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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科学部 2的 3 年的评审工作认真贯彻执行

委四届四次全委会以及相关委务会的精神
、

委各项

规定
、

管理办法和《2 X() 3 年评审工作意见》
。

评审工

作中体现学风建设
,

引导并培植实事求是的科学的

良好学风
,

对
“

夹杂着泡沫和浮夸语言
”

的申请从严
。

把
“

有无科学价值
、

资助价值
”

的理念贯穿于整个评

审过程
。

2 X() 3年
,

5个科学处全部实行网上评议
,

网上指

派 14 5 28 份
,

指派率 %
.

4 %
。

专家从网上获取申请

书 8 阅 1 份
,

占 62 %
。

截止 7 月 24 日
,

回收率为

97 %
,

其中在线提交评议意见 53
.

5 %
,

通过 E
一

m a il

向系统提交 wo 记 文档评议意见占 37
.

2 %
,

科学处代

录评议意见占 9
.

3 %
。

大多数专家按评议要点要

求
,

提出了较详细的评议意见
。

评议意见较以前尖

锐
、

坦率
,

几十字的评议意见很少
。

但明确
、

具体的

指出项 目的科学价值
、

资助价值仍显不足
。

1 面上项目

2 X() 3年地球科学部共受理面上项 目 2 60 7 项
,

其中受理自由申请项 目 1 99 4 项
,

资助 4 54 项
,

资助

率 22
.

77 %
,

经费 13 66 1 万元 ;受理青年基金项 目

5 18 项
,

资助 167 项
,

资助率 32
.

24 %
,

经费 4 13 1万

元 ;受理地区基金项 目 95 项
,

资助 16 项
,

资助率

.16 84 %
,

经费 31 5 万元
。

自由申请项目单项最高资

助强度 49 万元
,

单项最低资助强度 22 万元
。

青年

科基金项 目单项最高资助强度 36 万元
,

单项最低资

助强度 20 万元
。

地区科基金项 目单项最高资助强

度 24 万元
,

单项最低资助强度 17 万元
。

继续强化

对学科交叉项 目的资助
,

共资助跨科学部交叉项 目

56 项
,

1 42 2 万元
。

科学部内学科交叉项目 129 项
,

4 42 1万元
。

项 目遴选时仍强调体现
“

研究积累
”

和
“

绩效挂钩
” ,

资助延续资助项 目 16 9 项
,

5 307 万元
,

占资助项 目数 26
.

5 %
。

为继续加强对具有创新性

强的基础研究
,

尤其是具有创新思想的非共识项 目

的资助
,

2叨 3 年度资助非共识面上项 目 16 项
。

同

时对一些探索性强
、

有创新性
、

且具有较大风险或不

确定因素的项 目
,

设立小额探索项 目
,

给与 1 年期

限
,

8一 or 万元经费资助
,

2叨 3 年共资助小额探索项

目 4 9 项
,

经费 48 7 万元
。

资助高等院校项 目 3 25

项
,

占 51
.

1 %
,

科研院所 303 项
,

占 47
.

6 %
。

45 岁以

下青年科学家占项 目负责人总数的 76
.

8 %
。

为 了处理好会议评审的质量和效率的矛盾
,

使

评审专家充分了解申请书的内容和通讯评议意见
,

以提高会议评审的质量和效率
,

2田 3 年我们将申请

书和通讯评议意见制成光盘
,

会前寄给评审专家
。

为完善机制
,

深人探讨通讯评议与会议评审的功能

定位
,

规范了主审人介绍评审项 目的内容
。

总的看来
,

获资助项 目与我委的资助政策紧密

相关
,

获资助项目水平在不断提高
,

但有创意的项 目

仍较少
。

资助经费存在平均主义的现象
。

申请书论

述的科学问题不明确
, “

大
”

而
“

空
”

的现象依然存在
。

2 重点项目

重点项 目的立项采取打破学科界线
,

以科学部
“

十五
”

优先资助领域中的重要科学问题发布重点项

目指南
,

不逐项发布指南和拟资助金额
。

申请人 自

由确定项目名称
、

研究内容
、

研究方案和相应的研究

经费
。

目的是瞄准前沿
,

以核心科学问题为主线
,

围

绕重要研究方向
,

形成具有相对统一 目标的项目群
,

提高解决重大科学问题的能力
,

在国际上形成有优

势的研究领域
。

同时为了最大限度发挥申请者的自

主性和优势
,

更好地形成竞争局面 ;既顺应地球科学

的发展趋势
,

提高我们解决重大科学问题的能力
,

又

遵从科学研究 自由探索的规律
。

2 X( )3 年受理重点

项目申请 2 4 7 项
。

其 中
:
全球变化与地球 系统 72

项
,

地球环境与生命过程 37 项
,

天气
、

气候系统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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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动力学 2 6项
,

