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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是人们实践活动所产生的
、

与劳动耗费有

对比关系的
、

可以度量的
、

对社会有益的结果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的绩效
,

就是在自然科学基金 的

支持下
,

基金项目负责人按计划完成项目所规定的

任务
,

并有望取得国际前沿的科研成果
,

在本领域占

有一席之地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以下简称

自然科学基金会 )对基金项目的管理 目的之一
,

就是

提高科学基金的使用效率
,

调动项 目负责人的积极

性
,

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安心地从事基础研究工作
,

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和 国家安全提供科技支持
、

保

障和储备
。

1 具体做法

从 199 8年至今
,

我们数理科学部在每年的面上

科学基金项目经费划块分配时
,

都会预留一块经费

作为鼓励经费
,

额度在 2的 万元左右
,

用于鼓励前 3

年评价好的结题项 目的完成者又继续申请
、

经专家

评审再次予以资助的项 目
,

拟鼓励资助的项数控制

在 40 项左右
,

这样做的目的是将新批准资助的面上

项目的资助强度与以往结题项 目的执行情况挂钩
。

具体做法是在每年面上项 目评审会上 由各学科评审

组专门进行评审
,

最后投票决定获得鼓励经费的项

目
。

截止到 200 2 年
,

数理科学部共资助 182 人
,

189

人次
,

经费 91 9 万元
,

详细资助情况见表 1
。

从表 1可知
,

从 199 8 年到 2的2 年
,

鼓励经费平

均占相应批准金额的 23
.

86 %
,

从 199 9 年到 2X() 2

年
,

鼓励经费占批准金额比例有逐年在下降的趋

势
, ,

这主要是因为近几年自然科学基金经费的增幅

比较大
,

面上项 目相应平均资助强度增长也比较快
,

而平均鼓励强度变化不大造成的
。

表 1 199 8ee 2X( 犯 年数理科学部鼓励优秀结题项目统计表 (按年度 )

年度 项数
批准金额
(万元 )

鼓励金额
(万元 )

平均鼓励强度
(万元 /项 )

鼓励经费占批准
金额比率 (% )

鼓励项目平均资助
强度 (万元 /项 )

面上项 目资助
强度 (万元 /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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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9 3 5

189 39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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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效果明显

通过这 5 年的实施
,

这一鼓励措施基本得到 了

学科评审组
、

项 目负责人和项 目依托单位的认可
。

我们认为其效果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

( l) 提高了经费的使用效率
,

体现了
“

组织行为

学
”

激励思想
。

更有效地使用经费一直是 自然科学

基金会所追求的
,

鼓励经费属于激励因素
,

它首先是

对专家前一基金资助项 目研究工作的肯定
,

满足了

专家自我实现的需要
,

使专家不但从精神上而且从

物质上都得到激励 ;其次
,

这项工作也得到了项目依

托单位的科研处
、

项 目承担者的重视
,

如有些单位在

单位考核或职位晋升时
,

都会特别说明曾因承担的

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完成质量好
,

而获得过 自然科学

基金会鼓励经费的资助
。

( 2 )进行绩效管理的新探索
。

在面上经费专门

划出一块鼓励经费
,

是对面上经费划块使用进行的

有意义的新探索
。

这样做的结果是有助于作好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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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后期管理
,

切实加强基金项目的绩效管理
。

( 3) 体现了 自然科学基金连续支持的思想
。

上

述获得鼓励经费的 181 人中
,

有 8 人两次获得数理

科学部鼓励经费
,

基本上都是连续得到科学基金支

持的
。

在科学上 的重大突破都是经过长期
、

甚至是

毕生的积累
。

对于基础研究
,

更是具有厚积薄发的

特点
。

对项 目负责人进行持续支持
,

可以使他们在

本领域做出系统的工作
,

形成自己的特色
。

( 4) 发挥了评审专家在后期项目管理中的作用
。

在项 目的评定过程中
,

都是参照面上的管理办法
,

经

学科评审组评议
、

投票决定获得鼓励经费的项 目
,

这

一过程体现了自然科学基金会支持项 目的公平
、

公

正
、

择优支持的思想
。

通过对拟鼓励资助项目的评

审
,

使学科评审组专家了解了以前所审批项目的执

行情况
,

并使评审专家真正参与到面上项 目结题的

管理工作中去
。

3 问题与研讨

这项鼓励措施在过去的 5 年中也不同程度地存

在一些问题
,

有待进一步研究
、

改进与完善
,

这主要

表现在
:

( l) 对结题项目的评价体系需要进一步的完善
。

按结题效果对项目经进行经费鼓励的前提是对结题

项 目的准确评估
,

但是
,

基础研究的成果显现的滞后

性和无国界性
,

造成了对基础研究难以进行实时评

价 ;而且
,

要评定一个基础研究成果
,

特别是原始创

新成果
,

必须把它放在国内和国际的同一领域进行

比较
,

只有被国际
、

国内同行评议认可的才能是好成

果
。

这就要求 自然科学基金会必须实时搜集
、

跟踪

项 目有关情况
,

了解国际前沿
,

建立一套自然科学基

金项 目成果管理信息系统
。

数理科学部各科学处对项 目的评价不尽相同
,

大致有两种做法
。

一种是科学处直接将科学处认为

结题好
、

又有新申请且同行评议好的项目提请给学

科评审组专家
,

在学科评审组评价的基础上
,

由专家

投票选出 ;另一类是科学处选出前期结题好的项 目

(当年不一定申请项 目 )作为标准
,

由学科评审组专

家找出结题比较好的项 目与之比较
,

最后进行投票

表决
。

不管是那种方法
,

都是为了充分发挥学科评

审组专家的作用
,

由专家根据项 目的完成情况进行

评估
,

具体来说
,

前一种做法比较充分地发挥了科学

处的作用
,

后一种做法比较充分地发挥学科评审组

专家的作用
。

这两种做法都属于软评价法 (也称专

家评价法 )
,

它的好处是可以充分发挥评价专家的智

慧和经验的作用
,

综合更多的因素
,

把问题考虑得更

加全面
,

避免或减少统计数据可能产生的片面性和

局限性
。

但是
,

软评价法容易受评价者主现意识的

影响和经验的局限
,

在有些情况下
,

专家的主观意见

占主导地位
。

进一步改进的做法是把硬评价法 (统

计数据法 )和软评价法结合起来
,

综合应用
,

这样可

以弥补各自的不足
。

在评价客体数据比较充足的情

况下
,

以硬评价为主
,

辅以软评价 ;在评价客体数据

比较缺乏的情况下
,

以软评价为主
,

辅以硬评价
。

在

实际操作中
,

要视学科特点
、

领域和研究性质而定
。

例如
,

对偏实验性项 目
,

因其发表的文章的数有限
,

评价就要以软评价为主
,

硬评价为辅 ;而对偏理论性

项 目
,

其发表的文章一般较多
,

则以硬评价为主
,

软

评价为辅
。

这样
,

学科评审组专家就可以对不同研

究类型和领域
,

选出该领域认为结题好的项目
。

( 2 )需要进一步加大宣传的力度
。

鼓励经费是

对项 目负责人前一项基金研究工作的肯定
,

应得到

一定的宣传
,

这不但体现了自然科学基金会的管理

水平
,

也是对项 目承担者的尊重
。

鼓励经费虽然不

多
,

但是对科学家是一种荣誉
,

特别是对有些偏远地

区的学校和研究机构
。

所以
,

需要将以科学部发专

门资助通知形成一种制度
,

并且在 自然科学基金会

相应的媒体
、

杂志上进行宣传报道
,

这样既扩大对项

目负责人的宣传力度
,

又能体现 自然科学基金会各

个科学部对项目绩效管理工作的重视
。

(3) 鼓励经费的额度需要加大
。

从表 1 中可 以

看出
,

199 8一2X() 2 年 5 年所获得资助的 189 个项 目

平均资助强度为 20
.

80 万元 /项
,

同期面上项目平均

资助强度为 16
.

% 万元 /每项
,

相差只有 3
.

84 万元 /

项
。

为了鼓励项 目负责人专心从事基础研究工作
,

需要加大鼓励经费的切块额度
,

以增加平均鼓励强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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