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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各类项 目受理情况

2田 3年度科学部共受理和评审面上项 目 5 4 82

项
,

比 么刃2 年增加 9 33 项 (增幅达 20
.

5 % )
,

其中自

由申请增加 6 16 项 ( 16
.

7 % )
、

青年基金增加 29 7 项

( 40
.

8 % )
、

地区基金增加 25 项 (巧
.

2 % )
。

受理重点

项 目申请 162 项
、

重大项 目 17 项 ; 国家杰出青年科

学基金 176 项
、

海外及港澳青年学者合作研究基金

41 项
、

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 10 项
。

此外
,

科学部

还受理了各类专项基金共计 2 84 项
。

其中
:
联合基

金面上项 目 79 项
,

重点项 目的申请 24 项
,

其中钢铁

联合基金面上项 目 61 项
,

重点项 目申请 3 项 ;黄河

联合基金面上项 目 10 项
,

重点项目申请 or 项 ;节能

环保联合基金面上项 目 8 项
,

重点项 目申请 n 项 ;

G M 联合基金受理申请项 目 7 项 ; N SCF
-

R G C 联合资

助基金受理申请项目 5 项 ;科学仪器基金受理申请

项 目 5项
。

本科学部初筛申请项 目 叨7 项
,

初筛率 7
.

4 %
。

初筛原因主要有
:
超项申请 ; 申请书未按要求撰写

,

申请手续不完备 (本人未签名
、

合作单位未盖章等 ) ;

立论依据不足
,

研究内容过于简单 ;明显的低水平重

复申请 ;前一个项目未按规定交结题报告的申请 ;不

符合基金资助范围 ; 申请人的资格问题 (如超龄申

请
、

没有博士学位的中级职称研究人员的申请 )和申

请经费过多等
。

2 X() 3年科学部全部实行项目网上评议 ;个别科

学处采用 了电子邮件和普通邮件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同行评议
。

全学部同行评议函回函率为 98
.

7 %
。

2 资助计划执行情况

与 2 X() 2 年度相 比
,

本科学部 2 X() 3 年面上项 目

的经费增加了 2 46 1万元
,

增长幅度为 12
.

8 % ;而

面上项目申请数有较大幅度的增加
,

达 5 84 2 项
,

比

去年增加 20
.

5 %
。

根据 自然科学基金会 2的 3 年度

的项 目资助精神和本科学部的具体情况
,

在拟订资

助计划时考虑了如下因素
:

( l) 青年基金项 目今年接

受申请 1 02 5 项
,

增加了 4D
.

8 %
。

为鼓励创新和培

养青年科技人才
,

青年基金经费有所增加 ; ( 2) 考虑

到地区基金项目的资助率一直偏低
,

而本科学部受

理的一些项 目又有较强的地区特色
,

如矿业与冶金
、

建筑
、

水利等领域的申请项 目
,

因此适当增加地区基

金项目的资助经费 ; ( 3) 继续对有学术创新思想但技

术路线尚不完善的项目实行小额探索项目资助 ; ( 4)

西部倾斜经费与去年相比有所增加
,

要求所资助的

项目有针对性或对西部科技人才的培养和研究水平

的提高有带动性 ; ( 5) 鼓励学科交叉
。

在 200 3 年申请项 目增加较多的情况下
,

为了平

衡批准率和资助强度之间的关系
,

并保证在 2田 2 年

度的基础上保证资助强度略有提高
,

科学部计划资

助面上项目 97 0 项
,

批准率 18 %
,

平均资助强度 24

万元 /项 (不计小额探索项 目 )
。

经过专家评审组评审
,

200 3 年度本科学部实际

资助面上项 目 9 00 项 (其中小额探索项 目 102 项 )
,

资助经费合计 21 47 9 万元
,

面上项 目的资助率为

17
.

8 %
,

平均资助强度为 23
.

9 万元 (不计小额探索

项目 ) ;重点项目 36 项
,

经费 5 40 8 万元 ; “

钢铁研究

联合基金
” 、 “

黄河研究联合基金
”

和
“

节能环保联合

基金
”

等联合研究基金资助面上项 目 37 项
,

经费 7 86

万元
,

重点项目 6 项
,

资助经费 8 80 万元 ; “ 光电信息

功能材料
”

重大研究计划批准面上项 目 5 项
,

经费

120 万元
,

重点项目 5 项
,

经费 5 70 万元 ; G M 联合基

金批准项目 4 项
,

经费 87 万元 ; N S FC
一

RGC 联合资助

基金批准项 目 3 项
,

资助经费 81 万元 ;科学仪器基

金批准 2 项
,

资助经费 2 2 0 万元 ;科学部推荐国家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候选人 29 人
,

海外和港澳台合作研

究基金项目 9 项
,

候选创新研究群体 3 个 (见表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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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X 3年度面上项目资助情况

学科

(金额
:

万元 )

项 目数 资助金额 批准率 ( % )

金属材料

无机非金属材料

有机高分子材料

冶金与矿业

机械

工程热物理与能源利用

建筑
、

环境与结构工程

电工

水利

总计和平均批准率

3)(X 1
.

