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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纵横
·

浅析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对我所基础科研

的显著促进作用

王 家平 姚 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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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海 2 0 0031 )

19 9 4 年春天
,

我国国家层 面上第一个面向 45

岁以下优秀青年科技工作者的专项科学基金—“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

(以下简称
“

杰出青年基

金
”

)设立
,

当年首批 49 人获得了该项基金的资助
。

截止到 2 0 0 6 年底
,

杰出青年基金累计资助 1 6 4 9 人
,

资助经费达 17 8 49 万元
。

从各种渠道来源的信息显示
,

该项基金资助效

果相当显著
。

本文拟以我所为例
,

回顾杰出青年基

金对我所科研工作等方面的积极促进作用
。

1 杰出青年基金为我所造就了一批优秀的

中青年学术带头人

我所自 19 94 一 2 006 年的 13 年间
,

总计有 18 人

获得杰出青年基金资助
,

资助领域主要集中在
“

生物

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

和
“

细胞生物学
”

两个学科
。

尽

管学科面相对较窄
,

但是
,

在杰出青年基金的资助

下
,

18 位获资助者经过 3一 5 年的艰苦努力
,

不但都

出色地完成了资助项 目预定的研究任务
,

而且
,

将各

自领域基础研究创新工作不断推向深入
,

为我国的

基础研究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
。

同时
,

伴随着杰

出青年基金的支持
,

他们不断积累
,

研究不断深入
,

基础不断夯实
,

从而
,

在国家层面其他科技项 目的竞

争中也脱颖而出
,

逐步成为优秀的学术带头人
。

数

据显示
, “

十五
”

以来我所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中有

巧 人获得了国家
“
973

”

项 目资助
,

9 人获得 国家
“
8 6 3

”

专题课题的资助
,

9 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重点项目的资助
,

9 人获得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

程重要方向项 目的资助
,

10 人获得上海市重大 /重

点项目的资助 (详见表 l )
。

在 18 位获资助者中
,

有

一位在杰出青年基金项目结题当年
,

由于在
“
G 蛋白

偶联受体介导的细胞信号转导和细胞信号转导通路

间的相互作用
”

研究方面取得突出贡献
,

当选为中国

科学院院士
。

到 2007 年 8 月为止
,

有 3 位获得者均

在出色完成杰 出青年基金资助项 目后分别成为

2 002 年度国家
“
973

”

项 目
“

炎症的细胞信号转导网

络及其调控机制
” 、

2 00 5 年度国家
“
973

”

项目
“

肿瘤

和神经系统疾病的表观遗传机制
”

和 2 006 年度国家
“
9 7 3

”

项目
“
2 型糖尿病发生发展的分子机制研究

”

的首席科学家
。

在 18 位获资助者中
,

目前在任的中

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院院级领导 2 位
,

所级领导

2 位
,

国家重点实验室正副主任 4 位
,

中国科学院重

点实验室正副主任 2 位
,

他们均成长为我所乃至国

内各学科领域的优秀学术带头人
。

表 1
“

十五
”
以来我所杰出青年墓金获得者承担皿要项目情况

项目编号

承担者

十五以来主持的重要项目
`

86 3

专题课题

N S F C

重点项目

中科院

方向项 目
上海市

项目

3 9 4 2 5 0 0 5李伯良

3 9 5 2 5 0 0 5李林

3 9 6 2 5 0 1 5裴钢

3 9 6 2 5 0 1 3宋建国

3 9 6 2 5 0 0 9 陈江野

3 9 8 2 5 10 7廖侃

3 9 8 2 5 11 5 吴家睿

印 10 4 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

0C 1 0 4 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

0C 1 09 细胞信号转导

0C 10 9细胞生长与调节

0C 10 4 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

CD 1 0 9脂肪细胞的分化诱导机制

CD 1 0 9细胞生长和衰老的分子机制

2 0 0 2 课题主持

2 0 0 2 项目首席

2 0 0 5 项目首席

2 0 0 2课题参加

2 0 0 4 重大

200 2 重大

2 0 0 3 重大

2 0 0 5

2 0 0 4

2 0 0 2课题主持

2 0 0 6 项目首席

本文于 2 0 0 7年 8月 16 日收到
.

