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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各类项目申请受理情况

2X( 抖 年度科学部共受理各类面 上项 目申请

67 5 8 项 (与 2X() 3 年度相 比增加了 12 76 项
,

增加幅度

达 23
.

28 % )
,

其中自由申请 51 88 项
、

青年基金 13 16

项
、

地区基金 149 项 ;重点项 目申请 155 项
、

重大项

目申请 16 项 (含课题 ) ; 联合基金面上项 目申请 98

项
、

联合基金重点项 目 8项 ;重大研究计划
“

西部能

源利用及其环境保护的若干关键问题
”

受理面上项

目申请 47 项
,

重点项 目 26 项 ;其他各类专项基金申

请 43 项 ;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199 项
、

海外及港

澳青年学者合作研究基金 49 项 ;创新研究群体基金

13项
。

申请项 目增加较多的学科有土木工程与建筑学

科
、

机械学科
、

冶金与矿业学科等
。

部交叉重点项目 )
,

自由申请重点项目 5 项
。

“

西部能源利用及其环境保护的若干关键问题
”

重大研究计划经评审
,

资助面上项 目巧 项
,

经费 粼X〕

万元
,

重点项目 4 项
,

经费 7X() 万元
。

G M 联合基金资助 6 项
,

资助经费 163 万元 ;科

学仪器基金资助 1 项
,

资助经费 80 万元 ;科普项目

资助 2 项
,

经费 51 万元
。

2 X( 科 年度面上项 目申请与资助情况详见表 1
。

表 1 面上项目申请与资助情况 (不含联合基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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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请 批 准

项目数 经费 (万元 ) 项 目数 经费 (万元 ) 批准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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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评审资助情况

与 2X() 3年度相 比
,

本科学部 2 X( 科 年面上项 目

的经费增加了 4 176 万元
,

增长幅度为 19
.

44 %
。

面

上项 目的平均资助强度为 22
.

88 万元 /项
,

平均批准

率为 17
.

13 % ( 2X(] 3 年度为 17
.

76 % )
。

如不计小额

探索项 目
,

则面上项 目的平均资助强度为 24
.

28 万

元 /项 ( 2X() 3 年度为 24
.

08 万元 /项 )
。

在项 目评审过程中
,

本科学部对基础性创新项

目
、

学科交叉项目
、

绩效挂钩项 目和西部项目进行政

策倾斜
,

并给予较高的资助强度
。

2以科年仍继续实行重点项 目的差额遴选
。

经

过差额评审
,

在 42 个重点项 目立项领域中批准 33

项
,

资助经费 51 75 万元
。

其中钢铁联合基金项 目 1

项
,

经费 巧0 万元 ;黄河联合基金项 目 1项
,

经费 175

万元 ;三峡联合基金 1项
,

经费 2田 万元
。

在批准的

33 项重点项 目中
,

有科学基金项 目项 目指南引导的

重点项目 28 项 (其中 4 项是以我科学部为主的跨学

3 基金项 目评审过程中的有关情况

根据我委的要求
,

在信息中心的协助下
,

会前制

作了会议评审项 目的光盘并邮寄给专家 ;有的科学

处还通过网上二次指派的方法将会议评审项目指派

给评审专家
。

各科学处认真准备会议评审项 目和相

关资料
,

为评审专家提供了较便利的条件
。

科学处

对上会项 目进行了认真负责的遴选
。

2 X( 辫年是我科学部基金申请代码修订后试用

的第一年
,

修改后的 申请代码弥补了以前的一些缺

欠
,

体现了新的学科生长点和一些交叉研究领域
,

但

也存在一些问题
。

如有的基金代码过于简单或缺少

必要的说明
,

因此造成了有的申请者误投学科
,

今后

将进一步对申请代码进行必要的调整
,

真正做到学

科界定清晰
,

交叉运行不乱
。

在项 目评审过程中
,

评审专家对小额探索性研

究项目有了更深人的了解和认同
,

在项 目选择上表

现出了较好的学术判断力
。

科学部 2X( 科 年对小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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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在评审过程和投票过程中进行了一定 的规范
,

