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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文 以期通 过对 数理 科学领 域 19 94

—
2 0 02

年度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情况 的分析
,

对今

后改进 国家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工作提供思路和 建

议
。

1 资助情况分析

19 94一2 0 02 年度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以

下简称自然科学基金会 )数理科学部国家杰 出青年

科学基金资助情况按科学处分布情况见下表 1
。

从统计情况可以看 出
,

国家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

经费 (含延续资助经费 )和资助人数呈同步快速增长

趋势
,

在不考虑 19 97 一 19 98 年度对 7 位完成情况好

的 19 94 年和 1995 年度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

者经费追加的情况下
,

经费由 19 94 年 3 90 万元增长

到 2 00 2 年的 2 4 20 万元
,

年均增速达 57
.

83 % ;人数

由启动时的 8 人增加到 2 0 02 年 的 26 人
,

年均增速

为 25
.

0 0 %
。

实际上这是与 自然科学基金会总体规

划同步增长
。

2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情况分析

从资助人数和资助经费的科学处分布看
,

物理

科学一处经费比例位居第一 ;数学科学处的人数 比

例位居第一 ;物理科学二处的人数 比例和经费比例

基本持平
。

这与 自然科学基金会的资助政策有关
。

从各科学处平均资助强度看
,

经过延续经 费的

追加
,

数学科学处 的平均资助强度为 55 万元左 右

(大多属于纯理论研究
,

研究成本相对较少 ) ; 力学
、

天文学
、

物理科学一处 3 个科学处
,

在 80 万元左右
,

研究经费比例较为协调 ;物理科学二处平均资助强

度 70 万元
,

相对偏低
,

主要原因是属纯理论性研究

的人数比例较高
,

而实验性研究的人数 比例较低
。

从承担项 目单位性质来看
,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

基金获得者所在单位集中在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
。

在数学和力学两个科学处
,

高校占有明显优势
,

其人

数比例分别占到 69
.

7% 和 85
.

3% ; 在物理 科学一

处
,

高校略占优势
,

其人数比例为 64
.

5% ; 在物理科

学二 处
,

科研单位占有一 定优势
,

其经费比例 为

6 3
.

8% ; 在天文科学处
,

科研单位 占有较大优势
,

其

人数比例占到 70 %
。

从单位的隶属关系看
,

教育部所属重点高校人

数有 91 人
,

比例占到 52
.

9 % ;中国科学院所属研究

所有 67 人
,

比例占到 39
.

0 % ;
其他部门有 14 人

,

比

例占到 8
.

1%
,

其中地 方机构仅有 4 人获得国家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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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作用和效果研究

3
.

1专家问卷调查

为了考察了解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作用和

效果
,

我们于 200 1年对数理科学部国家杰出青年科

学基金 获得者 在数理科学界进行 专家间卷调查
。

1 56 位专家关于 国家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的作用和效

果的反馈意见综述如下
:

( 1) 选拔和培养了优秀青年学术带头人

认为国家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中
,

已成为

本领域同行公认的具有突出成就的学科带头人的比

例约占 50 % ;学 术水平达到 国际领先 水平的小 于

10 % ;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的约 占 20 % ;达到 国际 水

平的约占 50 %
。

( 2) 稳定
、

培养和吸引了国内所需的人才

认为国家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
,

有利于稳定高水

平青年人才在 国内工作的比例占 36
.

8% ;促进高水

平青年人才成长的比例占 40
.

1% ; 吸引海外高水平

留学人员回国工作的比例占 19
.

9 %
。

( 3) 有利于基础研究基地 的形成与发展和研究

生的培养

认为对基础研究基地的形成与发展
,

起重要 作

用的比例占 2 8
.

2 % ;较重要作 用的 比例 占 47
.

4%
。

对研究生培养起重要作用的比例占 30
.

1% ;较重要

作用的比例占 37
.

8 %
。

( 4) 对促进创新研究的作用不够明显

认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中从事原始

性创新研究的约占 10 % ;从事具有我国特色的创新

研究的约 占 20 % ;跟踪国际前沿研究的约占 60 % ;

一般跟踪研究缺乏创新的占 10 % 一20 %
。

( 5) 科研将才人物居多
,

帅才人物不足

认为在国家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中
,

勇于

开拓新领域
、

善于发现问题
、

提出问题并组建学术团

队协同作战解决问题的 约占 10 % ; 勇于开拓 新领

域
、

善 于 提 出 问 题并 自行解决 问题 的 占 20 % 一

30 % ;善于 自行解决别人提 出问题的约占 30 %
。

( 6) 团队作用有待加强

在促进青年人才的团结合作
、

形成研究团队方

面
,

认为作用 明显的比例占 21
.

8 % ;作用不 明显 的

占 5 4
.

5 % ;起负面作用的比例占 9
.

0 %
。

3
.

2 获得者绩效调查

对数理科学 部 1 994 一 19 99 年国家杰 出青年科

学基金获得者的科研情况进行了调查
,

发出调查表

n l 份
,

有效回函 77 份
,

回函率 69
.

