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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撑

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需求的机制探析

陶 蕊 ` 蔡乾和

科技部科技评估中心 , 北京 河北联合大学文法学院 , 唐山

摘 要」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以下简称科学基金 立足于资助基础研究 ,坚持 自由探索的定位 ,通

过解决重大科学问题和培养科研人才两种途径将基础研究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相联系 。本文尝试

对科学基金支撑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需求的机制进行研究 ,发现科学基金通过发布项目指南 、设立

专门资助类型 、建立联合基金以及部署应急项 目等 种机制将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融入资助

项目中 ,间接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支撑 ,并实现了“双力驱动 ”的有效结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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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基础研究的发展受 “双力驱动 ” ,既有来自

科学系统自身不断拓展和深化的内部需求动力 ,也

有来 自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动力 。多年来 ,开展基

础研究的目的已经逐步从单纯满足科学家深化对 自

然现象和规律认识的兴趣 ,转向更加注重服务于人

类社会发展和国力竞争的需要 。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需求对基础研究的推动力正在超过单纯的科学自身

发展的吸引力川 。自然科学基金委 年成立时 ,

明确指出科学基金的任务是 “指导 、协调和资助基础

研究和部分应用研究工作 ,发现和培养人才 ,促进科

学技术和经济 、社会发展 ', 〕。 年 ,科学基金明

确提出在国家创新体系中 “支持基础研究 ,坚持自由

探索 ,发挥导向作用 ”川的战略定位 。 年又提

出了 “更加侧重基础 、更加侧重前沿 、更加侧重人

才 '心〕的战略导向 ,强调要重视夯实学科基础 ,注重学

科融合形成新的学科生长点和可能影响未来社会发

展的科学技术制高点 。可见 ,科学基金自设立以来 ,

始终将支撑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作为重要的战略导向 。

从效果来看 ,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对国家经济社

会发展的支撑并不是以直接的方式进行 ,而主要体

现在 知识与成果储备 — 积累和储备基础科

学知识或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科学问题

科技动力源泉 — 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资助并

储备基础科学人才 。那么 ,科学基金如何实现为国

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支撑这一战略导向 ,即科学基

金支撑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机制问题是本文关

注的问题 。本文以科学基金 自成立以来的资助和管

理实践为依据 ,梳理和归纳出科学基金引导和响应

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 种机制 。

通过发布项目指南引导申请者面向国家

需求进行研究 ,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积累知

识和储备人才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以下简称 自然科学

基金委 自 年开始 ,每年都发布项目指南对申

请者进行引导 。通过发布项目指南 ,在引导申请者

自由探索的同时 ,也引导申请者以适应国家经济社

会发展中急需解决的科学问题为导向进行科研选

题 ,这是科学基金服务于国家需求的基础机制 。

此外 ,在项目指南中 ,科学基金通过设定优先资

助领域或定向课题体现国家科技发展规划 、经济社

会发展五年计划 、以及相关方针政策的需求 ,积极引

导科研人员面向国家需求中的基础科学问题开展

研究 。

例如 , 年的《项 目指南 》在面上项 目申请中

指出 ,为了配合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和体现

年北京奥运会 “科技奥运 ”的理念 , “化学科学

部将鼓励与西部资源利用 、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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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化学和化工相关研究 ,鼓励奥运科技相关领域