保证小额项 目应是探索性较强的项 目
,

而不是作为

提高项 目资助率的一种手段
。

青年基金项目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的一个重

要而有特色的项目类别
,

在基础研究人才的培养和

加强创新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

但是
,

我们也应

该看到
,

在青年学者申请的基金项 目中
,

存在着申请

书立论依据不够充分
,

学术思想阐述不够明确
,

逻辑

不够严谨和 申请书撰写经验不足等方面的一些 问

题
。

由于在评审过程中对青年基金实行了一定的政

策倾斜
,

评审专家对项目中的创新点和研究特色给

予了较多的关注
,

对 申请书的质量和一些不足的方

面表现出了宽容
,

因此青年基金项 目尽管存在着一

些问题
,

但项 目的批准率仍是本学部各类项 目中最

高的
。

重点项目的评审工作历来都是科学部评审工作

中的重点
。

在重点项 目的评审工作中
,

科学部特别

在如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强调
: ( l) 鼓励竞争

。

如参加

答辩的各单位没有明显的研究优势互补
,

不主张参

加答辩的各申请项 目进行合并 ; ( 2) 通过差额遴选的

方法提高重点项 目的遴选质量 ; ( 3) 对于申请质量不

高或存在明显不足的申请项目不予立项
。

通过评审
,

我们发现在重点项目的申请中存在

着一些具有共同性的问题
。

如重点申请项 目名称常

常混同于领域名称
,

因此重点项 目申请书的研究内

容一般都有大而全的共同特点
,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

向不够集中
。

有些申请人对重点项 目领域指南理解

有误
,

申请内容覆盖面大而全
,

但缺少深度 ;有的申

请人为了项目能够被批准而在书写申请书时面面俱

到
,

惟恐有某一方面没有提及而影响项 目的评价
,

而

评审过程中常常出现评审专家建议削减研究内容和

修改研究目标的情况
。

重点项 目差额评审有利于提

高重点项 目的评审质量
,

但差额评审要求评审专家

对所在评审组的所有重点项 目进行评议
,

因此要求

评议专家要有较宽的知识面
,

同时还存在着全面回

避的问题
。

有 6 位海外专家参加了专业评审组评审会
,

他

们在评审工作中能够认真负责地履行评委的职责
。

有的专家还在会议间隙做学术报告
,

介绍海外最新

的学术研究进展和趋势
,

发挥了海外评委应有的作

用
。

4 2佣5 年度基金项 目资助设想

2X( )5 年是
“

十五
”

的最后一年
。

随着国家科技

投人的不断加大
,

研究经费有望逐年提高
。

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不仅要优先资助创新性强和有明显特色

的研究项 目
,

而且要重点支持有良好基础研究积累

的研究队伍
,

以及具有 良好基础研究条件的科研单

位
。

工程与材料科学部鼓励申请人结合国家经济建

设发展的重大需求进行选题
,

优先资助具有重要科

学研究价值和重要应用前景的基础研究 ;优先资助

结合国情和我国资源特点的基础研究项 目 ;优先资

助能够带动学科发展
、

有可能形成我国自主知识产

权的研究项 目
。

鼓励开展学科交叉研究
。

鼓励在不同层次上与

生命科学
、

信息技术
、

能源工程和环境科学等重要领

域进行交叉研究
,

鼓励申请者大胆提出创新思想
,

开

展实质性的学科交叉和合作研究
,

通过学科交叉研

究对本学科和相关学科的发展都有所推动和促进
。

本科学部将继续保持青年基金较高的资助率以

鼓励青年学者提出有独立见解的申请 ;优先资助青

年学者提出的具有实质创新和有国际合作的申请项

目
。

联合基金在推动基础研究与产业结合
、

促进基

础研究成果的转化和应用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

但评审过程和管理工作还有待进一步规范
,

做到既

保证基金项 目评审的公正性和联合基金项 目的质

量
,

又要兼顾合作方的利益和工程应用的特点
。

2印 5年度本科学部拟立重点研究领域 22 项
,

跨

学部学科交叉重点领域 7 项
,

拟资助经费 45 00 万

元
。

我们将根据重点项 目经费的情况
,

继续鼓励实

行部分研究领域的 自由申请和重点项 目评审中的差

额遴选
,

提高重点项目的竞争性和重点项 目的立项

质量
。

对跨学部交叉重点项 目
,

我们鼓励不仅应有

研究内容的交叉
,

研究队伍也应体现多学科交叉
。

在已批准的交叉重点项 目的执行期间
,

我们将在中

期检查和项 目结题验收等过程中加强学科交叉方面

的管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