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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简要回顾 1 986一 2 006 年来化学科学部的

资助概况和成效
,

并对如何评价化学科学基础研究

的成果产出做一点分析
。

1 2 0 年来化学科学部科学墓金资助概况

面上项目是科学基金鼓励自由探索的主要项目

类别
,

是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的主体部分
,

目前化学科

学部面 上项 目资助 经费约占学部资助总经费的

7 0 %
。

2 0 年来化学科学部资助总经费 1 4 6 734
.

1 万

元
。

面上资助经费逐年增长
,

由 1 986 年的 1 460
.

5

万元增加至 200 6 年的 28 8 4 8 万元
,

平均资助强度

由 1 98 6 年的 2
.

6 7 万元 /项增加至 2 0 06 年的 2 8
.

12

万元 /项
。

近年来申请数量快速增长
,

2001 一 2006

年面上项目申请数量年平均增幅为 20 %
,

2 006 年学

部受理面上项目 52 65 项
,

是 2 001 年的 2
.

4 4 倍
。

随

着基金总量的增大
,

资助规模平稳扩增
,

2006 年资

助面上项目 1 10 9 项
。

除资助经费增加的原因以外
,

近几年资助规模上升的另一原因是学部加强了对非

共识项目的支持
.

开始通过小额预研的形式扶持风

险性创新项 目
,

2 001 年以来共资助小额探索项 目

4 6 4 项
,

资助年限一般为一年
,

平均资助强度约 8 万

元 /项
。

化学科学部注重原始创新和科研人员的创

新潜力
,

鼓励探索
,

宽容失败
。

在面上 项目的遴选

中
,

充分尊重科学家的首创精神和自主选题的自由
,

遵循科学发展规律
,

体现国家发展 目标
。

无论申请

项目是源于科学发展内部的动力
,

还是源于经济和

社会发展的需求
,

只要申请人的学术思想创新性强
,

具有挑战性
,

学部都以不同形式的项 目给予优先支

持
。

“

八五
”

以来
,

化学科学部共资助重点项目 280

项
,

平均资助强度由
“

八五
”

期间的 54
.

6 万元 /项增

加至
“

十五
”

期间的 16 8
.

9 万元 /项
,

20 06 年重点项

目资助强度 17 0
.

5 万元 /项
。 “

七五
”

以来
,

化学科学

部共资助重大项目 38 项
,

平均资助强度由
“

七五
”

期

间的 14 6 万元 /项增加至
“

十五
”

期间的 800 万元 /

项
。

化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是当前化学科学发展的

特征之一
,

化学科学部在重点和重大项目的资助工

作中充分体现学科交叉
,

积极支持在数理
、

生命
、

材

料
、

信息
、

能源
、

资源环境等学科领域中化学问题的

研究
,

鼓励化学家在学科交叉领域开展创新性的研

究工作
。

对于应用基础研究的项 目
,

比如源于国家

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

有较强应用前景的项目
,

化学科

学部积极与产业部门开展联合资助
。

例如
,

与中石

化联合资助重大项目
“

环境友好石油化工催化化学

与化学反应工程
” ; 与中石油联合资助的重大项目

“

化工过程中的时空多尺度结构及其效应
”

研究
。

此

外
,

化学科学部与中石化联合资助了 3 项重点基金

项目
。

化学科学部牵头组织的
“

纳米科技基础研究
”

重

大研究计划 2 002 年实施以来
,

得到科技界的积极响

应
,

在起初 4 0 00 万元的基础 上连续几次增加经费
,

截至 20 06 年底
,

科学基金投人该重大研究计划的资

助经费已达 7 350 万元
,

资助了 118 项重点和面上项

目
。

该研究计划的实施有效促进了多学科的交叉与

集成
,

提高了我国在纳米科技研究领域的整体创新

能力
。

旨在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
、

造就优秀学术带

头人的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

自 1994 年实施以

来
,

化学科学部在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评审工作中
,

坚持高标准
,

严要求
,

注意考察申请人的创新潜力
,

力争选拔出高水平
、

活跃在世界科技前沿的优秀青

年人才给予资助
。

截止到 2 006 年
,

化学科学部国家

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资助者达到 2 22 人
,

200 6 年平

均资助强度已达 200 万元 /项
。

化学科学部国家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 申请数量 近 5 年以年平均增 幅

2 3 %的速度递增
,

2 006 年申请数量达到 223 项
,

而

资助规模基本不变
,

2 0 06 年资助 22 人
。

从申请人

在本领域高影响刊物上发表文章和被引用情况 以及

本文于 2 0 0 6年 1 1 月 16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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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国际化学界的影响和地位上看
,

