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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量快速增长试析

— 以面上项目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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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以下简称科学基金 资

助经费的快速增长 ,项 目申请量近年来连续快速增

长 ,资助工作也面临了一些新的挑战 。 年仅面

上项目的申请量就已达到 项 ,比 年增长

了 。本文以面上项 目为例 ,通过对近年来

面上项目申请量变化的趋势分析 ,从申请量的科学

部差异 、申请人的年龄分布 、申请量的地区集中度 、

申请单位的特征几个角度 ,初步探讨了我国科学基

金申请量快速增长的部分原因 。

引言

面上项目自 年设立至 年 ,项 目申请

量的变化幅度不大 年申请量有所提高 ,随后

又保持稳定 一 年 ,申请量呈小幅上升趋

势 年之后 ,面上项目的申请量开始大幅增加 ,

除 年增长较为平稳外 ,其余几年的申请量增长

率都超过 , 和 年的增长率甚至超过

。 一 年 申请量年均增长超过

项 。如图 所示 。

科学基金项目申请量的快速增加 ,给科学基金

的管理与基金项 目的评审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

基金项目的申请数量 、资助数量和总经费都在快速

增长 ,但相应的基金管理人员数量却并未同幅增加 ,

基金委在编人员人均管理的项 目申请数 、资助项目

数以及资助经费数在近 年快速增长 ,管理人员的

工作压力巨大 ,管理人员人均处理申请书数量已达

到 年前的 倍以上 ,给评审系统也带来巨大压

力 ,评审的质量与公正性受到严峻挑战 。为此 ,必须
一

分析申请量快速增长的原因 ,为科学基金管理工作

提供决策依据 。本文仅以面上项 目的申请为例 ,从

多个角度探讨申请量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 。

申请纽增长的科学部差异

图 所示为各科学部面上项目申请量的增长情

况 `。医学科学部的申请量增加远大于其他 个科

学部 。 年医学科学部面上项 目申请量达到

一 申请量

叫卜 数理科学部

一 。一 化学科学部
一 生命科学部

一 , 一地球科学部
… … 工程与材料科学部
一 二 信息科学部
… , 二管理科学部
一 医学科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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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各科学部面上项目申请 , 情况

本文于 年 月 日收到 ,

, 尽管医学科学部 年 月成立 ,但医学科学部下属各科学处原本就挂靠在生命科学部下 ,因此本文根据 年后分别隶属于生命科

学部与医学科学部的几个科学处的申请量计算得到 一 。。 年生命科学部与医学科学部的申请量历史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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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已经超过 年的 倍 。其次为生命

