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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了 ,其他年份均不足 , 年仅为

,为近 年最低 。市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规

模占北京市基础研究的比重与其在北京市基础研究

中的地位极不相称 。从逐年资助经费增长情况看 ,

呈现较大的波动 , 年增长率最大 ,为 。

市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经费与全市基础研究经费类

似 ,缺乏稳定增长机制 ,未来应重点研究制定相关措

施 ,确保基础研究经费和市自然科学基金经费的稳

定增长 。

资助经费在市科技经费中所占比重较小

年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经费规模在市财

政科技经费 中的比例为 ,远低于 山东省

、浙江省 、黑龙江省的 、湖南省

的 。 年度经费预算中占比虽小幅提高

至 ,但仍属于偏低的水平 。虽然市 自然科

学基金的规模在持续增长 ,但与其他省市相比 ,其

所占科技经费比例仍然较小 ,未来存在一定的提升

空间 。

表 国家及部分省市 一 年自然科学基金

经费预算决算比较 经费单位亿元

时间 年经费预算情况 年经费决算情况

表 一 年度市自然基金项目申请与资助一览表

年度 申请项目数 项 资助项 目数 项 资助率

合计

数据来源 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办公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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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办公室 。

从 一 年度 ,市自然科学基金总体单项

平均资助金额从 万元小幅增长到 万

元 ,剔除物价因素后 ,则为负增长 ,而 年度单项

平均资助金额下降为 万元 。无论是从单项平

均资助金额的绝对值还是增长幅度 ,市 自然科学基

金的资助强度都有待提高 。

科研院所高校为项目承担主体

从资助项目的承担单位的属性分布看 ,科研院

所和高校仍为项目承担的主体 ,这与北京市基础研

究总体分布现状一致 。但从 一 年度的高

校院所合计占比走势看 ,其项 目数量和资助金额占

比都呈现逐年小幅下降态势 ,医院 、事业单位等所占

比率有所提高 ,说明近年来 ,市自然科学基金的研究

越来越多向解决实际需求的应用基础研究倾斜 。同

时也应该看到 ,企业参与的市自然科学基金的项目数

量非常少 ,参与热情不高 ,未来应逐步加强市自然科

学基金承担单位与企业的联合合作 ,通过课题研究 ,

共同解决企业迫切需求的关键核心基础技术问题 。

申请 不断增加 ,但平均资助率和资助强度

较低

一 年度 ,市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量

的年均增长率从为 ,而同期的项 目资助量

增长率仅为 从项 目平均资助率看 , 年

度为 ,而 年度为 , 年度又

降低至 ,这一资助率远远无法满足不断增加

的市 自然科学基金 申请项 目数量 ,在未来发展中 ,

市自然科学基金一方面应不断提升申报项目的质

量 ,另一方面 ,要采取有效措施 ,不断提升项 目资

助率 。

对策建议

“十二五 ”时期 , “科技北京 ”建设的发展 目标是

到 年 ,初步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家创新中

心 ,推动首都率先形成创新驱动的发展格局 。要实

现这一目标 ,必须从原始创新源头抓起 ,持续稳定加

大基础研究的投入 ,保证原始创新的持续动力 。北

京市自然科学基金作为北京基础研究的主要组成部

分 ,大力推动其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针对市自

然科学基金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资助率低 、资助强

度弱 、申请数量快速增长等问题 ,提出以下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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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财政经费投入 ,构建稳定增长机制

贯彻落实 “十二五 ”科技北京发展建设规划 ,从

北京市基础研究 、应用基础研究的大局出发 ,结合北

京的优势与特色 ,加强战略规划和科学预测 ,继续推

动国家和北京市有关部门加大财政投人 ,统筹用好

各项财政资金 ,支持市自然科学基金研究做大做强

着眼于保障我市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持续稳定

发展 、夯实自主创新基础 ,逐步构建基金投人的稳定

增长机制 ,增强资金支持的持续性 、稳定性 。继续加

大公共财政对基础研究的投人力度 ,研究制定把地

方财政对基础研究的支持纳人国家各项创新评价体

系 ,形成中央 、地方合作支持基础科学的新机制仁̀〕。

吸引社会多元投入 ,拓宽资金来源渠道

发挥自然科学基金的引导带动效应 ,激发相关

单位的配套投入 ,吸引社会资本 ,充分发挥市科学基

金的引导带动效应 ,促进基金的乘数作用成倍放大 。

鼓励自然人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通过与自然科学基

金联合资助 、向自然科学基金捐资等方式资助科学

研究 。促进北京市科技创新体系中各重要组成部分

的协调统筹 ,加强与相关科技管理部门 、事业单位 、

社会团体和企业的战略合作 ,充分发挥科研院所高

校的丰富经验和优势地位 ,积极引导国有和民营企

业等社会资源投人基础问题研究 ,不断完善建立以

财政拨款为主 、社会共同参与的多元化科学基金投

人体系 。

加强项目立项管理 ,以竞争促水平提升

虽然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率近年来不断

下降 ,但从另一方面看 ,保持激烈的竞争有利于优胜

劣汰 ,避免低水平立项和重复立项 ,有利于维护和提

高市自然科学基金的品牌 。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 ,

资助率和资助强度本就是需要有所取舍的 。未来 ,

在项 目申请中 ,应尝试逐步向具有多元培养 目标的

申请项目倾斜 ,如具备一定的人才团队培养作用 、具

有与国内外研究人员或机构合作 、具有一定的学科

交叉融合等的项目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项 目的

申请数量 ,真正做到注重择优 ,以竞争助成长 ,切实

提高项目研究水平 。在未来工作中 ,市 自然科学基

金应从增加经费投人和提高项目水平抓起 ,两方面

并重 。不能为了提高资助强度而进一步降低资助

率 ,也不能在经费增加的条件下 ,降低项 目立项标准

而提高资助率 。

激发企业增加投入 ,增强原始创新能力

激发企业参与基础研究的积极性 ,通过与市自

然科学基金设立联合基金 ,提升企业参与基础研究

的深度和广度 。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 ,企业在实现

原始积累之后 ,开展或支持基础性 、前瞻性研究 ,是

保持其持续创新能力和较强竞争能力的必然选择 。

近年来 ,北京基础研究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例偏低 、

企业投人偏低 ,部分企业由于基础研究特别是应用

基础研究长期薄弱 ,核心技术无法取得实质性突破 ,

如制造企业在研发设计 、产品服务等价值链高端环

节的发展严重滞后 ,总体上处于价值链的中低端川 ,

基础研究活动的缺失使得企业很难突破长期以来对

外国技术的依赖 。北京地区的企业已经发展到必须

依靠基础研究特别是应用基础研究来突破重大核心

关键技术的阶段 。不仅要提高企业的意识 ,还需要

北京市制定相关政策 ,鼓励企业与基础研究单位设

立联合基金 ,引导企业 自身或通过产业技术联盟共

同投人到相关应用基础研究活动中 ,充分利用北京

的优势资源 ,加强产学研合作 ,最终促进企业原始创

新能力提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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