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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面上项 目评审中强调的几点要求

为了加强对原创性研究工作的支持
,

有利于培

养和凝聚基础研究的优秀人才
,

创造有利于源头创

新的资助环境
,

信息科学部要求专家在评审工作中

把是否具有创新性作为评价项 目的首要考虑
。

力图

通过评审
,

使得尽可能多的创新性项目得到资助
。

评审工作的重点是判断项 目的创新思想和研究

价值
,

对有创意的项 目
“

初期阶段不要过于苛求
” ,

特

别要善于从面上项 目申请中发现创新性强的项 目和

有才华的年轻人才
,

及时给予重点支持
。

适度加大

小额预研探索项 目的资助规模
,

重点支持研究内容

具有明显创新性
,

但研究前景又难以预测的探索性

研究项 目
,

对在站博士后人员申请的短期研究项 目

给予重点考虑
,

对
“

非共识
”

项 目采取慎重的态度和

妥善的保护措施
。

继续采用署名建议的方式对少数

有明显创新性但在评审会上投票未过半数的项目给

予资助
。

在基金研究倡导创新的同时
,

继续注重研

究工作的积累
,

对以往研究工作中已有好的研究积

累
,

如申请延续研究
,

要给予特别关注
。

继续鼓励资

助大跨度的实质性学科交叉项 目
,

适度加大对青年

申请者的资助
,

对少数民族
、

偏远和西部地区申请的

项 目在同等水平下给予适当的倾斜
,

注意对
“

科技奥

运
”

研究项 目的遴选
。

对于一些重要领域或研究方向上的项 目
,

虽然

我国的学术研究水平不一定处于世界前沿
,

但对于

社会或科技发展有重要意义
,

应主要考虑申请书研

究内容和方法的创新性以及该项研究对于所属领域

发展的潜在推动作用
,

对于这一类申请项 目
,

我们希

望评审专家给以特别的关注和更加慎重的考虑
。

同

时也希望专家协助我们把握不同研究领域和方向在

资助格局上的总体安排
,

而不完全以同行评议专家

评价等级上的差异作出判断
。

2 面上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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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面上项目受理与资助

2X() 3 年共收到面上项 目申请 3 以2 项
,

比 2(X] 2

年增加 5 79 项
。

平均资助率 21
.

27 %
,

平均资助强度

22
.

70 万元 /项 (表 1 )
,

总资助经费为 12 如5 万元
。

由于强调了向青年
、

少数民族
、

偏远和西部地区等的

倾斜原则
,

青年基金的资助率达 22
.

42 %
,

平均资助

强度 23
.

78 万元 /项 ;地区基金资助率 26
.

42 %
,

平均

资助强度 21
.

64 万元 /项
。

资助率均高于我科学部

平均水平
,

地区基金的资助强度虽略低
,

但资助金额

25 9 万元
,

已经超过切块经费 ( 18 3万元 )
。

2
.

2 结题评估与绩效挂钓

信息科学部从 199 4 年开始在每年的面上项 目

评审会上抽出一定时间
,

对上一年已完成的项 目进

行结题评估
。

2X() 3 年参与结题评估的项 目共 4 55

项
,

其中
,

30 项被评为
“

特优
” ,

2 37 项被评为
“

优
” ,

分

别占总评估项数的 6
.

59 % 和 52
.

09 %
。

对评为
“

特

优
”

的项 目
,

对项目负责人新申请的项目用优先资助

或适当增大资助强度的方式给予鼓励
。

3 重点
、

重大及仪器专项

3
.

1 重点项目

2朋 3年共受理重点项 目申请 81 项
,

涉及 17 个

研究领域
,

经同行评议和评审共资助 17 个重点项

目
,

总资助经费 3 05 0 万元
。

有一个研究领域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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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重点项目投票未过半数
,

该领域 2X() 3 年没有获

资助项目
。

在所资助的 17 个项目中
,

包括与贝尔实

验室中国基础科学研究院联合资助 1 项 ( 1如 万

元 )
,

节能环保基金资助 1 项 ( 100 万元 )
,

与数理科

学部交叉 3项 (每项 2X() 万元 )
,

与生命科学部交叉 1

项 ( 2X() 万元 )
。

2X() 3 年重点项 目申请数是近年来最

多的一年
,

每个重点领域平均有 4 项 以上 申请
。

2X( 抖年信息学部拟受理 26 个领域内的重点项 目申

请
,

欢迎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专家踊跃申请
。

3
.

