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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推动国际合作交流 ,为医学科学研究搭建国际平台

冯 锋 董尔丹 王红阳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医学科学部 , 北京

引言

自然科学基础研究国际化是科学研究发展的时

代特征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十二五 ”规划发展目标

中指出要形成更加开放的中国特色科学基金制 ,促进

若干主流学科进人世界前列 ,造就具有世界影响力的

优秀科学家和创新团队 ,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整体水平

不断提升 ,显著增强基础研究的国际影响力 。这些目

标的实现 ,需要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以下简称科学基

金 管理工作中贯彻落实科学基金 “开放合作战略”。

在医学科学领域贯彻实施 “开放合作战略 ” ,就

是要把握医学科学基础研究国际化发展特点和规

律 ,立足医学科学前沿 ,营造有利于医学领域科学家

更好参与国际合作的开放创新环境 ,搭建医学科学

研究国际平台 ,统筹利用国内外医学科技资源 ,推进

医学领域的实质性合作研究 。在加强多领域 、多层

次 、多方位国际合作的同时 ,力争在具有我国特色和

优势的部分医学领域逐步形成以我为主的合作格

局 ,提升我国医学科学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 。科学

基金国际合作交流项目是科学基金资助体系中的重

要类别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以下简称 自然

科学基金委 年 月成立医学科学部 ,在继承

原有国际合作交流工作的基础上 ,根据 “十二五 ”规

划发展目标和战略 ,医学科学部进一步明确国际合

作的战略定位与作用 ,加强科学部与国际合作局沟

通协调配合 ,保持并不断拓宽国际合作的渠道 ,在全

面合作基础上突出重点方向和领域 ,加强医学科学

领域的国际合作交流 ,积极为医学科学研究搭建国

际合作与交流平台 。

医学科学领域的国际合作工作

医学科学部成立 年来 ,按照自然科学基金委

“开放合作战略 ”的总体部署 ,结合医学科学优先发

展领域 ,科学部与国际合作局紧密合作 ,在医学科学

领域启动了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的合作研

究项目 不断拓宽和深化与加拿大医学研究理事会

、魁北克医学研究理事会 的中加健

康合作研究 在双边研讨基础上 , 年启动了与

英国医学研究理事会 的合作研究项 目 开展

了中一奥 、中一德一芬合作项 目的评审工作 与以色列

等国家的合作交流也在筹备过程中 。

开辟与美国 组织间的合作渠道 ,启动了

合作研究项目

始建于 年 ,是国际上资助规模最大 、

最具影响力的生物医学研究和资助机构之一 ,也是

美国医学研究基金的评审和管理机构 ,支持各大学 、

研究所和医疗机构的生物医学研究工作 ,协助进行

研究人员培训并促进医学信息交流 ,近年来年预算

逾 亿美元 。在我委与 多次交流沟通基础

上 , 。年 月 ,陈宜瑜主任会见了 主席

,双方签署了合作协议 。 年初双

方共同发布了 一 合作项 目指南 ,资助中美

生物医学领域的科学家在肿出 、过敏性疾病 、感染性

