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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 向全国
,

是 国家创新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
,

它 以特有的透明度
,

公开性
、

科学

性和竞争性
,

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科技工作者
。

许多

高校和科研单位把 承担 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的数量
,

作为衡量其研究实力和学术水平的重要标准之一
。

作 为我国惟一的国家级医学科学学术 中心
,

中

国医学科学院 ( 以下简称 医科 院 )拥有一支学术精

湛
、

实力雄厚的科研队伍
。

多年来
,

围绕国家人口 与

健康领域重大需求
,

瞄准世界科学前沿
,

攀登世界科

学高峰
,

经过长期的科研学术积累
,

医科院形成了良

好的学术交流环境及严谨的学风
。

特别是改革开放

以来
,

在党和国家科技基本方针的指导下
,

不断深化

改革
,

调整科研方 向与布局
,

拓宽研究领域
,

医科院

承担了国家多项重大科研任务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是医科院科研经费的重要渠道之一
,

医科院十分重

视 自然科学基金 的 申请 工作
,

在基础医 学
、

临床医

学
、

药学
、

生物学等学科
,

承担了许多项 目
。

1 申请和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情况

自然科学基金会生命科学部是医科院申请数量

和类别最多的学部
,

医科院在生命科学部近 5 年的

项 目情况见以下各附表
。

表 1 近 5 年来医科院在生命科学部项 目申请情况

年度
申请

总数

自由

申请

青年

基金

重点

项 目

杰出

青年

海外青

年学者

4 0 3 4

On勺一J

I飞

12气

272234639137

2

168195223205260051
2 (MX) 2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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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近 5 年来医科院在生命科学部项 目批 准情况

年度

2 (洲洲〕

2《洲】1

2《洲) 2

2《洲)3

2 (洲润

合计

青年基金 自由申请 重点项 目 杰 出青年 海外青年学者 批 准项 目总数 批准率% 资助总经 费万元

3 9

5 4

19
.

7 8 19

22
.

4 12 4 5

22
.

4 12 67

20
,

8 188 5

2 1
.

7 20 3 0

7 24 6

609786

2

333749466126

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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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科

表 3 近 5 年来 医科院在生命科学部各学科领域项目批准情况

批准项 目数 学 科 批准项 目数

:;

学 科

放射医学

耳鼻喉科学

核医学

动物学

神经生物学

农学

畜牧兽医学

计划生育

眼科学

人体解剖学

批准项 目数

生理学

预防医 学与卫生学

妇产科学

中医药学基础

病理学

生物物理学与生物 医学工程学

诊断与治疗学基础

老年医学

植物学

神经病学

4531262319巧141212n内科学

外科学

药理学

药物学

肿瘤学

免疫学

细胞生物学及 发育生物学

生物化学与分 子生物学

遗传学

微生物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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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讨论与分析

2
.

