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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 以下简称 N S )F 是美国联

邦政府研究与发展活动 ( R & )D 的第五大资助机构
,

从 19 50 年成立起一直致力于支持 医学 以外的所有

科学研究
。

N S F 依靠科学 家进行决策
,

倡导以 质量

为基础进行同行评议并决定是否予以资助
,

因此
,

在

N S F 内部有不鼓励过多开展优先领域选择的传 统
。

但是
,

从 2 00 1 年起
,

N SF 在五年战略计划和年度预

算请求 中开始单列优先领域 ( P ir ior yt A er a S )章节
,

详

细阐述各优先领域 的意义
、

目标和经费需求
。

2 0 05

财政年度设有 5 个优先领域
,

请求预算 5
.

37 25 亿美

元
,

占总预算 9
.

35 %
。

这种变化是 N S F 资助管理上

的一种变革
,

对其他 国家的科学基金组织有借鉴意

义
。

本文论述 N S F 开展优先领域选择 的外部背景
、

工作程序和资助方式
,

并总结 N S F 开展优先领域资

助的主要经验
。

N S F 优先领域选择的背景

受 国家优先 目标和不 同总统科技政策 的影 响
,

二战以来 美国多次调整联邦政 府 R& D 优先领域
。

20 世纪 60 年代为应对与前苏联的空间竞赛
,

空间

研究被列为 国家优先领域
。

70 年代受能源危机影

响
,

能源研究与空间研究一起成 为优先领域
。

80 年

代
,

随着老龄人口 的增加和生命科学的历史性突破
,

健康研究成为新的优先领域
。

90 年代冷战结束
,

增

强经济竞争力的信息技术
、

纳米 技术和生物技术等

被列为政府 的重点 支持领域
。

2 0 01 年
“ g n 事件

”

后
, “

反恐
”

相关技术成为新的优先领域
。

在这一 系

列的动态调整 中
,

国防部 ( D O D )
、

能源部 ( D O E )
、

航

空航天署 ( N A S A )和国立卫生研究院 ( M H )的经费变

动很大
,

而 N sF 经费一直保持持续增长
。

N SF 虽然

积极支持国家 R & D 优先领域
,

如与国防部
、

能源部

共同发起
“

高性能计算与通讯
”

计划
,

参与航空航天

署研制哈勃望远镜和建设空 间站
,

参与国立卫生研

究院的人类基因组测序计划等
,

但 200 1年 以前都没

有在向国会提出的年度预算请求中专门陈述其优先

资助领域
。

2 0 01 年单 独设 立优先领域 的主要 原因

是 19 93 年 《政 府绩效 与结 果法案 》的颁 布执行 和

2 0 00 年国家科学委员会关于协调联邦 R & D 优先领

域的要求
。

19 9 3年颁 布执行 的 《政府绩效与结果法案 》是

美国国家财政预算改革的一项举措 〔’ 〕。

根据这项法

律的要求
,

所有联邦机构都要制订一个至少包括未

来五年工作 目标 的战略计划
,

将战略 目标分解 成年

度 目标的年度执行计划
,

以及年度计划执行情况评

价报告
。

这 3 份报告将提交给国会 的专门委员会
、

美国审计总署和白宫管理与预算办公室等部 门
,

各

机构的规划制订情况和工作绩效评估情况是分配财

政预算的重要依据
。

该法案试图通过把每年的财政

拨款与工作绩效 相联系的方式
,

加强对联邦政府支

持项 目的计划和管理
,

增强联邦机构工作绩效的可

评估性
,

最终提高政府的工作效 率并增强公众对联

邦政府的信心
。

法案覆盖联邦预算范围内的所有机

构
,

包括 由联邦经费支持 的近 30 个 R& D 机构
。

按

照规定
,

各机构在 1997 年 9 月 30 日以前要制定出

为期 5 年的战略计划
,

且可以 3 年修订一次
。

N S F 先后 制 定 了 (( 19 97 一2 00 1 年 战 略计 划 》
、

《2 0 01 一 2 006 年战略计划 》和 《200 3一 2 0 08 年 战略计

划》
。

在《2 0 0 1一 2 00 6 年战略计划》中 [2】,

N s F 首次明

确提 出三大战略 目标
,

即造就世界级科学与工程人

才
、

创造横跨科学与工程前沿领域 的新知识和研制

高效实现人才与新知识 目标 的工具
。

该战略简称为

人才
一

思想
一

工具战略
,

即 P IT ( P e o p一e
,

Id e a ,

oT
o l )战略

。

为实现这一战略
,

N sF 支持科学家和工程师在科学

前沿开展探索性 研究
,

不断增强美 国在科学与工程

领域的领先水平
。

经过与科学家群体
、

国家科学技

术委员会及政府其他资助机构的广泛协商
,

N SF 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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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选 4个优先领域 (信息技术
、