大陆动力学 45 项
,

区域可持续发展

51 项
,

日地空 间环境与空间天气 5 项
,

地球系统探

测新原理与新技术 9 项
。

为推动交叉
,

打破学科界

线
,

按领域组建了评审组
。

评审除一般评议标准外
,

强调项 目在领域中的
“

地位
” 、 “

作用
” 、 “

贡献
” 。

经通

讯评议
,

共遴选出 106 项
,

送
“

领域
”

评审组答辩
。

经

评审资助 55 项
,

经费 7 07 0 万元
。

3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

海外青年学者合

作研究基金和创新研究群体

受理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92 项
,

资助 17 项
,

经费 1 700 万元
。

受理海外
、

香港青年学者合作研

究基金 33 项
,

资助 8 项
,

经费 320 万元
。

创新研究

群体受理 9 项
,

资助 3项
,

经费 1 0 80 万元
。

3
.

1 国家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评审

注重申请者的
:
( 1) 学风 ; ( 2 )学术贡献 ; ( 3) 发展

潜力
。

候选人平均学术水平
、

综合素质较高
,

不是简

单的几篇 S CI 文章
,

而是有自己的学术体系
,

能站在

国际科学前沿的高度探讨问题
,

探讨的问题也都是

国际上关注的前沿科学问题
。

候选人均有国外研究

背景
,

其中 3人是长期在国外学习
、

工作
,

近期回国
。

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者有 6 人
。

研究工作大体分为

3种类型
: ( l) 科学前沿的理论研究 ; ( 2) 利用中国的

地域优势开展前沿性的理论研究 ; ( 3) 社会需求明显

的前沿性研究
。

候选人的学术背景一般属于科学前

沿的新的生长点
、

交叉点
、

新兴学科
。

传统学科的候

选人较少
。

3
.

2 海外 (香港 )青年学者合作基金

评审强调
:
( l) 合作双方的学术水平 ; ( 2) 对提高

我国该领域的研究水平具有实质性推动作用 ; ( 3) 合

作基础
。

项 目定位不是一般的国际合作项 目
。

3
.

3 创新研究群体的评审

强调
:

( l) 自然形成的群体 (有机整体 ) ; ( 2) 有相

对集中的研究方向 (是否有学术体系 ) ; ( 3 )能冲击世

界水平
,

能挑战科学前沿重大问题
,

在国际科学前沿

有竞争力 ; ( 4) 学术带头人是一线科学家
,

群体结构

合理
。

4 重大研究计划

受理
“

中国西部环境与生态
”

重大研究计划项 目

65 项
,

其中数理科学部 1项
,

化学科学部 1项
,

地球

科学部 33 项
,

生命科学部 22 项
,

工程与材料科学部

7 项
,

管理科学部 1项
。

经过评审
,

资助 巧 项
,

总经

费 800 万元
。

其中地球科学部 8 项
,

生命科学部 6

项
,

工程与材料科学部 1项
。

其中
: 80 万元以下 的

项目 12 项
,

经费 5 50 万元
。

80 万元以上 的项 目 3

项
,

经费 25 0 万元
。

评审试点情况
:
每项送 5 位专家通讯评议

,

在同

行通讯评议基础上
,

将申请书按科学计划核心科学

问题分 3 组
,

分组评议
,

遴选参加答辩项 目
。

针对

2叨 3年指南
,

逐一讨论每项申请
,

小组内排序
。

协

调组根据小组排序确定 20 项参加答辩
。

答辩名单

确定后
,

向申请人全面反馈同行评议意见
。

经会议

评审
,

资助 巧 项
。

(上接 2 2 页 )

( 2) 对地区基金项目和面上的交叉项 目
,

科学部

组成不同的评审组审议 ; ( 3 )每份申请至少要有 2 位

主审人仔细审阅
、

分析申请书和同行评议意见
,

而不

是简单的注重同行评议人结论性的评价 ;

( 4 )要求专家评审组在听取主审人介绍情况的

基础上进行充分的讨论
,

最后 以无记名投票方式确

定向委一级建议资助的项目
。

3
.

2 明确评审要求
,

努力做好评审工作

( 1) 充分发挥专家评审组的作用
,

履行职责
,

作

好各类项目评审工作 ;

( 2) 加强对创新性强项 目的支持
,

要勇于发现有

新思想
、

新苗头的项 目
,

勇于支持 ;

( 3) 努力做好小额探索项目工作
,

以发挥小额探

索项目促进创新的作用 ;

( 4) 重视对青年申请者和交叉学科项 目的支持 ;

( 5 )加强学科发展规划和统筹安排
,

资助项 目要

逐渐体现层次
,

拉开档次 ;

( 6) 注意保密
、

回避与公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