疾病 、医学免疫学等领域的合作研究 。在受理 、同行

评审基础上 , 年 月在北京组织召开了首轮

与 生物医学合作试点项 目联合评审会

暨 一 项 目管理双边研讨会 。双方就合作

项目组织管理程序 、项 目管理周期 、项 目评审程序 、

同行评议指标体系等进行了交流 ,还就下一轮项目

的研究领域 、评审管理机制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在

年双方合作良好开端基础上 , 年合作领域

又增加 了精神健康领域 。双方还商定在 一

年合作基础上 , 年 与 双方将

分别以重大国际合作项 目— 项 目强度资助

中美科学家在生物医学领域的合作研究 。

璐中国工程院院士

本文于 年 月 日收到

DOI :10.16262/j.cnki.1000-8217.2012.05.009



第 期 冯锋等 积极推动国际合作交流 ,为医学科学研究搭建国际平台

与 建立合作关系并完成合作项目的征集 、

评审是自然科学基金委和 两个机构的领导高

瞻远瞩及双方科学家大力支持 、管理人员通力协作

的结果 ,是自然科学基金委医学领域国际合作工作

中的重要事件 。与 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不仅可

以促进中美科学家在生物医学领域的合作 ,同时也

加强了中美双方管理人员在项目评审 、资助管理方

面的交流 ,也反映了国际医学界对中国医学研究实

力的承认 ,该伙伴关系有利于提升自然科学基金委

的国际影响力

拓宽 、深化与加拿大 、 合作领域 ,

不断提高合作研究水平

我委与加拿大卫生研究院 于 年签

署 “关于开展健康研究合作计划的谅解备忘录 ” ,

年开始实施中加健康研究合作计划 ,每年共同

征集中加合作研究项目 ,分别进行函评 ,然后组织由

双方评审专家参加的联合评审会 ,并召开下年度工

作计划会 共同资助中加科学家开展合作研究项目 。

在前期合作研究取得重要进展的基础上 , 年

月双方又续签 《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加

拿大卫生研究院科学合作谅解备忘录 》。在原有

个合作项 目领域 神经科学 、心血管 、糖尿病与肥胖

症 、疾病遗传 、传染与免疫 、衰老 、青少年健康等 的

基础上 ,近年来又增加了肌骨健康与关节炎 、呼吸系

统疾病 等研究 领域 。在 年 “中加

生物医学前沿双边研讨会 ”的基础上 ,双方商

定自 年起以重大国际合作项 目的强度资助双

方共同感兴趣的领域 “老年痴呆症相关病症研究 ” ,

经公布指南 、受理 、评审 , 年共资助了 项中加

一 老年痴呆症及相关病症重大国际合

作研究项目 。中加双方在协议框架下 ,组织双方科

学家在研讨的基础上 ,形成双方感兴趣的合作研究

领域 ,共同征集项 目申请和组织评审 ,每年评审会结

束后讨论形成下年度的工作计划 ,这种合作模式为

我委与其他基金资助机构的合作提供了范例 。

另外 ,在多次双边研讨会的基础上 , 年我

委与加拿大魁北克医学研究理事会 在 “基

因组与疾病 ”领域启动了双边协议合作项 目 ,

年双方将围绕帕金森 、老年痴呆等老年性神经系统

疾病共同组织合作研究项目 。

开展双边研讨 ,启动与英国 的合作项目

年 月 ,英 国医学研究重要 的资助机

构 — 医学研究理事会 政策局局长

、国际政策高级主管 来我委访问交

流 。双方介绍了各 自的资助领域 、项 目评审程序以

及国际合作交流情况 ,探讨了在医学研究领域开展

合作研究的前景 ,双方同意于 年组织中一英科

学家围绕医学科学的前沿科学问题 “干细胞与疾病 ”