2 重大项目与科学仪器专项

2田 3年信息科学部拟资助 4 个领域内的重大

项 目
。

其中 2个为本学部立项
,

2 个与外学部交叉
。

共收到申请 69 份
,

目前尚有少数项 目处于评议中
,

评审结果要等到开完重大项 目评审论证会后才能定

下来
。

仪器专项 2X() 3 年共受理申请 13 项
,

经过同

行评议和仪器专项评审会评审
,

有 2项获得资助
。

4 重大研究计划

4
.

1 网络与信息安全

2X() 3 年是网络与信息安全重大研究计划项 目

启动的第 3 年
,

共收到申请 81 项
。

经过同行评议和

评审
,

共资助面上项 目 18 项
,

资助经费 550 万元
。

另留出 2X() 万元作为项目纳入和提升之用
。

4
.

2 半导体集成化芯片系统基础研究

半导体集成化芯片系统基础研究重大研究计

划
,

2X() 3 年是第二次受理申请
。

共收到申请 65 份
,

其中重点项 目申请 21 项
,

面上项目申请 科 项
。

计

划使用经费为 巧oo 万元
。

经过同行评议和评审
,

确

定资助面上项 目 14 项
,

总资助经费 47 6 万元 ;重点

项 目 3项
,

总资助经费 日刃 万元
。

5 人才板块

5
.

1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2X() 3年共受理申请 92 份

,

经过第一轮同行评议

和评审
,

选出 22 位申请者到专业评审会上进行答

辩
,

经过答辩和专家讨论投票
,

最后推荐 16 项申请

参加委评审会评审
。

5
.

2 海外与港澳青年学者合作研究基金

2X() 3 年共受理申请 39 项
,

经过第一轮同行评议

和评审
,

选出 11 位申请者到专业评审会上进行答

辩
,

经过答辩和专家讨论投票
,

最后推荐 8 项参加委

评审会评审
。

5
.

3 创新研究群体

2田3 年共受理各部委推荐申请 9 项
,

经过第一

轮同行评议和评审
,

选出 5 个创新研究群体到专业

评审会上进行答辩
。

经过答辩和专家讨论投票
,

最

后推荐 3个创新研究群体
,

参加全委统一安排的实

地考察与评审
。

6 充分利用网络等资源

6
.

1 网上评议

利用互联网开展同行评议已成为科学基金管理

的发展趋势
。

2X() 3 年信息科学部所有科学处都开

展了网上评议工作
。

全学部共电子发送同行评议

巧 7 55 份
,

占学部同行评议总数的 95
.

2% ;电子回函

(包括在线与 W。司文件评议 ) 13 2 17 份
,

占回函总数

的 81
.

7 % ;纸质 回函 2 9 67 份
,

占回函总数的 18
.

3 %
。

信息科学一处 电子回函率最高
,

2X() 3 年已经

达到 87 %
。

.6 2 网络视频会议评审
2X() 3年信息科学部人才板块基金评审首次采

用网络视频会议方式进行
。

评审组专家集中于一个

网点
,

答辩专家分布在 13 个国内网点和 n 个海外

网点上
。

共有 22 位杰出青年基金答辩者
、

11 位海

外及香港
、

澳门青年合作者研究基金答辩者
、

5 位创

新研究群基金答辩者参与答辩
。

总的说效果不错
,

专家的反映很好
。

不仅使海内外参与答辩者节省了

大量的宝贵时间和经费开支
,

也使他们免受长途跋

涉和倒时差之苦
。

.6 3 光盘同步显示资料

在 2田 3年的评审会上
,

信息科学部采用光盘同

步显示相关资料的方式进行评审
。

即在专家组评审

的过程中
,

对所讨论项 目通过光盘投影同步显示申

请书
、

书面同行评议意见及科学处综合意见等重要

信息
,

有利于专家全面掌握同行评议意见
,

也防止了

主审专家在介绍情况和评审意见时的片面性
。

6
.

4 聘请海外专家参加评审会

由于海外专家对国际上相关学科领域动态有较

多的了解
,

聘请他们参加评审会对于在科学基金评

审中发掘创新项 目有很大的帮助
。

我学部克服

SA SR 给评审工作来带的诸多不便
,

2 00 3 年继续聘请

了海外专家参加评审会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