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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十一五 ”期间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情况分析

徐淑芳 吴 洁 王之岭 许奕华 终瑞平 耿 东梅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 北京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以下简称科学基金 支持基

础研究 ,坚持自由探索 ,发挥导向作用 ,提倡竞争 ,激

励创新 〔̀〕,对我院在稳定科研队伍 、蓄积基础研究后

备人才 、提高基础研究水平等多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

的重大作用 。回顾 、分析我院在 “十一五 ”期间科学基

金资助情况并与国内其他地方性农业科研院所进行

横向比较 ,对全面了解我 院基础研究的优势和不足 、

促进我院基础研究发展 、完成 “十二五 ”规划和制定科

研决策与学科建设发展规划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资助项 目类别分布

我院 一 年期 间共获面上项 目 项 ,

其中 “十五 ”期间 项 , “十一五 ”期间 项 ,增长了

共获得青年科学基金 项 ,其中 “十五 ”期间

项 , “十一 五 ”期间 项 ,增 长了 。 年

我院首次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项 ,实现了

该项 目类别零的突破 。 “十一五 ”期 间我院还获得国

际 地区 合作与交流项 目 项和专项基金项 目

项 。详情见图 。
统计与比较

申请与资助项 目统计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是北京市属地方性农业科研

院所 ,自 年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设立 以来连续获

资助项 目 项 ,其中 “十一五 ”期间 项 ,为 “十

五 ”期间的 项的 倍 。资助经费 万元 ,

为 “十五 ”期间的 “ 万元的 倍 。资助率比 “十

五 ”期间高 ,略高于全国同期面上项 目资助

率的平均水平 。详情见表 。

表 一 年申请与资助情况统计

国家杰出青年
科学荃金 项

国际 地区 合作 专项基金项目 项

与交流项目 项

青年科学

基金 项
项

上项目

图 一 年获资助项 目类别分布情况

年度
申请数 资助数 资助经费

项 项 万元

资助率 全国平均资助率 '

资助项目学科分布

一 年我院获资助 的 个项 目分布在

个科学部 ,其中生命科学部 项 ,地球科学部

项 ,信息科学部 项 ,工程与材料科学部 项 ,化学

科学部 项 。详情见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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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学部资助项 目占总数 ,分布在

生命科学部 个学科中 。获得 项以上的有园艺

学与植物营养学 、地理学 、农业基础与作物学和兽医

学 。资助项目分布详情见表 。

表 一 年获资助项目学科分布

学科名称 资助数量 项

园艺学与植物营养学

地理学

农业基础与作物学

兽医学

遗传学与生物信息学

植物保护学

畜牧学与草地学

林学

动物学

细胞生物学

水利科学与海洋工程

电子学与信息系统

食品科学

微生物学

计算机科学

环境化学

合计

国内其他地方性农业科研院所获资助情况

据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网站检索结

果 , “十五 ”和 “十一五 ”期间 ,全国近 个地方性农

业科研院所 以下简称地方院所 申请和获得科学基

金的资助 , 年间共资助 项 获 项以上的地

方院所由 “十五 ”期间的 个增加到 “十一五 ”期间的

个 ,增长 ,单位最高获资助数由 “十五 ”期间

的 项增加到 “十一五 ”期间的 项 ,有 个地方

院所在 “十一五 ”期间实现了资助项 目零的突破 。详

情见表 。

表 一 年部分地方性农业科研院所获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情况 项

单位名称
“十五 ”

期间

“十一 五 ”

期间
年合计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

宁夏回族自治区农林科学院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科学院 “

福建省农业科学院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

湖北省农业科学院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

江西省农业科学院

项 目负责人学位与职称统计

项目负责人绝大多数具有博士学位 ,申请项 目

时具有副研究员职称者较研究员比例高 ,统计结果

见表 。

表 项目负责人学位与职称统计

各类学位所占比例 各类职称所占比例

八︺连八匕﹃亡。,曰乙曰八乙︺

包含有地区科学基金和联合基金资助项目 。

博士 硕士 学士 其他 研究员
副研

究员

助理

研究员

“十五 ”期间

“十一五”期间

比较结果 一 一 一

项 目负责人性别与年龄统计

项目负责人男性多于女性 ,但 “十一五 ”期间女

性比例由 “十五 ”期间的 上升到 ,男

性由 “十五 ”期间的 下降到 。项目

负责人按年龄统计情况见表 。

表 项目负责人性别与年龄统计

性别比例 各年龄范围所占比例

女 男 一 一 一 一

“十五”期间

“十一五嘲 间

比较结果 一 一 一 一

一 年地方 院所获 国家杰 出青 年科学

基金资助 项 ,重点项目资助 项 其中河南省农业

科学院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项 ,重点项目

项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项 ,重点项目 项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获国家杰出青

