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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从 上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
,

互联网在社会各个领

域得到深人应用
,

基于互联 网的科学基金项 目管理

系统也受到有关机构重视
。

1993 年
,

美 国国家科学

基金会 ( N S F )开始 试行基金项 目网上 申请
,

到 20 02

年时所有的中请项 目均采用 了网上申请
。

目前
,

越

来越多国家和地区 的科学基金会
、

大学和研究机构

对科研项 目申请和管理采用网络方式
,

如加拿大
、

芬

兰
、

澳大利亚和 我国的香港特区等
。

相应的网上基

金项 目管理软件系统 已在运行 中
,

比如美 国 N S F 的

卜
’
a 、 t l a n e ,

香 港城 市 大 学 的 IR IS ( I n t e
nr e t

一

b a s e d R e -

s e a r c h I
n fo r m a t i o n S y s t e

m )
,

香港特别行政区创新科技

基金 署 的 I
`

I
’

15 ( In t e nr
e t

一

b
a s e d 孔 e h n o l o留 I n fo nrr at io n

S y set m) 等
。

国际 卜研 究和开发各种基于互联 网的

管理信息系统
,

正在成为新的热门领域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 以下简称基金委 )负

责管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

每年受理项 目的申请
、

组

织专家评审
、

回收统计 专家意见和最终批准资助项

日等
,

都需要面对庞大的项 目申请人群
、

评审专家人

群
,

在传统的
_

E作模式和信息交换条件下
,

完成这

些任务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
、

物力
,

经过漫长的处理

周期
,

面临着信息化 的艰巨 任务
。

基金委领导和广

大 卜作人员清楚地认识到
,

必须尽快实现科学基金

项 日管理全国性联网
,

逐步向无纸化办公 目标靠近
,

使基金委信息化建设工作走在前列
。

从 199 9 年起
,

基金委同香港城市大学和爱瑞思

软件 (深圳 )有限公 司的研究人员合作
,

开始研究开

发基金项 目网络管理 信息系统
。

2 0 02 年全国 17 所

大学和科
。

研机构对该 系统进行 了试用
,

取得了 良好

的效果
〕

目前正在进一步完善系统
,

2 0 03 年将在全

国范川内全面推广使用
。

试运行表明
,

基于互联网的科学 基金 申请管理

模式具有许多明显的优点
:

网上 申请为科学 基金项

目管理带来 了新 的管理理念
,

改变 了原有的管理模

式 ; 为项 目申请者和科研机构的相关管理人员
,

提供

了许多手工方式下无法 实现 的功能 ; 实现了信息资

源的积累和共享
,

大大加快了研究成果的传播和转

化速度 ;尤其是 网 上申请 和评 审更能体现公 开
、

公

平
、

公正的原则
。

总之
,

互联网技术的应用
,

把科学

基金的管理工作提升到 了一个更高的水平
。

1 国家 自然科学基 金项 目网络管理信 息 系

统

基 于互联 网的科 学基金项 目信息系统 ( [5 15
,

I n t e m
e t一 b a s e d Se ie n e e In fo mr

a t i o n
S y s t e m

,

见 h t t p : / / i
-

51
5

ns fc
.

go
v

.

C n ,

以下简称本 系统 )
,

是基金委用于国

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申请
、

管理和信息发布 的一个

基于互联网的管理信息系统
。

实现基金项 日网 上申

请和管理
,

主要涉及两个层面
,

即从网 上远程提交基

金项 目电子申请书
,

以及在网上组织项 目申请的评

审
,

并远程追踪项 目实施进程和管理项 目成果
。

在我国
,

科学基金申请具有如下特点
:

申请数量

庞大
,

分布地域 广 阔
,

提 交 时间集 中
。

根据 统 计
,

20 02 年度基 金委的 7 个学部合计受理 各类 申请项

目 3 0 6 21 项
,

其中包括面 上项 目 27 5 75 项
,

重点项

目 6 9 9 项
,

国家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 7 19 项
,

海外

青年合作研究基金项目 2 86 项
、

香港
、

澳门青年合作

研究基金项 目 30 项
,

重大研究计划 268 项等等
。

这

些项 目来 自全 国的 31 个省
、

市 ( 自治区 )
,

需要在 3

月下旬的 5一 10 天内完成提交
。

从管理方面考虑
,

基金委也不可能直接接待所

有项 目申请人
。

因此
,

目前受理项 目申请的
_

[ 作流

程是
,

申请书需要通过 申请人所在单位 的科研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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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集中统一提交到基金委
。

另外
,

基金委对实施

项 目的管理也是依靠项 目承担单位科研管理部门协

助进行
。

从统计数字可以看到
,

2 0 02 年有些单位提

交的基金项 目申请接近千项
,

申请超过 2 00 项的单

位也达到了 31 个
。

一些 大的学校和研究机构每年

需要管理的在研科学基金项 目可达几百项
。

因此
,

基金委需要依托大学和研究单位的科研管理力量对

基金项 目进行管理
。

1
.

