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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市科学技术局
,

青岛 2 6 6 0 7 1)

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 (以下简称自然

科学基金委 )有关科学基金管理工作的部署
,

青岛市

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工作既瞄准 国家发展 目标
,

加强

与国家目标的衔接
,

又根据地方发展 目标
,

重点培育

地 方学科优势和特色
,

充分发挥基础研 究
“

双力驱

动
”

的作用
,

把国家发展目标与地方发展 目标有机结

合起来
,

把基础研究与应用开发紧密结合起来
,

有力

支撑 r 全市科技
、

经济和社会发展
,

涌现出大量高水

平研究成果
,

培养和造就了一批高水平人才
,

促进了

城市创新体系建设
,

提高了城市核心竟争力
。

1 “

+ 五
”

青岛市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工作主

要情况

1
.

1 构建基础研究创新平台
,

加强自然科学基金管

理体系建设

青岛市基础研究工作的总体思路是
:

紧跟国家

部署
,

围绕全市社会经济发展需求
,

重点培育优势学

科和特色
,

选择有限目标
,

突出原始性创新
,

构建
“

基

地 + 人才 + 项 目
”

基础研究创新平台
,

建设布局合

理
、

机制完善
、

水平较高
、

突出创新的青岛市知识创

新体系
,

为青岛六大产业集群和新兴产业 的发展孕

育创新成果
,

凝聚高层次人才
,

提供技术创新支撑
,

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

为此
,

青岛市启动 了地方

基础研究专项计划
,

即建立市级重点实验室
,

启动科

技将才专项
,

设立 自然科学基金计划
。

2 0 0 1年青岛市政府在市科技局设立基础科研

处
,

专职负责基地建设和基础研究工作 ; 2 002 年
,

青

岛市设立了自然科学基金
,

形成 了国家
、

省
、

市三级

自然科学基金框架体系 ; 2 0 0 3 年
,

青岛市科技局与

自然科学基金委计划局签署科技合作协议
,

全面 加

强与国家科技发展 目标的衔接 ; 2 0 0 5 年
,

青岛市设

立了自然科学联合基金
,

出台了 (青岛市自然科学联

合基金管理暂行办法》
,

强化了企业 自主创新主体地

位建设 ;青岛市每年编辑 (青岛基础研究进展报告》
,

对各级自然科学基金执行情况进行总结
。

通过完善

体制
、

制定政策
、

加强合作
,

青岛市逐步形成了突出

优势
、

上下衔接
、

双向驱动
、

支撑应用
,

具有地方特色

的自然科学基金管理体系
。

1
.

2 强化墓础研究引导支撑作用
,

加强自然科学墓

金项目管理

青岛市自然科学基金主要用于资助驻青高校
、

科

研院所
、

大型企业围绕全市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需求

进行的前沿性技术研究
,

目的是为全市社会经济和高

新技术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

技术储备和支撑
。

同时
,

该基金重点支持优秀青年科

技创新人才
,

优秀留学回国人员
,

着重在发现和培养

优秀青年科技领军人才方面发挥作用
,

为全市重点领

域和优势产业的发展提供人才储备
。 “

十五
”

以来
,

青

岛市财政共拨款 21 00 万元用于青岛市自然科学基金

计划
,

重点支持了 1 67 项应用基础研究项 目
,

支持和

培育了
“

科技将才
”

18 人
、

创新团队 3 个
。

2 0 0 3 年
,

鉴于青岛市所具有的良好的基础研究

环境与条件
,

自然科学基金委把青岛市作为与地方

开展科技合作的首个试点单位
,

自然科学基金委计

划局与青岛市科技局签订了科技合作与交流协议
,

共同促进我国基础研究事业的发展
。

青岛市把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与青岛市自然科学基金有机结合起

来
,

每年从高校
、

科研机构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

项 目中
,

组织专家围绕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急需
,

评选

出 2 0 个项 目进行推荐
,

若获得 国家批准立项
,

青岛

市将给予资金匹配
,

目前已对 32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项 目进行了资金匹配
。

源于国家和地方 自然科学

项 目的支撑
,

青岛市基础研究得到 了极大的积累和

提升
。

青岛市专利申请达 15 8 0 7 件
,

授权 8 5 6 4 件
,

位居全省和计划单列市前列
。

海 尔
、

海信等企业 的

专利实施率均达到 70 % 以 上
,

取得了海洋新 型酶
、

共扼亚油酸
、

数字视频处理芯片
、

航天超低温氟橡胶

材料
、

纳米多功能塑料等 2 0 0 多项具有自主知识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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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的创新成果
。

中国海洋大学李华军教授在国家和

青岛市自然科学基金及
“

科技将才
”

专项的支持下
,

2 0 0 3 年获得了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 2 00 4 年获得

国家科技进 步二 等奖 ; 2 005 年被聘为长 江学者 ;

20 06 年荣获中国
“

光华工程科技奖
” 。

1
.

