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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纵横
·

立足管理前沿 推进卓越管理

—
浅谈依托单位在 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管理中的作用

何香香 张继稳 赵 健

(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 究所
,

上海 2 01 2 03)

今年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以下简称
“

基金

委
”

)发布 (关于加强依托单位对科学基金项目管理工

作的意见》
,

进一步明确了基金项目依托单位在基金

项 目管理中的组织机制和职责义务
,

对更好地发挥依

托单位的管理作用
,

强化基金项 目的管理责任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
,

确立依托单位为基金项目管理前沿的重

要作用
。

本文结合我所的基金管理
,

浅谈依托单位在

基金管理中的作用

1 重视务实的管理

基金委历来重视依托单位在管理体系中的地位

和职能
,

一直有计划地组织依托单位进行管理工作的

交流
、

对管理人员进行培训 ;各个科学部和学科更是

在 日常的管理工作中
,

直接对依托单位进行管理和指

导 ;在 2 006 年庆祝基金委成立二十周年之际
,

基金委

隆重表彰了优秀依托单位和依托单位的科学基金优

秀管理人员
,

对项目依托单位和广大基金管理人员是

很大的鼓励与鞭策
。

<关于加强依托单位对科学基金

项目管理工作的意见》的发布
,

使依托单位的管理工

作以法规文件的形式予以确定
,

明文规定
,

有章可循
。

作为科学基金项 目的依托单位
,

中国科学院上海

药物所一直重视发挥管理职能
,

所领导对基金项 目的

争取
、

执行和管理高度重视
,

设有专职基金管理工作

人员
,

管理队伍稳定
。

在项 目和经费管理上借鉴实验

室标准操作规程
,

建立可视
、

可控
、

可操作的标准操作
、

流程
。

规范的管理模式使我所科学基金项目管理工

作有很好的延续性
。

每年在基金项目申请之前
,

全所首先要召开基金

申请工作大会
,

进行广泛动员 ;此项工作已形成惯例
。

在历年召开的科学基金申请大会上
,

根据基金委发布

的《项目指南》
,

结合国家科技发展战略趋势和需求
,

所领导提出具体要求
、

部署申请工作 ;邀请基金获得

者
、

基金评审专家介绍基金申请的经验
、

基金相关规

定和申请的重点注意事项 ;基金管理人员传达基金委

年度工作会议精神
,

介绍全国科学基金申请概况
,

总

结分析本所上一年申请中的成绩和问题
,

对申请工作

的细节提出要求
,

对容易出错和概念模糊的方面予以

解释指导
,

尤其强调申请书的撰写质量和
“

细节决定

成败
”

的理念
。

在基金项目申请过程中
,

管理部门对拟 申请项目

信息的真实性
、

考核指标的合理性进行严格审查
。

科

研人员自觉遵守基金委的规定
,

积极配合管理部门按

时
、

规范地完成申请工作
。

由于组织工作充分
、

有序
,

我所每年申请的基金项 目数量
、

获准数节节攀升
,

在

基金委对项目形式审查中没有因管理问题而造成项

目初筛落选
。

2 001 一 2 006 年期间
,

我所具有申请资格

的研究人员为 100 一 140 人
,

此期间共获基金资助项

目 10 1 项 ;获资助数一直名列基金 委有关学科的首

位
,

居于上海地 区研究所的前列 ( 2 0 0 2
、

2 00 5
、

2 0 0 6 年

居首位
,

2 0 0 3
、
2 0 0 4 年为第二名 )

。

作为管理部门
,

我们着力加强项 目执行的过程管

理
,

及时了解项 目的执行情况
,

科研人员也及时向管理

部门反映项目出现的问题
,

及时共同协商
、

制定解决方

案
。

我们要求项目各阶段必须完全按照任务书的年度

计划
、

考核指标完成
,

并对其逐一审核
。

这些管理手段

促使科研人员能及时反映问题
,

尽早解决问题
。

对结题的基金项 目
,

管理部门提前半年告知项 目

负责人
,

对项 目的研究内容
、

研究成果和经费使用等

情况进行预检
、

自查
,

为结题工作做好准备
,

保证基金

项 目顺利结题
。

2 基于服务的管理

服务于科研和服务于科学家是依托单位基金管

理工作的重点
,

在项目从申请到结题的每项内容
、

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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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环节中都努力体现这一理念
。