00

24 20
.

00

15 76
.

00

17 2D
.

00

54 19
.

00

32卯
.

00

29 75
.

00

134 1
.

田

15 37
.

00

2 174 9
.

田

2 l

l 5

l5

l 7

l 8

2D

我们还举行了专家座谈会
,

征求专家对基金评审工

作的意见
。

为了提高座谈会的效率
,

做到发言有的

放矢
,

针对性强
,

事先拟定了座谈主题
。

随着学科的

发展
,

以及我委开展网络项目评议工作
,

申请代码不

够细和一些新的学科生长点得不到体现的问题日渐

突出
,

对评审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

在评审会期

间
,

科学部安排各科学处组织评审专家对基金资助

领域申请代码进行研讨
,

提出了初步的修订意见
。

:: 4 2仪月 年度资助工作设想

工程科学和材料科学是保障国家安全
、

提高人

民生活质量
、

促进社会进步与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

科学基础
。

工程科学与材料科学领域的研究应瞄准

国际前沿
,

密切结合国家社会与经济发展的战略需

求
,

进一步加强创新
,

特别是具有我 国自主知识产权

的源头创新
。

重点发展材料科学与工程
、

制造科学

与工程
、

能源科学与技术
、

资源利用与环境工程
、

结

构与土木工程等基础领域
,

加强与信息技术
、

生命科

学
、

纳米科学与技术
、

空间技术
、

防灾减灾与灾害控

制等领域的交叉研究 ;加强国家 目标导向和前沿探

索的有机结合
,

积极促进基础研究与工程实践相结

合
,

在促进学科发展的同时发展高新技术
,

从源头带

动产业的技术进步
,

不断提高我国的国际竟争力和

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
。

在重点项 目方面
,

鼓励竞争并提高重点项 目的

立项质量
。

重点项目的联合申请应该是互补基础上

的联合
,

联合申请项目必须在申请书中说明合作各

方的优势与学术分工
,

突出研究重点和明确研究目

标
。

工程与材料科学部 2 X( 辫 年度拟资助重点项 目

35 项 (其中跨学部学科交叉项 目 4 项
,

自由申请重

点项 目 6 项 )
,

总立项经费约 5 仪旧 万元
。

在材料科

学
、

电工科学和建筑科学等领域开展重大项 目的立

项研讨
。

工程与材料科学部资助的项 目有很多是有工程

背景和应用前景的
,

与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有

密切的联系
。

联合基金也是本科学部资助工作的一

个方面
。

联合基金在项目评审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问

题
,

如联合基金的定位与预期成果
,

基金项 目评审过

程的规范和公正性
,

如何在保证项 目研究质量 的前

提下兼顾企业的利益和工程应用 的特点等
。

由于联

合基金的评审和管理工作中还存在着一些值得探索

的方面
,

因此科学部将组织基金管理人员
、

联合方项

目管理人员
、

项目负责人和评审专家对联合基金的

资助工作进行研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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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金评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几点作法

在 2 X() 3年度申请项 目中
,

在理论上或技术上有

明显原始创新的项 目还很少
,

有些工程科学领域的

项 目结合工程实际不够
,

没有明确的应用背景
。

重

点项目申请书有大而全的共同点
,

研究内容和研究

方向不够集中
,

研究 目标不甚明确
。

一方面指南的

书写有改进的地方
,

多数申请人对重点项 目领域指

南理解有误
,

以为指南中的内容在申请中都要覆盖
,

因此
,

申请内容覆盖面大而全
,

缺少深度
,

使评审的

准确性带来困难 ;另一方面是申请人为了项 目能够

被批准而在书写申请书时面面俱到
,

唯恐有某一方

面没有提及而影响项目的评价
。

青年基金项 目申请

书的立项依据论述不够充分
,

技术路线和研究方案

不甚明确
,

申请书质量有待提高
。

联合基金在促进

基础研究与产业结合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

但联

合基金项目的申请质量较一般面上项目还有一定差

距
,

但评审过程和管理工作还有待进一步规范
。

在 2X() 3 年的基金评审工作中
,

我们坚持了以往

一些好的做法
,

并在某些方面做了改进
。

为了缩短

重点项 目的立项和评审周期
,

对一些发展迅速且方

向明确的研究领域及时给予重点资助
,

继续实行 自

由申请重点项目
。

为加强重点项 目的竞争性和提高

重点项目的立项质量
,

继续试行重点项目差额遴选

的评审方法
。

鼓励学术创新
,

根据本科学部的实际

情况 (如学科跨度大
,

分支领域多等 )适当增加 1 年

期小额探索项 目的项数
。

评审会期间安排评审组专

家进行学科发展战略研讨和基金资助方向的研讨
,

充分发挥专业评审组的战略决策功能
。

尽管基金评

审工作受到
“

非典
”

影响
,

我们还是邀请了 5 位海外

评委参加今年的评审会
,

他们不仅对基金的评审工

作和资助政策提出了很好的意见
,

而且有的还抽空

做报告介绍国外的研究动态与进展
。

在评审会期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