3 突出企业自主创新地位
,

探索自然科学基金运

作模式

按照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总体部署
,

在 自然科学

基金委的指导下
,

青岛市把推动企业 自主创新摆在

科技工作的突出位置
,

市科技局
、

市财政局联合出台

了 (青岛市自然科学联合基金管理暂行办法 》
。

青岛

市自然科学联合基金是由青岛市自然科学基金和企

业出资共同组成
,

重点用于企业及所在行业科技发

展的基础研究与应用开发课题研究
,

主要 目的是为

了充分发挥科技三项费用的引导和带动作用
,

利用

社会科技资源支持应用基础研究
,

推动企业科技创

新和产学研结合
,

提高企业核心竟争力
。

首批联合

基金于 2 0 0 5 年启动
。

首批联合基金共 1 200 万元
,

主要由海尔集团
、

海信集团
、

喜盈门集团出资 8 0 0 万

元
,

市自然科学基金 匹配 4 00 万元构成
。

课题研究

由中国科学院能源所
、

山东大学
、

青岛大学纤维新材

料与现代纺织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与企业共同

实施
。

如
,

喜盈门集团与青岛大学纤维新材料与现

代纺织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联合开展的
“

功能

性海藻纤维纺丝成型理论与技术研究
” ,

由国家杰出

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夏延致教授承担
,

他在完成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
“

双功能助剂及多功能纤维研

究
”

的基础上
,

支撑应用研究
,

从而把基础研究
、

应用

研究
、

产业开发连接起来
,

既实现了
“

双力驱动
” ,

又

探索了产学研结合新模式
,

受到 了青岛市领导的充

分肯定
。

目前该联合基金项目进展顺利
,

已研 究完

成实验室样品
,

申报国家发明专利 2 项
。

2
“
十一五

”

青岛市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工作

主要设想

“

十一五
”

期间
,

围绕创新型城市建设 目标
,

青岛

市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工作的重点
:

一是瞄准国际科学

技术前沿
,

合理整合现有的资源和科研优势
,

在继续

强化已有的研究特色的同时
,

全面提高整体的研究水

平
,

实现跨越发展 ;二是不断增强基础研究的持续创

新能力
,

大力发展产业前技术的研究
,

坚持
“

有所为
、

有所不为
”

的方针
,

集中力量
,

滚动支持重 点项 目
,

努

力取得一批国际先进的科研成果 ;三是注重支撑经济

结构调整和产业技术升级的技术创新体系
,

特别是拥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研究
,

形成基础研究和高

新技术产业之间的紧密互动关系 ; 四是以人为本
,

外

引内联
,

培养一批科技将才
、

中青年学术骨干
,

打造几

支高水平的科技团队
,

储备人才和技术力量
。

力争经

过 5 年的努力
,

使我市的海洋科学与技术的应用基础

研究跻身世界先进行列
,

在生物技术
、

新材料
、

电子信

息领域的基础研究进入全国先进行列
。

2
.

1 继续加强各级研究墓地建设

围绕青岛市六大产业集群
,

突出提高企业 自主

创新能力
,

通过整合资源和引进大院大所相结合
,

重

点推进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
,

在企业新建 5 个市级

重点实验室和中试基地
。

依托各级研究基地通过双

向驱动
,

强化基础研究
,

有力支撑应用开发
。

2
.

2 继续加强科技将才队伍建设

根据青岛市科技创新工作五项重点领域
,

完善
“

人才 + 基地 十 项 目
”

模式
,

通过实施各级 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支持
,

继续选拔
、

培养和造就 20 名在我市

重点学科领域具有科学创新能力的科技将才
、

20 名

在我市重点高新技术产业领域具有技术创新和创业

能力的科技将才
、

10 个对青岛市经济社会发展中的

重大科学问题
、

应 用技术问题进行学科交叉研究的

创新团队
。

2
.

3 加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建设

从国家层面上
,

进 一步加强与 自然科学基金委

的科技交流与合作
,

组织
、

协调企业提出应用基础研

究课题争取自然科学基金委在联合基金和共同资助

项 目方面给予支持
。

从地方层面上
,

根据企业科技

自主创新的需要和申请
,

选 择 5 家科技型企业设立

青岛市 自然科学联合基金
。

制定 《关于鼓励 各级重

点实验室与企业加强合作的意见》
,

把基础研究与应

用开发更紧密结合起来
。

2
.

4 加强墓础研究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建设

根据创新型城市建设 目标
,

探索青岛市与自然科

学基金委在专家和项 目管理上的信息联系
,

完善
“

青

岛市基础研究资源共享服务平台
”

建设内容
。

对大型

科学仪器与设备
,

科技数据与文献
、

科技研究资源等

进行战略重组和建设
,

构建布局合理
、

功能齐全
、

开放

高效
、

体系完备的基础研究信息共享服务保障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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