1 系统的支撑技术

开发本系统所涉及到的互联 网技术主要包括 3

个方面
,

即电子文档格式和电子数据交换技术
,

以及

申请书网上评审中的多人决策技术和网上数据安全

技术
。

此外
,

软件可重用和可靠性技术也是需要 考

虑的关键技术
。

目前
,

这些支撑技术都有 了比较成

熟 的成果
。

在研制过程 中
,

开发人员还针对基于互联网的

信息系统的特点
,

扩展 了已有的面向对象 的模型理

论
,

建立 了新的面向对象的软件构造模型和继 承理

论
,

并且在实际开发中对这些 理论和方法进行了检

验
。

比如
,

在本系统 中应用 了最新 的面 向对象和构

件式的信息系统设计与实现方法
,

改进 了已有 的决

策模型与理论
。

1
.

2 系统的基本结构

针对基金 委现有的业务流程
,

本系统设计 了两

层构架
、

分级管理的体系结构 (参见 图 1 )
。

这种结

构不但可以满足基金委对基金项 目管理工作的各种

需要
,

也为项 目承担单位的管理人员协助基金委管

理基金项 目提供 网上管理所需的的基本条件
。

在这

种结构下
,

本系统包含了 15 15
,

M i n i IR I s 和 I R I s 三个

子系统
。

其中 15 15 安装 于基金委
,

用于整个基金项

目全过程的管理 ; iM in IR S 和 IIR S 安装 于基层研究

单位
,

主要负责申请材料 的收集
、

上传 以及相关的管

理和统计工作
。

15 15 的的主要功能包括
:

基金项 目管理
,

网上递

交项 目进展 /结题报告
、

项 目风险管理
、

项 目成果管

理与发布 ;专家库管理
,

通过系统进行评审专家信息

管理
,

收集
、

处理和维护评审专家信息
,

发放通知 ; 用

户权限管理
,

根据基金 申请和基金管理的需要将使

用者分成不同的群体
,

不同群体 的人员在系统 中拥

有不同的使用权限 ;数据安全管理
,

系统可以实现数

据的导人
、

卸出
、

备份和恢复管理
,

可对系统灾难性

毁坏进行重建和恢复等
。

M in iI R IS 的主要 功能 包括
:

人 员 /单 位 信息 维

护 ; 用户权限管理 ; 电子 申请书读取 ; 申请项 目查询
;

数据管理 ;代码库更新 ;申请书提交 /上传 ; 系统帮助

等
。

I R IS 是 M i n i I R IS 的增强版
,

它除了具有 M i n i IR IS

的全部功能外
,

还能为管理人员提供复杂的统计
、

查

询和打印报表功能
,

以及经过改进的联网功能
、

文件

上传功能和数据加密 / 解密功能
。

囊囊囊
八八八

一 热
嘴

一

凛蘸
矛叹 策

图 1 两层 结构模 型示 意图

2 基金项 目电子 申请

在互联 网技术支持下
,

项 目申请流程有较大改

变
,

申请人可以远程下载电子 申请书
,

维护 自己的电

子申请书
。

另外
,

考虑到我国科学基金项 目申请书提交过

程时间上的集 中性
,

空间上的不 同地域 网络环境不

均匀性
,

为了提高申请书受理效率
,

本系统对项 目申

请书的提交采用间接提交管理模式
。

即申请人首先

向所在单位提交 申请材料
,

通过 iM in IRI s 或 I RI s 软

件处理和压缩打包后
,

单位将所有 的申请书在规定

的时间内统一向基金委提交
。

在一些网络条件比较

差的地区
,

还需要通过本地区的联络 网组长单位 (简

称网长单位 )向基金委集中提交 申请材料
。

在本系统中
,

网上项 目申请主要包括三个过程
,

即申请人网上注册
、

准备电子申请书和提交申请书
。

2
.

