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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荃金纵横
·

提高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评议质量

和公正性的几点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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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0 0 8 5)

引言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以下简称科学基金 )面上项

目是科学基金资助结构中的重要项目类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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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平衡发展
、

稳定和培养科

技人才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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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97 3
”

项 目的重要源头之

一
,

是科学基金制成功的基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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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评议专家数量有限的情况下
,

如何不断改进

面上项目的评议质量
,

保证面上项 目评审的科学性

和公正性
,

是科学基金管理 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

近年来
,

生命科学部针对专家库中专家数量有待增

加
、

部分专家信息尚需核准
、

面上项目部分同行评议

意见笼统
、

评审组评议时专家掌握的信息不对称等

问题
,

在以下几个方面开展了一些工作
,

以期不断改

进面上项目评议工作的质量
,

保证项目评议的科学

性和公正性
。

1 不断扩充
、

完善专家库
,

认真选准同行评

议专家

在科学基金面 上项 目 申请数量不断增加 (表

l)
,

每个同行评议专家评议申请项 目数有一 定限制

的情况下
,

不断扩大和完善专家库是做好同行评议

工作的基础
。

在同行评议过程中
,

选准 同行评议专

家是保证面上项目同行评议科学性的关键
。

生命科

学部各学科通过不同方式扩充和完善专家库
,

专家

库中专家数量近年来不断增加
。

各学科对专家库中

专家的信息进行补充
、

整理和规范
,

核准每位专家的

熟悉领域
、

电子邮件信息等
,

这些基础工作为选准同

行专家
、

高效地开展同行评议做好了准备
。

2 0 06 年

科学部首次统计了评议专家对评议项 目的熟悉程

度
,

结果表明
:
在面上项目 78 5 88 份专家评议意见

中
,

专家对评议项 目熟悉的占 54
.

62 %
,

比较熟悉占

4 1
.

3 2 %
,

不太熟悉占 4
.

0 6 %
,

即约 9 6 % 的评议意见

是专家对评议项 目熟悉或比较熟悉的
,

说明近年来

在申请数量不断增加
,

评议工作量增大的情况下
,

生

命科学部各学科认真选择同行评议专家
,

为保证同

行评议工作的准确性和科学性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

表 1 2 0 0 4
、

2 0 05 年生命科学郎面上项目申请橄
、

专家库专家橄
、

评议专家橄

年度 面上项 目申请数 专家库专家数 评议专家数

1 6 6 5 8

2 1 4 12

2 5 2 2 4

2 4 0 3 6

2 8 7 6 1

30 3 2 1

2 修改和完善同行评议指标
,

明确评议的具

体要求
,

不断提高评议质 t

同行评议指标体系是影响同行评议科学性和评

议质量的重要方面
。

生命科学部根据面上项目申请

数量大
、

申请项目数不断增加的具体情况
,

结合已有

的评议指标体系和 网上同行评议的要求
,

参照申请

书的结构和内容
,

适当合并了生命科学部过去采用

的同行评议指标
,

合理细化了计划局统一规定的同

行评议指标
,

提出了生命科学部面上项 目同行评议

指标和评议表格形式
。

在 2 0 03 年
、

2 0 0 4 年对 同行

评议指标体系进行整合和修改的基础上
,

针对部分

评议意见笼统
、

简单的情况
,

2 0 0 5 年生命科学部对

同行评议指标体系又进行了完善
,

在对项目的文字

评议意见中明确指出
“

请同行专家按同行评议要点

写出详细
、

明确
、

有价值的评议意见
,

说明同意
、

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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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资助的理由
,

