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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助力中国农业大学基础科研发展

李红军 ` 任之光 吴志刚

中国农业大学科研院 , 北京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办公室 , 北京

中国农业大学 以下简称 “中农 大 ” 是 国家

,' ”工程和 “ ”工程重点建设的教育部直属高

校 ,是我国现代农业高等教育的起源地 。中农大始

于 年成立的京师大学堂农科大学 年 ,北

京大学农学院 、清华大学农学院和华北大学农学院

合并为北京农业大学 年 ,北京农业大学农业机

械系与华北农业机械专科学校 、中央农业部机耕学校

合并成立北京机械化农业学院 ,后更名为北京农业工

程大学 年 月 ,经国务院批准 ,北京农业大学与

北京农业工程大学合并成立中国农业大学 。

历经百年 ,中农大已经发展成为一所以农学 、生

命科学和农业工程为特色和优势的研究型大学 ,形

成了特色鲜明 、优势互补的农业与生命科学 、资源与

环境科学 、信息与计算机科学 、农业工程与自动化科

学 、经济管理与社会科学等学科群 。学校拥有 个

国家重点一级学科和 个国家重点二级学科 拥有

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 , 个国家工程实验室 , 个

省部级重点实验室 , 个国家级研究中心 现有中国

科学院院士 人 、中国工程院院士 人 , “长江学者

奖励计划 ”特聘教授 人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获得者 人 。学校保持农业优势学科 ,不断发展新

兴学科 ,正朝着世界一流农业大学的目标阔步迈进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以下简称 “科学基金 ” 是国

家支持基础研究的主渠道之一 ,获得科学基金数量

的多少是反映一个单位科研水平及创新能力的重要

指标 ,历来得到各科研单位的高度重视 。科学基金

也是中农大获得科研资助的重要渠道 ,学校各级领

导都很重视和支持科学基金申请和管理工作 。在科

学基金持续支持下 ,优秀创新研究成果不断涌现 ,促

进了中农大的基础研究整体水平提升 ,为我国农业

基础研究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本文着重分析 “十

一五 ”以来中农大科学基金的情况 ,并提出建议 ,为
今后的科学基金工作提供借鉴 。

获科学基金资助情况分析

申请数 和质 并重 ,获资助项目和经费稳步

上升

一 年 , 中农大共申请科学基金项 目

项 ,获资助项 目 项 ,经费 亿元 ,获资

助项目和经费呈稳步上升趋势 ,获资助经费年均增

长率达 表 。 “十二五 ”期间获资助经费增幅

更大 , 和 年的年均经费为 亿元 ,而

“十一五 ”年均经费 万元 ,前者是后者的近

倍 。这一方面得力于科学基金总体资助额的加大 ,

另一方面也由于中农大各级领导和管理部门对科学

基金保持一贯的重视和关注 ,申请者对科学基金项

目的申报也更加积极认真 。

表 一 年中农大科学基金申请和资助情况

年度
申请项目 资助项目

项

资助经费 资助率

万元 中农大 基金委
口,,甲叮八̀口八̀马,口︺︸孟,几

︸卜尸一自̀八行了︸内叨少﹃︸卜匕即巴内声、。一连̀份连连吐内月内人

资助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个单位申报科学基

金项目的质量 。近年来中农大科学基金的资助率在

左右 ,较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以下简称

“自然科学基金委 ” 的平均资助率要高出 个百分

点 表 其中最高资助率为 年的 ,比自

然科学基金委当年的资助率高出近 巧 个百分点 。

可见中农大不但重视科学基金项 目申请的数量 ,同

时也重视其质量 ,只有坚持量和质 “两手抓 ” ,科学基

金获资助项目数量和经费才能稳步上升 。

作为 “ ”和 “ ”高校 ,中农大的科研经费 “十

一五 ”以来一直稳步上升 , 年到校科研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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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多元 , 年已达 亿元 。来 自自然科学基金