申请人平均

水平持续上升
,

竞争愈显激烈
。

获资助者部分在海

外获得博士学位
,

多数有海外工作的经历
,

可见
,

国

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在吸引留学人员归国
,

稳定高

水平青年人才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

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作为人才项 目系列的另

一资助形式
,

自 2000 年该基金实施以来
,

化学科学

部共资助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 20 项
,

对支持化学

科学基础研究
,

培养造就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和团

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

近年来
,

我国化学家做出了许多在国际上有影

响的工作
,

引起了国际科技界的高度关注
,

这些成果

的取得与化学科学国际合作与交流的资助也是分不

开的
。

近十年来科学基金对化学科学国际合作与交

流项目资助总经费已超过 5000 万元
。

我国化学家

参与高水平高层次交流的人数明显增多
,

国际合作

向长期稳定的实质性合作发展
,

中国申办有影响的

大型国际会议的能力逐渐增强
。

化学科学部还通过其他专项类别努力支持化学

科学的基础研究
。

例如
,

科学仪器专项基金
,

截止

2 0 0 6 年化学科学部推荐的科学仪器专项基金 项 目

获得资助 2 8 项
,

资助总经费 2 4 85 万元
,

资助项数和

金额均占全委的 28 %
,

积极推动了化学科学家对创

新性新型仪器的研究
。

化学科学部充分发挥项目和人才两个资助系列

的作用
,

在研究项目系列上
,

遴选有前瞻性的基础研

究项目
,

包括那些围绕国家经济建设
、

社会发展和国

防安全等重大需求开展的应用基础研究 ;在人才项

目系列上
,

注重发现有敏锐的思维和较强的捕捉前

沿能力的青年科学家
,

对他们提出的挑战性的科学

问题给予持续的支持
,

使之在一定研究积累的基础

上攻克该学科领域的难题
。

学部在评审和资助工作

中
,

努力使项目与人才有机结合起来
,

合理部署资助

方向
,

提高基金资源促进化学发展的效用
,

在基础研

究中培育青年人才
,

鼓励科学家大胆创新
,

冲击前沿

领域
,

攀登世界高峰
,

为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提供坚

实的科学基础
。

2 资助成效的若干体现

化学是研究从原子
、

分子
、

分子片
、

超分子到分

子的各种不同尺度和复杂程度的聚集态的合成和反

应
,

分离和分析
,

结构和形态
,

化学物理性能和生物

活性及其规律和应用的科学
。

化学作为一门
“

核心
、

实用
、

创造性
”

科学
,

对人类认识 自然和改造 自然
、

推

动社会进步已经起了巨大作用
,

并且正在发挥着不

可替代的关键作用 [’ ]
。

科学基金为推动我国化学科

学基础研究的发展
,

提升我国化学基础研究整体水

平发挥了重要作用
,

在孕育化学科学的源头创新
,

解

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关键科学技术问题
、

在新兴学

科领域研究和国家重要科技计划的制定等方面发挥

着先导的作用
。

为了更全面地把握近年来科学墓金

的资助成效
,

我们统计了 20 03 一20 06 年化学科学部

科学基金项目结题报告的成果情况
,

这些成果直接

地反映了主要在 199 9一 2002 四年间化学科学部科

学基金资助的成效
。

( 1) 获奖情况
。

获国际学术奖 36 项次 ;获国家

级奖 61 项次
,

其中国家一等奖 7 项次
,

二等奖 54 项

次 ;获省部级奖 290 项次
,

其中省部级一等奖 13 9 项

次
,

二等奖 151 项次
。

其他奖项 3 60 项次
。

( 2) 专利申请和批准情况
。

截至基金项目结题

时
,

申请国外专利 89 项次
,

获批准国外专利 21 项

次 ; 申请国内专利 2 5 7 4 项次
,

获批准国内专利 964

项次
。

( 3) 论文发表
、

论著完成及学术会议报告情况
。

国际会议特邀报告 1 158 次
,

分组报告 2 585 次 ;全国

会议特邀报告 10 91 次
,

分组报告 38 9 8 次 ;论文发表

总数 31 8 2 6 篇
,

其中发表在国际刊物上 18 2 6 0 篇
,

国内刊物上 13 566 篇 ; 2 3 003 篇被 S C I 收录 ; 3 19 8

篇被 E l 收录
。

完成中文专著 72 0 部
,

外文专著 407

部
。

( 4) 人才培养情况
。

博士后出站 527 人
,

在站

博士后 3 95 人 ;博士毕业生 35 4 6 人
,

在读 5 2 7 6 人 ;

