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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获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 目

资助情况 0 1年 回顾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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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对我院 199 4一2X() 3 年获得国家 自然

科学基金资助面上项 目情况的回顾
,

从宏观上分析

了我院各学科科研情况
,

总结了经验与不足
,

明确了

今后改善和提高医院科研管理水平的方向
。

1 结果与分析

( l) 近 10 年中
,

我院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

项 目 75 项
,

资助经费 1 0 85
.

5 万元
,

199 4一2X() 3 年我

院面上项 目平均资助率为 22
.

94 %
,

高于国家 自然

科学基金委员会 (以下简称自然科学基金会 )生命科

学部同期面上项 目 巧
.

14 % 的平均资助率
。

(见表

l )

表 1 1臾玛一勿阳 3 年面上项目获资助总体悄况

年度 申报数 获准数
资助金额

(万元 )

资助率 ( % )

人民医院 生命科学部

15
.

69

14
.

5 0

14
.

3 3

资助总人数的 60 %
。

( 4) 获面上资助项 目主要集中在内科系统和外

科系统
,

分别为 32 项和 37 项
,

占基金资助项 目总

数的 42
.

67 % 和 49
.

33 %
,

而其他学科共获基金资助

6 项
,

仅占基金资助总额的 8%
。

内科系统获基金资

助较多的是血液病研究所 ( 9 项 )
、

肝病研究所 ( 5

项 )
、

呼吸科 ( 5 项 )
、

心 内科 ( 4 项 ) ;外科系统获基金

资助较多的是普外科 ( or 项 )
、

妇科 ( 9 项 )
、

骨科 ( 9

项 ) ;眼科获 3项
。

( 5) 科学研究是学科发展的先导
,

同时又是保持

学科优势的基础
。

其中血液研究所
、

心 内科
、

骨科
、

妇科和眼科为教育部重点学科
。

多年来
,

这些学科

一直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结合临床做了富

有特色的科学研究工作
,

是我院获得科学基金资助

较多的科室
。

重点学科共获得科学基金面上项 目

34 项
,

占我院面上项 目总数的 45
.

33 %
。

2 讨 论
14

.

8 1

1 1 5 8 2
.

1 科学基金在我院学科发展中的作用

10 年来
,

我院很多科室从小到大
、

从弱到强
,

进

人了我国医学领域相关学科的先进行列
,

科学基金

项 目带动了科学研究
,

科学研究又推动了学科发展
。

我院有 5 个学科在 2田 2 年度被评为教育部重点学

科 ;现任学科带头人中有 28 人曾承担或正在承担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 ;科学基金项目还为我院培养

了大批研究生
,

如今他们遍布祖国各地并活跃在医

疗科研的第一线
,

成为我国医学科学战线的优秀人

才
。

我院肝病研究所成立于 19 84 年
,

是集实验研

究
、

临床治疗
、

临床检验和新型诊断技术研发为一体

的综合性研究所
。

研究所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就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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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我院获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 目资助人

员年龄分布
: 35 岁以下人员获资助 12 项

,

占总资助

项 目的 16 % ; 36 一 50 岁人员获资助 o4 项
,

占总资助

项 目的 53
.

33 % ; 51 一6 5 岁人员获资助 23 项
,

占总

资助项目的 50
.

67 %
。

( 3) 获资助人员中
:
具有硕士学位的 n 人

,

占获

资助总人数的 14
.

67 % ;具有博士学位的 45 人
,

占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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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

迄今先后获得 10 项科

学基金项 目
。

其第一任所长陶其敏教授曾在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资助下率先进行了乙肝疫苗的研究并确

立了当时在国内的领先地位
。

第二任所长王宇教授

在研究生时期师从陶其敏教授
,

并从事有关乙型肝

炎病毒分子生物学的研究
,

毕业后独立承担了 2 项

关于乙型肝炎分子发病机制和检测新技术研究的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 目
,

随后在 199 6 年获得国家

杰出青年基金的资助
,

在这些基金的资助下
,

肝病研

究所在 玩配
已 t

、

oJ
~

l of A几d ic a l iV or l卿
、

oJ
~

l of

万中以司吻
产

等国际高水平杂志上发表论文 10 余篇
,

并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
,

进一步获得了国家
“

97 3
” 、

“

86 3
”

