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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计划书指标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朱 平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 南京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以下简称科学基金项

目 是国内各大高校和科研院所开展基础研究与应

用基础研究的重要经费来源 。其项 目支持稳定 、连

续 、强度较高 ,对人才培养 、学科发展 、学术交流等方

面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

研究所 以下简称我所 一直高度重视科学基金的申

请和管理工作 ,积极鼓励和大力支持青年科研骨干

申请和承担科学基金项目 。

这些年来 ,科学基金在土壤学及相关学科的投

人逐年增加 ,我所获得资助的项 目数量和资助强度

也随之不断提高 。在 一 年 ,我所每年科学

基金项目申请批准率都不低于 。 年在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公布的全国面上基金获资助

率前 位的科研院所中排列为第 位 ,连续 年

一 获得资助项目经费超过 万元 。

在这种情况下 ,如何合理地使用科研经费 ,使资源得

到合理的配置以发挥最大效益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

着我所基础学科的发展水平 。从科学基金结题项 目

的成果产出 、经费投人以及完成情况和计划书考核

指标的对比等方面对 年以来结题科学基金项

目进行分析 ,评价受资助项目的科研投人产出情况

以及科学基金计划书完成指标制定的科学性和合

理性 。

结题科学基金项目情况

年以来我所承担科学基金各类项 目

项 ,结题 项 。结题项 目中面上科学基金 项 ,

青年科学基金 项 ,重点基金 项 ,重大基金课题

项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项 ,创新群体基金

项 ,国际合作交流项目 项 ,专项基金项目 项 ,出

版基金 项 。各年度各类项 目结题数见图 。结题

科学基金项目共获得资助总金额为 。万元 ,各类

项 目金额比例见图 。各类项 目平均资助强度见

图 。

︵专︶星瀚级肾血

结题年份

图 一 年各类科学基金结题项目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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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类别

