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期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基金纵横 ·

完善科学基金评审系统 ,提高基金资源配置效力

刘文波 胡 睦 陈 馨 蒯本君 董激胞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基础研究处 , 上海

科学基金制是由出资人设置基金 ,采取 自主申

请 、专家评审 、择优支持的机制 ,资助特定科学技术

研究的制度 。科学基金是科学研究 ,尤其是基础科

学研究的主要经费来源 。支持基础研究的经费主要

来自财政 ,政府作为出资方实施科学基金制的目的

就是要把平等竞争和激励创新的机制引人科学研

究 ,克服行政拨款方式的某些弊端 ,实现知识生产要

素的优化配置 ,不断推进符合科技发展规律的科技

体制的建立与发展 。我国科学基金制从 年开

始实施已有 年 ,在持续增长的科学基金的资助

下 ,我国的科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 ,产生了一批在

国内外具有领先水平的研究成果 ,为国家科技创新

能力的提升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

科学基金要更广泛地调动起科学家们的创新积

极性 ,不仅体现在财政投人的增长方面 ,科学基金评

审制度的科学性同样至关重要 。评价系统设计的合

理与否 ,直接影响到科学基金的配置效力 。

目前 ,我国科学基金评审主要依靠同行专家 。

随着科学基金事业的快速发展 ,一方面是项目申请

数量大幅增长 ,申请的学科研究方向随着创新前沿

的不断开拓而越来越多 另一方面是评审专家资源

也越来越丰富 ,如何提高立项评审效率 ,快速地为大

量的申请项目找到合适的评审专家 ,成为科学基金

管理工作的一大挑战 。

现行的地方科学基金项目评审的主要流程是初

审一网审一会审 。初审主要审查申请人资格 、限项

规定以及依托单位的法律责任等 ,这个环节相对容

易 。网审 、会审需要分配专家进行评审 。要进一步

提高评审的科学性和效率 ,需要从简化报评流程 、细

化项目分组 、协同单位项 目管理和更新完善学科代

码等方面人手 。

近年来 ,上海市科委在完善 自然科学基金评审

系统方面不断地探索有效的方法 。

上海市 自然科学基金 以下简称自然基金 是上

海市科技发展基金的组成部分 ,由上海市科学技术

委员会根据 《上海市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办法 》组织实

施和管理 ,旨在通过资助具有重要科学意义的原始

创新和自由探索项目 ,鼓励前沿科学研究和激发创

新思维 ,积极发现优秀科技人才 ,促进各学科均衡 、

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推动上海市基础研究和应用基

础研究的原始创新工作 。

自然基金项目以鼓励青年科技人才自由探索为

主 ,自由申报 、自由选题 ,鼓励创新 、宽容失败 。 自

年设立以来 ,自然基金广泛资助上海市高校 、

研究所等各类研究单位的创新科研活动 ,投人不断

增加 ,资助领域范围不断扩大 ,显著增强了上海市的

基础研究活力 。近年来 ,随着基金资助面的扩大 ,青

年科学家们的积极性日益高涨 ,年度项 目申请数快

速增长 。 年有效申请项 目数 项 ,比上年

增长 ,项 目研究领域涉及数理 、化学 、生命

科学 、地球科学 、材料与工程学 、信息科学和管理科

学等众多学科 。 年上海市自然基金的立项数

量高达 。项 ,投人经费 万元 。

自然基金的特点是量大面广 ,又是 自由探索 、自

由选题 ,因而评审工作量越来越大 ,评审涉及的专业

领域越来越分散 ,涉及评审专家数量越来越多 ,这给

自然基金项目的评审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为加强培

育创新思维 ,广泛推动学科发展 ,提高资源配置效

力 ,有效夯实科学基础 , 自然科学基金优化评审系

统 ,实施申报项目自动分组 、自动匹配评审专家 ,扩

增专家库 ,确保评审过程公开 、公平 、公正 ,评审结果

更加科学合理 。同时 ,为激发原创思想活力 ,增进对

原始创新性探索项目的支持 ,基金进一步完善了非共

识项目评审机制 ,立项过程中加强了领域专家咨询 。

具体的改进方法包括

评审专家按学科代码分类管理 。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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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学科代码的分类标

准 ,对参与自然基金评审的专家进行信息更新 ,更新

中重点根据学科代码对专家进行专业分类 ,还增加

擅长专业领域 。在此过程中 ,对所有专家库内参与

自然基金项 目评审的专家都进行了分类梳理 ,同时

根据评审工作的需要 ,新增了大量专家人库 。

项目申报时根据学科代码分类申报 。每个

项 目申报过程中 ,网上填写可行性方案时候 ,新增了

一个环节 ,就是学科代码分类 ,必须针对专业情况进
行学科代码分类 ,只有选择了学科代码分类 ,才能网

上提交成功 。

建立计算机 自动分组 、匹配专家的功能 。

由于专家按学科代码分类管理 ,申报项 目也按同一

学科代码分类申报 ,具备相同的分类标准 ,具备了通

过计算机系统进行自动分组 、自动匹配评审专家的

可行性 。在上海市科委的评审体系中 ,新增了针对 自

然基金项目评审的计算机辅助功能 ,即通过计算机对

网评项目自动分组评审以及对分组后的项 目自动匹

配评审专家的功能 。自动分组后 ,计算机自动产生的

匹配专家 ,按照匹配度的高低排序 ,同一单位的专家

以及申报人要求回避的评审专家在系统中自动屏蔽 。

在 年上海市自然基金立项评审中 ,动用评审专

家 人 ,其中 由新的评审系统自动产生 。

计算机自动汇总评审专家意见 ,并按评审

分数排序 。在网评结束后 ,计算机将 自动汇总评审

专家意见 ,按评审分数排序 ,并根据我们拟立项数量

确定每个组的录取比例 ,确定每个组的录取分数以

及上线名单 。这个评审成绩的确定对下一轮的会审

奠定了基础 ,也是会审的重要依据 。

上述这些尝试对基金资源的有效配置起到了积

极的作用 。完善并不止于此 ,基金工作未来还需要

进一步从以下方面做好改进

不断完善服务平台 。上海市科委在项目管

理过程中 ,不仅注重提高工作效率 ,而且更加注重营

造公平公开公正的服务平台 ,并努力贯彻 “服务没有

最好 ,只有更好 ”的理念 。在此过程中 ,上海市科委

还根据自然基金特点 ,尽可能简化操作 ,方便 申请

者 ,尽可能为申请者做好服务工作 。

遴选客观公正 。自然基金评审系统中项目

分组精细 ,可以确保每个评审专家都是小同行 ,评审

结果更加客观公正 。 年的自然基金项 目评审

中第一次试运行 ,参与评审的小同行专家 以上

都是由计算机自动匹配的 ,以后这一数字有望更高 。

发挥依托单位的项目管理作用 。依托单位

对项目进行审核 ,协助我们作好项 目管理工作 ,依托

单位科管部 门还可以随时了解本单 位在研项 目

状态 。

后续仍有很多工作需要进一步完善 。理论

上讲 ,如果每个三级学科的专业领域都有足够多的

专家 ,那么对所有的申报项 目都可以实现计算机自

动匹配专家 如果学科代码分类足够细的时候 ,每个

自由选题的项目都有申报的通道 新兴学科以及交

叉学科不断涌现 ,学科代码标准仍需根据学科的发

展不断更新完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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