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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管理工作的几点思考

冯 锋 张凤珠 李人卫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生命科学部
,

北京 1以1〕85)

引言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以下简称科学基金 )资助项

目类型包括面上项 目
、

重点项目
、

重大项目等
。

面上

项目含自由申请项目
、

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
、

地区科学

基金项 目
,

是科学基金资助的重要项目类型
。

2 X( 孙

年科学基金资助 面上项 目 7日刃 项
,

资助经费 16
.

5

亿元
,

约占自然科学基金当年资助经费的 63 % ; 生

命科 学 部 资 助 面 上 项 目 3 (X鸿 项
,

资 助 经 费

印 5 25 万元
,

约占科学部资助经费的 72 %
。

在国家

科技计划体系中
,

科学基金面上项 目是科技工作者

根据科学基金资助范围
,

结合科学发展和国家需求

提出基础科学问题
,

开展自由探索研究的一类项目
。

面上项目在推动学科发展
、

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

是基金重点项 目
、

重大项 目
、

国家
“

8 63
”

项目
、 “

973
”

项 目的重要源头之一
,

是科学

基金制成功的基石
。

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充分体现了
“

支持基础研究
、

坚持自由探索
、

发挥导向作用
”

的定

位
。

随着科学基金事业的发展
,

面对近年来面上项

目申请数量持续增加的形势
,

如何按照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员会 (以下简称 自然科学基金委 )新时期的

工作方针
“

尊重科学
,

发扬民主
,

提倡竞争
,

促进合

作
,

激励创新
,

引领未来
” ,

作好面上项 目管理工作
,

保证面上项目评审的科学性和公正性
,

加强和完善

资助项 目的后期管理
,

是科学基金管理工作者需要

深人思考的问题
。

1 面上项 目申请数量与质 l

近年来
,

全委各个科学部面上项目申请数量持

续增加
。

以生命科学部为例
,

图 1 展示 了 19 86 -

2 X( 又 年面上项目申请项数和资助项数的变化情况 ;

2X( 又年面上项目申请 16 6 58 项
,

占全委 42 % ; 比 2田 3

年增加了 334 8 项
,

增长率为 25
.

巧%
。

2X( 又 年在生

命科学部申请项 目的单位数有 7 48 个
,

比 2印 3 年增

加 I n 个
。

申请项数超过 2 00 项的单位有 20 个
,

比

2加 3 年增加 2 个 ; 申请项数超过 300 项的单位有 14

个
,

比 2X() 3 年增加 5 个
。

面上项 目申请数量增加的

原因是多方面 的
。

随着我国社会
、

经济
、

科技的发

展
,

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队伍不断扩大 ;科学基金公

正
、

公开的声誉使科研人员尤其是青年科研人员申

请科学基金的积极性提高 ;另外
,

在当前的科研环境

下
,

科学基金与申请单位
、

项 目负责人荣誉
、

利益相

联系
,

以及取消科学基金申请评议费等可能对申请

数量的增加也有一定的影响
。

面上项目申请数量增加后
,

申请书
、

申请项目的

质量情况怎样 ? 2X( 又 年 12 月 6一 8 日在广西南宁召

开的生命科学领域基金项 目管理工作研讨会上
,

对

88 位项目依托单位科研管理人员的调查结果表明
,

7 2
.

94 % 的人认为近年来自己所在单位申请项 目的

质量有所提高
。

然 而
,

2以拜 年生命科学部受理的

16 65 8项面上项目中
,

经科学处初审
、

学部审核
,

有

89 2 项申请 因形式不合格被初筛
,

占申请项 目的

5
.

35 %
。

对送审的 巧 7% 项面上项目的同行评议结

果统计发现
,

同行专家一致同意资助的 1 192 项
,

占

7
.

56 % ; 一致同意优先资助的仅有 23 项
,

占 0
.

巧% ;

项 目综合评价全为 A 有 71 项
,

占 0
.

45 % ;综合评价

3 A 以上有 12 00 项
,

占 7
.

60 % ;创新性评价全为 A 有

169 项
,

占 1
.

07 %
,

真正创新的申请项 目和优秀的申

请项目似为数不多
。

2 X( 科 年生命科学部面上项 目

资助率为 18
.