图 犯一 年各类科学基金结题项目平均资助额度图

结题科学基金项目完成情况分析和考核

指标的探讨

科研项目执行情况评估 ,就是以审核科研项目

执行过程中目标的先进性 、可行性 ,监督科研项目执

行进度 、质量和水平 ,发现科研项目实际执行情况与

项 目合同规定的考核指标的偏差 ,评估外部经济 、技

术等环境变化的影响 ,决定是否对科研项 目进行调

整 。我所 年来基金项 目结题完成情况良好 。

下面从发表文章 、获奖 、人才 、专利等方面叙述结题

项 目的产出 。

完成情况简要分析

从每 万元发表文章数量上看 ,发表在国内核

心刊物上的文章中 ,青年基金项 目最多 图 ,为

篇 ,面上基金项目次之 ,为 篇 。而从每

万元发表的 收录文章数量上看 ,国家杰出青年

科学基金项目最多 ,约 篇 ,其次为重大项 目 约

篇 、面上基金项目最低 约 篇 。除国际

合作项目外 ,我所的科学基金项目 万元产出均超

过了 篇 。以促进合作与交流 、技术引进等为主要

目的国际合作项目 ,在文章产出上明显低于其他项

目。但是我所在另外的 项重大国际合作计划中都

超额完成了指标 。

主要研究成果

完成论著情况 。 年以来我所科学基金

结题的 个项目共发表论文 篇 ,其中国内核

心期刊发表 篇 ,国内一般刊物 篇 国外 巧

篇 ,内含 收录论文 篇 篇 出版中文

专著 部 ,出版外文专著 部 收录 篇 。

获奖情况 。获国家级奖励 项 ,部委级奖

励 项 ,其他奖项 项 。

申请专利情况 。科学基金结题时已获得批

准专利 项 ,有 项尚在申请中 。

参加学术会议情况 。科学基金项目负责人

及参加人员共参加学术会议 次 ,其中国际会议

次 次为特邀发言 ,国内会议 次 次

为特邀发言 。

人才培养情况 。共培养博士后 人 ,博士

人 ,硕士 人和学术带头人 人 。其中面

上项目在人才培养方面的作用较为突出 ,共培养博

士和博士后 名 ,硕士 名 ,学术带头人 名 。

︵被︶征洲概洲报

结题项目类别

图 一 年各类科学基金结题项目

、 万元产出图

发表高水平的学术论文是评价科研投人产出情

况的一个重要指标 ,在这方面 ,青年基金项 目和国家

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发挥的作用最为突出 ,分别

位居每 万元发表国内核心期刊和 索引的论

著数量之首 。这充分说明人才项 目的重要作用 ,也

体现了我国青年科学工作者在科学研究中勇于创新

的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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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一 年科学基金结题项目获奖 、国际国内会议 、专若 、人才培养

类别 获奖 国际报告 国内报告 专著 国际 专利申请 批准 其他成果 博士后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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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

曰

,自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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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

杰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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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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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从获奖情况分析 ,研究成果获奖的基金项目较

少 。科学基金本身侧重于鼓励处于科学前沿的 、原

始创新性强的探索性研究项 目 ,特别是新兴交叉学

科和多学科综合研究 ,因此具有一定的研究风险 。

国家级或省市级成果往往需要长期研究工作基础上

的较长时间积累 ,因此科学基金项目与科研成果获

奖有一时间滞后现象 ,也属正常 。我所 年结题项

目中的几项国家奖都是多个科学基金项目连续滚动

支持 余年的成果产出的结果 。

关于科学基金计划书指标分析

科学基金计划书中的考核目标是科学基金项目

负责人对自己承担的科学基金项目完成时科研产出

的估计 ,也是科学基金管理人员对科学基金执行情

况好坏的直接判别依据 。考核指标的制定要科学 、

合理 ,要和项 目经费 、项目类别相称 。

表 一 年面上和 年科学墓金结题项目

指标制定和实际完成情况

每个 每个

项目 项目

年度类别文章彝要彝紧平均鬓盆霭胃某型薰岔
论文 论文

篇数 篇数

面上

青年

面上

青年

面上

青年

面上

青年

`
︵匕̀叮叹口甘尸口吐﹄注山白自心二﹄口̀让工̀八门叮的了左̀吐自﹃山

由表 可以看出 ,青年基金在制定 指标时

和面上基金制定的比较接近 ,平均每个项目均为

篇以上 。实际完成情况面上和青年每个项目平均产

出分别为 和 篇 。面上基金的 平均

指标制定时比青年基金每项多一篇 ,实际完成情况

面上和青年的数字是平均每个项 目 和 ,多

篇 。但是从年度面上和青年投人的经费看 ,面上

项目是青年基金项目的 倍 ,面上项目的产出明

显低于青年基金项目。从指标的角度分析面上项 目

科学基金制定时的指标偏低 。

因此 ,如何在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经费有限

的情况下 ,计划好有限的经费 ,并使有限的经费发挥

最大效益 ,是今后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在资助强

度为 多万元的面上项目中 ,指标制定最多的是完

成中英文论文 篇 ,最少的是 篇 最少的是

篇 ,最多的是 篇 。而往往低指标的还完成的不好 ,

这反映出一些申请者在申请时就缺乏科学自信 。此

外 ,一些申请者有投机取巧之嫌 。比如一个国家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所制定考核指标与一个面上项

