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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一 年度林业主要科研院所及高校累计获得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的总体情况

批准年份

项目数量 项

项目经费 万元

, 。 。 , 。
丫 艺 日

。

合计

除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数量和经费在不同时期有

较大的差别外 ,在不同科研院所及高校之间也有明

显的差异 。从图 可看出 ,不同科研院所及高校所

获得的科学基金资助强度分化较大 ,说明不同单位

的基础研究水平和科研实力不均衡 。根据资助项 目

数量和经费 ,可将林业主要院所高校大致分为 个

梯队 以国家级科研机构和林业重点高校为主

的第一梯队 ,包括中国林科院 、北林 、东林和南林 ,其

资助项 目和经费均分别超过 项和 万元

以省属林业高校为代表的第二梯队 ,包括浙林 、

西南林和中南林 ,其资助项 目和经费均分别超过

项和 万元 以省 区 林科院为代表的第三

梯队 ,其资助项 目和经费均分别低于 项和

万元 。

中南林 ,
中国林科院

, 中南林 ,

西南林 ,
,

,

项目数量 项

中国林科院 ,
,

东林 ,
,

东林 ,
,

南林
,

项目经费 万元

图 林业主要科研院所及高校获得资助项目情况

资助项目在学部和学科的分布

整体上 ,林业主要科研院所及高校资助项目在

生命 、地球 、工程与材料 、数理 、化学 、信息 、管理和医

学等 个学部中均有分布 ,但主要集中于生命科学 、

地球科学 、工程与材料科学部 ,尤其是聚集于生命科

学部 图 ,这 个学部资助项目数量与经费之和

均占总项 目数量和总经费的 。

︵厚︶嘲级写皿泛 。。。

项目经费

项目数量

履李一

如表 所示 ,林业主要科研院所及高校资助项

目涉及 个学科 ,占 个科学部中 个一级学科

数量的 ,但主要集中于生命科学部中的林

学 、生态学 、动物学和植物学 个一级学科以及地球

科学部中的地理学 个一级学科 ,尤以林学最为明

显 ,其 项 目数 量 和经 费 分 别 占总 数 的

和 。

资助类别和资助强度及资助率的变化

从图 和 可看出 , 一 年 ,面上 、青年

科学基金和地区科学基金项目增长较为稳定 ,其中

面上项目经费显著增长 ,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数量迅

速攀升 重点 、国际合作与交流 、主任基金项 目呈

现较大的波动 其他 类项 目获得资助很少且不

连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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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 地球 工材 化学 管理 数理

图 获得资助项目数 与经费在各学部的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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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获得资助项目数 与经费在各学科的分布情况

学科

林学

生态学

动物学

地理学

植物学

建筑环境与结构工程

园艺学与植物营养学

宏观管理与政策

农学基础与作物学

微生物学

畜牧学与草地科学

环境化学

数学

植物保护学

遗传学与生物信息学

计算机科学

无机非金属材料

化学工程及工业化学

高分子科学

生物理化与分子生物学

海洋科学

机械工程

数量 项 经费 万元 学科 数量 项 经费 万元

地球化学

有机高分子材料

物理学

电子学与信息系统

物理学

金属材料

自动化

力学

细胞生物学

工程热物理与能源利用

水利科学与海洋工程

免疫学

大气科学

中药学

食品科学

物理化学

代数学

光学和光电子学

有机化学

发育生物学与生殖生物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数论

面上 青年科学基金 地区科学基金 重点
国家杰出 国际合作与交流 一重大 一 主任基金
青年基金 重大研究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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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一 年林业主要科研院所及高校不同类别项目的数 变化

面上

国家杰出
青年基金

一专项

青年科学基金 地区科学基金 、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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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研究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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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一 年林业主要科研院所及高校不同类别项目的经费变化

如表 所示 ,林业科研院所及高校资助项目主

要来源于面上和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 ,二者数量与经

费分别为 项 、 万元和 项 、 万元 ,

分别占总数的 、 和 、 而

重点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和重大项 目获得资助

偏少 ,三者 年累计数量和经费分别为 项和

万 ,分别 占总数的 和 ,反映出林

业行业在科技创新水平和杰出青年人才培养方面有

待加强 不同单位间项目资助类别除面上和青年科

学基金项目外 ,其他人才培养类和重大项目类分化

较明显和发展不均衡 ,表明了不同单位间的基础研

究水平和科研人员实力存在较大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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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林业主要科研院所及高校科学基金项目类别分布情况 项

依托单位

中国林科院

面上
地区科学

基金
重点

国家杰出青年
基金

国际合作

与交流
重大 主任基金 专项 重大研究计划

自乃曰尸只﹄

只︵山目

北东南林林林

浙林

西南林

中南林

地方林科院

合计

青年科学

基金

。,
以面上 、青年科学基金 、地区 、重点和国家杰出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为对象 ,分析了近 年来林业主