39 %
,

申请项目数超过 2 X() 项的 20 个

单位中有 11 个单位的资助率低于科学部面上项 目

资助率
。

诬卜于葱震袜湘分ōé三卜力

本文于 2X() 5 年 4 月 H 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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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9 欲犷一加以 年生命科学部面上项目申请项数和资助项数的变化情况

一般来讲
,

在一定数量规模基础上才能提高质

量
,

但近年来虽然面上项目申请数量明显增加
,

从初

审
、

同行专家评议意见来看
,

申请项目的质量还有待

提高
。

申请单位在组织项 目申请中应提倡竟争
,

择

优申请
,

避免低水平重复研究 ;不应鼓励科研人员盲

目申请
,

不能通过大量申请来赢得更多的获资助机

会 ;应把工作重点放在不断提高申请项目的质量和

资助率
。

申请单位科研管理部门应加强对科学基金

申请的引导
,

在不影响优秀科研人员 申报热情的情

况下
,

适当控制申请数量
,

提高申请质量
。

对于明显

不成熟的项目
,

申请单位应做好扶持培育工作
,

鼓励

在条件成熟后再提交申请
。

根据我国基础科学发展

现状
、

研究队伍现状和有限的科学基金资助规模
,

面

上项 目申请数量 的急剧增加不仅会影响申请质量
,

也会影响项 目评审质量
。

因此
,

有部分专家和管理

人员提出了限项申请的建议
:
如建立准人制度

,

对申

请人的学位
、

职称提出更高的要求 ;提高资助强度
,

项 目负责人只可主持一项面上项 目
,

结题当年才可

申请 ;根据上一年度的获资助情况
,

对申请单位下一

年度的申请数量进行限制等
。

2 面上项目评审质 ,

随着申请数量的增加
,

科学基金申请实现网上

受理
、

网上同行评议
,

明显减少了工作量
,

大大提高

了评审工作效率
,

为未获资助项 目全文反馈同行评

议意见打下了基础 ;使科学基金管理人员从事务性

工作中解放出来
,

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阅读申请书

和分析
、

综合同行专家意见
。

然而
,

随着申请数量的

持续增加
,

由于评审专家资源有限
,

评审时间
、

组织

评审的人力有限
,

面上项 目同行评议中也出现了一

些问题
。

对 2 X( 抖 年生命科学部面上项 目 78 20 7 份

同行评议意见统计分析发现
: ( l) 一些同行专家的评

议意见写得不够详细
、

具体
,

评议意见字数少于 50

字的有 研9 2 份
,

占 8
.

3 % ; ( 2) 一些同行专家的评议

意见写得不够认真
、

客观
,

综合评价为
“

优
”

而资助意

见为
“

不予资助
”

的有 159 份
,

116 位专家对其评议的

所有项 目综合评价完全相同
,

145 位专家对其评议

的所有项目的资助意见完全相同 ; ( 3) 一些专家评审

的项 目数较多
,

有 2 87 位同行专家评议的项 目数超

过了 30 项
。

在广西南宁召开 的生命科学领域基金

项 目管理工作研讨会上
,

就科学基金同行评议质量

对 88 位项 目依托单位科研管理人员的调查结果表

明
,

犯
.

10 % 的人认为近年来同行评议的质量不断提

高
,

41
.

98 % 的人认为变化不大
,

25
.

92 % 的人认为质

量有所下降
。

在申请数量增加
、

同行评议工作效率提高的同

时
,

需要加强科学基金面上项 目评议中各重要环节

的工作
,

才能不断完善和提高面上项目评议的质量
,

保证科学基金评审的科学性和公正性
。

第一
,

不断

扩大和完善专家库是做好同行评议工作的基础
。

学

科管理工作中
,

不断补充
、

积累同行专家
,

尤其是海

外专家和中青年专家等
,

熟悉专家的研究领域和方

向
。

第二
,

选准同行评议专家是做好面上项 目同行

评议的关键
。

专家评议不能等同于同行评议
,

对科

学问题明确具体的申请项 目
,

尽可能选同行专家评

议
,

对交叉学科申请项 目
,

同行专家选择要注意到涉

及的相关学科 ;结合学科特点
,

有条件的学科可邀请

海外专家参加评审
。

在评议函中明确请专家提供详

细
、

具体
、

有价值的评审意见
。

根据过去的评议记

录
,

不选评议不认真
、

不客观
、

不公正的专家
。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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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位同行专家评审的 申请书数量
,

以避免专家评议

申请书太多而影响评议质量 ; 同时也应注意尽量避

免出现专家只评审 1一2个项 目的情况
。

第三
,

发挥

科学处处长
、

项 目主任的学术判断力
。

结合申请项

目的科学问题和研究价值
,

根据同行评议意见
,

参考

申请人的科学研究背景
,

科学处处长
、

项目主任发挥

学术判断能力
,

完成同行评议意见综合和建议资助
、

预备项目推荐工作
。

对于选题结合学科前沿
、

有原

始创新以及同行评议中创新性评价好的项 目
,

视具

体情况给予高强度的资助 ;重视
”