的化学和化工的基础研究 ” “工程与材料科学部将

对有利于生态保护的材料研究及工程技术 、资源开

发与利用 、清洁能源 、水科学研究等与西部大开发

紧密相关的项 目采取一些倾斜政策 将对环境保

护 、城市交通管理 、建筑学与土木工程等领域的研

究项目予以一定的倾斜支持 ” “信息科学部鼓励

申请者围绕科技奥运 、数字奥运开展相关的基础和

应用基础研究 。研究领域包括城市智能交通 、信息

安全 、数字新闻信息系统 、智能化比赛管理系统等

方面 ”。

自 年开始发布项目指南以来 ,在面上项 目

中 ,除了制定科学基金的主要资助范围和鼓励研究

领域外 ,还特别拟定了小部分的定向课题或优先资

助领域 。例如 , 年 《项 目指南 》中 ,生命科学部

提出了 个方面的优先资助领域 ,其中包括 “属于立

国大计 ,影响深远的生命科学问题的研究 ”、“工农

业 、医药卫生中的重大问题的研究 ”等与国家经济社

会发展中的科学问题相联系的基础研究 。尤其是自

“九五 ”开始 ,科学基金在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五年发

展计划 》中单独列出优先资助领域 。

产业具有影响或应用前景的基础性研究 围绕国家

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或为国家宏观决策提供依据的

基础研究 ”「〕。

。。 年 ,为了进一步加强科学基金对提高我国

科技持续创新能力的作用 ,科学基金开始试点实施

重大研究计划 。旨在针对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重大

科学前沿两类核心科学问题 ,整合与集成不同学科

背景 、不同学术思想和不同层次的项目 ,形成具有统

一目标的项目群 ,实施相对长期的支持 ,加强学科交
叉 ,升华研究主题 ,以实现若干重点领域和重要方向

的跨越发展 ,促进原始性的科学创新 '〕。

重大项目 、重大研究计划在题 目设计时 ,通常会

遴选出与国家需求相关的重大基础科学问题 ,进行

研究内容上的统一设计 ,定向规划 。例如 , 年 ,

科学基金设立 “西部能源利用及其环境保护的若干

关键问题 ”的重大科学研究计划 ,旨在通过对西部

发展中能源利用及其环境保护以及重大工程中重要

科学问题和相关关键技术的研究 ,为西部能源利用

和环境保护与管理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持 。

直接设立以国家需求为目标导 向的资助

类型 ,激励 申请者结合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中

的基础科学问题进行研究

为了坚持贯彻国家关于 “面向 ”和 “依靠 ”的科技

政策方针 ,自然科学基金委先后设立了与国家经济

社会需求有较强相关性 国家需求导向 的资助类

型 ,即重大项目 、重点项 目和重大研究计划项 目 ,它

们在设立目标与宗旨上有着共性 ,都把国家经济社

会发展目标 战略需求作为目标或宗旨之一 。

重点项目于 年开始独立立项 ,定位于支持

学科布局中的关键问题或对学科发展有推动作用的

学科前沿 ,可望取得重大或重要突破 ,达到国际领先

或先进水平 对国民经济 、社会发展有重要应用前景

的当代活跃的学科前沿 能充分发挥我国自然资源

或者自然条件特色的研究领域以及意义重大的基础

数据积累 。重点项 目是一种领域定向的研究课题 ,

它主要在学科发展战略研究基础上遴选出优先资助

领域 。重点项目还可以根据国家经济 、社会发展特

殊需要临时制定部分重点项 目指南 ,经过专家论证

后发布并接受申请巨〕。

重大项目设立于 年 ,定位于 “国家经济发

展函待解决的重大科技问题 ,对开拓发展高新技术

通过与其他行业部门 、地区及企业等开展

联合资助 ,为特定产业或领域 的实际需求提

供基础科学支撑

为了更好地发挥科学基金的导向作用及其优

势 ,吸引社会科技资源支持基础研究 ,培养科技人

才 ,推动知识创新与技术创新的结合 ,自然科学基金

委在成立时就开始与国内外相关部门或机构联合共

同提供研究经费设立联合基金 ,支持相关领域的基

础研究工作 。同时 ,为推动产学研结合 ,加快基础研

究成果的产业化进程 ,解决产业界需求的关键科学

问题 ,有目标地为产业界提供技术储备 ,增强企业的

自主创新能力 ,促进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 ,自然科

学基金委积极引导其他政府部门或产业界在双方共

同关心的领域或方向上投人经费 ,设立地方政府 、企

业联合基金 ,支持应用基础研究 ,以解决实际应用中

的基础科学问题 。

截至 年 ,科学基金与地方政府 、机构或企

业合作先后设立的联合基金共 个 。联合基金成

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体系的组成部分 ,由自然

科学基金委发布 《项目指南 》,在每年的指南中公布

受理的研究领域和相关要求 ,面向全国范围内的科

研人员 ,引导和鼓励在国家需求和科学重点发展方

向相关的领域开展基础研究 。

与国际机构 、组织在科学技术领域 ,尤其是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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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科学研究上的合作一直以来是科学基金特别重视

的工作 。截至 年 ,自然科学基金委同国际 地

区 签署合作协议或联合资助的科学基金组织和学

术机构有 余家 。随着国际合作的逐步深人 ,自然

科学基金委同国际科学基金组织 、学术机构开始设

立协议合作项目 ,尤其是在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中的基础科学问题提供 了国际基础 。例如

