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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优化型基金梯级人才库的战略储备模式

— 以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所为例

刘 琴 文安邦 熊东红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 , 成都

引言

年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以下简称科学基

金 申请规则调整 ,导致竞争 日趋激烈 ,加强科学基

金人才储备成为应对这一变化的有力手段之一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十二五 ”发展规划 》中提出 “卓

越管理战略 ”〔̀〕的要求 ,紧接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基

金委员会 以下简称 自然科学基金委 又提出 “精细

化管理 ”的倡议 ,逐步深化了科学基金管理的内涵 。

作为科学基金管理者 ,其任务不仅是管理项 目本身 ,

更重要的是管理项目背后的人 。实践表明 ,科研 “最

佳生命周期 ”是 一 岁 ,如何抓住时机 、系统科学

地储备人才 ,成为科学基金管理中的重要课题 。以

往涉及科学基金与人才培养的研究主要是从科学基

金如何促进成才的角度出发 一̀〕,关于如何储备人

才以适应科学基金申请的研究鲜有涉猎 。本文以自

然科学基金委年报为依据 ,以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

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 以下简称山地所 样本数

据为参考 ,初步探讨了优化型梯级科学基金人才库

的战略储备模式 。

山地所科学基金人才现状和问题诊断

科学基金人才现状

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和代表性 ,本文采用的样

本数据为 一 年期间山地所获资助的科学

基金项目 不包含国际交流项 目一会议资助系列等特

殊类别项目 ,包括青年 、面上 、重点和国家杰出青年

科学基金 类 。

首先 ,参考自然科学基金委获各类基金年龄区

间峰值统计 ,将平稳发展型科学基金人才的科研生

命周期划分为 一 岁期间获青年科学基金资

助 , 一 岁期间获面上项 目科学基金资助 , 一

岁期间获重点项 目科学基金或杰出青年科学基

金资助 。以此为坐标 ,超前进入相应周期的人才称

为优质发展型人才 ,滞后进人的称为后起发展型人

才 。由此 ,科学基金人才被划分为 优质发展型 、平

稳发展型和后起发展型 类 。由于样本数据的限

制 ,对于科学基金科研生命周期跨度较长的学术长

青型人才 ,本文不做详细讨论 。

通过样本数据分析 ,山地所基金人才现状如下

青年基金方面 , 岁 含 以下即获青年科学基金的

优质发展型人才约占 , 一 岁获青年科学基

金的平稳发展型人才约占 面上项 目基金方

面 , 一 岁期间获面上项目基金的优质发展型人

才约占 , 一 岁即获面上项目基金的平稳发

展型人才约占 , 岁 含 以后获面上项 目基金

的后起发展型人才或学术长青型人才 部分人才在

统计区间并非首次获得面上项 目基金资助 约占

重点项 目基金方面 , 一 岁获重点项 目基

金资助的平稳发展型人才约占 , 岁 含 以后

获重点项 目基金的后起发展型人才或学术长青型人

才 部分人才在统计区间并非首次获得重点项 目基

金资助 约占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方面 ,全

部被 一 岁的平稳发展型人才获得 。

问题诊断

通过样本数据与自然科学基金委年报数据的对

比分析 ,山地所科学基金人才库目前存在以下问题

从获资助的年龄分布来看 ,面上 、重点项目普遍存在

年龄峰值分布滞后的问题 ,即获科学基金资助的人

才大多属于平稳发展型和后起发展型 从各类科学

基金人才平均年龄来看 ,青年科学基金为 岁 ,

面上项目科学基金为 岁 ,重点项目科学基金为

岁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为 岁 ,也从一

定程度上说明了这一问题 。从职称与科学基金类别

的关系来看 ,青年基金人才大多集中在中级职称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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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职研究生和初级职称申请者获资助率偏低 面上

