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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人才板块项 目作为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以下简称自然科学基金委 资助格局中的重要组成

部分 ,项 目申请数占总申请量的 左右 ,以国家

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和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为代表

的人才基金项 目已成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以下简

称科学基金 系列中很有影响的两张 “名片 ”。青年

科学基金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

金 、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构成了完整的青年科技

人才资助链条 ,而地区基金和部分联合基金着眼于

欠发达地区对科技人才的迫切需求 ,立足缩小人才

培养的地域差异 。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地区基金项目是科学基金

人才项目系列的重要组成 。为了更好地贯彻自然科

学基金委新时期 “更加侧重基础 、更加侧重前沿 、更

加侧重人才 ”的指导方针 ,工程与材料科学部 以下

简称学部 在 年度进一步加强了科学基金 “人

才板块 ”的资助 。

为 。

青年科学基金到面上项 目连续资助

为促进从事基础研究的青年科学技术人员的快

速成长 ,鼓励承担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负责人围绕

一个重要科学问题继续开展系统和深人的研究 ,自
年起 ,从在当年结题的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中择

优遴选取得突出进展 、具有创新潜力的项目负责人 ,

予以面上项目的连续资助 。

年共受理青年科学基金一面上项 目连续

资助项目 项 ,资助 项 ,资助率 。

图 所示为申请和资助项 目负责人的年龄分

布 。 年青年科学基金一面上项 目连续资助项

目申请者年龄最小的 岁 ,最大的 岁 ,申请的主

体主要集中在 一 岁年龄段 。

阴 洪申请数

资助率

青年科学基金

一

为培养青年科学技术人员独立主持科研项 目 、

进行创新研究的能力 ,激励青年科学技术人员的创

新思维 ,培育基础研究后继人才 , 年度学部在

维持资助强度不变的情况下保证了青年基金项目有

较高的批准率 ,当年共接收青年基金申请项 目

项 ,增幅 批准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 项 ,

经费 万元 年为 万元 ,平均资助

强度 万元 项 ,资 助率 年

年龄

图 年度青年科学基金到面上项目连续

资助项目负责人年龄分布

项目申请人的年龄呈现双峰分布 第一个峰值

在 岁 ,资助率 ,但申请基数极小 ,这是一批

早成 、优秀且充满自信的申请人 ,经历特殊 ,申请人

基本均为正高职称 也是 岁前惟一有正高职称申

报人的年龄段 第二个峰值出现在 岁附近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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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段的申请人毕业 一 年左右 ,通过一定的工作

积累 ,逐渐开始独挡一面 , 岁年龄段是除 岁点

外 ,开始出现正高职申请人的第一个年龄段 。

项申请中 ,女性 申请者申请 项 ,占总申

请比例的 ,高于 年批准的青年科学基

金的女性负责人的 比例 。而同年 一

岁的面上项目申请者中 ,女性负责人申请 项 ,占

总申请比例的 见表 。对比发现 ,符合申

报条件的女性申请人更倾向于申报连续资助项 目。

表 青年科学基金到面上项目连续资助项目申请概况

的创新性 。

设立首年 ,受理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申请

项 ,资助 项 ,资助率 。

图 所示为优秀青年科学基金申请数和资助率

的年龄分布 ,可见申请者最小年龄 岁 。鉴于优秀

青年科学基金考察申请人的学术积累 ,从申请项 目

数看 , 一 岁年龄段 ,申请数随年龄增长成线性

增长 一 岁因仅限女性申请人申报 ,两年申请

总量仅 余项 。各年龄段资助率不规则波动 ,无明

显的年龄分布规律 。

﹄八︸材︸八曰伟̀,乙﹄日沪

他级任厚皿

申请数 资助数 资助率

︵岁︶东桥会

门了︸八甘连八﹄

…
六︺︺任乙几左通,上﹄︸,̀

,妇,曰以男性申请者

女性申请者

总数

年度批准资助的青年科学基金一面上项

目连续资助项目中女性负责人 人 ,占总资助份额

的 ,资助率 ,低于 平均资助率 。

而同年批准资助的面上项 目中 ,负责人 一 岁年

龄段的平均资助率 其中 ,女性批准资助

项 ,占总资助项 目的 ,资助率 ,高于

同年龄段的平均资助率 。

一

年龄

图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申请数与资助率年龄分布

地区科学基金

地区基金定位 “稳定和凝聚优秀人才 ,为区域创

新体系建设与经济 、社会发展服务 ” ,项目多密切结

合地区特色和地方经济发展需求 ,是学部人才项 目

系列中快速发展的一个项目类型 ,建筑 、环境与结构

工程学科和机械学科的受理数都突破了 项 。

年共接收地区科学基金项 目申请 项 ,增

加幅度 实际资助地区基金 项 年

项 ,经费 万元 年计划资助经费为

万元 ,平均资助强度 万元 项 ,资助率

年为 。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作为人才项目系列中的一个

新类别 ,与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和国家杰出青年科学

基金项 目之间形成了有效衔接 ,将有效促进创新型

青年人才的快速成长 。它主要支持具备 一 年的

科研经历并取得一定科研成就的青年科学技术人

员 ,在科研第一线锐意进取 、开拓创新 ,自主选择研

究方向开展基础研究 。项目评审既考察前期工作的

基础 取得成果创新性和科学价值 ,同时也考察申

请人的创新潜力 前期工作创新能力和拟开展工作

图 所示为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按单位

类别分类 。 “ ”高校综合实力强 ,研究基础好 ,给

青年科研人员提供了优越科研环境 ,在优秀青年科

学基金项目的竞争中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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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 高校 研究院所 其他单位

年度优秀青年科学基金各类申请单位

申请数及资助率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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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旨在支持在基础研