绩效挂钩
” ,

注意对

已承担基金项目完成优秀的申请者所申请的项目给

予优先考虑 ; 注意加强对科学价值 (创新性 )非共识

项目
、

科学价值有共识而具有探索性
、

风险性项 目的

支持 ;加强对交叉项目的支持
。

第 四
,

发挥学科评审

组的战略评审作用
。

坚持公正
、

公开原则
,

学科通过

纸质或电子方式向评审组专家提供建议资助
、

预备

项 目的申请书内容
、

同行专家评议意见和学科综合

意见
,

并积极邀请海外专家参与基金项 目的学科评

审组会议
。

学科评审组在同行通讯评议的基础上
,

根据项 目指南
,

重点讨论学科的资助格局
,

重点评议

非共识创新项目
,

结合学科总体资助格局
、

学科发展

战略提出资助建议
,

发挥科学基金 的引领作用
。

结

合学科总体资助政策
、

资助方向和项目申请
、

评议中

发现的问题
,

制订下年度项 目指南
,

引导下年度申

请
。

最后
,

在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评议的各个环节
,

严

格执行科学基金的管理规定和办法
,

保证科学基金

评议的公正性 ;严格执行科学基金评议的回避制度
,

注意防止人际关系
、

个人偏见
、

个人道德和评议中的

利益冲突对评议结果的影响
,

维护科学基金评审的

公正性
。

在项目评议过程中
,

加强对同行专家信息
、

专家评议意见的保密工作
。

注意转型期社会环境的

影响
,

维护学术规范和科学基金公正的声誉
。

3 面上项目后期管理和成果管理

自然科学基金委成立初期
,

主要任务之一是通

过资助项 目培养研究队伍
,

为提升我国自然科学基

础研究水平打基础
。

近二十年来
,

随着科学基金经

费的增加
、

资助 强度的提高
,

加强资助项 目后期管

理
、

不断提高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研究成果质量的重

要性已日益显现
。

在生命科学领域基金项 目管理工

作研讨会上
,

对 88 位项 目依托单位科研管理人员的

调查结果表明
,

77
.

01 % 的管理人员认为基金项目后

期管理和成果管理需要加强
,

仅有 22
.

99 % 的管理

人员认为目前基金项 目后期管理和成果管理的现状

较好或尚可
。

科技界也有科学基金项目
“

申请难
,

账

好交
”