DOI : 10. 16262 /j . cnki . 1000 -8217. 2007. 06. 016



3 7 2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2 0 0 7年

(续表 )

项目编号

承担者

十五以来主持的重要项 目
’

8 6 3

专题课题

N S F C

重点项目

中科院
方向项目

上海市

项目

3 9 9 2 5 0 1 5耿建国

30 0 2 50 2 1朱学良

30 12 50 1 1丁建平

30 12 50 2 7徐国良

30 12 50 10周金秋

30 2 2 50 13 王深

30 32 50 18孙兵

30 32 50 2 4 鲍岚

30 4 2 50 2 1曾嵘

30 52 50 4 1周嘉伟

30 6 2 5 0 14康 Lj 红

0c 10 9细胞粘连分子

印 10 9细胞周期

C0 10 4结构生物学

C0 10 9细胞生物学

DC IO 4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

DC 1 0 4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

0c 30 2 0 5分子免疫学

C0 10 6 0 2细胞神经生物学

C0 1 0 4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

C0 1 0 60 2细胞神经生物学

C0 1 0 9细胞生物学

20 0 2课题主持

200 5课题主持

20 0 3课题主持

20 05 课题主持

20 0 5课题参加

加 02课题参加

20 0 3课题主持

20 0 2

2 0 0 4

2 0 0 2

2 0 0 5

2 0 0 4重点

200 4重点

2 0 0 4重大

2 0 0 4重点

2 0 0 4重大

20 02课题主持

20 0 6课题主持

2 0 0 2

2 0 0 1

2 0 0 4重大

2 0 0 4重大

二
注

:

除国家
“
9 73

”

项目以外
,

表中只列出作为主持人的项目
,

不包括参加的项目 ;另外
,

多次获得同类项目资助的
,

只列出首次获得项目的

年份

2 杰出青年基金加速了我所研究团队的建

设
,

促进了各类创新研究群体的成长

伴随着杰出青年基金资助项目实施的深入
,

我

所优秀的青年学术带头人不断涌现
,

由于我所学科

领域较窄
,

如果单兵作战往往引起学科内部优秀人

才的过度竞争
,

不利于发挥他们作为优秀学术带头

人的研究实力
。

所幸的是
,

为稳定地支持基础科学

的前沿研究
,

培养和造就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和群

体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于 2 000 年适时设立创

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
,

旨在资助国内以优秀科学家

为学术带头人
、

中青年科学家为骨干的研究群体
,

围

绕某一重要研究方向在国内进行基础研究和应用基

础研究
。

我所 18 位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在长期合

作的基础上
,

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若干个不同研究群

体
,

并分别于 2 000 年
、

2 00 4 年和 2 00 5 年获得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的资助 (见表

2)
。

目前 3 个获资助的群体项 目进展情况良好
,

如

20 00 年获得资助的
“

细胞信号转导及反馈调控
”