项目基金人才大多集中在高级职称群 ,在职研究生

和初中级职称申请者获资助率偏低 。由此看来 ,山

地所在职研究生和初级职称人才在科学基金申请中

竞争力较弱 ,中级职称人才难以在青年以上等级的

科学基金中得到机会 。

总结来说 ,相比全国科学基金申请者平均水平 ,

山地所基金人才库存在整体质量滞后的问题 。由于

人才早期质量参差不齐 ,再加上后期培育措施不够

完善 ,使其成熟周期过长 ,导致缺乏优质发展型人

才 ,而稳定发展型人才和后起发展型人才由于年龄

等主客观因素到后期动力不足 ,最终导致达到学术

顶峰的精英屈指可数 。由此看来 ,山地所建立优化

型科学基金梯级人才库是极其必要的 。

目 , 一 年后具备申请青年基金的实力 表 。

表 优化型青年墓金人才库指标体系参考表

指标

年龄

职称

项 目

优质发展型 稳定发展型

成果

获奖

学术

交流

建议

镇 岁

初中级

主持并参与国家级 、省部
级项目

论文 篇以上 , 或

篇以上

有各类各级别优秀个人

奖励 项以上

参加高端学术交流 次

以上

岁 年龄毛 岁

初中级

主持或参与国家级 、省部级
项目

论文 篇 以上 , 或

篇以上

有各类各级别优秀个人奖

励 项以上

参加 高端 学术 交流 次

以上

比例 一

优化型科学基金梯级人才库的建立

年 ,山地所开始了优化型科学基金梯级人

才库建设试点 ,取得一定成效 。 年度 ,山地所

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总计 项 ,同比增长 ,

其中 ,申请地球科学部 项 ,生命科学部 项 ,工程

与材料科学部 项 。获资助项 目总计 项 不含会

议资助项目和定向政府间国际合作项目 ,同比翻番

并首次突破 项大关 ,资助总经费达到 万元 。

优化型科学基金梯级人才库的建立可结合指标

体系评价法和专家打分法 ,二者以适当权重计算 。通

过综合评估 ,将人才归类人库 ,监测人才的成长状态 ,

并据此制定合理的培养方案 ,从而做到有的放矢 、有

计划地储备科学基金人才 ,有针对性地组织年度科学

基金申报 ,最终有效地提高科学基金获资助率 。

鉴于专家打分法的多样性和主观性 ,本文仅讨

论指标体系法 。

优化型青年科学基金人才库

优化型青年科学基金人才库包含优质发展型和

稳定发展型两类 。科研人才 的最佳生命周期为

一 岁 ,尤其在 一 岁期间具备很强的创造

力 ,因此 ,建议该类人才库的结构比例为 优质发展

型 , 稳定发展型一 , 。优质发展型青年基金人才

的主要特点为 求学期间已有若干代表性成果发表 、

有较为丰富的学术交流经历和参与项目经验 ,人职

初期就能在国家级或省部级项目中独挡一面 ,主持子

课题或专题级的科研工作 ,具备申请青年科学基金的

实力 。稳定发展型青年科学基金人才的主要特点为

求学期间有学术交流经历和参与项目的经验 ,人职初

期有代表性成果 项以上 ,参与了国家级或省部级项

优化型面上科学基金人才库

优化型面上科学基金人才库包含优质发展型和

稳定发展型两类 。该阶段的人才处于快速发展期 ,

但各类考核措标也更为严格,因此,建议该类人才库
的结构比例为 优质发展型 , 稳定发展型一 , 。

优质发展型面上科学基金人才的主要特点为 科研

工作效率高 ,获资助的面上科学基金紧承青年基金 ,

代表性论文已有 篇以上 ,学术交流频繁 ,学术思

想活跃 ,已成长为科研骨干 。稳定发展型面上项 目

基金人才的主要特点为 科研工作效率较高 ,青年基

金结题后的 一 年内获得面上项目基金资助 ,代表

性论文有 篇以上 ,基本成长为科研骨干 表 。

表 优化型面上甚金人才库指标体系参考表

指标

年龄

职称

项 目

优质发展型 稳定发展型

成果

获奖

学术

交流

建议

岁 年龄 岁

中高级

主持并参与国家级项目

项以上

论文 篇以上 , 或

篇以上

有各类各级别优秀个人

奖励 项以上

参加高端学术交流 次

以上

岁 年龄簇 岁

中高级

主持或参与 国家级项 目
项以上

论 文 篇 以上 , 或

篇以上

有各类各级别优秀个人奖

励 项以上

参加高 端学 术 交流 次

以上

写

比例

优化型重点项 目 、孟大项 目 、国家杰 出青年科

学基金人才库

优化型重点 、重大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人才

库包含优质发展型和稳定发展型两类 。该类人才处

于成熟期 ,部分人才的学术水平已达到某一领域的

上层 。考虑金字塔原理中登顶的难度 ,建议该类人

才库的结构比例为 优质发展型 , 稳定发展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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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优质发展型人才 ,建议将其作为首席科

