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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基础研究

发展的引领作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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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农业科学院 , 杭州

勺产﹃曰自曰̀,乙̀︺曰曰︵矛乃̀八咯卫,今一口叮了

勺土﹄

浙江省农业科学研究院创建于 年 ,目前已

发展成为浙江省最大的综合性纯公益性 类农业科

研单位 。经过近百年的发展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

来 ,我院深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提出的 “创建一流

现代院所 ,创新一流科研成果 ,创造一流服务业绩 ”

的指示精神 ,充分履行省级公益性农业科研单位的

职责 ,在不断提高服务区域三农科技贡献率的同时 ,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的资助下 ,全院的科技自主

创新能力也取得积极进展 ,已成为地方从事农业基

础研究的重要力量 。

表 项目资助情况

年份 获资助项目数 获资助总经费 万元

“九五 ”期间

小计

十五”期间

“七五 ”以来浙江省农科院获得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资助情况

在国家 “六五 ” 一 年 期间 ,我院以成

立了一个所处级研究机构 — 农业动植物病毒实验

室为标志 ,开始有了一支从事基础研究为主的科技

队伍 ,目前我院从事基础研究人员已达 人左右 ,

约占全院专业技术人员的 。据统计 , “九五 ”

以前 ,我院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共 项 ,

此后 年 旬 一 年 共获资助项 目

项 ,资助总经费 万元 ,受资助项目涉及生命科

学领域和地球科学领域 ,项目类型包括国家杰出青

年科学基金 、重点项 目 、面上项 目和青年基金项

目等 。

从整体看 ,近 个 “五年计划 ”以来 ,我院承

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数保持稳定上升的发展趋

势 ,特别是 “十五 ”以来 ,每年获资助项目均在 项以

上 ,表明我院经过多年的发展与积淀 ,在基础研究领

域已具有了一支稳定的科学研究队伍 ,形成了持续

稳定发展的良好态势 。

小计

“十一五”期间

小计

合计

从获得资助的项目类别来看 ,近 个 “五年

计划 ”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有国家杰出青年

科学基金 、重点项目 、面上项目和青年基金 。我院通

过 “十五 ”期间承担了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和重点

项目后 ,极大地鼓舞了科技人员的信心 ,增强了科技

人员申报国家基金的积极性 。 “十一五 ”计划以来 ,

承担项目数逐年增加 ,青年科技人员已逐步成为我

院基础研究的主力军 。

表 承担项目类型分布情况

“九五 ”期间

年份

刁、 十

杰青项目 重点项目 面上项目 青年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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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杰青项目 重点项目

小计

面上项汇

续表

青年基金

“十五 ”

期间

一︺一」

,孟卫̀

门八曰公门︸口门曰门曰

“ 卜一五”

期间

小计

总计 辱

从获资助项目的科学领域分布看 ,承担的

项 目主要集中在生命科学领域 ,这与农业科研单位

的农业科学学科背景和特色分不开 ,也与我院在传

统优势学科方面相对 “底子厚 、起点高 ”有关 。同时

近三年有 项资助项目分别来自于地球科学和化学

科学领域 ,表明我院新的学科生长点正在逐步孕育

形成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浙江农科院转型升

级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院基础研究的发展离不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的长期资助 。早在 “七五 ”、“八五 ”期间 ,在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的引导和推动下 ,我院逐步形成了一支具

有一定规模的基础研究队伍 ,特别是在 “九五 ”以来 ,

得益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持续支持 ,我院基础研究

水平与自主创新能力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 ,培养和

稳定了一支老中青结合 、中青年为骨干的基础研究

队伍 ,取得了一批具有创新性和应用前景的研究成

果 ,推动了我院研究领域和学科的发展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提升了我院研究整体水平

和学术影响力

“十五 ”以来 ,我院先后承担了转基因生物育种

国家重大科技专项课题 、“ 计划 ”及 “ 计划 ”

等项目课题 ,其中大多数课题具有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先期资助背景 ,得益于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良

好的研究基础 。与此同时 ,在科学基金的资助下 ,我

院的学术影响力不断提升 , “十五 ”以来 ,先后发表了

余篇 , 和 收录论文 。据中国科学院

国家科学图书馆科学前沿分析中心根据汤姆森科技

年发布的高被引论文和热点论文统计资料 ,我

院在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学领域中国科研机构的科学

贡献指数 注 指数 , 指代 , 指代

中名列第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推动了我院学科建设与

发展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促进我院学科发展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 ,从 “九五 ”以来 ,在病虫害综合控制新

策略 、新种质创制 、农产品安全检测和病虫害成灾预

警预报等研究领域先后获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项 ,正是得益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期连续的资

助 ,使我院植物有害生物防控大学科在国内外形成

了特色和优势 。以我院承建的农业部植物病毒学重

点实验室为例 ,从 年以来 ,该实验室先后承担

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 项 ,其中国家杰出

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 项 。在科学基金的连续支持

下 ,在禾谷多赫菌与其传播的麦类病毒内在关系 、种

类及其防治研究 ,水稻和玉米病毒病病原 、发病规律

及其持续控制技术研究 ,粮食和经济作物病毒种类

鉴定 、序列测定及其基因组研究 ,植物病毒侵染性克

隆构建及外源基因表达研究以及脱病毒植物组培产

业化研究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 ,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一等奖 项 、二等奖 项 ,部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项 、二等奖 项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促进了我院年轻科研人员