年科学基金 项 。

分析与思考

申请与资助项目的变化

申请与资助数量明显增长 ,资助数增长高

于申请数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是北京市属地方性农

业科研院所 ,自 年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

立以来连续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基础研究

能力不断增强和发展 。尤其在 “十五 ”、“十一五 ”期

间 ,申请项目数量 、资助项 目和经费数量明显增加 。

一 年共申请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项 ,获

资助 项 其中 “十一五 ”比 “十五 ”期间申请数增

长 ,资助数增长 ,申请 与资助数量

连年增长 ,资助数增长速度高于申请数 ,这与科学基

,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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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资助规模的不断扩大有直接的关系 ,申请项 目的

质量也在提高 。

获资助项 目数量与资助经费增长快 。 年

来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获资助项目数量与资助经费数

连续增长 , “十一五 ”期间获资助项目数量与经费数

量分别为 “十五 ”期间的 倍和 倍 ,充分显

示了农业基础研究的快速发展和国家支持农业基础

研究的力度不断增大 。

与全国平均资助率比较显示 , “十五 ”期间

我院科学基金获资助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

“十一五 ”期间高于 “十五 ”期间 ,高于全国平

均水平 ,显示 “十一五 ”期间我院基础研究发

展的步伐明显加快 ,缩短了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 。

从我院提交的项 目申请书看 ,绝大多数项

目的研究内容属跟踪性研究或改良性创新 ,受申请

者研究背景和研究领域的局限 ,保守地沿袭 自己熟

悉的领域进行模仿 、克隆 ,跟踪研究 ,原创性研究极

少 ,缺乏开创新的源头创新思想或思路 。

资助项 目类别与学科分布特点

从资助项 目类别分布看 ,我院近 年获资

助项目主要是面上项 目和青年科学基金 ,两类获资

助项 目数增长均较快 ,尤其青年科学基金 “十一五 ”

期间增长 ,并还有 项 国家杰 出青年科学项

目 ,显示我院青年科研人才在基础研 究中充分发挥

了作用 ,这从项 目负责人年龄统计分析中也得到

证实 。

我院尚无重点项目获资助 ,也未参与重大项目 、

重大研究计划项 目 、重大国际 地区 合作研究项 目

在人才培养系列中除青年科学基金外 ,国家杰出青

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数量较少 ,其他人才培养项目无

人涉及 环境条件项 目系列更是无人 问津 。说明我

院缺少具有竞争力的重点学科 ,缺少具有 国际学术

影响力的学科带头人 ,科学研究平台建设需要加强 。

另外 ,国际 地区 交流合作项目少 , 年仅有

项 ,多数为会议 、论文交流 ,实质性的合作研究很少 ,

没有充分利用全球科技资源以提升 自主创新能力 。

从资助项 目学科分布看 ,主要分布在 个

科学部 个学科 ,园艺学与植物营养学 、地理学 、农

业基础与作物学和兽医学发展较快 ,分别获 项 以

上资助 。我院基础研究随着科学发展已不仅局限在

传统农业基础研究 ,而正在向其他多学科渗透与融

合 ,在注重原有自身发展的同时 ,研究领域又与其他

学科交叉 、扩展 ,萌发 了新 的研究方 向 ,在新的分支

学科领域开展了相关基础研究 。

除个别学科资助项 目相对多外 ,多数学科申请

及资助项目数量少 ,资助率偏低 ,学科发展不均衡 、

不稳定 ,有的 年仅有 项 暴露出这些学科基础

研究薄弱 、发展迟缓 ,需要进一步提高 、充实 。

项 目负责人学位 、年龄 、性别差异变化

我院科学基金项 目负责人有以下特点和变化趋

势 项 目负责人在申请项 目当年已具有博士学

位的占绝大多数 ,并且有逐渐增加的趋势 , “十一五 ”