环境 中的生物复杂

性
、

1 2世纪的劳动力和纳米科学与工程 )
,

承诺 在这

些领域分配更多的经费
、

培养更多的人才
、

获取更多

的成果
,

以加速这些领域 的科学技术进步
,

提高公共

研究的投人效率
。

20 01 财政年度 N SF 在这 4 个优

先领域请求经费 8
.

37 亿美元
,

实际批准 5
.

85 亿美

元
,

占总预算 15%
。

2 00 2 年修订 的 《20 0 3 一 20 0 5 年

战略计划》提 出将优先领域增加到 6 个
,

新增数学科

学和人类与社会动力学
。

另一个背景是关于协调联邦 R & D 优先领域的

动议 3j[
。

19 97 年
,

N s F 的决策机构— 国家科学委

员会在一份工作报 告 ( ((联邦政府对科 学研究 的资

助》 )中建议
,

对政府资助 的科学研究活动进行全面

的预算协调和优先领域选择
。

19 99 年
,

得到国会拨

款委员会指示和白宫管理与预算办公室支持
,

国家

科学委员会开展 了协调联邦 R & D 优先领域的研究

工作
,

最终于 2 00 1 年 or 月完成一份题为《联邦政府

研究资源
:

优先领域选择程序》的咨询报告
。

这份报

告建议在三个层次开展优先领域选择
:

一是 国家层

面
,

即由总统科学顾 问委员会 与跨部门的国家科学

技术委员会合作
,

根据 国家需要
,

提出科技发展战略

目标和研究计划
,

规划出较长时间的优先领域 ;二是

政府层面
,

主要是 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和管理预算

办公室制定
、

协调和执行 R& D 年度预算 ; 三是部 门

层次
,

即联邦政府研究机构与部 门从各 自使命出发

并根据总统指示
,

分别设立优先领域
。

在部门层次
,

报告建议各研究机构根据各 自使命和白宫颁布的年

度《制定 R& D 优先项 目备忘录》
,

分别提出优先领域

并在预算请求中予 以详细说明
。

这份报告产生 了广

泛影响
,

是指导国家
、

政府和各部门开展优先领域选

择 的重要依据
。

N S F 从 200 1 年开始明确提 出优先

领域也受到了此报告 的影响
。

2 N S F 优先领域选择的工作程序

N S F 优先领域选择是一个广泛征询
、

协调和凝

练 目标的过程
。

N S F 主任每年在国会科学委员会预

算听证会上都 要对优 先领域 选择程 序做 出说 明
。

N SF 认为
,

N s F 优先领域是与研究共 同体 持续 咨询

与协商的结果
, “

在综合科学家群体
、

N S F 主任
、

执行

主任和国家科学委员会 的智慧与经验后
,

才能新增

或继续设立优先领域
” [4口

。

创设或扩展 N sF 优先领

域有 5 项准则
,

即学术价值 ( i n te ll e e tu al m e 五t )
、

广泛

影响 ( b o
a de : i m p a e t s )