快速成长

进人 “十五 ”以来 ,我院把吸引人才工作放在优

先位置 ,专门设立了院人才专项基金 ,先后引进了近

位博士 ,其中大多数人的年龄在 岁以下 。在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加大对青年人员科学研究支持力

度的背景下 ,一方面 ,部分新引进的博士已通过承担

国家自然科学青年科学基金 ,迅速渡过了适应期 ,快

速成长起来 另一方面 ,团队梯队业已形成 。逐步形

成了老中青结合 、中青年为重要力量从事基础研究

的格局 。如承担的青年基金项 目占总项 目数已由

“十五 ”的 上升到 “十一五 ”期间的 。

做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管理的几点

举措

如果用 “外在美 、内在美 、精神美 ”三者的完美度

来描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的管理 ,那么 ,保证科

学基金申请书撰写规范 ,基本信息准确无误 ,顺利通

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初审 ,则体现的是 “外

在美 ” 努力提高申请书的内在质量 ,如项目创新点 、

研究方案可行性 、研究基础和工作条件的完美表述

等 ,则体现了 “内在美 ” 在科学基金项 目全程管理

过程中营造 “和而不同 、诚信严谨 ”的良好学术氛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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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体现了一种 “精神美 ”。在科学基金项目管理过程

中 ,我院在三者完美度的提升和营造方面进行了积

极的探索和实践 。

做到 “外在美 ”

我院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报和获资助项目的

过程管理工作摆在年度科研计划管理的突出位置 。

科学基金申请书的质量主要体现在申请项 目能否顺

利通过自然科学基金委初审 、申请者能否准确简明

地用文字表达自己的科研思路等等 。为了确保提交

高质量的申请项目 ,我们的做法是 一是根据每年发

布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报指南 》,结合我院

的实际情况 ,制订详细的申报计划 二是对申请项目

实行院所两级 “形式审查 ” ,尽可能避免超项 、不符合

相关类型项 目管理办法和指南要求等低级错误的出

现 三是邀请院内外历年来科学基金评审专家和曾

获得多次科学基金资助的专家进行项 目申报的学术

讲座 ,请相关专家对拟申报的申请书进行点评等 ,以

尽可能提高年轻科研人员的书面表达能力 四是针

对承担的项目 ,每年就研究进度 、经费使用情况和绩

效情况等进行书面汇报与实地考证相结合的检查 。

追求 “内在美 ”

超前进行申请项目的预研与培育 。申请项

目的研究基础与申报质量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申

报的项 目研究基础不扎实 ,缺乏工作积累 、研究力量

有待加强等是项 目落选的重要因素 。为此 ,我院设

立了“院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工程 ”、“院科技发展专

项 ”、“人才引进科研启动基金 ”等院级科研计划项

目 ,面向青年人 ,面向在科学基金评审中虽然落选但

评价较好的项 目 ,面向有一定创新性 、有前景的课

题 ,加强对前期工作基础稍差但有科研潜力的年轻

人进行研究能力 、工作基础和科研意识的培养 ,通过

超前研究和培养 ,夯实研究基础 。

着力构建共享共用的科技条件平台 。 “工

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 ,精良的仪器设备是保证科

学基金顺利实施的有力保证 。近年来 ,在国家和地

方科技基础条件建设计划项 目的支持下 ,高等院校

和科研院所的科技条件平台建设都得到了极大推进 ,

但科研人员普遍存在 “以我为中心 ”的思想 ,科研仪器

重复添置 ,共享率低的问题还一定程度上存在 ,我院

也不例外 。为了提高科研仪器设施设备的利用率 ,我

院设立了重点实验室开发课题 ,包括在研项 目类 、合

作研究类和技术培训类 类开放课题 ,课题 年审批

次 。全院科技人员可以根据自身专业特点 ,依托合

适的重点实验室 ,向院重点实验室管理领导小组办公

室提出项目申请 ,办公室对项目组织专家评审后 ,立

项资助 。

积极开展国内外合作与交流 。国内外合作

与交流是基础研究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 ,通过与国

内外的合作与交流 ,能及时把握学科发展前沿 ,激发

科研创新思维 。近年来 ,我院设立了“院国际合作基

金 ” ,积极鼓励科研人员与国外著名科研机构合作

把邀请国内外著名专家 、学者来院讲座作为下属研

究所年度考核的指标 与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

物学研究所等 家研究所建立了科技战略合作协

议 ,共建了联合研发中心等 。我院与国内外大院名

校的合作与交流取了积极进展 , 年荣获了科技

部国际合作基地称号 。

营造 “精神美 ”

营造宽松环境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得以顺

利实施的重要保障 。科学基金的宗旨是支持原创性

基础研究 ,而基础研究具有厚积薄发 、探索性强 、进

展难以预测等特点 ,一方面要最大限度地尊重和保

护科学家的创造精神 ,鼓励科技工作者学术上 自由

探索 ,和而不同 ,强化原始性创新精神 另一方面要

加强科研学术道德建设 ,让广大科技工作者树立正

确的科研道德观 。 年 ,我院通过科研道德与学

风建设主题教育报告会 , “科技人生 ”暨 “科研道德与

学风建设 ”演讲比赛 ,组织开展诚信科研承诺倡议活

动等多种形式的活动 ,进一步加强了我院科研道德

与学风建设 ,规范了科研行为 ,弘扬了求真 、务实 、严

谨的科学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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