科学部和工程与材料科学部 ,申请量高于除医学科

学部外的其他 个学部 。数理科学部申请量的增速

基本保持较为稳定的水平 。

从科学部的角度来看 ,以医学科学部为代表的

某些学科申请量的增长对于近年来申请量总体水平

的快速增长具有较大的贡献 ,这与医学科学领域 、生

命科学领域 、工程与材料领域的多个子学科在近几

年的快速发展密切相关 ,新的研究热点的出现以及

大量研究人员投人到这些新兴学科的研究工作 ,导

致了申请量的大幅增长 。

申请人的年龄分布

以面上项目的申请数据为例 ,我们将申请人按

照年龄划分为小于等于 岁 , 一 岁 , 一

岁 , 一 岁 , 一 岁 , 一 岁 ,和大于等于

岁这 个年龄段 ,申请人的年龄分布如图 所示 。

年龄在 一 岁的研究人员面上项 目申请量的占

比在 年后呈现下降趋势 ,而相应的年龄在

一 的研究人员面上项 目申请量 的占比却在

年以后逐步提高 ,即 世纪 年代初出生的

一代人逐渐进人 一 的年龄组别 ,而申请量较大
的 年代末出生的一代人进入 一 的年龄组

别 ,造成了不同年龄组别申请量 占比随时间向高年

龄段移动的趋势 。而年龄在 岁以下的申请人数

量一直保持增加 ,这是由于我国科研队伍的逐渐壮

大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进人到基础科学研究领域 ,导

致年轻学者比例逐年攀升 。

申请量的地区集中度

近年来 ,不同地区面上项 目的申请量均迅速增

长 ,但申请量的地区集中度却在逐年下降 。图

所示 , 年面上项目申请量的地区分布中 ,北京

的申请量最多 ,占当年总申请量的 ,其次

是上海 和江 苏 , 申请量 占 比分别 为 和

,申请量前 位的地区累计申请量占比已经

超过 与此同时 ,有 个地区的申请量占比低

于 ,申请量位于末位的西藏申请量为 ,而宁夏

和海 南 的 申请 量 占比也仅 分 别 为 和

。图 虚线所示为 “ ”高校和中国科

学院研究院所的地区分布 ,可以发现该分布与申请

量的地区分布基本一致 ,即面上项 目的申请量集中

分布于拥有较多 “ ”高校和中国科学院研究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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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面上项目申请人的年龄分布

从申请人的年龄分布可以看出 , 一 岁的年

轻研究人员在面上项目申请者中占有较大的比重 。

我国青年科研队伍不断发展与壮大 ,这也构成了近

几年申请量迅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 。

图 年与 年面上项目申请 的地区分布对比

年面上项目申请量的地区分布与 “ ”高
校和中科院研究院所的地区分布 年面上项 目

申请量的地区分布 。 “其他 ”为申请量占比低于 的地

区的集合 , 年 “其他 ”地区包括 陕西 、甘肃 、云南 、江
西 、广西 、新疆 、内蒙古 、贵州 、海南 、青海 、宁夏和西藏

年“其他 ”地区包括 甘肃 、云南 、江西 、广西 、新疆 、

内蒙古 、贵州 、海南 、青海 、宁夏和西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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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区 ,且两者的集中程度均非常高 。

但 年面上项 目申请量的地区分布较之发

生了明显的变化 ,如图 所示 ,北京在 年仍

旧是申请面上项 目最多的地区 ,但其申请量占比已

大幅下降至 ,位于第 位的上海申请量占

比为 ,与 年相比变化不大 ,而位于第

位的江苏 ,申请量占比增长至 写 ,申请量前

位的地区累计申请量 占比低于 与此同时 ,申

请量占比低于 的地区降至 个 ,申请量位于末

位的西藏申请量为 ,占比为 ,而宁夏和青

海的申请量占比则分别上升至 和 。

因此 ,尽管从申请量的绝对增量来看 ,北京每年新增

面上项 目申请量仍居于全国首位 ,但是相对来看 ,北

京 、上海的申请量占比已经在逐渐减小 ,申请量地区

分布的集中度在下降 。

从申请量地区集中度的演变趋势来看 ,尽管北

京 、上海等拥有大量 “ '' 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地区仍

旧占有较大比例的申请量 ,但是这一比例在逐年下

降 ,而安徽 、河南等地区 ,尽管申请量的绝对数量在

全国的占比并不高 ,但近年来的增长速度却非常快 ,

对申请量的快速增长有着较大的贡献 。这类地区大

多对科学基金的申请非常重视 ,也针对承担科学基

金的研究人员提供科研配套 、奖金等相应的激励机

制 ,是造成申请量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 而另一方

面 ,随着地方对教育与科研的重视程度提高 ,大量地

方高校纷纷凭借优厚的条件从国内外引进优秀的教

育与科研人才 ,造成这些区域研究人员数量的增加

和质量的提高 ,也是导致 申请量增长的一个重要

原因 。

一 申请单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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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一 年面上项目申请 , 与申请单位数

