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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所属研究所是我国科研机构的重要

研究队伍
,

担负着我国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

重任
,

对我国的科学事业发展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
。

因此
,

争取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对研究所的发

展具有非常重要 的意义
,

它同时也是反映一个研 究

所的基础研究能力和水平的重要标志
。

我中心成立于 1 986 年
,

可以说是和国家 自然科

学基金委员会 (以下简称自然科学基金会 )一起成长

的
,

她是中国科学院众多研究所 中较年轻的 (其前身

中国科学院环境化学所成立于 1 975 年 )
、

规模中等
、

综合性
、

多学科 的研 究机构
,

19 99 年经 中国科学院

批准
,

进入知识创新工程试点研究所行列
。

我中心

历届领导都十分重视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的申请工

作
,

把申请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的能力放在体现研究

所基础研究实力的高度
,

用完成 国家 自然科学基 金

项 目的质量来检验中心基础研究水平
。

我中心每年

在研项 目中有近三分之一为基金项 目
,

基础性项 目

研究为我中心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现已基本

形成项 目申请
、

研究
、

发表论文
、

申请专利
、

申报科技

奖励的良性循环
。

在基金项 目申请过程中我们充分

发挥中心的综合性
、

多学科的优势
,

分别在 自然科学

基金会的化学科学学部
、

生命科学部
、

地球科学部
、

工程与材料科学部
、

管理科学部等 5 个科学部申请

项目
。

此外
,

我们还积极 申请其他机构和 自然科学

基金会的联合资助项 目如
“ (〔矛涯项 目

” 、 “

节能环保基

金
”

等
。

多年来面上项 目的获准资助率基本保持在

35 % 左右
,

表 1 是 1 9 98 一2 0 02 年 5 年来获得面上项

目基金的情况
,

这 5 年中共获得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

基金 4 项
,

重点项 目 9 项
,

面上项 目 94 项
。

在基金

项目实施过程中
,

我中心 已形成一支年轻奋进
、

勇于

创新
、

根底扎实
、

学科面广
、

活跃在生态环境研究领

域前沿的研究队伍
,

2 0 03 年在研基金项 目负责人的

平均年龄 42
.

2 岁
。

我中心现在的学科带头人基本

都是先得到面上项 目的资助
,

后又得到 国家杰出青

年科学基金或重点项 目的支持
,

而逐渐成长起来的
。

通过基金项 目的执行
,

培养了一批学科带头人
,

促进

了学科交叉研究
,

为后续 申请国家其他计划项 目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
。

现在这些基金项目负责人中有一

些 已经承担 国家
“
973

” 、 “
8 63

”

或中 国科学院知识创

新工程的项 目
,

成为我 国生态环境 科学领域的学科

带头人
。

自然 科学基金会从 2 0 0 0 年起逐 步扩大面

上项 目资助规模
、

提高资助强度以来
,

我中心受资助

的经费大幅度提高
,

使得科研人员 能够在较高的资

助强度
、

宽松的研究环境下潜心于基础研究工作
。

表 1 1 998 一 2002 年面上项 目获资助情况

年度 申请项数 资助项数
总资助金
额 (万元 )

资助率 (% )

巧 180
.

4

20 284
.

5

18 34 7
.

0

2 1 4 39
.

0

20 4 84
.

0

94 1734
,

9

3 7
.

5

3 3
.

9

36
.

7

3 5
.

6

35
.

7

平均 35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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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 目成果的产出
、

管理也是一个重要环节
。

我中心非常重 视各类项 目的过程管理
,

即 申请
、

进

展
、

后期的三不放松管理
,

既重视项 目申请阶段管

理
,

更重视项 目执行过程和结题后的管理
,

把项目的

执行放在比申请更重要的位置
,

保证出色完成项 目

任务书中的各项指标
,

促进成果产出
。

对基础研究
,

特别强调出高水平的研究论文 ;对应用基础研究
,

既

强调发表研究论文
,

也重视对创新成果通过申请专

利加以保护
。

根据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公布的

统计数据
,

我中心近几年在 咒 I 收录刊物上发表的

论文数翻番
。

从 19 9 8 年 3 4 篇增 加到 20 0 1 年 1 00

篇
,

论文的质量也稳步提高
,

在环境领域发表的义 I

论文数名列前茅
。

近年来
,

国家加强了知识产权的保护
,

建立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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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法规体系
。

知识产权制度作

为保护智力劳动成果的一项重要措施
,

受到了管理

人员和科研人员的高度重视
。

在应用基础研究中
,

一些原创性的成果都是通过申请专利来加 以保护
。

中心也建立了适当的奖励政策
,

鼓励科研人员就发

明创造申请专利
。

由于政策对路
、

措施得当
,

19 98 一

20 02 年我中心专利申请数量逐年增加
,

从 19 98 年的

15 件增加到 2 00 2 年的 77 件
,

还申请了 2 件代丁I
,

和 4

件国外发明专利
。

我中心的科研人员在研究过程中

对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不断增强
,

当有新的发明或创

造产生时能做到先及时申请专利
,

然后再发表研究

论文
。

由于工作成绩突出
,

2 00 2 年获得了国家知识

产权局授予的
“

全国专利工作先进单位
”

称号
。

在我中心承担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项 目

中取得了不少原创性成果
,

如重点项 目
“

形态分析方

法研究
”

( 2 9 2 351 00) 针对 国际学术界在形态分析方

法学研究上有争论或者机理未有定论的若干热点
,

提出了新的学术见解
,

促成 了国际学术界就该问题

争论的解决并获得 国际学术界 的承认
,

得到较高的

学术评价和较 多 的 引用
。

该重 点项 目成 果 获得

2 0 01 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

表 2 是 我

中心近几年主要获奖情况
,

这些 自然科学奖的成果
,

基本上都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
,

从另一

个侧面反映了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在原创性成

果的取得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

表 2 19 99一 2 0 02 年获奖情况

年度

1卯 9

2 X( 刃

2X() 1

类 别 获奖成果名称 基金批准号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

若干典型化学污染物在环境中的变化及生态效应

水体颗粒物和难降解有机物的特性及控制技术原理

形态分析
、

生物可给性与生态毒理研究

2以 )2 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持久性污染物的环境界面化学与控制技术原理

2 92 引拓以 ,
,

重大项目

5 91 38D 8 0 重点项目

2 92 35 100 重点项目

2 92 35 1田
,

59 13即8()
,

重点 项 目
;

E z 952
一

1J
一

20 1
,

中科院创新项 目

我中心有两位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通

过基金项 目的执行
,

积极开展国际合作
,

分别与澳大

利亚 dA el al d 大学和香港浸会大学成立 了联合实验

室
,

进行环境科学方面的合作研究
。

从生态环境研究中心近年来取得的成绩可以看

出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从事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

的研究所的发展
,

提高研究所的知名度和竟争力起

到了重要作用
,

为研究所保持一支精干 的基础研究

队伍
,

为我国的基础研究工作的发 展和科技成果的

产出
,

也为申请其他 国家计划项 目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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