、

对科学 与工程 的重要性 ( i m
-

p o rt a n e e )
、

领域与学科 的平衡 ( b欲 a n e e )
、

与其他机构

和国家 目标的整合 ( s y ne gyr )
。

N s F 声称在优先领域

选择过程 中与其他研究部 门有广泛协调
,

正式渠道

是多达 15 0 个以上的研究资助谅解备忘录和部门间

协议
,

这些文件规定 了不同部 门在资助研究活动 中

的各自职责和角色 ; 非正式渠道还包括与其他机构

进行沟通
,

了解他们 的优先领域
,

力求既相互支持又

避免重复
。

从工作程序上看
,

N S F 优先领域选择是与制定

战略计划 和年度计 划 密切结 合在一 起 的
。

首先
,

N S F 的法定使命和资助范围对当前和未来的资助格

局已经大体上给出了限制
,

同时也设定 了其优先领

域选择的框架
。

其次
,

N S F 官员与科学家和学术 团

体保持密切联系
,

鼓励他们提出大幅度推进新发 现

的研究计划建议
,

并对这些研究计划建议组织评议
。

第三
,

通过设立专门咨询工作小组
,

广泛听取各方面

的咨询意见
,

凝聚科学家
、

社会公众
、

政府主管部 门

和产业部门的共识
,

形成正式建议报告
。

第四
,

N sF

在战略计划和年度计划中阐明这些优先领域的目标

和具体支持方式
,

经国家科学委员会
、

白宫科技政策

办公室
、

白宫管理与预算办公室批准后
,

报众议院和

参议院审核
。

鉴于 N SF 直接 参与 了许多 国家优先 领域的创

立
,

N S F 优先领域实际上很多就是 国家优先领域的

组成 部分 之一
。

以 国家 纳米研 究计 划为 例
,

由于

N SF 是该计划 的主要推动者
,

因此
“

纳米科 学与工

程
”

是 N S F 理所当然的优先领域
。

19% 年 H 月
,

来

自包括 N S F 在 内的多个联邦政府资助部 门的官员

注意到纳米尺度的研究与开发活动前景广阔
,

他们

开始讨论对这些活动进行集中
、

稳定和高强度支持

的问题
。

19 9 8 年 9 月
,

他们发起成立受 国家科学技

术委员会领导的纳米科技跨部 门工作小组
。

这个工

作小组组织一系列研讨会
,

开展专门研究
,

广泛吸收

学术界
、

企业界和政府部 门的人士来共 同探讨和预

测纳米科技 的未来 发展与应用 前景
。

1999 年 出版

研究报告 《纳米结构 的科学与技术
:

世界范 围的研

究》
,

赢得 了各界广泛支持
。

1999 年 8 月完成 国家

纳米计划初稿
,

修改后提交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和

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
,

最终进人克林顿政府 2 0 01 年

科技预算指南
,

包括 N S F 在 内的 17 个政府部门安排

经费予以支持
。

20 03 年 12 月 3 日
,

布什总统签署生

效 ((z 1世纪纳米研究与发展法案》
,

授权从 2 0 05 财政

年度起继续资助 4 年纳米 R& D
。

国家纳 米计划成

为美国优先领域后
,

N S F 义不容辞地将该领域列为

自己的优先领域
,

请求国会拨款支持
,

并组织力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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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支持国家纳米计划的执行
。

些程序中预算科 目有可能被删减或增加
。

2001 年
,

N SF 就 优 先 领 域 向 国会 提 出 的 预 算 请 求 N SF 提出 8
.

36 亿美元 的优先领域预算请求
,

实际只

( 20 01 一 200 5 财政年度 )见表 1
。

这些预算经过众议 批准 5
.

85 亿美元 ; 其中
,

环境 中的生物复杂性预算

院
、

参议院审查批准后
,

经总统签署后执行
。

但参众 请求为 1
.

36 亿美元
,

最后只批准 0
.

55 亿美元
。

两院对各部门预算要进行复杂 的听证 和审议
,

在这

表 1 N SF 优先领域预算请求 (20 01 一200 5)

单位
:

亿美元

优先领域名称 200 1 年 2《Xj Z 年 200 3 年 2X( 抖 年 200 5 年

环境中的生物复杂性 1
.

36 3 1 0
.

58 10 0
.

79 20 0
.

99 8 3 0
.

9 9 83

信息技术研究 3
.

26 9 1 2
.

72 5 3 2
.

85 83 3
.

0 26 1 (结束 )

纳米科学 与工程 2
.

16 65 1
.

73 7 1 2
.

2 125 2
.

49 9 9 3 0 5伪

2 1世纪的劳动力 1
.

57 05 1
.

25 5 1 1
.

84 69 0
.

0 85 0 0
.

2沙以)

数学科学 一 一 0
.

创洲冷 0
,

8驯为 0
.

8 91 1

人与社会 动力学 一 一 0
.

1侧刃 0 24 25 0
.

2 325

优先领域 总计 8
.

3 69 2 6
.

2 9 85 8
.

4 106 7
.

7 32 7 5 3 72 5

N S F 总预算请求 4 5 72 科 72 50 36 54 8 2 574 5

占总预算比 例 15
.