将 一 年单位面上项 目申请量按由大

到小排序并计算其申请项 目数的累计百分比 ,绘制

历年的累积分布图 ,横坐标为申请单位的累计个数 ,

纵坐标为申请项 目数的累计占比。图 给出了

年和 年的单位申请量累计分布情况 ,

年的单位分布比 年更为分散 , 年前

个单位贡献了 的申请量 ,而在 年 ,前

个单位贡献的申请量占比降至 与此同时 ,

排在末尾的大量申请单位对申请量 的贡献较小 ,

年 ,排在末尾的 个单位仅贡献了约 的

申请量 ,在 年 ,申请单位有所增加 ,但末尾的

个单位仅贡献了约 的申请量 。从这一趋势

来看 ,面上项目的单位申请量分布集中度也在下降 ,

一些知名高校和科研院所尽管在绝对数量上拥有较
高的申请增量 ,但是增长幅度已经逐渐趋于稳定 相

对而言 ,一些地方院校和专科院校近年来逐渐加人

到科学基金项目申请的队伍 ,尽管这些单位的申请

量并不大 ,但这类单位的数量却非常多 ,而且增长迅

众大戴舰任对随略娜皿

申请单位的特征分析

在面上项 目申请量快速增长的同时 ,面上项目

的申请单位也在迅速增加 ,如图 所示 。 年参

与面上项目申请的单位较 年增长了 ,

平均每个单位约申请 项 ,其中 ,申请量最大的单

位为上海交通大学 ,共申请 项 ,申请量在 。

以上的单位有 个 , 占申请单位总数的 比例为

,申请量大于 项的单位数占申请单位总

数的也仅为 与此同时 ,有 个单位仅申

请 项 ,占所有申请单位数的 ,而申请量小

于 的单位占比达到 , ,即绝大多数的单位

申请量都非常小 。

, , 二 浮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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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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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年

图 `

申请单位累计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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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 。因此 ,这类单位数量的增加也是近年来申请量

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 。

从申请单位的性质来看 ,以 年的申请情况

为例 ,绝大多数项 目申请来 自于高等院校 ,共计

项 ,占比高达 其次是来源于各种科

研单位 ,共计 项 ,占比 有极少数的

申请来 自于其他单位 ,如医院 、公司等 ,仅有

项 ,占比 。如图 所示 ,各科学部的申请有

着与总体类似的情况 ,都是高等院校在 申请总量中

的占比最高 ,其次为科研机构 ,最后是其他单位 。但

是各科学部在具体的比例上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

例如 ,地球科学部的申请中 ,来源于科研机构的比例

显著高于其他几个科学部 ,而医学部由于存在大量

的医院进行项目申请 ,因此来源于其他单位的申请

量比例也高于其他几个科学部 。

因此 ,从申请单位的特征来看 ,普通高校申请量

的增加是造成近年来申请量增速不断提高的一个重

要因素 。造成普通高校申请量快速增长的原因与上

文安徽 、河南等地区申请量增速较快的原因类似 ,一

是由于普通高校的激励机制导致了研究人员将获得

科学基金资助作为一种荣誉 ,因此极大地激发了研

究人员申请科学基金的热情 二是普通高校对人才

引进的重视 ,教育与研究人才的数量日益增加 ,这也

是这类单位申请量迅速增加的重要原因 。

高等院校 口科研单位 口其他

图 , 年各类单位申请工占比

医院 科研院所 普通高校 高校

图 各类单位 一 年申请 占比

进一步将高等院校划分为 “ ”高校和普通高

校 , ,̀其他 ”单 位 中单 独将 医院划分 出来 , 观察

一 年这 类单位的申请量变化情况 ,如图

所示 。尽管 目前 “ ”高校申请量占比已经低于

年占比为 ,但从趋势上看 , “ ”

