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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

十五
”

重大项目

实施情况的分析

王吱东 何鸣鸿 孟宪平 杨惠民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计划局
,

北京 1 00 085)

“

+ 五
”

( 20 0 1一2 0 0 5 年 )期间
,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员会 (以下简称基金委 )共批准资助重大项 目

4 3 项
,

资助经费 32 6 10 万元 (包括联合资助 760 万

元 )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 目是基金委项 目资

助体系的重要类别
,

本文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

十

五
”

期间重大项目实施情况进行了分析
。

加强顶层设计
,

分批立项

基金委
“

十五
”

重大项目坚持
“

成熟一项
,

启动一

项
”

的原则
,

按统一规划
、

分批立项方式实施重大项

目的遴选工作
。

按照基金委的
“

十五
”

规划
,

在加强宏观调控的

同时
,

共分三批审批重大项目
,

其中
,

宏观调控批准

资助 8 项
,

经费 5 2 0 0 万元 ;第一批批准资助 n 项
,

经费 8 4 00 万元 (包括 200 5 年追加经费 100 万元 ) ;

第二批批准资助 17 项
,

经费 13 0 50 万元和第三批

批准资助 7 项
,

经费 5300 万元
。

纵观基金委
“

十五
”

立项审批的重大项目
,

主要

从三个方面进行资助
,

一是国家经济发展巫待解决

的重大科学问题
,

对开拓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具有重

要影响或有重大应用前景的基础研究 ;二是围绕国

家可持续发展战略 目标或为国家宏观决策提供依据

的重要基础性研究
,

以及具有广泛深远影响的科学

数据积累等基础性工作 ;三是基金面上
、

重点项 目多

年资助基础上凝练出来的
、

需加大资助力度可望取

得重大突破的重大科学问题
。

1
.

1 国家经济发展急需解决的三大科学问题

体现国家重大需求是重大项 目立项的基本点
。

基金委针对关系
“

国计民生
”

且急需解决的需求
,

充

分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
,

及时
、

快速地启动了具针对

性的重大项目
。

如
“

禽流感关键科学问题的基础研究
”

重大项

目
。

针对我国禽流感频繁发生和人感染禽流感新发

病例不断出现的严峻现状
,

基金委依据国家需求
,

运

用宏观调控
,

在组织多学科相关领域的专家论证
、

完

成立项程序的基础上
,

紧急启动了该重大项 目
。

其

目的是推动禽流感的基础研究
,

提供人类和动物流

感发生与流行的分子生物学和免疫学信息
,

为禽流

感药物和疫苗的研发提供理论依据
,

并为禽流感科

学防控措施的制定提供技术支撑
。

1
.

2 为国家宏观决策提供依据的科学数据积爪等

墓础性工作

基金委自成立 以来
,

非常重视科学数据积累等

基础性工作
,

如 (中国植物志 )
、

《中国抱子志 )和 (中

国动物志》 (简称
“

三志
”

)的编研重大项 目在
“

八五
”

和
“

九五
” ,

已作为重大项目予以高强度资助
, “

十五
”

期间又将其作为第二批立项的重大项 目予以实施
。

“

三志
”

是在广泛调查生物资源的基础上对生物的系

统分类
、

地理分布
、

生态环境
、

资源状况等进行详细
、

准确的科学描述
,

力求弄清生物资源的种类
、

数童及

其分布
,

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的基础资

料和科学依据
。

1
.

3 注三积累
,

需加大资助力度并可扭取褥一大突

破的盆大科学问题

如
“

低纬度地区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 P O P s )的生

物地球化学过 程及其对机体的影响
”

重大项目
,

通

过基金面上
、

重点项 目多年的积累而凝练出围绕

P O P s 的长距离大气迁移
、

人体健康影响这两个重大

前沿科学间题
。

1 9 9 8 年以来与该领域有关的基金委

资助的面上和重点项 目达 60 多项
,

在毒害有机物的

监测方法
、

环境行为
、

生态毒理
、

D N A 加合物和蛋白

质加合物
、

区域介质模型
、

某些地区污染特征等方面

取得 了重要成果
,

但是由于这些项目侧重环境化学
,

没有与健康相衔接
,

且资助强度低
,

研究内容多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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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学科
,

因此基金委围绕
“

十五
”

优先资助领域
“

地

球环境与生命过程
” ,

发挥地球科学
、

化学和生命科

学等多学科交叉的优势
,

加大了资助力度
,

旨在结合

我国低纬度带的区位优势
,

在 P O P
s
的大气

一

地表交

换
、

大气迁移与化学转化机理
、

高风险区的形成与演

化以及含抓 P O P
s
的环境

一

机体相互作用机制方面进

行深入研究
,

为我国环境与人体健康保护决策提供

科学依据
。

图 1 各学部 , 大项目平均资助强度和总平均资助强度

2 皿视交又
、

差额遴选

交叉重大项目经费不是以切块形式而是采取匹

配方式组织实施
。

各个科学部建议推荐的项 目通过

基金委务 (扩大 )会议差额遴选
。

科学部的资助项目数和经费分布见表 1
。

农 1 , 大项目学娜资助分布情况

经费单位
:
万元

科学部 批准项数 项目数分布% 资助经费 经费分布%

数理 7 16
.