3 % 14
.

1 % 16 7 % 14
.

1 % 9
.

3 5 %

数据来源
:

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向国会提 出的历年预算请求报 告整理
。

3 N S F 优先领域的资助方式

N SF 优先领域的资助方式实质上是在已有资助

体系下进行跨学部定 向指导性资助
。

每年 N s F 针

对各 优 先 领域 发 布 计 划 招 标 书 ( P or g ar m oS lic iat
-

iot n s )
,

详细阐述研究 内容
、

申请者要求
、

资助规模
、

申请书格式
、

申请评议程序和资助经费管理办法等
。

下面以 2 00 5 年
“

纳米科学与工程
”

优先领域的资助

模式为例进行讨论
。

2 0 0 4 年 8 月 12 日
,

N s F 发布《2 0 05 财政年度 “

纳

米科学与工程
”

项 目招标书护
’ 1

。

该指南适用于对纳

米交叉研究团队
、

纳米探索性研究和纳米研究 中心

的申请与资助
,

规定上述三项申请截止 日期分别为

2 0 04 年 1 1 月 12 日
、

11 月 18 日和 2 0 0 5 年 3 月 l 日
。

计划资助 100 一 13 0 个项 目
,

总经费为 81 50 万美元
。

与此同时
,

各学部继续支持纳米科学与工程方面 的

常规性项 目 (包括研究与教育 )申请与资助
。

两种类

型资助 合并
,

构 成 2 00 5 年纳 米 优先 领 域 总 预算

( 3
.

05 亿美元 )
。

N SF’’ 纳米科学与工程
”

优先领域在 2 00 1年启 动

时设有 8 个主题
,

分别是
:

纳米生物系统 ; 纳米结构
、

新现象与量子控制 ; 纳米器件与系统组装 ;硅纳米电

子学 ; 环境中的纳米过程 ;纳米尺度多维多现象的理

论
、

模型与模拟 ; 纳米制造工艺 ; 纳米科学技术进展

的社会与教育意义
。

对团队
、

探索研究和中心的 申

请与资助均按照 8 个主题分别进行
。

团队项 目鼓励

开展合作研究
,

要求至少有 3 个首席科学家
,

资助期

限为 4 年
,

每年资助 25 一50 万美元
,

每个 团队总经

费不超过 2 00 万美元 ; 2 00 5 年计划资助 50 一 55 个团

队
。

探索研究项 目期限为一年
,

经费不超过 16 万美

元
,

2 00 5 年计划资助 45 一50 个项 目
。

中心项 目期限

为 5 年
,

按 8 个主题分年度先后设立
,

2 00 5 年计划资

助两个 中心
,

纳米层级制造中心 ( hT
e C e n t e r o n H i e r

-

a cr h i e 欲 M a n u af e t u d n g )当年资 助 4 0 0 万美元
,

纳米技

术与社会 中心 (仆
e e e n t e r fo r N a n o t e e h n o lo群 i n s o c i

-

e t y )当年资助 26 0 万美元
。

上述三类 申请与常规申请一样
,

须提交到有关

学部并利用 N S F 已建立的同行评议系统进行审议
,

评议准则仍以学术价值和广泛影 响为主
,

最后经 国

家科学委员会批 准后执行
。

2 0 04 年共批准 团队 51

个
,

资助经费 6 7 24
.

7 万美元 ; 批准探索研究项 目 77

个
,

资助经费 7 67 万美元 ; 批 准设立 中心 6 个
,

第一

年资助经费 14 19 万美元
,

5 年共计 69 46 万美元
。

此

外
,

还批准 6 个教育和培训项 目
,

资助经费 18 91
.

98

万美元
。

具体管理纳米优先领域的组织是 23 位 N SF 项

目官员共同组成的审理小组
。

他们来 自参与该优先

领域 的 N S F 的 7 个学部和 国际合作办公室
。

其 中
,

有 6 位来 自工程学部
,

5 位来 自数学与物质科 学学

部
,

4 位来 自教育与人力资源部
,

总计 占到三分 之

4 N S F 优先领域选择的主要经验

N sF 成立以来的 50 多年里
,

已经形成 了一种鼓

励竞争和重视评议的基础研究资助文化
,

并被其他

国家纷纷仿效
。

在《政府绩效与结果法案》和协调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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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政府优先领域的推动下
,