比 “十五 ”增加了 ,其次是具有硕士学位者

具有副研究员职称的研究人员是获科 学基金资

助的主体 ,其次是具有研究员职称者 ,从 “十五 ”到

“十一五 ”期间具有助理研究员职称者获科学基金资

助的比例明显增加 ,增加了 项 目负责

人性别结构发生变化 ,从 “十五 ”到 “十一五 ”期间 ,女

性比例增加 肠 ,男性相对减少 ,性别比例差值

缩小 ,表明女性在农业基础研究 中的地位发生 了变

化 ,预计 “十二五 ”期间变化将更明显 项目负责

人年龄进一步趋于年轻化 ,在 “十五 ”期间获得资助

项 目 最 多 的 年 龄 段 是 一 岁 , 占 总 数 的

,其次是小于 岁 含 的 ,占 “十

一五 ”期间优势年龄段前移 ,获资助项 目最多的是小
于 岁 含 的青年人 ,占总数的 ,其次是

一 岁人员 ,占总数的 。随着年龄段增

长 ,获资助项 目逐渐减少 ,显示 出我院农业基础研究

的主体趋向年轻化 。

结论与建议

年来我院在科学基金支持下 ,在农业基

础研究方面得到了快速发展 ,申请 、获资助项 目和资

助经费同步增长 , “十一五 ”比 “十五 ”期间增长速度

更快 。

我院基础研究人才结构比较合理 ,一大批

年轻的科学基金获得者具有较好的学历背景 ,在经

历系统科学研究训练和培养后将成为我院基础研究

的主力军 。 “十二五 ”期间应进一步加强人才培养 ,

建立系统的人才培养机制 ,为形成优秀的 、稳定的科

研团队创造条件 。

我院基础研究学科布局比较完整 ,园艺学

与植物营养学 、地理学 、农业基础与作物学和兽医学

发展较快 ,这些学科的学术带头人有的已经获得过

多次科学基金的资助 ,有的获得了国家杰出青年科

学基金的资助 ,形成了天然的优势学科 ,有望成为申

报科学基金重点项 目 、重大项 目等研究系列项 目的

优势力量 。在 “十二五 ”期间应进一步加强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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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台建设 ,建立有特色的重点实验室 ,增加 国际交流

与合作研究 ,推动重点学科 、优势学科形成 ,促进我

院基础研究健康快速发展 。

随着科学不断发展 ,我院基础研究不仅仅

局限在传统农业基础研究方面 ,正在向其他多学科

渗透与融合 ,在注重原有自身发展的同时 ,研究领域

又与其他学科交叉 、扩展 ,已经在 自然科学基金委信

息科学部 、工程与材料科学部 、化学科学部萌发了新

的研究方向 ,在新的分支学科领域开展了相关基础

研究 。今后应进一步完善学科布局 、鼓励支持学科

交叉 。

完善科研管理机制 ,进一步推动基础研究

快速发展 。科研管理贯穿于整个科研活动中 ,主动

性的科研管理将在推动科研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 。

科学基金项目管理过程不仅体现在申报前期的准备

与组织 、资助后期管理与保障 ,更重要的是体现在科

学导向 、环境条件控制 、人才队伍培养 、绩效管理与

推动作用上 。在 “十二五 ”期间应规划综合考虑我院

基础研究发展的实际 ,明确科学 目标导向 提供 、创

造研究平台 ,营造良好的学术气氛 ,营造有利于科研

人员更好参与国际 地区 科学合作的开放创新环

境 建立相互信任和良好的沟通环境 ,重视学科带头

人的非智力因素 ,包括计划 、组织 、协调 、控制 、激励 、

沟通 、决策 、合作等素质和能力川 ,在未来发展中 ,注

重年轻领军人物的引进与培养 ,进一步关注年轻科

研人员的成长和培养将有利于我院农业基础研究持

续深人发展 ,增加活力和竞争力 ,这需要站在战略高

度审视 进一步加快建设重点学科队伍 ,推动学科可

持续发展 建立绩效管理机制 ,推动我院的基础研究

迈向新的台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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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联合研究基金项 目在民航院校的实施 ,极

大地支持 了建设具有民航特色的国内领先水平和一

流条件的重点研究基地工作 ,提升了教师科研水平

和能力 ,也加快了民航高等院校特色和优势学科领

域建设的步伐 ,对加快发展研究生教育 ,为民航培养

和输送大批高质量的专业人才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

关于进一步发展民航联合研 究基金的几

点思考

根据 民航强 国建设 目标 和民航发展 中遇

到的一些关 键技 术 问题与瓶 颈 ,凝 炼重 点研究 方

向 ,设定目标 ,建立以政府为主导 、企业为主体 、市

场为导向 、产学研相结合的开放式科技创新体系 ,

有重点地组织行业内外的研发队伍和攻关 ,在政策

和经费上给予保证 ,发扬 “两弹一星 ”的研制精神 ,

不达目的不罢休 。

构建科学的研究机制与平台 ,完善多学科 、

行业内外的配合机制与管理模式 。做到管理规范 、

论证科学 、措施到位 、以果定绩 。

对已完成的项目进行评估 ,对科技水平高 、

自主创新性强 、对行业发展有推动和示范性 、有产业

化前景的项目应建立持续资助机制 ,使其能尽快地

出成果 、出效益 。

` 口 , 伍 夕 二 , 了艺̀二少二 ,

二 , ` 乞 , 泛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