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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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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0 0 3一 20 0 7 年新疆承担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情况

1
.

1 项 目数 t 与项目经费

表 1 2 003 一 2 007 年新祖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与经费

年份 (年 ) 项 目 (项 ) 经费 (万元 )

8 2 6

12 6 8

16 6 4
.

6 2

2 13 0

3 2 4 4
.

8

9 13 3
.

4 2

ǎ日R一OJ门I八J,廿
J任ùód内bQLJ连O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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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0 3

2 0 0 4

2 0 0 5

2 0 0 6

2 0 0 7

合计

1
.

2 项 目研究单位分布

表 2 2 0 03一 2 0 0 7 年新孤各有关单位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数 , 情况 单位
:

项

2 00 3年 2 0 0 4年 20 0 5年 2 0 0 6年 20 0 7年 合计

2 2 5

gJ内91目n合
ē
h7

.

泥任Q自Q曰O口一了119曰,口7.C曰9口勺乙5
ù
11OJ59éēj月1J1, 1区属高校

区属科研 院所

中央驻疆科研院所

兵团高校
、

科研院所

3 3

4

1 2

9

表 3 2 0 0 3一 2 0 07 年新获各有关单位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经费情况 单位
:

万元

研究单位 20 0 3 年 2 0 0 4 年 2 0 0 5 年 2 0 0 6 年 2 0 0 7 年 合计

区属高校

区属科研院所

中央驻疆科研院所

兵 团高校
、

科研院所

4 8 7

1 1 7

54

1 68

7 0 2

7 3

3 2 2

1 7 1

8 6 3

1 1 1

4 0 7

2 8 3

1 3 1 3

1 3 9

4 3 2

2 4 6

13 4 6

2 2 7

1 16 2

5 10

4 7 1 1
.

2 2

6 67

23 77
.

2

13 78

1
.

3 项 目科学部分布

图 1 2 0 0 3一 2 0 07 年年度新班承担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数 t 按科学部 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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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4项目类型

表 42 0 0 3一2 07 0年新获承担的国家自然科学鑫金项目类型

2 0 0 3年 2 4 0 0年 2 005 年 2 00 6年 2 0 07 年 合计

项 目类型 数量

(项 )

经费

(万元 )

数量

(项 )

经费

(万元 )

数量

(项 )

经费 数量

(项 )

经费

(万元 )

数量

(项 )

经费 数量

(项 )

经费

面上项 目

重大项 目

重点项 目

杰 青

7 1 6

11 0

5 2 1 8 8 6 67

(万元 )

1 4 64
.

2 62 1 301 4 1

(万元 )

2 8 64
.

8 39 1

(万元 )

84 4 3
.

42

1 1 0

1 0 0 1 1 80

2 1 0 0 1 0 0

2 80

30 0

1
.

5 S CI论文

表 5 2 0 05一2 07 0年新孤 (第一作者单位 )被 S CI收录的科技论文统计情况

年份 2 05 0年 2 0 0 6年 2 0 07 年

S CI论文数 (篇 )1 05 1 32 15 3

1
.

6发明专利

表 2 0 60 3一2 07 0年新孤发明专利受理与授权情况

年份
2 0 0 3年 2 4 0 0年 2 0 05 年 2 0 0 6年 2 0 07 年 合计

授权 授权

发明专利 (项 )

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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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效支持 推动新疆基础研究持续健康发展—
近 5年新疆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情况统计分析

1
.

7 R & D经费及基础研究经费

表 7 2 003一 2 070 年新班 R & D经费支出与基础研究经费

年份 R 邑 D经费支出 (万元 ) 基础研究 (万元 ) 基础研究 / R & D经费 ( % )
R & D/ G D P ( % )

新孤 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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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0 4 年
2 00 5 年
2 00 6 年

2 0 0 7 年

3 7 9 5 7

6 0 13 4
.

8

6 4 0 9 1

8 4 76 4

1 0 0 1 74
.

4

3 2 2 3

3 5 2 1
.

4

4 1 8 3

5 6 6 4

9 3 0 9
.

4

3 l

2 3

3 4

4 2

4 9

注
:

表 6一 7 中全 国的数据来自《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 ;
新获的数据来自《新疆统计年鉴 》

。

1
.

8 项目经费与国家财政预算计划投入科学基金经费

表 8 2 0 0 5一 2 0 07 年国家财政预算计划投入科学墓金经费与新弧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经费情况

2 0 0 5 年

国家财政预算计划投人科学基金 经费 (亿元 )

国家财政预算计划投人科学基金的经费比上年增长 ( % )

新疆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经费 (亿元 )

新疆获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经费比上年增长 ( % )

新孤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经费占国家财政预算投人 自然科学基金 比例 ( % )

2 7

2 0

0
.

1 6 6 4 6 2

3 1 2

0
.