委的经费一直都是中农大科研经费稳定来源之一 ,

约占这 年总经费的 图 。 一 年科

学基金经费比例偏低是由于其他国家科技计划 如

重大专项 的经费来源充足 ,而 年科学基金经

费的比例偏高则是因为科学基金的资助额度大幅增

加 。但从中农大经费占自然科学基金委经费的比例

来看 , 一 并没有较大的变化 ,在 一

之间变动 图 ,这说明中农大在 自然科学基金

委资助范围内的基础研究是持续稳定的 。

一今一批准经费占基金委比重
曰 到账经费占学校比重

、︸八曰一、︸

︵岁︶对侧

与命一扁广锰矿屁贪写箭气责于孟
年度

图 `一 年中农大科学基金经费占

自然科学墓金委经费和学校科研经费比重

各种类型项目均获资助 ,以面上项 目最多 ,获资

助项目和经费分别占中农大总数的 和 表

,说明中农大从事基础性研究工作的教师相当普

遍 ,众多面上项目的资助也为教师的科研积累了经

验 ,为其他重要项目的申请和资助奠定了基础 。进

一步分析可知 个面上项 目由 位教师获得 ,
大部分教师能获得 个面上项目的资助 ,最多可获

个面上项 目 ,说明中农大教师获得面上项 目后取

得预期结果 ,有利于后续面上项 目的资助 。重大项

目和重点项目获资助 项 ,经费却达到 万元 ,

反映出中农大在农业重要科研领域方面具有较深厚

的基础和强劲实力 ,在全国农业领域研究有重要地

位 。青年科学基金是多数青年科研工作者第一个科

研项目 ,对其科研事业发展有着 “雪中送炭 ”的意义 ,

中农大青年基金获资助 项 ,经费 万元 ,平

均每年有 位教师获资助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

金获资助人数比较稳定 ,平均每年有两 人 个别年

度有 人 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资助 ,约占自然科

学基金委资助的 ,这一 比例与中农大经费占自

然科学基金委总经费的比例相当 ,说明中农大科研

能力突出的青年教师队伍是稳定的 、可持续的 。

表 一 年中农大科学基金按项目类型分布

项目 经费

项目类型 数量

项

比例 数量 比例

匕口

……
︸匀八̀

万元

︸﹄连̀口

…
、八连人﹄

乙连一︺月只甘八切︸︵吕哎尸口̀

各学部 、各类项目均获资助 ,以生命学部和面

上项 目为主

生命科学部涵盖了农学 、植保 、生物 、畜牧 、兽医

等中农大的优势学科 ,中农大获资助项 目和经费的

都集中在生命科学部 表 ,这充分体现中农大

的农业特色 。地球科学部和工程与材料科学部的经

费分别排名第 和第 位 ,这两个学部主要对应中

农大资源与环境学院和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 ,是这

两个学院科学基金项 目的主要来源 。其他学部中农

大均有项目获得资助 ,尤其是刚刚从生命科学部分

离出来的医学科学部 ,亦有教师的申请项 目获批 。

这说明中农大的研究领域分布较广 ,有利于推动学

校学科全面发展 。

面上项目

重点 、重大

青年科学基金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创新研究群体

国际 地区 合作交流项目

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

联合基金项目

专项基金项目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

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

吕

表 `一 年中农大基金项目按学部分布

学部

数理

化学

生命

地球

工材

信息

管理

医学

获资助项目 项 获资助经费 万元 经费比例

匕甘内﹄吕叶

,

项 目负责人组成情况分析

高级职称 、高学历是获资助项目主持人的主体

高级职称 ,尤其是正高级职称的教师是获得科

学基金项 目的主体力量 。中农大专职教师中正高

级 副高级 中级的人数比例为 , , ,而所有获

资助项目中主持人的职称比例约为 图 。

即 。 的科学基金是由具有高级职称的老师获得

的 ,而占专职教师 的正高级职称教师承担了近

六成项 目。尽管申请指南将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吕勺̀连叮口̀嵘亡月了」,曰互,﹃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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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既积累了丰富的科研经验 ,又有较多的项目资