究方面已取得突出成绩的青年学者自主选择研究方

向开展创新研究 ,促进青年科学技术人才的成长 ,吸

引海外人才 ,培养造就一批进人并引领世界科技前

沿的优秀学术带头人 。近几年 ,本领域国家杰出青

年科学基金的申请量一直在 。项左右 , 年度

接收申请 项 年 项 ,资助 项 ,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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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 。万元 项 ,资助率仅为 ,与其他各科

学部相比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线上 。

工程与材料领域因为学科的特点 特别是工程

学科 ,往往成果积累较慢 ,学术年龄长的申请人成

果更多 ,更容易从竞争者中脱颖而出 ,他们也容易在

最后的会评环节获得 “同情票 ”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

基金获得 者 “ 岁化 ”现象突 出 。这种 现象在

一 年达到顶峰 ,约 的国家杰出青年科

学基金获得者是在 岁当年获得资助的 无论是材

料科学领域还是工程科学领域 ,鲜有能在 岁前得

到资助的 。为了避免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成为

“功成名就 ”俱乐部 ,发挥其 “培养造就一批进人并引

领世界科技前沿的优秀学术带头人 ”的真正作用 ,近

年来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分别在函评和会评环节一

直致力于发挥政策和导向作用 。

图 和 所示为工程与材料科学领域国家杰出

青年基金获得者年龄分布对比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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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纂丰

年份

图 一 年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年龄分布 批准当年

年的 提高到 年的 表 。

表 和 年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申请资助男女比例统计

申请数 资助数 资助率

﹄,̀八乙毯只月,任门了,心,男性申请人

女性申请人

合计

男性申请人

女性申请人

合计

八︵︵日︸八︵︵曰︸、﹄︸亡︸﹄﹄、︸﹃︶︸月,,气、曰,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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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一 年国家杰出青年基金

获得者年龄分布 批准当年

总体上 ,工程与材料科学领域国家杰出青年科

学基金项目申请量 、资助率呈逐年缓慢下降的趋势 ,

申请人的年龄结构逐渐年轻化 。

从图中可见 ,近 年来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获得者呈现逐渐年轻化的趋势 ,尤其是 一 岁年

龄段的资助比例稳步增加 , 一 年资助率分

别达到 、 和 。

另外 ,得益于国家对女性科研工作者的优先资

助政策 , 年学部女性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

助数和资助率也快速提高 。如表 所示 , 年女

性申请者申请数 占总申请数的 ,基本与

年持 平 , 而 资 助数 达 到总 资助 项 目数 的

,是 年的 倍 ,同时资助率也由

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

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资助国内以优秀中青年

科学家为学术带头人和骨干的研究群体 ,围绕某一

重要研究方向在国内进行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

究 。 年度工程与材料学部受理来 自国家 部

委推荐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项目 项 ,批准创新

研究群体项 目 项 ,资助强度 万元 项 ,资助

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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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随着 年度青年科学基金一面上项 目连续

资助项 目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推出 ,自然科学

基金委 “人才板块 ”资助格局已趋完善 ,形成了从青

年科学基金开始 ,到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结束的

完整人才资助链条 ,同时兼顾了地区人才的培养 。

本文通过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工程与材料领域

“人才板块 ”各类项 目申请及资助情况进行了统计与

分析 ,从相关数据可以看出

随着优秀青年科学基金等项 目类别的推

出 ,人才资助链条 日趋完整 , “人才板块 ”项目逐渐回

归初始设定目标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年

轻化趋势明显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发挥了其 “培

养造就一批进人并引领世界科技前沿的优秀学术带

头人 ”的真正作用 。

得益于国家对女性科研工作者的优先资助

政策 ,近年来自然科学基金委分别在函评和会评环

节一直致力于发挥政策和导向作用 , 年学部女

性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数和资助率也快速提

高 ,女性人才基金申请者其竞争力相对增强 。

“ ”高校综合实力强 ,研究基础好 ,给人

才基金实施提供了优越科研环境 ,在优秀青年科学

基金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竞争中发挥主

导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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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人准确认识研究方向和关键词体系并自愿准确选

择 、进一步规范信息表述仍需引导 在项目分组和匹

配专家过程中 ,如何进一步提高分组效率和匹配精

度仍需探讨 在评议专家方面 ,专家个人填写关键词

的准确程度需要更多相关信息校准 ,如其主持的项

目 、发表的文章等 在对待交叉学科专家意见方面 ,

如何看待交叉学科专家的评议结果仍有待探讨 ,以

既尊重交叉学科专家对科学问题的判断 ,同时也考

虑项目本身的学科定位 在试点学科实验研究平台

与 系统连接方面仍未找到可以实现的衔接办

法 。自 年 月以来 ,地球科学部一处在自然科

学基金委计划局和信息中心的支持下 ,正有步骤地

针对上述问题展开深人研究 。

除了上述侧重于技术层面的问题以外 ,从长远

发展看 ,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 自然科学基金委

评议系统的专家资源共享及合理使用问题 ,这也是

“试点 ”走向 “应用 ”的关键问题之一 。评议系统的

目标应该是既能实现 “智能 ”地 “辅助 ”指派 ,同时又

必须满足科学性 、动态性 、开放性 、可更新性和安全

性需要 。为此 , 作为 自然科学基金委遴选和

指派同行评议专家的平台 ,在面向自然科学基金委

所有学科实时更新与共享专家个人信息 、实时提供

专家被指派信息的基础上 ,应及时考虑如何完善辅

助指派信息 ,提供算法平台或系统衔接 ,以满足不同

学科差异化的匹配策略和遴选专家需求 ,在更高水

平上合理分配和利用专家资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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