学家的储备军 ,重点冲击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重

大项目 对于稳定发展型人才 ,建议将其作为科研骨

干力量给予培养 ,可作为申请重点科学基金的储备

军 。总之 ,进人该类的科学基金储备人才是研究所

的核心力量 ,应重点关注 表 。

表 优化型重点 、重大 、杰 , 基金人才库指标体系参考表

指标

年龄

职称

项 目

优质发展型 稳定发展型

成果

获奖

学术

任职

建议

岁 年龄或 。岁

高级

主持并参与国家级项目

项以上

论文 篇以上 , 或

篇以上

有国际奖励或国家级奖

励 项以上

担任学术期刊编委或 国

际组织任职

岁 年龄簇 岁

高级

主持或参 与国家级项 目

项 以上

论文 篇 以上 , 或

篇以上

有国际奖励或国家级奖励

项 以上

担任学术期刊编委或国际

组织任职

比例

战略储备模式

优化型梯级科学基金人才库的战略储备模式

定义

“梯级科学基金人才库的战略储备模式 ”是指在

单位整体发展战略 目标的指导下 ,通过各类刺激人

才发展的模式 ,有计划地系统地培养人才 ,最终形成

优化的分等级的符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要求的

科学基金人才库 。

以自然科学基金委年报为依据 ,以山地所科学

基金人才库储备经验为参考 ,本文初步总结出了建

设不同等级的科学基金人才储备库的发展模式 见

图 。根据人才阶梯成长的对数曲线特征和金字

塔效应 ,建议青年基金人才库 、面上基金人才库和重

点 、重大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人才库的人才结构

比例分别为 优质发展型 , 稳定发展型 , , , ,

。

重点 、 重大 、 “杰青 ” 人才库

、……

二̀ , ` 一 注 、
、 二 一 二 二 、 …

科研经费支持模式
学术活动支持模式

继续教育支持模式
考核奖励激励模式

学术信仰激励模式

、 一甲 , 一 … 二 … “

图

学术活动支持模式
继续教育支持模式
考核奖励激励模式

学术信仰激励模式

优化型梯级基金人才库的战略储备模式示愈图

科研经费支持模式

“科研经费支持模式 ”是指通过各种人才配套项

目 ,对青年科研人才给予科研经费的支持 。这一模

式的实施需要注意的是 严格监控项 目经费的使用

情况 ,项 目结题时应组织专家进行审查和择优 ,遴选

出优质发展型人才重点培养 应大力鼓励 自由探索

型研究并给予细致指导 ,遴选出合适的创新性选题

纳人科学基金选题库 。

目前 ,山地所通过中国科学院 “西部之光 ”人才

计划 、省级青年基金项 目 、所级 “小百人计划 ”、所级

“一三五 ”方向性项目 、所级青年基金 、重点实验室开

放基金等对青年科研人才给予了科研经费的支持 ,

收效显著 。

通过对山地所样本数据的分析 ,科研经费不足

是青年科研人才面临的主要困难之一 ,因此 ,科研经

费支持模式非常适用于青年基金人才库的建设 。

学术活动支持模式

“学术活动支持模式 ”是指通过参加学术会议 、

学术沙龙 、学术论坛 、学术组织等形式 ,加强科研人

才之间的互动 、拓宽视野 、进一步激发科研热情和兴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年

的科研人员得到了实质性的奖励 ,考核不达标的科

研人员被警告 、扣奖金 、甚至不再续聘 ,全所上下营

造出了团结紧张高效的工作氛围 对于 岁 含 以
一

下的青年科研人员 ,山地所给予政策倾斜 ,成果奖励

按基数的 倍执行 ,指标考核打分也给予照顾 ,力

求从长远战略层面做到合情合理 。

考核奖励激励模式适用于各类科学基金人才库

的建设 。

学术信仰激励模式

“学术信仰激励模式 ”是指通过学术大家讲座 、

学术先进宣传等形式 ,从思想上熏陶科研人员树立