目大致相同 。以考虑到资助强度 倍的差异 ,这显

然是不合适和不恰当的 。

极少数项目未完成制定的指标 ,原因多种多样 ,

其中之一是项目承担者同时承担的任务太多 。以一

个我所青年基金承担者为例 ,该承担者在承担一个

万元的青年基金的同时间段 ,还承担着其他国家

级项目子课题 项 ,经费支持力度达到约 万元 。

严重影响了科学基金执行过程中可以投人的精力和

时间 ,以致没有完成计划书的指标 。

此外 ,科学基金计划书中预计完成指标的确定

具有很大的随意性 ,没有范围和其他任何具体的要

求 。这样一来势必造成很多的困惑 ,特别是对第一

次拿到科学基金项目的年轻人而言 。为期一年的主

任基金很难在一年内做出成绩 ,发表文章 ,指标的制

定也形同虚设 。应该在今后的管理制度上进一步完

善指标的要求 ,比如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可否

针对不同类型的科学基金的完成指标有个大概的产

出要求 否则会出现自觉的项 目负责人受累 、不 自

觉的轻松过关的局面 。

建议针对不同类别的批准项目 ,如果计划书完

成指标特别不合理的 ,则要提出完成指标的修改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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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培养基金第三届管理委员会提交并批准建立海洋

生物与生态 长江 口及邻近海域 野外实习基地 ,由

厦门大学海洋学基地 、中国海洋大学海洋科学基地

联合浙江海洋学院共同建设 ,这也是我国首个海洋

生物与生态野外实践基地 ,为推进高校涉海学科人

才培养创建实践平台 ,也丰富了基础科学培养基金

支持的野外实习基地的类型 。特殊学科点的建设 ,

一直都是 “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 ”保护特殊学
科 ,稳定人才队伍的重要举措 。对冰川冻土学 、古生

物学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学 、动物分类学 、昆虫分

类学 、考古学和放射化学等 个特殊学科点给予稳

定资助 ,使人才断档威胁得到缓解 ,为学科的均衡 、

协调 、可持续发展贮备人才闭 。根据学科发展的特

点和不同时期学科发展的现状和需求 ,加强和扩大

特殊学科点的建设也迫在眉睫 。我们向国家基础科

学人才培养基金第三届管理委员会提交并批准设立

经典植物学分类和高原医学两个特殊学科点 ,将稳

定 、优化和培养特殊和濒危学科人才队伍 ,提高学科

核心竞争力 ,增强对社会的服务能力 。

野外实习是高校实践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 通

过对不同区域 ,具有代表性 、典型性和综合性野外实

习基地的教学实习 ,让学生接触野外 、观察各种 自

然 、人文现象 ,探究其形成 、特点 、发生 、发展演变和

分布规律 ,使抽象的理论具体化 、形象化 ,加深对理

论知识的理解 ,培养学生的创新和实践能力 。野外

实习基地资源的有效共享和整合一直是野外实习基

地发展的瓶颈 ,目前 自然科学基金委共设立了包含

地学和生物学两个领域的 个实习基地 ,地学 、生

物学基地内部共享 、地学和生物学基地整合或地学

和生物学基地与中科院野外台站共享 ,这都是野外

实习基地值得探索的途径 。未来野外实习基地应朝

着建设野外实习基地的虚拟实习平台 、构建每个野

外实习基地的地理信息系统的方向发展 ,通过共建

共享 ,增强野外实习基地的服务能力 。

时值理科基地建立 周年 ,总结过去 ,展望未

来 ,我们将始终坚持 “科学民主 、公平竞争 、鼓励创

新 ”的机制 , 贯彻 “依靠专家 、发扬民主 、择优支持 、

公正合理 ”的原则 , 巩固 “更加侧重基础 ,更加侧重

前沿 ,更加侧重人才 ”的战略导向 ,依托国家理科基

础研究和教学人才培养基地 ,促进基础研究与本科

教育的有机结合 ,为基础研究积蓄和培养后备人才 ,

实践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 “功在当前 ,利于千

秋 ”的伟大目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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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对项目执行单位要从申请书中的完成指标是否

合理抓起 ,要求申请者认真对待 ,以避免项目拿到后

再次变更指标的情况出现 ,使得科学基金项 目计划

指标的制定更加科学和合理 。

参 考 文 献

〔 」 王嘉 ,赵英 ,杨蕊 科研项 目执行情况评估指标体系及方法

的研究 黑龙江科技信息 , , ,

泛 二 , ` 夕 泣, , 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