合作

研 究基金 142 项
,

占全委 4 4
,

9 4 %
,

比去年增加 24

项
,

其中港澳青年学者合作研究基金 占 3 项
。

( 3 )重点项 目 41 个招标领域
,

共收到 申请 18 1

份
,

平均每个领域 4
.

4 项
,

最多的 1 个领域 10 项
,

最

少的 l 项
。

在生命科学部 申请项 目的单位有 70 1 个
,

申请

项 目数超过 2 00 项 的单位有 16 个
,

共 申请 了 4 530

项
,

占学部总申请项 目的 35
.

60 % ; 超过 300 项的单

位有 9 个
,

申请 了 3 06 9 项
,

占全学部的 24
.

12 % ; 高

等院校申请 的项 目为 9 248 项
,

占 77
.

犯 % ; 中国科

学院申请的项 目总数为 7 14 项
,

仅占 5
.

97 % ; 具有博

士学 位 的第一 申请 者为 6 80 7 人
,

占 56
.

91 % ; 有

1 16 9人共 申请了 2 项
。

2 资助计划执行情况

2
.

1 面上项 目

委内下达经费指标为 39 2 11 万元 (包括
:

自由

申请 24 9% 万元
,

青年基金 8 16 9 万元
,

地 区基金 2

巧 9 万元
,

地区联合资助 12 0 万元
,

科学部交叉 960

万元
,

西部倾斜 41 7 万 元
,

农业倾斜 4 00 万元
,

中医

中药 100 万元
,

新医 药新农药 90 万元
,

生命科学部

政策性倾向 1 800 万元 )
,

实际资助各类面 t二项 目 2

181 项
,

总经费 39 16 6 万元
,

地区联合资助使用 了 75

万
。

请见表 1
。

表 1 面上 项目批准资助一览表

项 日类 别 申请项数
不计小额资助 计小额资助

资助项数 资助率 ( % ) 平均资助强度 (万元 /项 ) 资助项数 资助率 ( % ) 平均资助强度 (万兀 /项 )

自 f士{ 仁}J 清 9 36 3 1 4 47 15
.

46 19
.

52 一 6 79 17
.

4 5 17
.

7 9

青年毕金 1 82 9 3 34 18
.

26 20
.

17 3 74 20
.

4 5 18
.

7 6

地区基金 7 74 119 15
.

37 18
.

13 12 8 16
.

54 17
.

8 2

合 i十 22 9 66 1 9叨 15
.

88 19
.

55 2 18 1 18
.

2 3 17
,

96

生命科学部共资助小额项 目 2 79 项 (根据委的

规定最高可资助 320 项 )
,

其中非共识创新及创新性

探索项 目 259 项
,

博士后小额资助 20 项
。

2
.

2 重点项 目

今年科学部招标的 43 个领域重点项 目
,

收到申

请 181 份
,

同行评议回函率达 100 %
。

今年科学部实

行所有初选的重点项 目全部答辩制度
。

根据投票结

果
,

资助 41 项重点项 目
,

经费 6 5 50 万元
。

2
.

3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评审情况

科学部按生物学
、

医学
、

农业三大领域
,

以 同行

评议的结果为主要依据
,

同时参考 申请项 目数的多

少
,

分配参加科学部答辩人数指标 ;各科学处对每位

申请者综合分析同行评议意见
,

在此基础 上向科学

部提出建议参加答辩人选 ; 按生物学
、

医学
、

农业三

大领域
,

各个科学处逐项介绍建议参加答辩人选情

况
,

进行讨论
,

然后在学部范围内进行无记名投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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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科学部以投票结果为依据
,

并分析专家意见
,

确

定各领域的答辩人选
。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 赞成票获半 数者为 49 人
。

根据委下达给科学部的指标为 49 人
,

科学部推荐 49

人
。

对海外及香港
、

澳门合作研究基金候选人
,

获赞

成票超过半数的为 33 人
,

根据委下达给科学部 的指

标
,

科学部推荐 33 人
。

2
.

4 创新群体的有关工作

今年国家教育部向生命科学 部推荐 了 6 个
,

中

国科协推荐了 5 个
,

中国科学院推荐 了 2 个
,

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推荐 了 5 个
,

共 18 个
。

发出同行

评议 90 份
,

收回 90 份
。

生命科 学部 的指标为 5 个
。

按 排序 推荐前 5

个
,

参加实地考核
,

最终由委务会决定资助人选
。

3 项目评审与资助工作的几点做法

3
.