硕士毕业生 4 4 83 人
,

在读 5 7 4 6 人
。

应该说如上数据仅限于统计科学基金项目结题

时的成果情况
,

已结题项目对项 目承担者在一定时

期内后续成果的取得仍将产生积极的作用
。

以国家自然科学奖为例
,

2 0 0 2一 2005 年国家 自

然科学奖一
、

二等奖获奖项目共 108 项
,

其中化学领

域的奖项 22 项
,

占总数的 2 0 %
。

除香港获奖者外
,

化学获奖项目的成果均得过化学科学部基金项目的

资助
,

多数受到多次多类别的基金支持
。

这 个数据

能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基金资助的成效和学部在评

审资助工作中对科学基金支持基础研究的战略定位

的准确把握
。

我们知道
,

2 002 年之前曾连续四年空

缺的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颁给了中国科学院上海

有机化学研究所蒋锡夔院士
,

他主持的
“

有机分子簇

集和 自由基化学研究
”

的创新成果在获奖之前连续

获得化学科学部资助的 10 个科学基金项 目的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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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当一部分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者的研究工

作主要来自于科学基金的支持
,

科学基金为他们研

究成果的取得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

应用基础研究的成果还表现在专利等自主知识

产权的形成
、

直接或潜在的经济效益等方面
。

例如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中国石化集团公司首次

联合资助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

九五
”

重大项目《环

境友好石油化工催化化学与化学反应工程 )取得了

重大进展
。

该项 目在具有导向性的基础研究
、

推动

技术创新的探索性研究和开发环境友好新技术三个

层次的系统研究中
,

突出体现了
“

产学研
”

结合与学

科交叉的优势
,

在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结合点上

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

项 目实施四年
,

共申请专利 72

项
,

发表论文 252 篇
,

鉴定成果两项
,

获部委奖励成

果 4 项
。

该项目成果转化为企业创造了较高的经济

效益
。

科学基金项目的成果有多种表现形式
,

如论文
、

专著
、

专利
、

获奖
、

软件
、

数据库等等
。

不同的学科和

不同的项目背景有其自身不同的特点和成果表现特

征
,

不同的阶段和不同的研究类型呈现出不同的成

果评估标准
。

对基础研究而言
,

国际上论文发表情

况始终是反映基础研究水平的重要标准
。

2 005 年我国化学国际论文数量为 27 977 篇
,

国

际被引用论文篇数为 18 80 7 篇
,

被引用次数为

53 4 59 次
,

是我国国际论文最多的学科
,

也是我国国

际引用篇数和次数最多的学科 2[]
。

从图 1 和图 2 能

直观
、

比较地看出我国化学国际论文数和国际被引

用篇数近几年的增长趋势
。

美国《化学文摘》收录的

论文统计资料显示
,

我国发表化学学术论文从 1 989

年占全世界化学论文总数 3
.

7 %
,

上升到 19 99 年占

化学论文总数的 9
.

0% 时
,

就 已成为继美国
、

日本之

后的第三位化学论文大国31[
。

应该说科学基金在高

水平论文的快速增长中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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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科学基金各种形式的支持
,

我国化学科学

基础研究取得了明显的成绩
。

尽管很多基础研究成

果的取得是研究者受到国家多个部门多种渠道共同

支持的结果
,

诸如科技部
“

攀登计划
” 、 “

国家重点基

础研究发展规划
” ,

教育部
“
Z n 工程

”

和
“

面向 21 世

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
” 、

中国科学院的
“

百人计划
”

和
“

知识创新工程
”