踏实苦干 、甘坐冷板凳 、勇攀科学高峰的科学信仰 。

山地所以 “支撑山地 、引领未来 ',的所训激励科

研人员同心同德 、全身心投人科研 ,全所一盘棋 ,最

终实现个人和集体的共同发展 。树立了灾害与环境

两大领域的学术典型 ,以老带新 ,鼓励团队合作 不

定期邀请国内外学术大家和所内老专家参与学术交

流 ,营造平等互动、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 严厉打击
学术不端行为 ,出台了相关规章制度约束 。

学术信仰激励模式适用于各类科学基金人才库

的建设 。

总结和展望

综上所述 ,本文认为 ,优化型基金梯级人才库的
建立是今后基金管理工作的重点之一 ,是从战略层

面考虑的高层次的管理任务 。在引进优质人才的同

时 ,通过不同的战略储备模式的组合 ,为不同梯度的

人才量身设计不同的培养模式 ,使其在有限的学术

生涯内最大限度地发光发热 ,这是新时期基金管理

工作的新课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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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的模式 。这一模式的实施需要注意的是 学术活

动的形式可以多样化 ,但要保证足够的交流时间 ,可

以是青年人之间的非正式研讨 ,也可以是学者大家

与青年的互动 提倡学术无国界 ,鼓励国际交流 。

针对这一模式 ,山地所正在做积极的探索 。所

里每年会召开一次正式的 “青年学术交流会 ” ,邀请

所内外专家聆听青年基金人才的学术报告并给予指

导 ,收到了不错的效果 另外 ,山地所不定期邀请国

内外专家来访做讲座 ,并依托 “中国科学院特聘研究

员计划 ”和 “中国科学院 、国家外国专家局国际创新

团队伙伴计划 ”引进外籍专家做长期的指导交流 。

基于 “学问需边学边问 ”的原则 ,学术活动支持

模式适用于各类科学基金人才库的建设 。

继续教育支持模式

“继续教育支持模式 ”是指通过各类人才交流计

划 如留学 、访问学者 、国内外短期培训等 支持科研

人员尤其是青年科研人员再深造 ,为其提供更为广

阔的学习和交流平台 ,引进先进的理论 、方法 、技术 ,

实现学术杂交 。这一模式的实施需要注意的是 加

强继续教育后人才的硬指标考核 ,其论文 、专利等成

果的数量和质量应有明显的提高 。

山地所历来支持人才继续教育工作 ,每年都有

各类留学和访问项目 ,部分团队依托国际协议和国

际项目 ,以合作研究的形式积极开展短期人员互访 ,

收效显著 。目前 ,山地所访问归来的青年科研人员

中已有 名进人中国科学院 “百人计划 ”。

基于 “活到老学到老 ”的宗旨 ,继续教育支持模

式理论上适用于各类科学基金人才库的建设 ,考虑

到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 ,着重适用于青年 、面上基金

人才库的建设 。

考核奖励激励模式

“考核奖励激励模式 ”是指对科研人员既给予考

核指标的压力 ,又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 ,这种双重激

励模式有利于科研人员明确自身的权利和义务 ,使其

主动推进各项科研工作 ,主动探索科研论题 ,主动成

长成才 。这一模式的实施需要注意的是 考核制度和

奖励制度的建立应本着公平合理的原则 ,对于不同职

称的科研人员进行分等级考核 ,适当倾斜于青年人 。

山地所在科研绩效考核和科研成果奖励方面积

累了一定的经验 ,基本做到了奖惩分明 。考核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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