1 采取各种措施
,

支持创新项目

为了鼓励科学家敢于将有创新的学术思想但可

能有一定风险的研究 申报基金项 目
,

科学部从 2 000

年起试行
“

创新性探索项 目
” 。

今年共收到此类项 目

84 项
。

对这类项 目学部单独进行了评议
,

要求同行

专家用 3 个指标 (研究 的科学 意义
、

学术上是否创

新
、

可行性 )对项 目进行评价
。

根据创新性评价
,

最

后遴选 20 个项 目给予探索性研究
,

资助一年
,

经费

平均 7 万元
。

在同行评议 中注重对创新性 的评议
。

首先
,

在

专家的选择上
,

注意专家的知识结构
,

增加了边缘学

科
、

交叉学科
、

新学科生长点的专家 ; 在同行评议 函

中
,

希望专家对申请项 目是否具有创新进行详细
、

重

点评议
,

对有创新 的项 目
,

优先予 以资助 ; 在建议资

助项 目的遴选和学科评审 中
,

科学部采取了 以下 4

种做法
:

把有无创新作为选择建议资助项 目的第一

位的重要指标 ;对取得共识的创新项 目
,

提高强度资

助 ;
对 同行评议在对创新方面看法不一致的项 目

,

提

出学科评审组重点讨论 ;学科评审组讨论时
,

对非共

识的创新项 目和有风险项 目列为小额资助
。

3
.

2 加强
“
绩效挂钩

”

对过去承担基金项 目完成优秀的科学家
,

在一

定条件下
,

学部优先考虑资助
,

提高连续资助项 目的

比例
。

近三年正在承担基金项目和去年结题的项 目

主持人 中有 7 27 人今年在生命科学部又获得资助
。

3
.

3 根据学科的特点试行长期资助项 目

不同的学科
,

其所研究的对象
、

问题均不相 同
,

采用 3 年一个周期 的资助模式
,

不适应一些学科的

研究
。

为此
,

经过研究和征求专家的意见
,

生命科学

部试行
“ 3 + 3 ”

和
“ 3 + 3 十 3 ”

的长期资助项 目
,

在三个

学科 (农学
、

林学
、

生态学 )试行
:

对于这类申请项 目
,

要求 申请者提出 6一 9 年的

整体设想
,

3 年研究的具体计划
。

两年研究之后
,

提

交总结和后 3 年计划
,

根据前 3 年的进展
,

确定是否

继续资助
。

专家普遍反映
,

此类模式适合基础研究的特点
,

应大力推行
,

明年学部将适 当扩大试行学科范围
。

3
.

4 邀请海外专家参加学科评审会

今年是生命科学部第四年邀请海外学者参加评

审会
,

共邀请了 12 位
,

分布在 5 个基础学科领域
,

他

们均发挥了
“

敢于发言
,

学术思想活跃
,

知识新
,

了解

国际研究动态
”

等特点
。

3
.

5 网上评议试点

除了免疫学今年面上项 目全部试行了网上评议

之外
,

生命科学部其它各个科学处在不 同程度上都

实行了网上评议
。

明年将在今年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网上评议的

规模
。

3
.

6 加强学部宏观调控作用
,

体现政策性倾斜

考虑到经典分类 生物学是生物学最基础的学

科
`

多年来
,

由于种种原因
,

研究 队伍呈萎缩趋势
,

尤其缺乏年轻且有高水平的分类学研究者
。

为此
,

科学部研究决定
,

向经典分类生物学倾斜经费 3 00

万
,

在 2 88 项经典分类 申请中资助 了 49 项
。

这种做

法得到 了科学家的赞同与支持
。

4 2 00 3 年重点项 目立项计划

生命科学部针对过去重点项 目立项与申请过程

中存在 的问题 (周 期长
、

范 围窄
、

定 向性 强
、

限制性

大
、

与其它基金资助项 目衔接不够等 )
,

经研究决定
,

对 2 0 03 年重点项 目的立项与 申请进行 改革
,

由
“

定

向申请
”

改为宏观指导下的 自由申请
。

5 重大研究计划执行情况

以生命科学部为主
,

与其它科学部交叉共同组

织的两个重大研究计划通过委务会审批
,

同意启动
。

其中较早批准启动的重大研究计划
“

真核 生物重要

生命活动的信息基础
”

目前受理项 目已经结束
,

共收

到申请书 74 份
,

计划 H 月完成所有评审工作
,

12 月

份启动资助
;另一项重大研究计划

“

中医药学几个关

键问题的现代研究
” ,

已 于 8 月 31 日批准启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