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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部分高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情况分析

毕建新 黄培林 李建清

东南大学科研院 , 南京

每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以下简称 自

然科学基金委 在公布各项目依托单位获科学基金

资助项目清单后 ,网络上在第一时间就会出现相关

的排行榜 。对什么进行排名 当然是资助项 目数排

名以及资助经费排名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

以下简称科学基金项目 数量及资助经费已经成为

各大学和科研单位评价本单位基础研究实力的一项

重要指标 ,这种排名在一定程度上的确能够反映大

学和科研单位的科研实力 ,但并不能真实 、准确地反

映大学和科研单位的科研水平和科研发展趋势 。这

种评价方法的最大问题在于评价标准模糊 ,评价方

法和手段单一 ,评价结果公信度不高 ,未能形成公认

的基础研究评价体系 。本文拟以江苏地区几所高校

科学基金资助情况为例 ,提出以科学基金项 目资助

率 、科学基金大项目资助情况 、科学基金团队与人才

项目资助情况三大指标来评价学校和科研单位基础

研究水平的观点 。

年度江苏省 所高校获科学基金获

资助情况

本文以江苏地区南京大学 、东南大学 、苏州大

学 、南京医科大学等 所高校为例 ,统计其 年

度获科学基金项目获资助情况 ,所有数据来源于自

然科学基金委 系统项目综合查询系统 。其中 ,

科学大项目指的是批准经费在 万以上的各类项

目 ,包括重大项目 、重点项 目 、重大研究计划重点项

目、重大仪器专项等 。团队与人才项目包含两方面 ,

即创新研究群体与杰出人才项 目 ,这其中杰出人才

项目包含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优秀青年科

学基金项 目。 年度 校科学基金项 目获资助

情况如表 所示 。

表 江苏 校 年度获科学基金资助情况

学校
总申 总获资

报数 助数

总资助率 面上 面上 面上资 青年 青年 青年资

申报数 获资助数 助率 肠 申报数 获资助数 助率
大项 目

创新

群体

杰出

人才

任﹄、口门︺︸南京大学

东南大学

苏州大学

南医大

从表 可以看出 , 所高校总申报量均处于

项左右 ,基本持平 。获资助项目数南京大学以

项遥遥领先 ,其他 所高校均为 余项 ,处于

同一梯队 。但是 ,从资助率来分析 ,可以看到南京大

学的总体资助率高达 ,远高于其他 所高校 。

就面上项目和青年科学基金的资助率而言 ,南京大

学的分项资助率也高于其他 所高校 ,尤其是青年

科学基金的资助率 ,已经超过 。在大项目和杰

出人才项 目方面 ,南京大学的优势更为明显 ,其项 目

总数超过其他 所高校的总和 。

评价指标分析

科学基金项目资助率

前些年的合并高潮在全国造就了许多高校 “巨

无霸 ” ,很多高校通过合并 ,拥有了庞大的专人教师

队伍 。从而在申报科学基金项目时就有着先天的人

数优势 。近年来 ,自然科学基金委每年接收的申请

书数量逐年大幅增长 ,然而资助规模却一直维持在

一个稳定的水平 ,资助强度则大大增强 。作为科研
单位应该增加高质量的有效申请 ,着力提高这部分

申请的资助率 。从自然科学基金委的角度来看 ,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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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海量的申请书报送至各个科学部 ,自然科学基金