1 项 目申请与批准情况分析

从项 目申请情况看 (表 1 )
,

医 科院 5 年 申请项

目 14 58 项
,

在批准率保持较 高水平的情况下
,

申请

项数逐年递增
,

递增幅度最大的是 2 0 04 年
。

据 自然

科学基金会信息 中心统计
,

按照各单位 申请数量排

序
,

2 0( 〕3 年医科 院在生命科 学部排在第 13 位
,

2 00 4

年排在第 8 位
。

申请人数增多
,

一方面说明医科院

科研人员参与 申请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的积极性越来

越高
,

另一方面
,

科学基金评审方式的改变也是一个

影响因素
。

2 00 3 年开始
,

自然科学基金会采取网上

评审
,

并全文反馈专家 的评审意见
,

这一改进
,

使评

审更加透明
,

更加规范化
、

科学化
、

现代化
。

很多申

请人都是在前一年得到专家评审意见后
,

看到了 自

己研究项 目的不足之处
,

认真改进再次 申请获准资

助的
。

这种评审方式也吸引了一些原来未参与申请

的科研人员
,

使他们看到了希望
,

也积极参与到竞争

当中
。

从项 目批准情况看 (表 2)
,

5 年来医科院在生命

科学部共批准 297 项
,

批准率一直保持在 20 % 左右
,

批准项 目数逐年增长
,

呈现一种 良好的发展趋势
。

据生命科学部 20 0 4 年的统计资料显示
,

按全 国各单

位面上项 目批准项 目数排序
,

20 04 年医 科院排在第

6 位
,

说明我 院研究人员在高水平 的竞争 中能注意

发挥 自己的优势
,

将 自己新的思路
、

好的研究方法在

申请书上进行充分表达
,

也说明我 院申报基金 的组

织工作很有成效
,

申报质量也是 比较高的
。

5 年来

我院共获得资助经 费 7 2 46 万元
,

巩固了研究队伍
,

增强了科研人员 的信心
,

也为年轻科研人员 的成长

创造了条件
。

2
.

2 按项目类型分析

近年来
,

科学基金资助方式随着社会
、

经济和科

技的发展
,

呈现出多元化趋势
。

同时
,

资助项 目类型

和结构也渐趋完善
、

合理
,

形成了项 目板块和人才板

块两种资助格局
。

面上项 目是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格局中很重

要的部分
,

支持科技工作者 自由选题
,

开展创新性的

科学研究
。

医科 院 5 年来获得面上项 目 2 79 项
,

其

中自由申请 229 项
,

青年基金项 目 50 项
,

占获得资

助总项 目数的 88 %
。

由此可见
,

面上项 目也是 医科

院获得 基金 资助 的主渠道
。

从 表 2 中可 以 看 出
,

20 04 年医科院院青年基金项 目增幅较大
,

主要是近

几年医科院大力推进
“

人才强院
”

战略
,

以人为本
,

通

过机制转换
、

制度创新
,

建设有利于院所发展
、

人才

辈出的良好环境
,

使 医科院科研人员年龄老化问题

得到改善
,

年轻的科研人员快速成长起来
,

担当了大

部分科研工作
。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是为促进青年科学技术

人才的成长
,

鼓励海外学者回国工作
,

加速培养造就

一批进人世界科技前沿的优秀学术带头人而特设立

的
,

资助国内及尚在境外 即将 回国工作 的优秀青年

学者 ; 海外青年学者合作研究基金是为 吸引和鼓励

海外优秀青年学者每年在国内进行一定期限的自然

科学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而设立的
。

医科院近

5 年获得 10 项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和 9 项海外青

年学者合作研究基金
。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要求

申请人学术水平
、

综合素质较高
,

能站在国际科学前

沿的高度探讨问题
,

一般都 有国外研究背景
。

医科

院近几年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批准数量逐渐减

少
,

说明优秀学科带头人的数量有限
。

从表 1 中可 以看出
、

近两年重点项 目的申请量

增幅较大
,

主要原因是 2 0 03 年生命科学部对重点项

目的立项与申请进行 了改革
,

由
“

发布指南
、

定 向申

请
”

改为宏观指导下的 自由申请
。

主要有两种形式
:

一是以生命科学部
“

十五优先资助领域
”