6 1

2 0 0 6 年

3 4

2 5
.

9

0
.

2 1 3 0

2 7
.

9

0
.

6 2

2 00 7 年

4 3

2 0

0
.

3 2 44 8

5 2
.

3

0
.

7 5

2 新疆基础研究发展现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是启动最早
、

力度最大且持

续最长支持新疆 的基础研究经费
,

是新疆 目前进行

基础研究的主要资金来源渠道
。

长期稳定 的支持
,

特别是近 5 年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地方基础研究

支持力度的增强
,

使新疆 的基础研究进入到一个重

要的跃升期
:

取得 了一批具有创新性和应用前景 的

研究成果
,

培养和凝聚 了一支较高素质的科学研究

队伍
,

成就 了一批优秀青年科技骨干
,

形成了一批具

有特色和优势的学科与基础研究基地
。

2
.

1 基础研究整体实力不断增强

( 1) 从基础研究的发展速度看
。

近五年来
,

新

疆基础研究经费快速增长
,

2 0 0 3一 2 0 0 7 年新疆获得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资助的经费 9 1 33
.

42 万元
,

是前 14 年项 目经费总和的 2
.

78 倍
,

项 目数量是 39 7

项
,

是前 14 年的项 目数量之和的 1
.

13 倍
;
基础研究

产出 日益丰富
,

2 0 0 5一 2 0 0 7 年
,

新疆境 内科研人 员

作为第一作者在 SCI 收录期刊上发表论文共计 50 7

篇
,

其 中
,

2 0 0 7 年发表的 S C I 论文数量是前两年 S C I

论文数量之和
,

近五年 申请发 明专利 1 7 0 3 件
,

授权

4 3 5 件
。

持续进步是新疆基础研究在近 5 年发展中

的主旋律
,

无论是从争取到国家基础研究投入的角

度还是从基础研究产出的角度来衡量新疆基础研究

发展 的速度
,

都能够揭示 出一个不争 的事实—
新

疆的基础研究在加速发展
。

(2 ) 从参与国家基础研究 的竞争力看
。

近 5 年

来
,

新疆获得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 目资助 2 项
、

重点项 目 2 项
,

完成 国家
“

97 3 ”

计划项 目 2 项
,

其中

2 0 0 6 年验收的
“
97 3 ”

计划项 目
“

中国西部中亚型造

山与成矿
”

完成情况评价为优秀
,

2 0 0 7 年组织申报

的国家
“
9 7 3 ”

计划项 目
“

中亚造 山带大陆动力学过程

与成矿作用
”

获批准立项实施
,

2 0 0 8 年组织 申报了
“
9 7 3”

计划
“
重要科学前沿领域

”

项 目
“
干旱区盐碱土

碳过程与全球变化
” ,

基于新疆荒漠
一
绿洲碳循环基

础研究进展
,

新疆首次问鼎科学前沿
,

该项 目已获国

家批准立项
。

就全 国而言
,

新疆基础研究整体实力

较为薄弱
,

在国内处于弱势
, “

2 1 1
”
工 程重 点大学仅

有 2 家
,

中央驻疆科研院所 3 家
,

区属科研院所 51

家 (在职科技活动人员 2 2 3 9 人 )
。

科研院所中从事

基础研究的院所 只有少数
,

但新疆近 5 年来却表现

出了参与国家重大基础研究计划竞争 的强 劲势头
,

并在国家基础研究格局中为自己争得 了一席之地
。

2
.

2 自主创新的能力不断提升

近 5 年来
,

随着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对 新疆基础

研究资助范围的扩大
、

资助力度的增加
,

增添了新疆

科研人员从事基础研究 的活力
,

激发了科 研人员 自

主创新的动力
。

2 0 0 5一 2 0 0 7 年
,

新疆发表 S CI 收录

论文数量年增长率超过 了 50 %
,

发明专利 申请量和

授权量每年稳步增长
,

与此同时
,

基础研究的成果在

国际国内显示度也在逐渐增强
。

20 05 年 5 月
,

香山

科学会议组织委员会为新疆罗布泊地区 的研究专门

召开了第 25 4 次学术讨论会—
“
罗布泊地区 环境

变迁和西部干旱区未来发展
” ,

这是对新疆科研人员

20 多年来致力于罗布泊地区科学研究工作的肯定
,

在对罗布泊地 区的研究上
,

打破 了
“
罗布泊在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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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布泊的研究在外国
”