等一系列国家级基金的资助
,

从而巩固了肝病

研究所在国内的领先地位
。

另外
,

王宇教授 199 8 年

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 目
“

肝癌抗原肤及

肝癌免疫治疗的研究
”

的资助
。

经过多年攻关
,

现在

我院与北京大学医学部免疫学教研室合作进行肝癌

疫苗的研究
,

有望近期进人临床试验阶段
。

经过多

年探索
,

该所确定了学科建设的两个主要研究方向
:

病毒性肝炎和肝癌相关研究
。

此外
,

该所还注重年

轻科技骨干的培养
,

通过基金项 目培养他们的科学

素养和工作能力
。

2的 1 年该所的一名年轻教授和

一名助理研究员独立获得了 2 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 目资助
,

现在他们已经成为
“
863

”

计划
、 “

十

五
”

攻关等多项国家级研究项目的负责人
,

并担负起

研究所的管理工作
,

一个富有活力的学术梯队已然

形成
。

经过科研人员多年的共同奋斗
,

该所承担的

病毒性肝炎检测诊断试剂的系列研究曾获国家科学

技术进步奖一等奖和二等奖
,

其他研究项 目也曾多

次获教育部
、

卫生部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等多种

奖励
。

肝病研究所在肝病
,

特别是病毒性肝炎研究

领域
,

一直保持国内领先地位
,

并正在逐渐步入国际

先进行列
。

综上所述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给我院优秀人才

的脱颖而出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
,

是医学科研人

员成长的摇篮
,

为学科建设和临床医疗新方法的研

究提供了资金保障
。

2
.

2 制定相关政策
,

推动科学研究

我院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获准数量高于

自然科学基金会生命科学部面上项 目的平均资助

率
,

这从一个方面反应了我院专家教授的科研实力
,

也与我们在科研管理上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是密不

可分的 [ `
,

2〕
。

( l) 一流的医院要有一流的医疗水准和一流的

人才
,

而一流的科研是实现这两个目标的保障
。

因

此
,

院领导高度重视医院的科研工作
,

每年投人近百

万经费用于科研
,

鼓励医务人员
、

科研人员参加各种

学术活动
,

发表学术论文
。

除会议费
、

版面费给予报

销外
,

发表学术论文还有不同程度的奖励
。

这一系

列政策不仅调动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
,

也为进行高

水平的科学研究创造了外部环境
。

( 2) 除了鼓励和扶植外
,

院领导还有意识地给科

研人员加压
。

如院人事处将科研绩效与晋职
、

晋级

挂钩
,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

晋升时优先考虑承

担国家各类科研项目的人员 ;科研处在组织硕士研

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遴选时
,

承担研究课题

是重要指标之一 ;每年招收研究生时也优先给承担

研究课题的导师招生
。

这一系列政策在无形中也给

医务人员
、

科研人员起到了诱导作用
,

使他们不满足

于完成临床工作
,

而是竞相成为科研能力
、

临床医疗

水平俱佳的专家型教授
。

2
.