1 申请人网上注册

申请人注册的意义在于保证 申请人在 系统 中具

有唯一有效的身份
,

获得相应 的授权 和得到正确的

服务
。

在网络管理的环境下
,

项 目申请人只要正确

地填写真实有效的个人信息
,

系统确认后即开立帐

户
,

并立即通过 E
一

m ial 通知本人
,

建立档案
,

记录申

请人 的各种申请活动
,

提供相应的服务
。

正确 注册

后
,

系统还可以 为申请人提供快捷方便 的查重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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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手工管理方式下
,

申请人查重是一件十分费时和

费力的 !
_

作
)

2
.

2 准备电子申请书

网 上申请主要有两个步骤
,

即准备电子 申请书

和 申请书提交
。

目前互联 网上的电子数据交换 ( In
-

et ir let E l)I )的文挡标准是电子 申请书的关键技术之

一
,

本系统对几种常用 的电子数据交换技术 的特点

进行 厂比较研究
,

采用了最方便用户的 W
o
dr 文档格

式
、

〕

按照基金委要求的格式
,

本系统以 W
o
dr 文档方

式设计好了标准的电子 申请书
。

申请者可 以从基金

委网站 151
5

.

ns 介
.

g vo
.

cn 卜直接下载
,

经过解压
、

安

装
、

填写后
,

提交给所在单位科研管理部门
。

电子申

清书利用了 M S 物司 中的宏命令
,

把各种标 准选择

项嵌人到电子申请 书中
,

不但有效规范 了选择输入

项
,

同时也方便了填表人
。

对于简单的选择项
,

电子

申请书提供下拉框
,

填表人不必手工录人
,

只需用鼠

标点击输入域
,

电子文档会 自动弹出备选项供选择 ;

对于复杂的选择输入项
,

电子 申请 书提供检索查寻

功能
,

填表人用 鼠标点击 向下的黑色小箭头
,

弹出

检索画 面
,

输人特定的检索条件
,

就会 自动列 出所

有满足条件 的备选项
,

可 以从 中选择所需要 的项

「1
、 〕

为 了保证电子申请书完整性
,

本系统采取 了特

别的安全措施
。

在电子 申请书封面左上角有 一个
“

检查保护
”

按钮
,

当申请人填写好文档后
,

点击它可

以检查文档的填写内容 /格式是否合法
,

如果输人的

内容通过 了数据检查
,

申请人可 以选择保护 申请书

(两次输人密码 )
,

以防止申请书被他人篡改
,

只有经

过检查并做 了保护 的 申请书才 能够被 iM in IRI s 或

IRI S 系统识别和接受
,

否则无法 上传申请书和将其

导入基金委的 15 15 系统中
。

2
.

3 基金项 目电子申请流程

在 互联网上 申请科学基金项 目是申请人同本系

统的一系列交互 过程
,

它涉及到单位的 iM in IRI S 和

基金委的 15 15 两个子系统
,

其详细流程参见 (图 2 )
。

2
.

4 电子申请数据安全措施

网 上项 目申请的安全性是广大申请人特别关心

的问题
,

这个问题涉及到很多环节
,

比如文件上传的

可靠性
,

电子申请书不被他人非法获取和使用
,

以及

防止文件被病毒感染和被他人恶意破坏等
。

在保 证文件上传可靠性方面
,

本系统主要采用

了 F T P 自接上传和 E
一

am il 上传两种技术
。

其中 FT P

直接
_

「传适用于大数据量 申请
,

它通过访问特别指

定的 FT P 服务器名
,

用专门的用户名 / 1[ 令
_

L几传中请

资料到指定 目录
,

这种方式能够提供断点续传功能

E
一

m all 上传适用于小量 申请
,

它直接发送 申请资料

到指定的 E
一

m ial 地址
。

申请·

{
注册单位

下下载 / 安装电子申请书书

往往上级部口/单位递交交

压压缩电子申请书和文件加密密

自然科学

基金委

上传文件到 151 5

解密 /解压文件

15 15 读取数据和文件整理

图 2 网
_

L项 目中请 流程 图

在保证 申请书不被篡改方面
,

本系统采取 r 如

下措施
:所有经系统提交的 W

o
dr 申请书都经过特殊

保护处理
,

不能被修改
,

保证在项 目评审时评审人获

得真实的申请书内容
。

在数据传输安全方面
,

本系统采取了如 l; 一 些

措施
:

申请书通过处理后存为只读文件
; 通过特殊

软件
,

将简表数据文件和申请书加密压缩后 l几传
,

系统收到用户上传的文件后用特殊软件解密并析取

数据 ; 通过 身份 确认后才可 以进行数据 交换
。

这

样
,

即使传输过程中的数据落人他人之 手
,

也难以

被读出
。

为了保证用户身份的合法性
、

唯一性和确定性
,

需要管理措施和技术手段双管齐下
。

可以在管理 l几

采取事先注册
,

获得批准并发放注册序列号的办法
。

通过比较注册号
,

可 以唯一确认用户的身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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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M in iI RI S 和基金项目管理