这一论调
, “

中国学者的研究

逐渐上升至主导地位
”
(刘东生院士在《中国罗布泊》

一书的序言中说 )
,

国际地理学联合会副会长吉野正

敏对这一 区域的研究评价为
“
这是研究干旱半干旱

地区 自然环境和人类活动关系的重大成就
,

也是本

领域中极为重要 的里程碑
” 。

2 0 0 7 年
,

国家 自然科

学基金继续资助了这一区域的研究工作
。

在干旱区

植物 /水分关系研究领域
,

新疆得到了一系列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项 目的资助
,

并在 2 0 0 7 年获得了该领域

的第一个
“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

” ,

植物 /

水分关系一系列论 文发表于 国际上本领域顶级杂

志
,

并被广泛引用
,

奠定 了新疆在中亚干早区生态与

环境问题研究上的国际领先地位
。

2 0 0 8 年
,

cS i en c 。

以
“

荒漠研究者发现碳循环中的隐匿环节
”

为题
,

撰

文评述新疆在盐碱土碳循 环领域的研究工作
,

对其

原始创新性给予充分肯定
。

2
.

3 人才培养成效显著
,

学科布局 日趋完善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的长期支持下
,

新疆一批

优秀的科技人才脱颖 而 出
。

以 中国科学院新疆分

院
、

区属高校的科技人员为主
,

形成了一支素质较高

的基础研究队伍
。

曾获自治区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

奖的新疆农业大学周著教授
、

新疆大学吾守尔
·

斯

拉木教授
、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陈亚

宁研究员和获得首届 自治区科学技术进步奖突出贡

献奖的新疆医科大学哈木拉提教授
、

新疆大学贾殿

增教授
,

都多次获得过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的资

助
,

他们的成长与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的长期支持密

不可分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成就了他们的科技贡献
。

目前
,

全疆获得这两项荣誉的科研人员仅有 13 位
。

五年来
,

新疆新增中国工程院院士 2 名 (新疆有中国

工程院院士 4 名 )
,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2

位
,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1 位
,

百人计划引进国外杰出

人才 3 位
,

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获得者 8 位
。

一直以来
,

新疆生命科学领域都是 国家支持的

重点
,

由于其
“

底子厚
、

起 点高
” ,

5 年来这一 学科的

发展速度较快
,

无论从每年获资助项 目数量
、

发 表

S C I论文数量来看
,

生命学科都高居新疆 学科排名

首位
,

地球学科发展态势强劲
,

仅次于生命学科的发

展
,

化学
、

数理等其他基础学科
,

5 年来 也获得了国

家稳定的资助
,

这些学科在今后还有很大的发展空

间
。

截止 2 0 0 7 年底
,

我 区拥有 国家重点学科 3 个
、

自治区重点学科 25 个 (含兵团 3 个 )
,

博士授权点 27

个
、

硕士授权点 3 25 个
,

建有 自治 区重点实验室 n

个
,

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 1个
,

国家野

外观测台站 3 个
。

3 存在的问题

3
.

1 基础研究投入严重不足

200 3一 2 0 0 7 年
,

新疆 R& D 经费支出占 GDP 中

的比重远远低于全 国平均水平
,

2 0 0 7 年是新疆 R & D

经费支出占 G PD 比重最高的一年
,

为 0
.

29 %
,

而全国

为 1
.

49 %
。

新疆基础研究支出在 R& D 经费支出中

所占比例则更低
,

仅为 7
.

36 % (五年平均值 )
,

基础研

究经费每年增加部分更多来源于获得国家基础研究

经费的增加部分
。

在基础研究的资助方面
,

国家是主

要的资助者
。

新疆本级财政在基础研究方面的投人

严重不足
,

承担的责任在下降
。

尽管新疆近 5 年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

科

技部得到了比以往多的资助
,

但从国家层面来看
, “

十

一五
”

期间国家大幅度增加了对基础研究 的投人
,

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 2 0 0 8 年财政预算计划投人 53
.

59 亿

元 ( 比上年增长约 25 % )
,

国家
“ 9 73

”

计划 20 0 8 年的预

算经费是 19 亿元 ( 比上年增长约 12 % )
。

然而
,

新疆

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经费资助 的份额始终未 占到 国

家财政投人科学基金的 1%
,

新疆没有充分享受到 国

家基础研究经费增加带来的实惠
,

国家对新疆基础研

究的投人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

3
.

2 基础研究的实力和水平还有待提高

新疆近 5 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重大项 目 2

项 ( 1 10 万元 )
,

重点项 目 2 项 ( 2 8 0 万元 )
,

国家杰 出

青年科学基金 2 项 ( 3 0 0 万 元 )
,

尽管在这些方面都

实现了零的突破
,

但就整体而言数量还是较少
,

另一

方面
,

原始性
、

创新性的重大成果少
,

为解决经济和

社会发展重大问题提供科学支撑不够
。

3
.