委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 、物力 、财力来整理 、审查 、派

送评审专家 。从评审专家的角度来看 ,每年需要花

费大量的精力评阅那些低质量的申请书而无法仔细

研读评阅其他申请书 ,容易导致评审失误的出现 。

因此 ,考察大学和科研单位基础研究水平 ,不仅要看

科学基金项目的申报量 ,更要看其项目资助率 。资

助率这一指标兼顾了申报量和资助数两个方面 ,更

体现了整体科研水平的高低 ,更能够反映一所大学

和一个科研单位基础研究的水平 。从前文的数据 ,

这一观点也能够得到验证 。南京大学位于全国高校

综合排名前列 ,该校 年度科学基金总资助率达

到 ,青年基金资助率更是高达 ,体现出

其在江苏地区基础研究不可撼动的地位 ,而东南大

学科学基金资助率仅以微弱优势领先于苏州大学与

南京医科大学 。

科学基金大项目资助情况

本文将大项目界定于资助经费在 万元以上

的项目 ,基本上将自然科学基金委的重大项目 、重点

项目 、重大研究计划重点项目 、重大仪器专项等包括

在内 。这类项目能够体现一个单位在已有研究方向

或学科生长点上是否能够开展深人 、系统的创新性

研究 ,是否重视学科的交叉与渗透 ,是一个单位对重

大基础科学问题攻关能力 、对科研前沿的引领能力

的重要体现 。仍以 年度为例 ,南京大学获得各

类超过 万的重点项 目 巧 项 ,重大研究计划

项 ,仪器专项 项 ,联合基金 项 ,基础科学人才培

养基金 项 ,总数达到 项 ,而其他 所高校一共

只有 项 。从学科分布上看 ,南京大学的 个科

学基金大项 目分布于数理 、地球 、生命 、工材 、化学 、

医学等几个学部 ,而其他 所高校的大项目只分布于

化学 、信息与医学 个学部 。可见 ,南京大学的基础

研究学科分布更广更均匀 ,其他 所高校则相对偏重

于自己的传统优势学科 ,基础研究发展不够均衡 。

科学基金团队与人才项目资助情况

团队与人才项 目的本质是考察科研单位人才培

养和人才吸引的能力 。创新研究群体项目不同于一

般的研究项目 ,也不同于一般的人才基金 ,它能够为

研究团队营造一个良好的学术环境 ,促进学科交叉 ,

加强凝聚力 ,稳定队伍 ,推动群体成员之间交流与融

合 ,培养高水平的 、能参与国际竞争的人才 。因此 ,

能否获得创新研究群体项 目的资助 ,可以直接体现

一个单位某个学科领域是否取得了重要的突破性进
展 , 是否进人国际先进水平的行列 。国家杰出青年

科学基金项目和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均为人才类

项目 ,两者之间形成有效衔接 。对这两类项 目的考

察 ,可以显示科研单位能否培养和吸引锐意进取 、开

拓创新的青年科技人才 。在团队与人才项 目指标

上 ,南京大学 年度共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

金项目和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项 ,东南大学

项 ,苏州大学 项 ,南京医科大学 项 ,东南大学在

本年度还获得创新研究群体 项 。

东南大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存在问题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南京大学的基础研究在

江苏地区具有明显优势 ,东南大学在各项指标上明

显落后于南京大学 ,仅微弱领先苏州大学与南京医

科大学 。就我校而言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以

下几方面

从事基础研究的教师人数偏少 。我校专任

教师人数偏少 ,只有 余人 。由于我校是以工科

为特色的综昔性研究型大学,专任教师同时承担大
量的应用基础和应用研究以及军工项 目 ,人均科研

量已接近饱和 。 年度科学基金项 目申报数已

达教师总数的 ,已经接近申报总量上限 。

我校生命 、医学学科相对偏弱 。近年来 ,很

多高校非常重视生命及医学学科的培育和发展 ,在

自然科学基金委生命科学部 、医学科学部获资助数

量急剧增加 。在对全国高校科学基金项目的数据检

索中发现 ,生命科学领域和医学学科领域项目资助

数量大幅增长 。而庞大的增长量相当一部分来源于

各综合性大学的附属医院 。如 苏州大学共获得资

助 项 ,生命和医学学科项目 项 ,其中附属医

院获资助 项 南京医科大学共获得资助 项 ,

全部为生命及医学学科项 目 ,其中附属医院获资助

项 南京大学共获得资助 项 ,生命和医学

学科项目 项 ,其中附属医院获资助 项 。这是

江苏地区的情况 ,其他省区市这样的情况也明显 ,

有些高校生命及医学学科项 目的比例甚至占到总

数的 以上 。而我校 项获资助项 目中 ,生

命及医学学科项 目仅 项 ,附属 医院仅贡献 了

项 。

承担科学基金项 目的激励政策大量取消 。

我校以往对获得科学基金项目资助的教师给予一定

数额的配套资金和奖励 ,现都已相继取消 ,导致一部

分教师缺乏申报积极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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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基金对肿瘤学的持续稳定资助 ,我国的肿瘤学研 〔〕

究和学科发展将迎来更美好的明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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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策

对现有教师实行传帮带 ,着力提高申报质

量 。提高基础研究水平并非靠数量庞大的教师队伍

一窝蜂地申报项目 ,而应该靠扎实的高水平的项 目
申报 。我校在近些年的科学基金项目申报工作中对

年轻教师实行传帮带 ,由在研科学基金项 目负责人

对初次申报科学基金项目的年轻教师进行一对一的

的申请书撰写辅导并帮助反复修改 ,着力提高申请

书的质量 ,以提高资助率 。

对生命 、医学学科的发展予以政策倾斜 ,促

进两个学科的发展 。对我校涉及生命 、医学学科的

相关学院在学科建设 、科学研究 、人才培养与引进等

方面予以政策倾斜 ,促进相关的科研基地与科研团

队的建设 ,做到数量与内涵建设同步发展 。

营造良性循环的科研生态环境 ,促进基础

研究规律性的增长 。改变以往靠物质奖励来刺激基

金数量增长的观念 ,积极改变科技评价体制 ,营造一

种宽松的良性循环的科研生态环境 ,促进基础研究

规律性 的增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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