项目申请时
,

我们在单位内部网站上提供有关申

请工作的学习文件
、

撰写格式
、

预算要求
、

通用信息
、

协议范本
、

时间节点
、

注意事项等
,

供科研人员学 习
、

下载
,

方便科研人员的使用和参考
。

同时
,

对申请书
、

申请事项的具体细节进行个性化指导和解释
。

如
,

申

请书使用方法
、

申请书正文要求
、

计划考核指标等
。

对于重点内容
、

容易产生错误的部分加以重点提醒
。

在做项目经费预算中
,

根据上一年度科研经费支出的

情况和比例
,

结合学科特点和项 目的需求
,

为申请者

提供预算的参考和建议
。

采用一些确保真实性的技

术手段
,

方便了合作单位或合作人员的签名
、

盖章
。

通过每年对新老基金项目申请者的培训
,

我所科研人

员填写申请书的质量越来越高
。

我所对基金的档案管理十分重视
,

管理部门有序

地保存着各个项目
、

各个阶段的书面材料和电子文档
,

为科研人员查询和参考及项目管理工作提供了方便
。

随着基金委数字化管理进程的加快和管理系统的不断

升级
,

管理人员良好的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在帮助
、

指导科研人员进行操作应用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

申请书通信评议工作是基金工作中的一项重要

工作
,

我所的科研人员每年都要接受和承担数量较大

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书的通信评议任务
。

对此
,

我们向评议专家们宣传评议工作的重要性和严肃性
,

鼓励他们努力完成评议任务
,

积极配合基金委的评议

工作
。

被指定的科研人员因故无法评议时
,

管理人员

在征得基金委的同意后会尽量安排其他有资格的科

研人员进行评议
,

没有发生一例退评项 目申请书
。

同

时
,

督促科研人员按时完成评议工作
。

对完成评议工

作有特殊困难的科研人员
,

管理人员则按照科研人员

的评议结果
,

协助完成填写和递交工作
。

另外
,

结合

我所的职称晋升工作
,

每年主动向基金委推荐符合要

求的评议专家
,

以充实基金委评议专家队伍
。

我所先

后为基金委推荐评议专家 82 人次
,

同时建议取消我

所因为退休和 出国等人员的评议资格 24 人次
,

更正

专家信息 2 人次
,

我所现有科学基金评议专家 61 人
。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工作报告
”

是基金委全

面
、

综合地了解依托单位项 目执行和管理情况
、

听取

意见和建议的一个 良好举措
。

我们高度重视报告作

用
,

认真汇报
、

真实反映
、

积极建议
。

在撰 写报告之

前
,

管理人员向科研人员广泛征求意见和建议
,

对科

研人员的反馈信息加以汇总整理
。

可喜的是
,

基金委

对来自依托单位的意见和建议十分重视
,

真正听取意

见
、

尽力采纳建议
,

认真安排落实
,

提高科学基金管理

工作质量
。

我们多次向基金委咨询
、

反映管理中的疑

问和问题
,

并提出加以完善的建议
。

例如
,

我们曾建

议修改《面上项目管理办法》若干条款
,

以避免因歧义

而发生申请形式的差错 ;曾建议将《基金申请书》的负

责人签名修改为只设一处
,

以简化程序
,

同时避免漏

签而造成形式审查不合格
。

相关建议得到基金委的

认可和采纳
,

增添了我们依托单位的基金管理工作者

参与科学基金管理的信心
。

3 遵规守纪的管理

我所认真执行基金委的各项规定
,

科研人员积极

配合管理部门按时报送各种报表和报告
。

所里要求

报送的报表和报告内容真实
、

形式规范
,

力求达到科

学
、

美观
。

管理部门对每份拟报送的报表和报告进行

反复审核
,

严格把关
,

绝不允许有虚假不实的现象发

生
。

多年来我所没有发生报送材料形式审查的错误
,

也未发生迟报
、

漏报事件
,

及时上报率为 1 00 %
。

我们在基金项目申请
、

执行中加大宣传基金委

颁布的关于处理
“

学术不端行为的办法
” 。

利用研究

所 网络管理平台调用人事和财务的信息
,

对项 目各

个环节进行认真核对
,

使科研人员从意识到操作上

能自觉地遵守规定
,

从而杜绝不 良行为的发生
。

所领导对科学基金经费的管理 高度重视
,

管理

职责明确
,

并以所长主管
、

副所长协管
、

科研处和财

务处联合监管的模式进行经费管理
。

所领导经常了

解并协调解决经费管理中出现 的问题 ;科研和财务

管理部门紧密配合
,

加大经费的监管力度
。

我所坚

持执行专款专用制度
,

财务部门经常进行经费政策

的辅导和经费使用的指导
,

实时监控督促
、

及时反馈

提醒经费使用情况
,

会同科研处对经费使用不合理

的现象及时进行警示和纠正
。

我所与外单位合作项

目的经费分配在计划书中给予明确
,

外拨经费或接

受经费严格按任务书执行
。

对在项目执行中临时增

加的合作单位
,

必须另签合作协议
,

严格按协议的规

定外拨或接受经费
。

有协议的外拨款项须根据经费

额度的大小由各级领导签署或会签
。

在对合作项 目

决算时
,

要求合作方提交本单位财务系统的电子账

目
。

这些措施大大提高了科学基金经费决算的真实

性和准 确性
,

也为审计工作 提供了方便
。

2 0 0 5 年

底
,

基金委在对我所的基金项 目经费审计结论 中充

分肯定了我所的管理模式和成绩
。

4 追求完善的管理

提高管理水平
、

创新管理手段
、

尊重科学家
、

服

务科学家
,

这始终是基金委努力倡导的管理理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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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管理部门
,