4 %
。

在调研中我们发现
,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

得者第一作者论文 比例和引用率在下降的现象
。

我

们对 1 998 年数理科学部资助的 17 位国家杰 出青年

科学基金获得者在获得资助前后两个时期被 S CI 收

录的论文及引文数据进行了国际联网检索
,

同样发

现这个现象
。

那么
,

S CI 收录论文的平均 引文率 下降是否反

映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在获资助后的创新

研究水平在减弱 ? 第一作者论文所占比例下降是否

反映他们在获资助后的创新热情在减弱 ? 为此
,

我

们组织专门研讨并征询 了数理科学部评审专家以及

部分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的意 见
,

归纳起

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

( 1) 大多数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在获

得资助之前
,

经过较长时期的积累
,

已取得了代表性

的成果和突出的成就
,

即在获得资助前 已达到其研

究生涯的第一次创造高峰
,

第二次创造高峰的到来

需要假以时 日和积蓄能量
,

才能取得新的突破性的

成果
,

这也符合人才成长的规律
。

从统计结果看
,

杰

出青年获得者在申请时所介绍的研究成就
,

多为其

获博士学位后 5一 10 年的研究积累 2[]
。

( 2) 有部分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获得

资助后
,

其选题 自由度有所 提高
,

研究方向不断拓

展
,

进入难度大
、

创新度高
、

周期长的战略性研究领

域
,

研究成果的不确定性和滞后性增强
,

更多重视论

文的质量和水平
,

不太在意论文的数量
。

( 3)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获资助后其

论文的平均 引文率下降的现象有一定的合理性
,

不

能据此作出研究水平下降的结论
。

因为发表论文的

被引用率有滞后期因素
,

通常
,

发表 时间越长
,

论文

的被引用率越高
,

获得者获资助后发表论文的被引

用周期较获资助前发表论文的被引用周期要短
,

故

获资助后论文的平均引文率较小是合理的
。

当然
,

对于平均引文率下降幅度较大的学科也不排除其研

究水平相对下降的主观判断
。

( 4)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获资助后第

一作者论文所占比例下降的现象值得反 思
,

这一倾

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

者获资助后创新热情有所减弱的主观结论
,

尽管少

数研究领域论文作者署名顺序并不代表各位作者对

研究成果的贡献和作用大小 (如高能物理研究论文

作者人数多则数百人
,

一般按姓名 字母顺序排列 )
,

有些国际论文的通讯作者是成果的主要完成人但并

非第一作者
,

但这些因素并不影响各学科论文的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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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统计结论
。

具体分析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

者创新热情有所减弱的原因有三
:

(曰获资助后
,

更

加关注研究团队的建设和研究生的培养
,

采用国外
“

老板
”

模式组织科研
,

或加强与国内外的科研协作
,

在合作 发表论文 时
,

第一作者往 往让位于他 人
。

( !} )少数人获得资助后持续 创新意识有所放松
,

部

分精力转 移到其他方 面
,

创新能 力也有所减弱
。

i( ii )承担过多的社会活动
,

或走上行政领导岗位
,

科

研时间难以保证川
。

4 关于改进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工作的

思考

4
.

1 区域的分布

国家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

主要分布在北

京
、

上海和江苏地区
。

这三个地 区拥有获得者人数

的比例合计高达 72
.

1 %
,

尤以北京地区拥有人数最

多
,

占 4 8
,

8 %
,

比第二名上海地区高出 36 个百分点
。

优秀青年科学人才分布过于集中
,

是否符合基础研

究内在的规律和需求
、

有利于科学和地区经济
、

社会

的发展
,

这样的分布结果是 否符合科学基金
“

科学
、

公正
、

合理
”

的评审精神
,

还需研究
、

探讨
。

4
.

2 学科与领域的差异

目前
,

国家杰 出青年基金资助名额在各科学部

间的分配
,

是按照各科学部历年已资助人数占全委

比例的 6 0 % 和当年申请人数占全委 比例的 40 % 进

行分配的
,

而 19 94 一 19 99 年的 6 年间各科学部 已资

助的人数 比例是由起初各科学部 的 申请压力决定

的
。

在科学部 内部
,

各学科之间虽无明确比例
,

但也

形成了惯例 ;在科学处内部
,

资助名额则是随机的
,

应否考虑学科分布
。

如物理科学二处有很多重要的

领域
,

并且大部分依托大型的实验装备和仪器
,

需要

理论
、

实验
、

重大科研装备研制的多种人才
,

但截止

20 0 2 年该科 学处获得 国家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 资助

的人 数在 数理 学 部 的 1 72 人 中 只有 33 人
,

仅占

19 %
,

不能适应学科发 展对杰 出青年 人才的需要
。

同时
,

物理科学二处杰 出青年基金获得者的领域分

布理论研究占 74 %
,

实验研究偏少
。

4
.

3 如何鼓励原始创新
、

学科交叉

科学基金应该成为原始创新的基地
,

尤其是学

科建设的战略性
、

方向性上的创新
。

目前
,

就国家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从事原始创新研究的现状来

看
,

还很不理想
,

激励更多的获得者从事原始创新研

究
,

是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管理工作需要解

决的关键问题
。

如何为获得者从事创新研究
,

特别

是敢于从事原始创新研究创造环境和条件
,

目前在

管理工作中没有充分体现
。

在申请书中
,

着重要求

申请者表述 已取得的学术成绩及其论文被收录和引

用的情况
、

而对申请者今后拟开展的研究工作设想
,

特别是创新思想则要求不多 ;在 同行评议 和学科评

审组评审过程中
,

对拟开展工作的创新性评价要求

也不够 ;在项 目管理上没有特殊的措施
,

如何为他们

营造较为宽松的环境
,

如何提供学术交流的机会
,

如

何帮助组织团队
,

开展深层次的前沿问题研究
,

是否

对他们承担的各种岗位上的领导职务有一些规定
,

使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从事研究工作等则考虑

不够
。

4
.

4 绩效评估

对国家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在资助期和资

助结束后的工作及效果如何进行评估
,

现在试行的

方法如何改进
,

一直是科技界和管理部 门关心的问

题
,

自然科学基金会也制定了相应的管理办法
,

要求

获得者按年度提交研究工作执行情况报告和研究工

作结题报告
。

在此基础上
,

我们还采用定期召开报

告会和进行问卷调研等方式对此进行探索
,

总之
,

绩

效评估确需进一步探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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