的说法
。

面上项目后期管理和成果管理是科学基金管理

的重要环节
,

加强面上项 目后期管理和成果管理
,

将

为项 目评审
、

连续资助提供重要依据
,

有利于绩效管

理和提高资助效果
,

对资助策略的调整也有一定的

指导作用
。

另外
,

资助项 目成果管理是科学基金管

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

向社会客观展示基金资助

成果
、

争取社会对科学基金工作的理解与支持是非

常重要的工作
。

对于有重大应用价值的成果
,

依托

单位应积极推动成果转化工作
,

使基金的资助效果

得以放大和延伸
。

基金项 目后期管理要结合基础研究的规律和特

点
,

即探索性
、

长期性
、

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和非共

识性 ;鼓励发扬长期坚持
、

不断深化和发展的学风
,

努力营造 和谐宽松
、

深人研讨的学术环境
,

切忌浮

夸
、

浮躁
、

急于求成的作风
。

管理过程中
,

避免检查

评估过于频繁
、

周期过短
、

指标过于繁琐
,

减少项 目

依托单位和科研人员过多的非业务性负担
。

自然科学基金委不同部门已经在成果的集成与

展示方面做了一些工作
,

如组织基金资助项 目成果

交流研讨会
,

不同科学部
、

科学处
、

学科采用多种形

式对项目结题情况进行总结和评价
,

充分利用媒体

和委内出版物客观宣传基金项 目研究成果等
。

生命

科学部在结题评价方面也做了一些探索
,

如林学学

科
、

农业科学学科
、

临床医学基础学科编辑了科学基

金结题项目汇编
,

内容包括研究工作总结摘要
、

发表

的标注基金资助的全部论著
、

人才培养和获奖情况
,

学科没有加人任何主观评论
,

力求客观公正地展示

研究所取得的科学成果
。

汇编中对受资助单位承担

的相关学科基金项 目发表论著
、

人才培养和获奖情

况进行了初步统计
,

目的是使基金项目完成人
、

科研

单位管理者及同行专家能对各受资助单位基金项 目

的完成情况有一个自己 的判断
。

科学处将这些材料

寄送给项目主持人和科研管理部门
,

接受广大科研

人员及科研管理工作者的评价
,

进一步提高基金项

目管理的透明度
。

下一步的工作应将已归纳
、

整理

的项目结题报告的研究工作总结摘要和项目取得的

成果
,

通过电子文档方式在自然科学基金委的网站

上公布
,

供关心科学基金工作的人员查询
,

避免新申

请项 目与已结题项 目研究内容上的重复
,

全面客观

地展示基金资助项 目的研究进展及所取得 的结果
,

加强科学基金工作的影响力
。

对基础研究的绩效评价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



2 4 2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么刃5 年

作
,

现在科学基金的成果管理多是点的管理
,

缺乏全

面
、

系统的管理与分析
。

基金项目后期管理有待加

强
,

如成果管理办法有待修改完善
,

成果相关的信息

统计工作也需要加强
,

应逐步建立起科学合理的评

价体系
,

重视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研究成果的质量
,

而

不是简单地统计发表了多少论文
。

在完善科学基金

项目后期管理和成果管理方面
,

还有很多工作需要

科学基金管理工作者不断探索
。

4 结 语

针对面上项 目申请数量持续增加的形势和项 目

申请
、

评议
、

后期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

科学基金面上

项目管理需要项目申请人和负责人
、

评议专家
、

依托

单位科研管理人员
、

科学基金管理人员的共同努力
。

在项目申请方面
,

项 目申请人和科研管理人员应提

倡竞争
,

促进合作
,

在提高项目申请质量方面发挥较

大的作用
。

在项 目评审方面
,

评议专家和科学基金

管理人员应尊重科学
、

发扬民主
、

激励创新
,

不断完

善和提高评议工作的质量
。

项 目负责人
、

科研管理

人员和科学基金管理人员应更加重视资助项目后期

管理和成果管理
,

发挥科学基金的引领作用
,

推动我

国基础科学研究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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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酸化学及以核酸为靶的药物研究

”
荣获

2 0 0 4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期连续资助下
,

由北京

大学张礼和院士领导的研究小组经过近 20 年的不

懈努力
,

在核酸化学及以核酸为靶的药物研究方面
,

取得了一系列具有重要影响的研究成果并获得了

2 X( 孙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1项
。

主要成果如下
:

系统研究了细胞内的信使分子
c A D PR 的构效

关系
,

发现了一个结构稳定并有
c A D P R 活性

,

能穿

透细胞膜的小分子
,

成为研究细胞内钙释放机制的

有用工具
。

文章在 oJ
~

l of 几卜d ic i阳以 。晚川初娜 上

发表后
,

德国汉堡大学的 uG se 教授用此小分子
,

证

明了
c A D p R 是一新的信号传导信使并作用于 街an

-

威-en 3 受体
。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 H
.

C
.

1￡ e
教授在

他 2 00 2 年出版的新书
“

伽 ilc AD -P 成姗e a
dn 凡切D p

”

中用一章节内容对此进行了讨论
。

发现 8
一

氯腺昔是作用于信号传导系统
、

毒性低
、

能诱导分化肿瘤细胞的新抗癌剂并已获中国专利并

经国家审评作为新药临床试验 ;

提出了酶性核酸断裂 RN A 的新机理
,

证明 5
’ -

-o 的离去决定反应速度
,

反应是 M扩
十

作用于 2
’ 一

O

和 5
’ 一

o 的双金属催化机理
。

文章发表在美国科学

院院报 (月以 5 )上
,

单篇引用 53 次
。

月以5 的评审人

认为是
“

对了解酶性核酸催化机理的重要贡献
” ;

系统研究了人工修饰的寡核昔酸的合成
、

性质

和对核酸的识别
。

发现异核昔掺人的寡核昔酸对各

种酶有很好的稳定性
,

能与正常 DNA 或 R N A 序列

识别
,

发现寡聚异鸟嚓吟核昔酸有形成平行的四链

结构的性质
,

发现信号肤与反义寡核昔酸缀合后可

以引导反义寡核昔酸进入细胞
。

文章发表在 四`` le
-

ic cA油 凡哭 。

硫 上
,

评论认为工作是
“

挑战性 的
” ,

“

原创性的
” 。

2 X() 1 年 hC
e m lc al R e v iew 在总结大分子

折叠类型时把这项研究作为一个新类型写人综述
。

这一成果为发展基因药物提供了一个新途径
。

该领域的研究连续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5 项

面上和 2 项重点项 目的资助
,

共发表论文 62 篇
,

S CI

收录 42 篇
,

他引 21 4 次
。

在影响因子 6
.

0 以上的期

刊发表文章 6 篇
,

其中在 尸配15 发表 1篇
,

在核酸研

究 拟此触ic cA油 几肥
“兀入上发表 3 篇

,

美国化学会的

oJ 更

a7UZ l of het A, 砚法叭 n ` 能洲心 l理 上发表 2 篇
。

国际

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 ( IU PA )C 的国际天然产物学

术会大会报告 3次
。

获中国专利 2项
,

新药临床批

件 1项
。

以上工作得到国内外同行的认同和大量引

用
,

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

(化学科学部 杜灿屏 翟宏斌 供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