要院所高校的资助强度与自然科学基金委平均资助

强度的差异 。由图 可知 ,不论是科学基金的平均

资助强度还是林业行业的资助强度 ,两者总体上同

步提高 ,尤其以 年的资助强度增幅最为明显 ,两

者分别达到 万元 项和 万元 项 ,比 年

增加近 。除 、 和 年外 ,林业行业

项目资助强度低于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强度 。

学部的平均资助率相当 ,但低于自然科学基金的平

均资助率 。

个

巴

一

珊
图 不同单位 部门 近 年的项 目资助率对比

从资助强度和资助率两个指标来分析 ,林业行

业总体上均低于科学基金的平均资助水平 ,客观反

映了林业科研院所及高校的科研实力和林业基础研

究水平还需进一步加强 。

猎
图 林业行业与自然科学基金委近 年的项目资助强度对比

以中国林科院为例 ,比较了近 年来中国林科

院 、生命科学部和科学基金资助率的差异 。由图

可知 ,生命科学部和 自然科学基金平均的资助率在

年较高 ,而后开始降低 ,到 年之后又逐步

提高 而中国林科院的项 目资助率变化幅度较大 ,

年资助率高达 ,而后开始降低到

年的 , 年和 年略有提高 ,到

年又降低至 ,之后资助率又开始提高 。总体

上 ,中国林科院的资助率与自然科学基金委生命科

结果与建议

资助特点与现有问题

科学基金项目资助规模增长较快 ,但申报

数量和整体获资助率均偏低 。近 年来在科学基

金的支持下 ,林业主要科研院所及高校获资助项 目

和经费在同步增长 ,成为中青年科技人员提升科研

实力和增强科技创新能力的重要平台 ,促进了林业

基础研究的快速发展和 自主创新能力的不断提高 。

虽然近几年林业单位科技人员对申报和承担科学基

金项目越来越重视 ,申报数量有了一个较大的增长 ,

但与其他行业单位相比 ,林业科研院所及高校的科

研人员和教师对科学基金项目的申报仍显不够积极

、︸八︸︸﹄、﹃﹃﹄︸日`̀︸斗络内月︺̀气,山︸,

︵厚、峡险︶侧东会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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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引进相结合 ,并注重对非林背景优秀拔尖人才的

吸纳和引进 ,以优秀学科带头人为核心 ,以重点研究

基地或平台为依托 ,实施创新团队建设计划 。通过

创新团队建设 ,带动学科的交叉融合和优势科技资

源的有效整合 ,促进团队承担重大综合性项 目能力

的提高和整体科研实力的增强 ,高起点 、超前性 、交

叉性地开展相关基础科学研究工作 。同时 ,也要多多

关注对青年科技人员的培养 ,不断提高青年科技人才

凝练重要基础科学问题 ,探索解决关键技术的水平和

能力 ,为建立一支稳定的基础科学研究队伍 ,不断提

高林业行业的科技创新能力和水平做好储备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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刁门刁」乙口八厂

飞,门任匕内广

刁﹃月艺六甘了一厂

碳氮 循环过 程对全 球变化 的 响应与适 应等方

面比“, 〕。要积极鼓励和引导科研团队和科技人员加

强本学科领域以及与其他学科领域开展交叉学科方

向的基础科学研究工作 ,努力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

究内容有机地 、上下贯通地密切联系起来 ,以基础研

究支撑应用研究向更深人的方向发展 ,这有利于较大

幅度地提高林业应用研究的水平和能力 ,也有利于更

好地 、可持续性发挥林业的生态 、经济和社会效益 。

采取多项措施和方法 ,努力提高科学基金

申报和管理工作水平 。要进一步加强基金的申报和

组织管理工作 ,一是开展前期培训 ,邀请多次承担科

学基金任务和长期担任科学基金项 目同行评审的专

家对科技人员进行申请书撰写的培训 ,提高申请者

的文本撰写水平 二是请本单位同行专家或相关领

域专家对拟申报文本进行预审查 ,提出修改建议 ,要

求申请者进一步完善申请书 三是对与科学基金申

报指南衔接的研究内容 ,可预先安排单位资金开展

先期研究 四是加强对申报基金重大项目 、国家杰出

青年科学基金 、优秀青年基金项目的策划组织工作 ,

提早部署 ,精心选题 ,请同行专家把关文本质量 ,助

推优秀科技人才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五是在项 目进

展管理和结题管理方面 ,全面及时了解项目执行进

展情况 ,严格按照自然科学基金委的有关管理要求 ,

保证项 目的各项管理工作顺利进行 。

加强科研创新团队建设 ,完善科技领军人

物和优秀拔尖人才的培育机制 。科研创新团队与科

技领军人物和优秀拔尖人才是开展创新科学研究工

作的灵魂 ,在科技领军人物的培育方面 ,要坚持培养

巧 〕 戌 飞 厌

一

,
。 。 入二 夕, 以 。 己 夕。 砂 , ,

艺 夕 , 少 夕,

上接第 页

已粥 巧 阻

兀

￡夕。 。 己 人 夕 诬, , 肠 二 是。 己汤 艺。,

泛 诬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