2 8 4 8X() 14
.

7 2

化学 6 13
.

9 5 5 560 17
.

0 5

生命 13 3 0
.

2 3 9 6X() 2 9
.

4 4

地学 5 1 1
.

6 3 3 8 00 1 1
.

6 5

工程与材料 7 1 6
.

2 8 5 l 0() l 5
.

6 4

信息 5 1 1
.

6 3 3 7 5 0 1 1
.

5 0

总计 4 3 l 0()
.

0() 3 2 6 1 0 1X()
.

0()

由图 l 可以看出
, “

十五
”

的重大项 目各科学部

的资助强度均在 800 万元 /项左右
,

化学科学部的资

助强度略高
,

主要由于其中一个重大项 目包括联合

资助经费 7 60 万元
。

3
.

2 课肠资助强度

重大项目课题的资助强度是指项目中每个课题

的平均资助经费
。

根据表 2 可以得到各个科学部每个重大项目平

均所含课题数
,

见图 2
。

3 实施情况分析

重大项 目的实施情况拟从项 目 (平均 )资助强

度
、

每个课题年拨款经费和课题承担单位的年度经

费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与探讨
。

各科学部资助项 目的

基本情况见表 2
。

农 2 各科学部皿大项目资助情况一览农

经费单位
:
万元

科学部 批准项数 资助经费 课题数 合作单位数

数理 7 4 80() 36 68

化学 6 5 5 6() 4 7 67

生命 1 3 9 6以】 4 7 1 19

地学 5 3 8 0 0 2 1 57

工程与材料 7 5 1X() 3 3 8 1

信息 5 3 7 5 0 2 9 5 5

总计 4 3 3 2 6 10 2 13 4 4 7

圈 2 各个科学部每个盆大项 目平均所含课 . 橄

图 2 表明
, “

十五
”

期间
,

各个科学部每个重大项

目所含课题数在 5 个左右
。

另外
,

根据表 2 可以计算出各个科学部重大项

目中的每个课题资助经费强度
,

由于重大项目中的

课题的资助强度应该相当于重点项目的资助强度
,

因此
,

在图 3 中将二者进行了对比
。

3
.

1 项目资助强度

重大项目的资助强度是指每个项目的平均资助

经费
。

从表 2 可以计算出各个学部项目的平均资助

强度和各学部总平均强度
,

见图 1
。

图 3 表明
,

生命科学部和地学科学部的课题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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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强度要高于重点项 目的平均资助强度
,

而各个科

学部 (
“

十五
”

期间管理科学部没有启动重大项 目
,

因

此图中重点项 目数据没有包括 )的课题总平均资助

强度要低于重点项 目总平均资助强度
,

分别为重大

项 目 15 3 万元 /课题和重点项目 巧 7 万元 /项
。

如果

要提高课题的资助强度
,

应该在提高项目资助强度

的同时对项目的课题数进行必要的限制
。

3
.

3 课题承担单位的年拨软经费

“

十五
”

期间启动的 43 个重大项 目
,

包括 21 3 个

课题
,

由 4 47 个合作单位参与其中
,

项目的执行期为

3一 5 年 (计算年拨经费时执行期均为 4 年 )
,

根据表

2 中数据可以计算出每个课题包括的合作单位数和

课题承担单位的年均拨款经费
,

分别见图 4 和图 5
。

目的承担单位年均经费达到 30 万元
,

这样 4 年需要

120 万元
,

如果一个重大项目包括 5 个课题
,

每个课

题的合作单位平均为 2 个
,

这样重大项 目的资助经

费为 12 0 0 万元 ; 同样
,

如果一个项 目包括 10 个课

题
,

每个课题只有 1 个单位承担
,

其项 目经费也是

1200 万元
。

但是
,

重大项 目的科学问题应很具体
,

不应该发散
,

所设置的课题数不宜过多
。

从图 4 和图 5 可以看出
,

各科学部的重大项目

课题的合作单位数 (平均 )都小于 3 个
,

化学科学部

的每个项目课题数 ( 8 个 )虽然最多
,

但合作单位数

( 1
.

4 个 )最少
,

其每个合作单位的年拨款经费达 到

了 2 1万元
,

如果不包括联合资助 760 万元
,

其每个

合作单位的年拨款经费为 21 万元
。

由此可见
,

要提

高合作单位的年拨款经费额度
,

在提高项 目资助强

度的同时
,

同样应考虑对项目课题数每个课题的合

作单位数进行必要的限制
。

以上分析可知
,

项 目资助 强度最终要通过课题

承担单位 (即合作单位 )的年到款额来体现
。

重大项

4 建议

重大项目是针对国家急需的一些战略需要
,

侧

重支持一个科学部解决不了的学科交叉问题
,

同时

又要求较大的支持强度的项目
。

根据
“

十五
”

重大项

目的组织实施情况
,

提出以下五点建议
。

4
.