年 ,自然科学基金委与美国福特汽车公司签订了《福

特一中国研究与发展基金协议 》,开创了与国外企业

合作进行联合资助的先河 。 年 ,自然科学基金

委开始与 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 开展 “建设

环境友好和环境低负荷型社会的科学技术研究 ”的

合作 。

针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较短时期内急

需解决的科学问题或应对公共突发事件 ,部

署应急资助项 目

自 年成立以来 ,针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过

程中出现的关于产业技术发展 、食品安全 、医疗卫

生 、人口与健康 、以及其他方面公共突发事件的科技

需求 ,自然科学基金委都在不同时期部署了应急研

究项目 ,以期在较短时间内解决各行业巫待解决的

基础科学问题 ,为国家相关产业经济发展或公共突

发事件的应急提供支撑 。科学基金的应急机制 ,总

体上是为政府决策服务的 。通过应急研究 ,既为国

家经济社会发展急需解决的科学问题提供基础支撑

或决策支持 ,也为相关领域的研究储备知识和人才 。

例如为了对经济 、科技 、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一些

“重大管理问题快速做出反应 ” ,为国家和政府高层

科学决策及时提供政策建议 , 自然科学基金委于

年特别设立了管理科学部主任基金应急研究

专款 ,主要资助开展关于 “国家高层宏观管理及发展

战略中特别急需解决的重要的综合性问题 ”的研究 ,

以及与之相关的经济 、科技与社会发展中的热点与

难点问题的研究 。

管理科学部主任基金应急研究专款的应急范围

包括

针对 “国家高层宏观管理及发展战略中特

别急需解决的重要的综合性问题 ”或与之相关的经

济社会发展中急需解决的热点和难点问题 ,管理科

学部或跨科学部主任基金每年发布 一 期应急项

目指南 ,向全国公开进行课题招标 ,做出快速的反应

并资助研究 ,为国家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

年 ,针对上海浦东新区 、天津滨海新区等

国家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提出和建设 ,为探索新的历

史条件下区域发展的新模式 ,提升区域乃至国家竞

争力的使命 ,管理科学部设立了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

试验区研究 ”应急项 目 ,包括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

验区的内涵 、内容与动力机制 ”等 个专题及若干示

例性内容 。获资助的课题平均资助强度约为 万

元 ,研究期限一般为 个月 。

年 ,在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

个五年规划纲要中积极推进低碳经济的战略要求

下 ,管理科学部发布 年第 期应急研究项 目

指南 ,设立了 “低碳发展的特征 、路径及战略研究 ”

专题的应急研究项 目 ,面 向全 国公 开进 行课题

招标 。并针对本项 目 个专题 ,择优资助 一 个

课题 ,获准资助课题的平 均资助强度为 万元

左右 。

在发生突发性 自然灾害 、传染病或国际金

融危机等重大事件时 ,自然科学基金委应急立项 ,引

导科研人员就应对公共突发性事件需要开展的基础

科学问题进行研究 ,以便能短期内提供应对公共突

发性事件的机制与对策 。

例如 , 年 ,我 国大范围内 疫情迅速

蔓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支持开展 相关研

究工作 ,即刻启动了针对 疫情的跨科学部主

任基金项 目。就 “ 对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影响

以及应对策略研究 ”、“ 对我国民众心理影响

研究 ”、“中国公共卫生应急系统的反思与再造 建

造 研究 ”等专题内容进行择优资助 ,每个项目资助

强度为 万元左右 ,资助年限为 年 。

年 月 日 ,四川省坟川县发生里氏

级的特大地震 ,管理科学部发布了第 期应急项 目

《坟川特大地震的应急管理和灾后重建若干问题研

究 》的申请指南 ,以汉川特大地震的应急指挥 、灾后

救助与重建中的急需解决的重大实践问题与对策 、

政策为主要目标开展应急性研究 。通过此次应急立

项研究 ,试图为后续的抗震救灾 、灾后重建工作提供

科学的理论依据和积极的政策建议 ,也为完善我国

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管理体系和特大 自然灾害的风

险管理体制提供有益的借鉴 。

结论

通过梳理自然科学基金委 自 年成立以来

的资助与管理实践 ,特别是对战略定位和项 目设置

的研究分析 ,归纳出科学基金支撑国家经济社会发

展需求的机制 。研究表明 , 多年来 ,科学基金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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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更快地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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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证资助项 目顺利实施的情况下 ,加强对资

助项目中后期管理 ,鼓励在研人员积极参加国内 、国

际交流 ,以有助于科研人员进一步寻找突破点 ,获得

完整 、创新性的科研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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