创

新群体项目已于 2 00 6 年通过第二次滚动资助评审
,

顺利进入第三阶段 ; 2 004 年和 2 0 05 年获得的创新

群体资助项 目的群体也取得许多重要成果
,

充分显

示出各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通过团队合作所产生的

强大科研实力
。

同时
,

在 2 005 年度由中国科学院所

设立的海外创新团队资助项目中
,

我所主要由杰出

青年基金获得者所组成的创新团队在首批项目申报

中即获得资助 (见表 2)
,

并且在 2 0 07 年度的中期评

估中
,

无论是在团队管理还是在团队学术水平方面

均得到评审专家的高度评价
。

除此之外
,

在我所所

获得的其他团队性资助项目中
,

如
:
国家重点实验室

资助项 目和上海市交叉创新团队项 目中
,

均会发现

活跃着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的身影
。

表 2 我所主要创新研究团队情况

创新群体名称
创新群体

项目编号

群体带头
人杰出青
年编号

群体骨干
总人数

群体骨干
中杰出青

年人数

创新研究群体

科学基金

3 0 0 2 10 0 3

3 0 4 2 1 0 0 5

3 0 5 2 1 0 0 5

3 9 6 2 5 0 1 5

3 0 0 2 5 0 2 1

3 9 5 2 5 0 0 5

中科院海外

创新团队 52 0 0 5
一

3
3 00 2 5 0 2 1 7

3 杰出青年基金提升了我所整体科研水平
,

为稳定我所的基础研究队伍起到积极作用

由于杰出青年基金的资助与培养所形成的科研

竞争力
,

使得我所吸引留学回国的优秀青年学者均

能在科研思路上着眼长远
,

在基础研究领域的前沿

孜孜以求
,

不断创新
。

我所作为国内知名的基础生

物科学研究所之一
,

发表高质量论文是最主要的成

果形式
。

近几年来
,

杰出青年基 金获得者发表论文

的数量和质量都非常突出
。

(见图 1 )
。

图 1 20 01 一 20 06 年全所科研人员及杰出

青年墓金获得者发表 IF > 4 的

SC I 期刊论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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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
,

在 2001 一 2 006 年间
,

我所共发表 S CI

期刊论文 1093 篇
,

累计影响因子为 3 0 7 8
,

其中杰出

青年基金获得者共发表 20 7 篇
,

累计影响因子为

15 88
,

从论文数量上看
,

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发表论

文数只占全所的 19 %
,

但从累计影响因子来看
,

杰

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发表论文累计影响因子占全所的

52 %
,

进一步说明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所取得的主

要为高水平研究成果
。

更重要的是
,

如果将 2 001 一

200 6 年间我所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与非杰出基金

获得者的论文篇均影响因子进行比较
,

更能发现
,

杰

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在篇均影响因子方面远远高于非

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见图 2)
,

他们逐渐成为我所

高水平成果产出的主要力量
。

而且
,

近年来杰出青

年基金获得者所发表论文质量逐年提升
,

更具有说

服力的数据是
,

2 0 01 一 2 006 年来
,

杰出青年基金获

得者在 IF > 10 的 S C I期刊上发表论文占全所 28 篇

中的 2 2 篇
,

这些国际一流期刊包括 叙 z
、

M dl Q “
、

山
n ce r

a l l
、

N改t u er
、

N巨t 加介d
、

N d t a l l B i o l
、

N泛t

eG
n e t

、

Na
t I m m u n o l

、

Na
t S t r u c t M乙1 B i o l

、

J Q l l

iB of
、

E倒rB O J 和 p ocr Na lt A ca d cS i 等
。

因此
,

从篇

均影响因子来看
,

杰出青年获得者每年发表论文的

篇均影响因子均明显超过全所论文的篇均影响因

子
,

并且在近几年来也有逐年增高的趋势 (见图 2 )
。

由此可见
,

在高水平科研成果发表上
,

杰出青年基金

获得者占更高比例
。

同时
,

这些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

也使得我所科研人员加强了国际间的科研合作与交

流
,

不断在国际一流学术会议上展露身姿
,

高水平的

研究成果越来越多被国际同行所接受
,

从而使得我

所的基础研究在国际上的地位也得到不断提升
。

图 2 20 01 一 200 ` 年全所科研人员
、

非杰出青年

墓金获得者及杰出青年墓金获得者发表 sc l 期刊

论文篇均 妞的情况

总之
,

经过十多年的成功实践
,

国家杰出青年科

学基金已经成为一个得到国内科学界高度评价并产

生了广泛影响的品牌
,

在鼓舞海内外优秀青年学者为

祖国科技事业献身
,

稳定国内基础研究队伍
,

吸引海

外留学人员回国服务
,

培养和造就活跃在世界科学前

沿的优秀学科带头人
、

培育优秀创新研究群体以及提

升我国基础研究整体水平等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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