1 准确定位

基金委重大项目的定位应是以面向国家战略需

要
、

促进学科交叉为主要 目标
。

重大项 目相对于重

大研究计划
,

其科学 目标要求更具体
,

更明确
,

切忌

发散
。

学科交叉需要实质性的交叉
,

不能为了交叉

而交叉
。

4
.

2 加强集成

项目应该是由有机联系的课题组成
,

各课题所

研究的内容应有所侧重
,

但项目主持人应通过年度

交流和中期检查
,

加强集成工作 ; 同时
,

学科之间应

加强交流
,

发挥各自优势
,

取长补短
,

往往有在某一

学科解决起来很 困难的问题
,

而在其他学科往往不

是什么间题的情况
。

4
.

3 提高资助强度

提高资助强度
,

最根本的要提高合作单位年到

款额度
。

资助强度高应该是重大项 目的一种体现
,

重大项目的课题资助强度应不低于重点项 目
,

但 由

于合作单位的年到款额度不但与项目的资助强度有

关
,

更与项目的课题数和课题的合作单位数有关
,

所

以要使合作单位的研究经费有所保障
,

安心研究
,

有

必要对项目的课题数和课题的合作单位数进行一定

的限制
。

建议重大项目的资助经费为 1 200 万元左

右 ( 10 0 0一 15 00 万元 )
,

执行期为 3一5 年
,

每个项 目

所设置的课题数应少于 5 个
,

每个课题的合作单位

数不大于 2 个
,

这样就可基本保证每个重大项目中

的承担单位年均资助经费在 30 万元左右
。

4
.

4 优化管理

重大项目的审批程序复杂
,

立项到实施的时间

偏长
。

如第三批启动的重大项 目
,

从重大项 目立项

发布指南到批准实施时间长达 8一 12 个月
。

因此
,

应尽快梳理重大项 目立项和审批流程
,

减少不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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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环节以缩短重大项目从立项到审批的周期
,

提高

效率
。

4
.

5 加快信息化建设

重大项目信息系统应保证计划书提交的高效性

并为直接查询和核准重大项目的拨款信息提供支

持
。

在线填写计划书
,

项目主持人的和课题负责人

所有信息应允许改动
,

假如所填信息只由科学部的

重大项目的具体联系人审核即可
,

其提交效率将得

到提高
。

以前重大项 目的拨款基本是人工进行统

计
,

没有一个相关人员可以直接查询和核准的平台
。

目前信息中心正在试运行的计划与财务系统能够实

现拨款所有信息入库
,

这样便于统计和监督
,

相信这

个系统有助于对重大项目进行卓有成效的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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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高能中微子望远镜样机研制成功并获第一批宇宙线事例

经过历时 50 多天紧张的调试
,

由中国科学院高

能所研制的超高能中微子望远镜 ( C R T N T )第二台

样机在西藏羊八井投入试运行
,

并于 2 007 年 5 月观

测期间成功与中意合作 A R G O 全覆盖地 面探测器

实现了联合观测
,

获得第一批宇宙线事例
,

标志着用

于超高能中微子探测的宇宙线大气契伦科夫及荧光

望远镜研制的成功
。

200 7 年初第一台望远镜在西藏羊八井调试成

功
,

包括望远镜机械和姿态监控
、

紫外光收集
、

光电

转换
、

触发判选和在线数据采集
、

G P S 定时和高低压

供电等六个子系统的运行状态
、

整机联动协调
,

全部

实现了设计要求的遥控
、

异地操纵观测的功能和对

天空背景的长时间监测
,

成功地测量到星体运行留

下的清晰轨迹
。

研究人员 4 月再赴羊八井开始第二

台望远镜的调试
,

在 5 月观测期到来之前
,

完成了系

统调试任务
,

望远镜如期投入试运行
。

与此同时
,

研

究人员完成了在线数据获取软件的编写与调试
,

在

十个观测夜晚
,

加班加点
,

连续作战
,

在北京高能所

实现了第二台望远镜的全遥控试运行
,

并成功实现

了与 A R以 ) 探测器的联合观测
。

截止 5 月 23 日凌晨
,

已观测到 50 多个宇宙线

事例
,

并在 士 1 微秒的 G P S 时间窗口 内
,

与 A R G O

观测到的事例实现了符合
。

分别对 A R G O 和 C R T
-

N T 观测的事例的初步重建结果
,

事例到达方向的

符合精度达到约 3 度
,

A R G( ) 探测器记录到事例大

小在 260 个次级粒子以上
,

最大的符合观测事例超

过 2 000 个粒子
,

能量大于 10 T e V
。

观测获得的图

分别显示了一个事例分别在 C R T N T 望远镜所成的

像和其中一个通道测量到的光变曲线以及在 A R GO

探测器阵列上测量到的簇射事例形状和次级粒子到

达时间的分布和方向拟合
。

C R T N T 望远镜研制的成功
,

标志着我国年轻

的宇宙线大气契伦科夫及荧光望远镜研制队伍的成

熟
,

具备了实施超高能中微子探测这一探索性研究

的技术和人员条件
,

为超高能中微子探测研究的正

式立项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供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