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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格局中
,

面上项 目一

直是资助 的重点
,

从受理申请到批准资助
,

其间历经

半年左右
,

投人大量精力
。

但获准项 目的后期管理

却一直相对薄弱
。

其原因是
:
( l) 面上基金项 目多

,

研究主题广泛
,

方向分散
,

尚无一种具有可操作的
、

规范的统一管理模式 ; ( 2) 科学处人力严重不足
,

面

对众多的在研项 目 (以材料科学一处为例
,

三年累计

逾 300 个项 目 )
,

除个别突出的以外
,

大多无暇进行

仔细的分析和处理
。

事实上
,

检查和详析
“

总结报

告
” ,

加强项 目的后期管理
,

发现问题
,

及时解决
,

是

基金管理中的重要环节
,

是不断改善和提高科学基

金管理水平和研究水平的基本保障
。

面上 项 目后期管理不力产生 了许多消极影

响川
。

学术界反映面上项 目
“

立项难
、

交帐易
” 。

实

质上
,

这与人们对基金的认识有关
,

一些基金项 目获

得者和依托单位
,

往往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如何争取

项 目
,

而对获准项 目的执行和管理重视不够
。

其实
,

真正的水平不在于获得项 目的多少
,

做出好的结果

才能说明问题
。

有的项目主持人不认真执行自己承

担的项 目
,

这不仅浪费有限的经费资源
,

还会助长不

良学风
。

1
“
总结报告

”
中的常见问题

总结报告中的问题大致有两类
:
( l) 数据之间互

不相符
。

表 1中列出了 2仪X) 年度基金项 目
“

总结报

告
”

中的表 1
、

3 中的论文数和所附论文复印件数
,

可

见差异之大 ; ( 2) 文字部分与表格
、

目录
、

复印件之间

互不印证
。

表 1 论文分类和数目对照

国际刊物 国内刊物 会议论文 学位论文 总计

简表上数据 28 1 41 3 2 62 95 6

表 3上数目 32 1 3 66 137 5 1 824

复印件数 2 3 3 28 8 8 1 16 6 18

注 :

简表上国内刊物发表的论著
,

因有的国内刊物被 CS I 收录而

在表 3 上转为国际刊物
。

我们将常见的表现形式归纳如下
:

( l) 僵李代桃
。

即批准立项的研究内容是 A
,

实

际上研究了 A
` ,

甚至是 B
,

但在历年的年度报告中从

未作过任何说明
。

( 2) 张冠李戴
。

以无关论文充当本项 目的结果

上报
。

例如有一个项 目是
“

螺旋磁场连铸复合及颗

粒分布模型研究
” ,

但在上报的 4 篇论文中
,

有 3 篇

是关于复合材料界面问题的
,

这样做显然不合适
。

在提交总结报告时
,

论文来不及发表是正常的
,

只要

在总结中说明情况
,

并预期何时发表什么论著等即

可
。

( 3) 关联性差
。

在表 1
,

2
,

3 中所列 的成果
,

与
“

研究工作总结
”

中的文字叙述关系不清
。

评估者无

法知道在研究工作总结中所述的某项成果发表在哪

篇论著上
,

也不清楚哪篇论著反映 了哪个成果
。

这

种现象在专利
、

专著
、

获奖
、

人才培养等成果形式中

更多些
。

通常在获奖
、

特邀报告
、

综述性论文
、

专著

中
,

一个面上项 目的成果往往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

至于培养人才
,

如培养了若干博士和硕士等
,

未指明

他们在本项目中做了哪些工作
,

本项 目在培养人才

中到底发挥了什么具体作用等
。

专利则未指明来源

于创新性工作的哪一点
,

等等
。

( 4) 重量轻质
。

即只重视结果的数量
,

不管其水

平
。

多见于把同一内容的论著
,

改头换面投 向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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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物
,

或将一篇论著的内容拆成多篇
,

以显示
“

成果
”