助 ,同时身体健康 、家庭负担少 ,是科研的黄金时期 。

获资助项目中 岁以下的教师比例达 ,高于

全校该年龄段专职教师比例 个百分点 ,说明中农

大 岁以下青年教师在科研上勇于进取 、不甘落

后 、积极申请科学基金 ,这部分获得资助的青年教师

在几年之后将成为中农大科研的中坚力量 。

科学基金对学校和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

产出大批研究成果 ,促进学校科研发展

在科学基金的资助下 ,中农大的科研水平有了

较大的提升 ,科研成果的质量和数量同时增长 。从

年到 年 ,全校发表的 文章翻了一番 ,

从 篇增加到 篇 ,这些研究成果都不同程度

获得科学基金项 目的支持 截至 年 月 ,在

。、 、 和 。 四大顶尖

国际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篇 。截至 年 ,进人

前 有农业科学 、植物学与动物科学 、环境 生

态学 、生物与生物化学 、化学 、微生物学和工程学等

领域 ,在国内高校中并列第 位 农业科学 、植物

学与动物学科则进人了 前千分之一 。 年

以来共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 个 ,其中国家级奖

励 个 。

促进教师队伍成长 ,培养各类专业人才

科学基金的资助推动中农大的科研人员迅速成

长 ,并形成多个在学术界有重要影响的科研团队 ,教

师又将最新的研究成果融人到教学过程中 ,为学生

传授了最新学科知识 。 目前 ,学校的 位国家级教

学名师和 位北京市教学名师中有 位名师获得

科学基金的资助 。

张福锁教授的研究团队获得了多个青年基金项

目 、面上项 目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国际合

作项目 、创新群体项 目和重大项目 ,在这些科学基金

项目的资助下 ,该团队对作物养分资源利用效率开

展系统的研究 ,完善了根际营养理论 ,推动了植物营

养学的发展 。在项 目的资助下 ,该团队人才成长迅

速 ,共有长江学者 人 ,国家级有特殊贡献的中青年

专家 人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人 , “百

千万人才工程 ”专家 人 ,教育部新世纪人才 人

该团队的研究成果相继在 、 、

等多个顶尖期刊上发表 ,仅 年上半年就在

。发表论文 篇 。

康绍忠教授 年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

金项目资助 ,此后康教授及其带领的团队又获得 自

然科学基金委的多个青年基金项 目 、面上项 目 、国际

合作项目 、重点项 目 ,并在此基础上获得科技部 、农

业部 、水利部 、教育部等部委的多个项目资助 。该团

队在各类项目的支持下开展的农业与生态节水应用

基础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 ,发表 和 论文近

篇 ,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 项 。团队成员的成

长和影响力也得到提高 ,康绍忠教授于 年当选

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团队中现有长江学者 人 、国家

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人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

获得者 人 。

关注经济发展需求 ,推动研究成果转化

中农大的基础研究主要集中在与民生息息相关

的三农问题领域 ,研究立足北京 、面向全国 ,促进首

都和全国农业的健康稳定发展 。在科学基金等项 目

资助下 ,由中农大培育出的多个玉米品种在业内获

得认可并推广 ,仅 年就在全 国范 围内推广

多万亩 ,为我国粮食安全提供了有力保障 其

中 “农大 ”、优良玉米 自交系— 综 和综 、高

油玉米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和国家技术

发明奖二等奖 。猪 、鸡是我国人民生活最重要的畜

禽品种 ,也是需求量最大的肉类产品 ,在科学基金的

资助下 ,中农大科研人员对猪和鸡的健康养殖进行

了深人研究 ,基于营养素对免疫功能和肠道健康的

调控机理改进猪和鸡的饲料配方 ,确定了科学 、合

理 、安全 、健康的猪和鸡养殖方式 ,推动了我国养猪

业 、养鸡业和饲料工业的技术进步 ,为 “菜篮子 ”工程

提供了保障 猪和鸡的健康养殖技术分别获得 。。

和 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包括食品安全 、

植物营养 、植物保护 、农业机械等领域研究与农业生

产和人民生活紧密联系的方方面面 ,这些研究成果

最终都走向社会 、服务大众 、促进生产 ,为全国人民

生活水平的提高做出了贡献 。

对科学基金管理工作的总结与思考

科学基金项目自申请 、到开展研究 、直至结题的

整个过程是一项精细 、复杂 、耗时的系统工作 。科学

基金项目申请时 ,由于数量大 、时间短 、要求高 ,几乎

每个依托单位都会出现一些问题 ,如重视度不够 、制

度不完善等 。如何提高科学基金项 目获资助率 ,如

何适应国家对科研项目和科研经费更严格的管控要

求 ,如何提高科学基金项 目实施过程中的经费使用

效率等问题 ,需要全校的科研单位 、科学基金管理人

员和项 目负责人相互配合 。只有齐心协力申请项

目 ,按章办事管理项 目 ,实事求是开展项 目研究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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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推动科学基金工作不断地上新台阶 。