一般不少于 1 0 0 字
” ,

以使同行评议

意见更加明确
、

具体
。

生命科学部面上项目同行评议指标体系中综合

了可以赋予一定权重的重要评议指标 (科学意义或

应用前景
、

学术思想的创新性
、

项目的研究内容
、

总

体研究方案
、

项 目组的研究能力 )
、

具体的文字评议

意见
、

综合评价 (优
、

良
、

中
、

差 )和资助意见 (优先资

助
、

可资助
、

不予资助 )
。

评议人对自己评议项目内

容的熟悉程度也须做出选择 (熟悉
、

比较熟悉
、

不太

熟悉 )
。

表 2 展示了在修改
、

完善同行评议指标
、

明

确评议的具体要求后
,

近年来生命科学部面上项目

同行评议意见的情况
。

农 2 200 4一 200 ` 年生命科学部面上项目同行评议意见情况

年度
同行评 议 文宇评议意见少于 50 文字评议意见少于 100 综合评价优而不予 所评项 目综合评价 所评项目资助意见

总份数 字评议份数 /比例% 字评议份数 /比例% 资助的评议份数 完全相同的专家数 完全相同专家数

咤曰几̀,矛月岭OD,
.

口.几
60
碑ù、曰11内J舟弓à

J.二Qù凡j,矛
.

rJOJ
` .1. .几.17 8 2 0 1

8 4 7 0 2

8 5 1 7 6

6 4 9 2 / 8
.

3

2 3 3 2 / 2
.

7 5

19 4 9 / 2
.

2 9

19 3 4 4 / 24
.

7 3

1 1 5 4 7 / 1 3
.

6 3

10 5 0 7八2 3 4

从近年来同行评议意见的分析比较可以看出
,

评议意见写得不够详细
、

具体
、

文字评议意见字数少

于 50 字和少于 10 0 字的评议意见所占比例逐年下

降
。

评议意见写得不够认真
、

不够客观的评议整体

也有所下降 ;这些情况表明
,

通过修改和完善同行评

议指标
,

明确评议的具体要求
,

在同行专家和管理人

员的共同努力下
,

专家评议的认真程度逐年提高
,

同

行评议工作的质量逐年改进
。

3 申请
、

评议材料向评审组专家公开
,

规范

评审和投票程序
,

以做到透明
、

公正

在完善同行评议的基础上
,

2 0 06 年科学部对专

家组评审进行了规范
。

科学部各学科为评审组专家

准备了规范统一的会议材料
,

包括工作手册
、

项目一

览表
、

纸质的项目审批意见表等
。

工作手册内容有
:

各学科 2 0 0 6 年项目受理
、

评审
、

资助计划 (含资助项

数和资助经费 )工作报告
,

2 0 07 年各个学科项 目指

南 (初稿 )等
。

项 目一 览表中对建议资助项 目
,

学科

给出了建议资助金额
。

各学科将建议资助项 目和预

备项目纸质的项目审批意见表 (含同行专家意见和

学科综合意见 )装订成册
,

提供给评审组内每一位专

家
。

评审会上各学科通过电子方式 (光盘或网络连

接 )向评审组专家提供建议审议项目的申请书内容
,

以使每一位评审组专家对本学科建议审议项目申请

书内容
、

同行评议结果
、

学科推荐意见等信息有全面

的了解
,

避免了过去只有主审专家了解评审项目全

部信息
、

而其他专家对评审项目信息了解不全面的

情况
,

克服了过去由于评审组专家掌握信息不对称

而造成的个别项目评审不够公正等向题
,

维护了科

学基金评审的公开性和公正性
。

另外
,

部分学科还

将本学科资助的在研项目和已结题项目的总结
、

发

表论文
、

培养人才等项目完成情况的材料提供给学

科评审组专家
,

以便专家在评审项目时参考
,

这样也

有利于研究进展 良好的项目获得连续资助
。

另外
,

针对在专家评审组会议上科学部内不同学科对建议

审议项目讨论投票方法的差异
,

科学部在征求学科

意见的基础上
,

提出了统一的要求
,

以规范评审程

序
,

维护科学基金评审的公正性
。

提高科学基金项目评议的科学性
、

公正性是提

高科学基金资助效益的基础
。

科学基金管理工作是

一个需要不断完善的过程
,

在现有的管理体系下
,

如

何使科学基金管理符合科学研究本身的规律
,

如何

在现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科学基金管理的质量
,

实现科学基金卓越管理的目标
,

还需要科学基金管

理工作者进一步探索和努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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