等等
,

但是
,

从科学基金是我国基础

研究资助主渠道之一的意义上讲
,

从科学基金的导

向和辐射作用上看
,

科学基金为基础研究创新成果

的产出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

科学基金在人才培养中的作用是科技界有目共

睹的
,

它培养了青年学者探索钻研的精神和能力
,

使

他们逐步走向国际舞台
,

更重要的是造就了一批优

秀的学术骨干和带头人
,

使他们有能力冲击世界科

学前沿
。

我国越来越多的青年科学家在国际学术会

议上做大会邀请报告和主题报告
,

表明了他们的研

究工作得到了国际同行高度关注
。

国际上越来越多

的高层科学家愿意与中国青年学者合作
。

近几年
,

美国化学会和英国化学会等国外化学组织来访的次

数明显增多
,

这些都能表明我国化学家在本学科领

域的国际地位和影响
。

有些青年学者获得了本学科

领域的国际学术奖
,

如受科学基金不同项目多次资

助的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李灿研究员

2 00 4 年获得国际催化奖并当选为国际催化协会副

主席
,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麻生明研究

员 2 0 0 5 年在 IU P A C 导向有机化学会议上获 O M
-

CO S 奖
,

北京大学刘文剑教授 2 006 年获得国际量子

分子科学院奖等等
,

一批中国学者的研究工作在国

际上占有一席之地
,

在部分领域取得 了国际同行的

高度评价
。

化学科学部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资

助者多数已成为各学科领域的学术带头人
,

目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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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学部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资助者中 11 人

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

1 人 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

士
,

2001 年以来国家自然科学奖第一获奖人中有 6

人曾获得化学科学部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支

持
,

部分获资助者已成为国家重大研究项 目或研究

计划的首席科学家
,

类似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
。

在科学基金持续稳定的支持下
,

有些学者在国

际化学界已有较大的影响
。

最近
,

我国一些青年化

学家受聘担任了国际著名化学期刊的重要职务
。

例

如
,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江桂斌研究员出

任美国化学会 (环境科学与技术》杂志副主编
,

该期

刊亚洲办事处就设在江桂斌研究员所在单位 ; 中国

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洪茂椿院士出任美国化

学会 (晶体生长与设计》杂志副主编 ;清华大学李亚

栋教授
、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吴骊珠研究员

出任美国化学会 (无机化学 ) 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 ;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蒋华良研究员出任美国

化学会《药物化学》杂志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 ;麻生

明院士被聘为国际著名的化学刊物— (德国应用

化学 )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等等
。

这些青年科学家

均获得 过化学科学部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资

助
,

其中绝大多数作为项目负责人获得过化学科学

部重点基金项目的支持
。

创新成果的取得需要有适合创新的宽松环境
,

而宽松的科研环境不仅局限于具有充足的科研资

源
。

学术氛围
、

科研行为
、

评价体系等都是影响科研

环境好坏的重要因素
。

化学科学部在基金评审
、

战

略研讨
、

学术会议等多种场合积极倡导端正的学术

风气和良好的科研道德规范
,

积极营造健康的创新

科研文化氛围
。

化学科学部在评审或学术会议上把

美国化学会关于投稿人和审稿人行为规范的指南作

为会议附件材料供与会专家借鉴参考
,

把国家杰出

青年科学基金中期检查和验收会议上专家对获资助

者提出的希望和建议整理成文
,

用以戒勉后来的获

资助者
。

科学基金在推动化学继续发挥创造新物质
、

新

方法
、

新理论的作用中大有用武之地
,

化学科学部将

一如既往
,

牢牢把握科学基金工作的定位
,

提升科学

基金管理工作的实效和水平
,

推动化学科学的源头

创新
,

在化学科学的重要前沿领域催生更多的突破

性成果
,

力争在一些重要领域跨入世界先进行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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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基金项目
“

手性与手性药物研究中的若干科学问题研究
”

通过验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十五重大项 目
“

手性与手性

药物研究中的若干科学问题研究
”

最近通过验收
。

该项 目是由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所林国强院士

主持
,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所
、

兰州大学
、

北京大学
、

四川大学
、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
、

中国科

学院成都有机所等单位联合承担的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重大项目
。

验收会上
,

项 目负责人林国强教授作了总结报

告
,

8 个课题负责人分别详细介绍了项 目执行期间

所取得的成绩
,

并对下一步的工作计划进行了热烈

讨论
。

各位评审专家对该项 目执行四年来取得的丰硕

成果进行了充分肯定
,

对存在问题也提出了宝贵的

意见和建议
。

( 四川大学 供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