学校出台鼓励措施 ,整合资源开拓新领域 加

强制度管理

校院两级要更加重视科学基金工作 。给予新入

校教师更多的申报动员和辅导 ,对申请未中而专家

评审意见尚好的青年基金项 目设立预研基金进行培

育 ,使有潜力的科研项 目尽早获得资助 。更加鼓励

学科交叉合作研究 ,在加强优势学科纵深研究的同

时 ,学校层面统筹安排学科布局 ,鼓励学科间联合研

究 ,培育新的研究团队 ,开拓有潜力的学科领域 ,争

取更多的重点重大项 目和创新群体项 目 ,形成重点

学科群 。鼓励有国际合作背景的教师积极申请国际

合作项目 ,进一步推动学校科研的国际化 。

进一步加强制度管理 。为避免出现 “重申请 、轻

管理 ”的问题 ,中农大先后制定了相关管理的制度 ,

例如 《科研协作 科研委托 合同签订规定 》对子合同

进行规范 , 《中国农业大学科研经费拨付校外基地审

批表 》、《合作协议 供科研经费拨付校外基地用 》等

严管科研经费在校外基地的使用 ,今后拟进一步加

强校院层面管理服务 ,不断提高科研项 目管理的规

范性和科学性 。

管理人员详尽服务 ,提高申请和管理效果 ,实

现全程监督

逐步完善从科学基金项目申请 、立项 、到拨款和

结题的全过程管理服务支撑 ,加强管理 ,突出服务 。

提前发现申请书中的形式错误 ,通过学院初审 、学校

复审 、返回修改 、学校终审等环节 ,努力将形式错误

降到最低 。通过召开科学基金项目申请辅导会的形

式 ,详细地分析往年申请工作的经验与教训 ,认真解

读本年度的申请指南 ,使教师们熟悉申请工作中的

重要之处 ,避免犯低级错误 。对有潜力的教师以及

重点 、重大项 目进行重点关注 ,通过专家把关和组织

校内预答辩形式 ,提高申请书的质量 。

在 日常管理中严格按照相关管理办法对科学基

金进行审查 、审批和监督 ,对经费使用和资产管理进

行指导和监督 ,逐步完善审批制度和责任人制度 ,建

立定期的经费使用评估与反馈机制 。对违规的任务

委托与转包 、经费拨付与支出 、学术不道德等行为 ,

联合财务 、纪委和监察等部门进行查处 ,实行 “零容

忍 ”。加强对结题材料的审核 ,只有符合结题要求 、

提供材料真实时才出具相关证明材料 。结题后 ,按

规定将项 目相关材料装订 、编号后存档保存 。

科研人员凝练问题 ,认真撰写项目申请书 ,高

效完成任务

更加注重项 目申请质量 。部分申请人因不认

真 、不仔细 ,出现申请书序号编码不统一不连续 、申

请领域不正确等问题 ,申请者依旧将有问题的申请

书提交给学校 ,将发现问题的责任交给学校项目管

理部门 ,这样既影响项目的申报与资助 ,也降低了科

学基金管理的效率 。无论是形式 、还是学术方面问

题 ,申请者都要本着负责的态度 ,将科学基金项 目申

请当成一项重要工作 ,认真凝练基础科研问题 ,认真

撰写申请书 ,才有更多的机会获得资助 。

更加注重项目完成质量 。对于获资助项目的承

担人 ,严格按照任务书既定的方向和 目标一丝不苟

地开展研究工作 ,严格按照国家和学校的制度进行

经费的使用和报销 ,认真完成国家有关部门 、自然科

学基金委和学校的检查 、调研 、年度报告 、中检和结

题报告等相关业务 ,确保按时保质的完成科研任务 。

《骊 ,到以刀 团路 皿灼飞 , 划止 戌 用消上 呱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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