3 科研管理人员在科学基金项 目申报中所起到

的作用

科研处要将管理当作一门学问来研究
,

做科研

管理的行家
。

为此
,

努力学习国家的有关科技政策

和参加各种学术活动有助于扩展我们的知识面 ; 了

解优先资助领域和考察兄弟院校科研动态可以增加

我们的信息量
。

在科研管理过程中
,

我们通过各种

手段与专家建立起融洽的
、

互相信赖的关系
。

高素

质的科研管理人员才能赢得专家的信任
,

才能做科

研人员的参谋
,

才能将医院的科研设想和计划贯彻

落实下去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申请书的撰写是项 目能

否获得资助的关键之一
。

每年申报前我们都要召开

申请课题报告会
,

详细地向科研人员宣讲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申请指南和申请过程中应注意的各种

问题
,

同时
,

要求所有申报人员必须参加院里的答辩

会
,

请院学术委员会成员和有申报课题经验的专家

对每一个申报项 目
“

品头论足
” 。

在尊重申请专家的

前提下
,

我们对申请书的质量严格把关
,

对不按要求

去做的申请者毫不留情地退回请其修改
。

对此
,

有

些人开始可能不太理解
,

但我们坚持原则
,

不厌其烦

地讲解
。

申请者一般会逐渐理解严格要求是对他们

申报的项目负责
,

并认真修改提交高质量的申请书
。

几年来
,

我们的做法卓有成效
,

有很多中标项 目的申

请书是经过反复修改后才获得资助的
。

因此
,

我们

的做法也逐渐得到了项目申请专家的认可
。

(下转 5 5 页 )



第 1 期 俞建飞等
:

关于院校加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过程管理的思考

学基金的结题评议相对简单
,

重点集中在对执行结

果的评价上
,

这样往往不能更加准确地了解执行过

程中的其他情况
,

如执行内容是否完全
,

技术路线是

否变更
,

以及经费使用等等问题
,

这些在结果评价中

不容易发现
,

有些间题显然违背了科学基金资助的

初衷
,

比如技术与方法的简化
,

虽然论文的水平和数

量都符合要求
,

但实施的质量却打了折扣 ;

( !!} )建立项目督导制度
。

项 目督导制度是监控

基金项目实施动态的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
。

督导者

一般是各学科较有声望
、

有一定学术造诣的离退休

科研人员
,

主要对各类在研项目的执行情况进行了

解和督促
。

督导能够有效弥补全职科技管理人员在

人手和专业知识方面的不足
,

及时从专业角度发现

项 目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

提出合理化建议
,

在项

目过程控制中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
。

( 5) 健全校院系三级科研管理体系
,

做好全程跟

踪服务和动态把握
。

在基金项 目管理的过程中
,

校

一级科技管理部门直接面对广大科研人员的管理方

式是一度造成管理工作繁忙
、

管理无序的重要原因
。

面对成百上千的项 目申报
、

日常管理和项目结题验

收等工作
,

仅有的几个工作人员是很难满足数量和

质量上的要求的
。

因此
,

必须充分利用院系科研管

理人员
,

建立健全院系科研管理队伍
,

并进行必要的

专业和管理知识技能培训
。

一方面
,

模块管理能够

发挥更全面深人的管理作用 ;另一方面
,

有利于院系

及时了解本院的科研状况
,

以便进行科技资源 的合

理调配和应用
。

在科学基金管理方面
,

学院级的管

理更容易切人实际
,

掌握项目执行的详细情况
,

发挥

承上启下
,

提高项目管理效率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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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 语

.

总结过去
,

我们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找到了不

足
。

如医院学科发展不够均衡
,

科研选题中还缺乏

富有创新性项目等
。

因此
,

医院在支持重点学科发

展的同时
,

也开始扶植相对弱势学科建立特色项目
,

使其与医院发展齐头并进
。

我们注意到
,

近年来医

学研究与其他学科的交叉
、

生命科学不同学科间的

交叉是 目前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方向之一
,

而

我院申报和中标课题中涉及交叉学科的项目较少
。

为此
,

作为科研管理人员
,

今后在项 目组织中
,

我们

将鼓励联合
,

为不同学科专家科研上的合作创造条

件
,

积极引导专家吸取相关学科的
“

养分
” ,

为我院临

床医学科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更大的空间
。

回顾 10 年走过的路程
,

我们惊喜地看到我院在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等的资助下医疗
、

科研水平产生

的巨大变化
。

对此
,

我们感到欣慰与自豪
。

在生命

科学飞速发展的今天
,

作为现代化医院的科研管理

者任重而道远
,

我们要不断地学习更新知识
,

才能跟

随时代前进的步伐
,

肩负起现代化医院科研管理的

历史使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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