为基础
,

每

年选择某些领域指导 申请 ; 另一种形式 是科研人员

在以往承担基金项 目或其他研究中取得了创新性重

大进展
,

如有重要科学意义 的新发现
、

新观点
、

新理

论假说
、

新技术方法等
,

需要进一步高强度资助继续

深人研究
,

可直接申请 的重点项 目
,

这类重点项 目称

为自由申请的重点项 目
。

在申请时除了填写 申请书

之外
,

申请者还需提交 800 字左右的
“

关 于已取得创

新性重大进展的情况说明
” 。

长期 以来
,

医科院开展规模化
、

正规化的研究工

作
,

形成了一些优势领域
,

积累了大量有 自主知识产

权的理论成果
,

具备了开展创新研究
,

承担重点项 目

的良好条件
,

应该特别关注资助强度大
、

涉及 面广
、

科研水平要求高 的重点项 目的申请
; 要发挥科研优

势
,

积极组织科技人员参与重大
、

重点项 目的申报工

作
,

以争取更多的经费资助
。

借助这类项 目
,

可以提

高医科院科研水平
,

促进学科 发展
,

培养和锻炼科研

队伍
,

提高科研队伍的素质
。

此外
,

我们还应密切注意每年发布的申请指南
。

近年来在面上项 目中有一些倾斜政策
,

比如为鼓励

和发展我国自主知识产权 的新药开发研究
,

向新医

药
、

新农药研究倾斜
; 加强对交叉学科研究的资助 ;

(下转 1 1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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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的条件推荐专家
。

同时
,

自然科学基金会在 网

站上开设推荐专家的专栏
,

推荐工作可以随时进行
,

推荐专家的权限定为单位联络人
。

不同的专家因为工作性质
、

工作范围和工作任

务的不同
,

他们能承受的评议数量也不同
,

不宜设定

划一的评议数量
,

而是应该因人而异
,

希望征询专家

本人能接受的最多评议数
。

征询工作可通过基层基

金管理人员来协助完成
,

这样既有利于 自然科学基

金会合理分配评议材料
,

也使基金项 目的评议质量

得以保证
。

然而
,

要达到上述的工作状态
,

前提必须

是 自然科学基金会与基层单位之间有互动迅捷的基

础
。

如果 目前条件不具备
,

可对基层单位作些调研
,

根据单位 的类型
、

评议人 的特性
,

划定大致的基本评

议数
,

但要注意评议数量 的上限不可太高
。

3
.

3 完善网上评议环境

网上评议给基金项 目评议工作带来的优越性正

在不断地显现
,

同时也对专家 的计算机水平提 出了

较高的要求
。

自然科学基金会应考虑在网络界面的

设置和操作功能的设计上更加完善
、

友好
、

简便
。

相

信在 自然科学基金会信息 中心的努 力下
,

将会有更

好的突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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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护创新
、

妥善处理 同行评议 中出现的非共识问

题
,

对一些有重要科学意义
、

而专家对 申请书的创新

性有不同看法的项 目给与小额资助 ; 以及 中医 中药

等方面给予适当倾斜的政策等
。

2
.

3 按申请学科领域分析

批准项 目的主要学科分布见表 3
。

医科院在生

命科学部 30 个分支学科都有批准项 目
,

反映医科院

在较多的学科领域得到了发展
。

其中中标最多的是

药学
、

内科学以及外科学
。

另外在肿瘤学
、

免疫学细

胞生物及发育生物学
,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

遗传

学
、

微生物学
、

生理学
、

预防医学等学科
,

也都承担 了

较多的项 目
,

反映出医科院的科研重点在以上学科
。

同时也应看到
,

批准项 目的学科分布不均
,

目前有很

多学科还是空白区
。

今后
,

我们应在继续搞好医科

院优势学科建设的同时
,

鼓励其他相对薄弱 的学科

开展科研工作
,

培养学科带头人
,

促进科研工作的开

展
。

除生命科学部外
,

医科 院在其 他学部也有一些

批准项 目
,

如化学科学部
、

数理科学部和工程与材料

科学部
,

提示我们应注意全方位
、

多渠道
、

多领域 申

请基金项 目
,

重视学科交叉的科研项 目
。

3 结束语

回顾 5 年来 医科院申请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

的工作
,

既有成功的经验
,

也有失败的教训
。

回顾过

去
,

成绩可喜 ; 展望未来
,

重任在肩
。

在今后的工作

中
,

我们应不断推进科技创新
,

加快建设高水平的学

术队伍和管理队伍
,

建立并完善符合现代科学技术

发展规律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

我们应更加注重

申请质量
,

重视 内部挖掘潜力
,

重视互相联合
,

在强

手如林
、

竞争 日趋激烈的情况下
,

进一步提高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申请的批准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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