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申请量占比都在下降 ,而普通高

校的申请量占比逐年扩大的趋势显著 。

结论与建议

基于上文的分析 ,近几年科学基金申请量快速

增长的主要原因包括

大量依托单位把获得科学基金资助作为绩

效考核标准 。 年面上项目依托单位的问卷调

查结果显示 , 的单位在各类评优中将承担科

学基金项目作为参考依据 , 的单位将承担科

学基金项目列为专业职务晋升和定岗的条件 ,同时

也有超过半数的单位为科学基金承担者提供配套经

费或者其他资金奖励 。由于大多数依托单位都将科

研人员的晋升 、收人等与科学基金项目挂钩 ,这种制

度上的导向性就使得科研人员申请科学基金成为一

种必然的趋势 ,导致大量科研人员加人到基金申请

的队伍 。

部分学科近年来发展迅速 ,造成申请量快

速增长 。随着国内外对科学研究 ,尤其是基础科学

研究的重视程度逐渐加大 ,在各学科领域自身的发

展演变过程中纷纷涌现出新的学科分支 ,新的研究

热点也在逐渐形成 。近年来 ,医学 、生命科学 、材料

科学等学科领域出现大量新的学科分支 ,众多相关

的原创性 、基础性的研究近年来在世界各国都得到

充分的重视 ,成为科学界新的热点研究领域 ,也吸引

了大量研究人员加人到这些新兴学科的研究中来 。

学科的发展就使得多个学科领域的研究队伍在近几

年不断扩大 ,造成申请量的迅速增加 。

从事科研工作的群体快速增长 ,研究水平

不断提高 。如图 所示 ,我国从事基础研究的折合

全时人员数量在 年也达到 万人 年 ,比

年的 万人 年增长了 昭 。从事科

研工作 ,尤其是从事基础研究的群体快速增长 ,导致

对科学基金的需求增加 ,这也是造成近几年科学基

金申请量快速增长 的重要原 因之一 。尽管如此 ,

“ ”高校以及以中国科学院为代表的一系列高水

平科研院所经多年发展 ,参与科学基金项 目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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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财政拨款
基础研究经费支出 次坐标轴

﹄,̀̀,几,卫

,'犷
,了二夕厂

队伍规模已基本稳定 ,申请量也趋于平稳 。大量地

方院校和专科院校 ,其当前的项目承担量较低 ,但申

请量却保持较快的增长 。随着我国的高等教育由

“精英教育 ”逐渐转变为 “普及教育 ” ,学生和教师的

数量都会有大幅增长 ,而大量高校由教学型高校向

教学研究型高校转变 ,不仅引进了大量优秀的研究

人员 ,而且 自身科研水平也有较大提高 ,这类单位未

来的申请量将仍可能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 。

加「 一 基础研究折合全时人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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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卜

卜

翰廖舔熬舔黔 “
扮、袱厥﹃划睡

囚 叫闪闪娇寸︶︵闪价凶闪闪凶以史︸娇 工寸岛一小 价小

,

图 , , , 一 年基础研究人员全时人员数

图 一 年科学基金财政拨款与国家基础研究支出
一

针对目前科学基金申请量快速增长的现状 ,在

管理队伍一时难以增加人员的情况下 ,加快科学基

金管理模式的转变 ,采用信息化的手段辅助科学基
一

金管理 ,提高管理工作的效率已成为当务之急 普通

院校应加强科学基金申请培训与初选 ,提高科学基

金申请质量 ,有效控制基金申请的数量 。

注 本研究是 “科学基金资助与管理绩效国际评

估 ”议题之一的部分 内容 ,研究结论 已作为证据提供

给国际评估专家委员会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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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对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视与科研投人的

快速增加 。如图 所示 ,我国基础研究的经费支出

已从 年的 亿元增加至 年的 亿

元 ,增长 倍 ,我国科研经费总支出占 的

比例也一直保持稳定增长 。与此同时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的财政拨款经费在 年仅有 亿元 ,

而 年该经费已达到 亿元 ,较 年

增长 倍 ,增幅超过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支出的

增幅 。 年 ,科学基金财政拨款达到 亿

元 ,较 年又大幅增加 。国家对科学基

金总经费的不断提高 ,使得科学基金的资助规模得

以进一步扩大 ,资助力度也不断提高 ,同时也吸引了

更多的研究人员申请科学基金 ,导致了近几年科学

基金申请量的快速增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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