N S F 开展优先领域资助

活动
,

力图识别研究机会
、

引导研究方向和提高资助

效益
,

受到美国公众和国会的高度赞赏
。

在 N s F 战

略计划和年 度绩效评估 报告 中
,

优 先领域 进展 是

N S F 骄人业绩之一
,

也是 N S F 年度预算请求 的重要

陈述理由
。

总结 N SF 的成功经验
,

对我国科学基金

管理有借鉴意义
。

首先
,

自由探索的学术氛围
、

多学科专家的通力

合作
、

公众 的热心支持和科研管理机构的有效沟通
,

是 N S F 顺利开展优先领域选择 的重要基础
。

优先

领域选择的关键是广泛听取多方意见
,

凝 聚研究共

识
,

N SF 为此积累了一整套行之有效 的沟通交流机

制
。

N S F 管理人员广泛吸纳各方面意见和建议
。

这

些方面包括
:

科学家群体 (包括研究人员和专业学术

团体 ) ;产业或利益相关者组织 ;政府主管部门
; 内部

决策咨询机构
。

N S F 尤其信任优秀科学家的经验与

智慧
,

因为这些科学家往往最 了解优先领域的真实

意义和可能机会
。

在对各方面意见进行复杂但并不

完全接纳的处理后
,

N S F 最终负责安排优先领域项

目并决定具体拨款额度
。

其次
,

将优先领域选择与优先领域资助紧密结

合
,

营造关 注效 率
、

重视识别研 究机会 的氛 围
,

是

N SF 优先领域获得成功的重要保障
。

优先领域选择

的难题之一是
,

在征集建议和咨询过程 中会不断增

加领域
,

扩充领域
,

造成需要优先资助的领域越来越

多
、

越来越全
,

最后领域太多
,

既没有
“

优先
”

可言
,

也

不可能及时识别和捕捉研究机会
。

加上基础研究 目

标和过程的不确定性
,

更容易使决策者束手无策
。

N S F 也经历过类似的困难
,

但这并没有成为 N S F 排

斥优先领域的借 口
,

而是其不断调整优先领域并响

应国家与社会需求的内在动力
。

N sF 认识到
,

有 限

的研究资源不可能满足所有探索未知世界的要求
,

识别研究机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

只有在总体上识别

那些涌现出更多研究机会的研究领域
,

并迅 速配备

充足的经费
、

人 力资源和研究设施
,

才 能在充满希

望
、

非常复杂同时又需要大量资源的研究领域 中保

持和获得国际竞争力
。

因此
,

在科学家呼吁保持学

科资助平衡 的同时
,

N S F 坚持开展优先领域选择
,

并

对已确定的优先领域在经费上予 以支持
。

第三
,

优先领域选择的实质是识别研究机会
,

提

高科研投人效益
,

但并不能完全取代对基础研究常

规性的稳 定支持
。

N S F 的主要 经费用于常规 性支

持
,

优先领域资助经费只 占很小的部分
,

这是由基础

研究的特点决定的
。

在过去的 5 年里
,

N S F 优先领

域经费请求一般不超过总经费的 巧 %
,

近年来还有

下降趋势
,

如 N S F 优先领域经费请求在 2 00 1 年为总

预算经费的 18
.

3%
,

2 0 05 年只为 9
.

35 %
。

中国开展基础研究的优先领域选择由来 已久
,

建国后历次科学技术规划都从当时世界科学发展趋

势和国家需要 出发
,

进行过优先领域选择活动
。

国

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也有丰富的优先领域选择实

践经验困
。

19 8 8 年起 曾围绕国家 自然科学基 金资

助的学科领域
,

开展 50 多个基础学科的发展战略研

究
,

19 93 年和 1 999 年又在学科发展战略研究的基础

上结合 国家需求
,

先后开展了
“

九五
”

和
“

十五
”

期间

优先资助领域战略研究
,

并遴选出国家 自然科学基

金
“

九五
”

和
“

十五
”

优先资助领域
,

对 国家 自然科学

基金重大项 目和重点项 目立项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

用
。

展望今后发展
,

我国应密切关 注国际上优 先领

域选择的进展和成功经验
,

并积极探索有 中国特色

的优先领域资助模式
。

致谢 感谢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计划局陈

于果和政策局龚旭等同志对本文的指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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