在英国召开双边研讨会 。在中英科学家研讨交流的

基础上 ,双方决定 年启动 “干细胞与疾病 ”领

域的合作研究项目 。现在中一英 “干细胞与疾病 ”合

作研究项 目已完成 申请和初审工作 ,正在评审过

程中 。

近年来 ,医学科学部和国际合作局还共同组织

了中国 与奥地利科学基金会 双边合

作 、中国 一德国 一芬兰 “医学免疫

学合作研究 ”项 目的评审和资助工作 。围绕神经退

行性疾病 、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等与以色列科学基金

会 的合作亦将于 年启动 。另外 ,我委与

澳大利亚健康与医学研究理事会 在医学

影像 、糖尿病领域的合作研究亦在讨论之中 。

医学科学领域国际合作工作展望

医学科学部在科学基金国际合作交流中注意贯

彻落实 “开放合作战略 ” , 不断拓展国际合作研究的

广度和深度 。但随着医学科学领域国际合作对象 、

领域的增加 ,国际合作项 目的申请量以及评审 、管理

工作量亦逐年增加 。 面对挑战 ,医学科学领域

国际合作交流工作需要结合学科发展战略 、优先领

域 ,开展国际合作交流战略和国别政策调研 ,对国际

合作工作进行整体部署 。 在合作对象布局方

面 ,在拓展和深化与美国 、加拿大及欧洲等医学科学

研究优势国家合作的同时 ,积极推动与日本 、韩国等

周边国家和巴西 、印度等发展 中国家的合作 ,贯彻

“一国两制 ”方针 ,持续加强与港澳台地区的合作 。

在合作研究领域选择方面 ,在继续支持肿瘤 、感

染性疾病 、神经系统及精神疾病 、心脑血管疾病等合

作研究领域的同时 ,加强药物药理学 、中医中药学 、

老年医学 、生物医学工程 、流行病学领域的合作研

究 同时注意在合作过程中对病原生物样本 、病例资

源等的保护和利用 。 在国际合作项目组织 、评审

和管理方面 ,注意国际合作项目种类多样性与规范管

理相结合 ,同时要加强国际合作项目的绩效管理 ,要

结合医学科学部优先发展领域 、重大计划 、重大项目

等 ,开展实质性国际合作研究 ,促进我国更多医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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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查出某些超项申请 ,口。由于 年

系统取消了 “人员数据表 ”导出功能 ,因而此方法只

适用于 年之前的 系统导出数据 。

自然科学基金委科研在线提供的查重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报时 ,自然科学基

金委 “科研在线 ”系统中提供了 “申请与在研项目检

索统计 ”功能 ,使得依托单位能够便捷 、准确的查看

人员项目统计情况 ,为依托单位进行此项工作提供

了极大的帮助 。

讨论

自然科学基金委 “科研在线 ”提供的 “申请与在

研项 目检索统计 ”功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依托单

位人员查重难的问题 ,但是由于工作的需要 ,自然科

学基金委的查重系统需要在申报截止前 天关闭 ,

因此 ,之前未能及时查重的项 目则不能再进行人员

查重 。因此 ,除了自然科学基金委的查重系统 ,依托

单位还需采用另外一种人员查重方法作为补充 ,以

便在 自然科学基金委查重系统关闭后随时进行人员

核查 。

如果单纯使用方法一中的 表格 ,工作量

大 、效率低 ,数据更新费时耗力 ,对于申请体量大的

依托单位显然是不适用的 。组织编写软件虽然能很

好的进行相关工作 ,但对于大量的申报项 目 ,录人项

目成员的工作量比较大 ,且 自然科学基金委已有非

常完善和科学的项 目管理系统 ,另再用一个小系统

管理基金项 目 ,使管理工作发生重复 ,造成工作上的

一些不必要时间和人力的浪费 。通过实际工作检
验 ,我们认为最有效的方法是以自然科学基金委系

统提供的查重系统为主 ,方法 为辅 ,两种方法结合

使用 ,则能很好的帮助科研管理人员便捷 、准确的进

行人员的筛查 ,有效避免人员超项申请的发生 。我

校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报过程中 ,就是采用

了 “科研在线 ”系统查重与方法 相结合的查重方

式 。初审结果表明 ,我校未出现一例人员超项申请

的情况 。

近年来我校在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前的动员

会议中都在强调 ,申请者应该仔细研读国家 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有关管理办法和相关文件 在申报过程

中 ,科研管理人员专门设计 自查表帮助老师理解和

检查申请书各项内容包括人员限项问题 ,但由于有

些申请者不仔细研读指南 、对限项规则的理解不到

位等问题 ,仍总有超项申请情况发生 。每份申请书

都是申请者多年学术思想和科研成果的结晶 ,依托

单位科研管理部门有必要对申报的项目进行人员把

关 ,尽可能避免超项申请 ,争取让每份申请书都能获

得评审的机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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