Mi ni IR IS 系统是科学基金项 目网络管理 系统两

层结构中的一层
,

它面对大学和科研单位的管理人

员
,

用于收集 / 管理 申请人提交的电子 申请书
,

并提

供一些基本的查询
、

报表打印和常用 的管理 功能
。

申请人填写完电子申请书后提交给所在单位科研管

理部门
,

经过 iM in IRI S 系统处理
,

采用多种方式将本

单位的申请书集 中提交给基金委
。

iM in IR sI 系统的管理功能主要有
:

系统初始化
,

设置部门和相应的管理权限 ; 添加用户和设置相应

的权限 ;设置单位和相应的管理权限 ; 添加本单位 申

请书 ; 添加外单位申请书
; 添加外单位数据包 ; 添加

子部门数据包
; 查看申请 ;删除申请 ;修改申请 ;打印

申请 ; 查询申请 ;打印空白申请书 ; 项 目统计等
。

3
.

1 申请书收集与信息提取

iM in IR sI 系统 的一项主要功能是
,

对 经过加密

处理后交上来 的电子 申请书析取有关数据库数据
,

进行申请书完 整性认证
、

打包和数据压缩处理
。

然

后
,

由 M i in I lR s 同基金委的 15 15 系统对接并负责自

动完成上传
,

处理上传过程的各种故障
。

3
.

2 上传申请书

目前
,

我国不同地区的网络环境差别很大
,

有一

些单位还不具 备直接同基金委大量交换数据 的条

件
。

为解决这个问题
,

由所在地区 联络 网组长单位

或具有较好条件的单位为它们代为上传基金项 目申

请书
。

根据这种情况
,

iM in IRI S 设计 了三个适 用于不

同环境的版本
,

即单位版
、

部门版和网长版
。

单位版

是供注册单位使用 的 iM in IIR S 系统
,

用于管理本 单

位 的基金项 目 ;部门版配合单位版使用
,

提供给大单

位的下属部门
,

用于管理本部 门的基金项 目
,

将本部

门的申请书提交给上级部 门的 iM
n iI RI S 系统 (单 位

版 ) ; 网长版提供 给网长单位
,

它可以接受外单位的

申请书
,

并代为提交给基金委
。

这样
,

基金项 申请书

有 3 种上传方式
:

( l) 一般注册单位
,

用 iM in I lR s 单

位版析取申请书信息
,

打包后直接 向基金委的 15 15

系统上传本单位 申请书
; ( 2) 一些规模 比较大并且实

行分级管理 的大学
,

申请人把 申请书提交给本部 门
,

经 iM in I IR S 部门版的处理 和打包
,

然后 提交 给上级

单位
,

经过 iM in IRI s 单位版处理后
,

把本单位各个部

门的 申请书汇总后集 中上传给基金委 ; ( 3) 不具备联

网条件的单位
,

申请书需要通过 网长单位提交给基

金委
。

所有经过 iM in IRI S成批上传到基金委的申请

书
,

需要在 15 15 系统 中解读 和析取
,

最 终完成 申请

书的提交过程
。

4 总结和展望

本系统在基金委开发和试运行已有 3 个年头
,

由于采取了研究开发
、

试点运行
、

总结改进的稳妥推

进方针
,

使这项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

2X(j 0 年到

20 01 年基金委 只挑选 了个 别几个学科配合系统开

发进行试点运行
,

2 0 02 年则在全委 7 个学部扩大选

择了 30 多个科学处开展网上评审子系统试运行
,

同

时选择了 13 个项 目承担单位参加系统全过程试运

行
。

回顾这几年来 的工作
,

我们深切感到
,

基金委的

基于互联网的科学基金项 目网络信息系统要以需求

为导 向
,

以应用促 开发
,

系统 的实施是一个长期的
、

循序渐进的过程
。

系统开发和应用成功主要取决于

领导支持
、

和谐的 C E O 一 CI O 关系
、

信息系统总体规

划并按计划工作
、

业务流程优化设计和系统试运行

机制
、

规范的系统开发过程和用户参与与培训
、

系统

实用
、

安全
、

界面友好
,

以及 与现存系统以及资源的

有效兼 容 和过渡 等等诸 多方 面 的因素
。

20 03 年
,

科学基金项 目网上申请和管理的工作将在全国范围

内推广
,

我们有理由相信这项工作会取得更好的成

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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