首先
,

我们注重认真学 习和深入

理解国家以及基金委的有关法规条例和文件
,

积极

参加交流和培训
,

不断了解科学基金管理新的信息
,

学习其他依托单位的先进管理经验 ;其次
,

针对实际

工作中的疑 问或困难
,

我们及时向基金委的有关部

「1咨询和沟通
,

以得到权威
、

正确的指导
,

这对我们

管理人员的政策水平
、

思想意识
、

管理能力和操作技

能的提高都有帮助
,

也间接地强化了基层科研人员

的素质
。

基金委提出的卓越管理的工作理念得到了

广大依托单位的赞同
,

基金委的工作作风得到基层

单位的信赖
,

提升了依托单位基金管理人员积极参

与基金管理的热情
。

我们愿意把工作中存在的问

题
、

困难及时向基金委反映
。

如
,

我们将对目前科学

基金经费审计工作中遇到的新情况及时予以总结提

交给基金委
,

并经常向基金委提出关于管理和信息

化方面的建议
,

使得基金委的管理和依托单位的管

理能很好地衔接
,

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

数字化管理系统难以做到面面俱到
、

事事无漏
、

满足各方位的需求
。

基金委信息系统在重要管理环

节上建立了很好的体系
,

为了充分发挥此系统的管

理功能
,

围绕着项目和经费管理过程
,

围绕着项目和

经费这两个方面的管理过程
,

我所建立了一系列小

型管理数据库
,

对基金委信息管理系统起到补充
、

衔

接和完善作用
。

这些程序小巧灵活
,

使基金项 目基

础信息得到有序储存
、

有效管理
,

具有快速
、

便捷
、

实

用的特点
,

大大提高了基金项目日常管理的工作效

率
,

减轻工作强度
,

避免差错产生
,

深化了基金项 目

的科研管理工作
。

这些程序的最大特点是 自己编自

己用
,

随时可根据自己在实际使用中的需要不断增

加功能和完善设计
。

相信通过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
、

(关于加

强依托单位对科学基金项 目管理 工作的意见 ) 的学

习和体验
,

依托单位对科学基金项 目的管理理念将

更加深化
,

管理水平将逐步提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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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家发现新的炎症治疗靶点

20 0 7 年 7 月 16 日
,

国际著名学术期刊怕 然
·

免疫》网

络版在线发表了中国科学家关于炎症治疗的最新研究成果
。

这项发现揭示了生物体内调节炎症反应的新机制
,

并为抗炎

药物的研发提供了新靶点
。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

学研究所耿建国研究组经长期研究后发现
:

在机体炎症反应

中
,

PGS L
一

l 蛋白和 N af l 蛋白的相互结合在白细胞的活化中

起重要作用
,

特异性阻断二者的结合能抑制白细胞活化
,

从

而显著抑制炎症反应
。

炎症反应是机体保护自身的正常防御反应
,

但过度的炎

症反应对机体是有害的
,

会伤害机体自身的组织
,

严重时甚

至会导致多器官衰竭
,

危及生命
。

化脓性脑膜炎
、

急性呼吸

窘迫症
、

全身炎症反应综合症
、

风湿性关节炎和系统性红斑

狼疮等炎症性疾病严重影响了人们的身体健康
。

科学界以往的研究表明
,

白细胞在炎症反应中起重要作

用
,

炎症过程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白细胞活化后粘附并穿越

血管内皮细胞
,

向炎症部位渗出
,

发挥吞噬和杀伤等作用
。

因此
,

研究炎症反应中调节白细胞活化的机制将有助于预防

和治疗炎症性疾病
。

耿建国研究组的研究发现
,

机体发生炎症反应时
,

PGS L

1 蛋白可以通过 N af l 蛋 白传递活化信号
,

造成白细胞的活

化
。

进一步的动物模型研究发现
,

阻断 P sG L
一

1 与 N af l 的结

合
,

可以显著抑制活化的白细胞在内皮细胞上的私附
,

进而

减弱白细胞向炎症部位的渗出
,

抑制炎症反应
。

此项研究成

果已申请专利
。

该项工作得到科技部
“
973

”

计划和
“
8 63

”

计划
、

国家 自然

科学基金委员会
、

中国科学院以及上海市科委的资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