3 人才发展不平衡
,

研究队伍堪忧

拔尖人才和学科带头人严重短缺
,

由于基础研

究的经费得不到保证
,

使大批毕业的博士外流
,

科研

启动严重不足
,

与 目前新疆所面 临的基础研究任务

相比
,

人才显得极为匾乏
。

4 建议

( 1) 多方争取资源
,

保持基础研究经 费稳 定长

期投人
。

建议国家继续加大对新疆基础研究 的投人

强度
; 积极争取地方政府增加对基础研究 的投人

;
鼓

励部门
、

企业等设立各类支持基础研究 的基金
; 积极

利用国际资金
; 形成国家与地方 政府并 重的基础研

究投人格局
,

使新疆基础研究经费 占 R & D 经费 的

比重逐步达到 10 %以上
。

( 2) 稳定和培养地方基础研究力量
。

新疆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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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的自然环境和丰富的自然资源
,

又地处各大生

物区系的交汇与过渡地带
,

为科研人员 的基础研究

活动提供了广阔的研究舞台和发展前景
。

发掘新疆

的自然宝库
,

是新疆基础研究工作的历史性任务
,

稳

定和培养基础研究力量
,

是实现这一历史性任务的

重要保证
。

要充分利用国内人才计划
,

争取更多的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

青年科学基金
、

地 区科学基

金
、

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
、

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

基金等项 目在新疆的实施
,

用好新疆现有人才
,

稳定

和留住新疆现有人才
,

利用中国科学院
“

百人计划
” 、

教育部
“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
”

等渠道
,

争取 吸引更 多

国内外高水平科技人才来疆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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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数据的控制
、

决策
、

调度与故障诊断

— 第 3 3 届《双清论坛 》在北京召开

2 0 0 8 年 n 月初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召

开了第 33 届 《双清论坛 》
。

论坛的主题是
“

基 于数据

的控制
、

决 策
、

调度与故障诊断
” 。

论坛 的议题是
:

( 1) 基于数据的复杂过程或复杂系统的控制理论 与

技术
; ( 2) 基 于数据的复杂过程或复杂 事件的决策

理论与方法
; ( 3) 基于数据的复杂过程 或复杂事件

的调度理论 与方法 ; ( 4) 基于数据的复杂系统故障

诊断理论与技术
。

参加本次研讨会 的 40 多位相关

领域的知名专家分别来 自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
。

近二十多年来
,

随着科学技术
、

特别是信息科学

技术的快速发展
,

我国化工
、

冶金
、

机械
、

电子
、

电力
、

交通运输和物流等企业发生 了重大变化
。

企业的规

模越来越大
,

生产工艺
、

生产设备和生产过程越来越

复杂
。

传统方法
,

即依据物理化学机理建立精确数

学模型
,

并对生产过程和设备进行控制
、

决策
、

调度

和故障诊断 已变得越来越 困难
。

由于信息采集
、

存

储和处理技术的普遍利用和不断发展
,

上述企业每

天都在产生并储存着大量的生产
、

设备和过程数据
。

这些数据反映着设备运行和生产过程 的各种信息
。

如何有效利用大量 的离在线数据和其他知识
,

将数

据挖掘
、

模式识别和计算机并行仿真等技术与控制

理论和系统工程相结合
,

在难于建 立机理模型 的条

件下
,

实现对生产过程 和设备 的优化控制
、

决策
、

调

度和故障诊断
,

已成为我国制造
、

交通运输和物流等

企业迫切需要解决 的问题
。

随着制造业在世界范围内的转移
,

中国已成为制

造大国
,

但还不是制造强国
。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
,

在信息 (数据 ) 的整合和利用方面
,

我国制造业在设备

运行控制
、

工艺调整重构
、

物流能流调度和生产计划

决策等各个层面上仍缺乏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系统

性的核心技术
。

基于数据的控制
、

决策
、

调度和故障

诊断是面向应用 的研究领域
,

实践性很强
,

研究成果

可直接转化为核心技术或生产力
。

在发达国家
,

上述

工作主要由企业内部的研究机构或专门的高技术公

司完成
;在我 国

,

由于企业内部的 自主创新能力还不

强
,

这种使命就部分地落在了高校和科研院所身上
。

与会专家从不同角度论述 了基于数据 的控制
、

决策
、

调度和故障诊断的发展现状
,

并就当前应予关

注的主要科学问题进行 了热烈讨论
。

专家们普遍认

为
:

我国制造业门类齐全
,

数量众多
,

大部分企业 的

经济和社会效益还不够高
,

传统的理论与方法无法

满足企业升级改造 的要求
,

迫切需要基 于数据 的控

制
、

决策
、

调度和故障诊断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和技术

支撑
; 如果能够抓住这一难得 的历史机遇

,

结合实际

对象积极开展基于数据 的控制
、

决策
、

调度和故障诊

断研究
,

我们不仅完全有可能在 自动化学科的发展

史上建立中国学者 的里程碑
,

而且 能够 为信息化带

动工业化
,

推动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做出贡献
。

(信息科学部 王成红 宋苏 孙长银 供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