丰硕
。

( 5) 忽视规则
。

最突出的问题是不提供能够证

明是本项目成果的复印件
,

最典型 的老问题是成果

不作标注
,

或标注不规范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 (以下简称自然科学基金会 )规定
,

作为项 目成果

的论著
,

成果获奖及人才培养等
,

总结报告须提供有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

批准号
x x x x x x

x x ”

(用于中文期刊 )或
“ ” 记 porj ec t s

即 op rt ed b y N a -

t io n a l N at u
alr cS ien e e

oF
u n da ti o n of Ch in a ,

G仙 I t N o
.

x

x x x x x x x ” ,

或
“

hT
e p呵

e e t s u p op ir ed by N S F C
,

G r an t N O
.

x x x x x x x x ”

(用 于外文期刊 )标注

页复印件
。

此项要求已强调多年
,

但问题仍然存在
。

为此
,

自然科学基金会已经规定
,

凡无规范标注的研

究结果
,

一律不承认为基金项目资助成果
。

(6) 夸大成果
。

对取得的结果应以实事求是的

态度
,

说明其学术价值或应用上的意义
,

不宜 自我评

价
。

如果学术界确有评价
,

一定要有相应的证明
。

另外还应该指出
,

主持人应该实事求是地把只

属于本课题的产出列出来
,

但一些人把 自己许多其

他课题工作所产生的结果
,

都算在一个项 目的帐上
,

于是成绩显得异常突出
。

例如
,

有的项 目仅列出的

论著就有三
、

四十篇之多
。

总之
,

不按照 自然科学基金会的规定和要求撰

写
“

总结报告
”

的情况比较普遍
。

这可能是因为缺乏

必要的监督手段
,

和 中国社会普遍缺少契约意识有

关
。

其实
,

这也是不重视自己信誉的一种表现
。

2 怎样写好基金项目
“
总结报告

”

只要认真按
“

总结报告
”

的格式和要求填写
,

写

好总结报告并不难
。

我们所强调的是
,

基金项 目成

果应该只列人本课题产生的各种结果
,

而且凡列人

成果目录的
,

必须有管理办法规定的标注
。

另外
,

整

个总结报告应该是完整的一体
,

能够前后呼应
,

相互

印证
,

而不是各部分 自成一体
,

相互矛盾
。

因此建

议
:

( l) 凡是列人表 1 中的成果
,

都应该在
“

研究工

作总结
”

中有所阐述 ;在
“

总结
”

中涉及的任何本项 目

成果
,

都应以引文形式
,

标明所发表的论著
,

或专利
,

或获得推广的效益等等 ;要说明本项 目成果在获奖

中的作用 (获奖的主要原因
,

或获奖成果的一部分 ) ;

在培养人才上
,

要说明他们在完成本项 目中的具体

贡献等等 ;

( 2) 凡
“

研究工作总结
”

中未提及的论著
、

奖励
、

专利
、

鉴定
、

人才培养等
,

不要列人表 1
,

2
,

3 中作为

成果上报 ;

( 3) 项目立项之前不可能产生相关成果
,

但考虑

到许多申请者在申请前已做过预研
,

所以
,

从立项年

开始
,

产出的结果都可以计人成绩
。

此外
,

作为总结报告的核心部分
,

在撰写正文部

分时应注意简明扼要
,

实事求是
,

要 以学术 内容为

主
,

不宜自我评价和拔高 ;要注意同行对自己工作的

反应 (包括引用 )和保留重要的国际合作与交流的文

件 (如特邀报告的邀请函等 ) ;项 目转人国家重大科

技计划
,

也是获得重要成果的标志之一
,

应给予重

视
。

如果在研究过程中
,

由于新的发现
、

产生新的思

想等而改变一些研究内容
,

属于正常现象
,

应该在年

度进展报告中予 以说明
。

填人表格中的各项内容或数据
,

应该是本项 目

所获得的成果 ;要注意表中所列论著数 目要和简表

中填报份数目相符合
,

并按要求提供论著复印件
,

或

首页和标注页复印件 ;如果博 (硕 )士学位论文的工

作与基金项目有关
,

应该在致谢部分进行标注
,

并提

供学位论文的首页和标注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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