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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基础研究资助现状及对策建议

鲁文革

浙 江省 自 然科 学 基金委 员 会 办公 室 ， 杭 州

关键词 基础研究 ， 资助项 目 ，浙江省

基础研究是指认识 自然现象 ，揭示 自 然规律 ， 获 研究的支持力度 不断加大 ， 基地建设和研发 经费 等

取新知 识 、 新原理 、 新 方法 的研究 活动 。 长 期 以 要素资源投人持续增长 。 《浙江省科技 进步条例 》 、

来 ，基础研究的不足导致 了 我 国 自 主创新能 力 的 薄 浙江省科技发展规划中均 明确 规定要加强基础研究

弱 ，特别是在高新技术领域 。 据统计 ， 中 国高技术领 工作 、加大 自 然科学基金 的财政投人 。

“

十 一五
”

期

域 中绝大多数发 明 专利来 自 外 国 企业 和外资 企业 ， 间 ， 浙江省 用于重点实验室等基础研究 基地 建设计

信息技 术领域 的 、计算机领域的 、 医 药领 划 的财 政投人 达 亿元 。 在 年财政 预算

域 占 、生物领域 的 、 通信领域 的 万元的基数上 ，浙江省 自 然科学基金每年增加

的发 明专利均为外 国企业所有
⑵

。 与科技工作 万元 ，至 年经费规模达到 亿元 ， 年

发达省 市 ）相 比 ， 浙江省 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相 对 经费与 年持平 。 依托单位配套资金投 入也有

滞后 ，其深层原因 与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 力 不 所增 长 。

— 年 ， 浙江省 自 然科学基金共获

足有着直接关系 。 得省级财政资金 亿元 ，项 目 依托单位配套资金

浙江省基础研究的主要资助机构是浙江省 自 然 亿元 ，共计资助经 费 亿元 。

科学基金委 员会 ， 省 自 然科学基金 是 目 前浙江省 资 随着经费 的增长 ， 浙江省 自 然科学 基金资助项

助地方基 础 研究 的 唯—— 类 省 级 科 研项 目 。 自 目 数也得到了 稳定 的 增 长 。

— 年 ， 共资助

年设立以来 ， 浙江省 自 然科学基金经过 年 项 目 项 ，其 中一般项 目 项 ，省杰 出青年科

的发展 ，财政投人 已 从最初 的 万 ， 发展 到 学基金项 目 项 ， 重点 （重大 项 目 项 ，青年项

年的 亿元 ； 资助项 目 数从 最初 的 项 ，上 升到 目 项 （ 年始新 增 ） ， 学术 交 流项 目 项

年的 项 ， 累计资助项 目 数达 项 ， 支 （ 年始新增 ） ， 基本形成 了研究类 、人才类和 学

持科研人员逾 万人次
。
浙江省 近年来在基础研究 术交流类等项 目组成的地方基础研究资助体 系 。

领域取得 了
一

系列成绩 ，但是作 为改革开放 以 来人 承担 国家基础研究项 目 的能力 大幅提升

均 增长最快的省份 ，相较于经济发展的强劲势 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是我 国支持科技源头创新的

头 ，浙江省在基础研究方面仍显不足 。 本文拟对
“

十 主渠道 ， 随着对基础研究与原始创新的 日 益重视 ，各

一五
”

以来浙江省基础研究的发展情况进行分析 ， 同 省 获得的 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项 目 与经费 数 ， 巳成为

时探讨其 目 前存在 的 主要问题 ， 并据此提 出 相应的 衡量 区域科 技创新能 力 的重要 指标 。

—

对策建议 。
年 ， 浙江省争取到 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项 目共计

！ 浙 省甚种 空抑好
项 ， 总资助金额 亿元 。

“

十二五
”

以来 ，浙江省

卿人舰棚絲础職项 目浦力纏 出 强劲

浙江省对基础研 究经费投入不断加大 的上升态势 ，
、 两年 ， 浙江省获得国 家 自 然

基础研究是一项社会公益事业 ， 在 中 国 目 前的 科学基金项 目 已达 项 ， 经费总额 亿元 ，

国情下 ，其研究 能力 和水平 的提高 主要依靠政府财 分别是
“

十一五
”

总量的 和 。 其中 ，

政投人以加 强 资助 。

“

十一五
”

以来 ， 浙江省 对基础 年获 项 ，经费 总额 亿元 ，单年首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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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 亿 获得资助 的项 目数和经费总额均居全国 这体现 了浙江省基础研究在相关学科领域 中 的科技

第六 。 同 期 ， 浙江省获得
“

计划
”

项 目 项 ，资 水平和 国际影响 力 。 根据 年 中 国科技论文统

助经 费逾 亿元 ； 获得
“

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 目
”

计结果 ，浙江省表现不俗的论文 、 国际被引 用篇数居

项 、资助经费 万元 ； 获得
“

计划前期专项
”

全国第 位 ， 论文数居全国第 位 。 可 以说 ，浙

项 、经费 万元 。 江省 的总体基础研究水平 已进人全 国前列 。

上述 国家项 目 的获得者大多前期得到 省 自 然科
浙江省基础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

学基金的持续资助 。 在承担国家基础研究项 目 的各

单位 中 ，除 了浙江大学保持遥遥领先的地位外 ，浙江 基础研 究投入渠道单
一

， 研究经费支持 强度

省属高校 、科研单位呈现 出快速发展的可喜局面 ，所 较低

获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项 目 数 已 占
一

半 ， 国家 自 然科 目前 ，浙江省基础研究 的经费投人主要 依赖于

学基金项 目经费 已成为浙江省属 高校最为 稳定的纵 国家与地方的 财政投人 ， 其中 国家基础研究项 目 经

向科研经费来源 ， 有力 地促进 了地方基础研究 的可 费仍是浙江省基础研究投人的主要来源 ，如 年

持续发展 。 同时 ，浙江省属 高校在获得
“

、 国家 浙江省争取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 经费超过 亿

杰出青年科学基 金 、 国 家 自 然科学基金重点项 目 等 元 ， 同年省 自 然科学基金经费仅为 亿元 。 此外 ， 与

国家重点重大基础研究项 目方面 已开始崭露头角 。 其他省市相 比 ，

“

十
一

五
”

时期 ，浙江省 基础研究投人

基础研究人才 队伍 日 趋壮大 占 总体研发经费 的 比重较低 ， 据第二次全国 科学研

通过 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和地方 自 然科学基金等 究与试验发 展 （ 资源清査主要数据 和第二

各类人才培养与 资助计划 、 国 家和省级重点实验室 次浙江 资源 清查主要数据 年浙江省

等创新平 台 ，浙江省基础研究人才在总量及总体素 总经费 亿元 ， 基础研究 经费 亿

质上有 了较大的 提升 ， 同时 涌现 了
一批杰 出 基础研 元 ，仅占 ，远低于全 国平均水平 ， 与浙

究人才 。 截止 年 ，浙江省 自 然科学基金注册依 江省的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 。 在基础研究投入总

托单位 家 ，其 中高 校 家 ， 科研院所 家 ， 医 量不足的情况下 ，浙江省 自然科学基金财政投入 的

院等 其 他单 位 家 ； 注 册会 员 人 ， 其 中 逐年增长与项 目 申请量的快速增长之间严重失衡 ，

人具有博 士学位 。 与 全国 的情况类似 ， 髙校 多年来平均资助率不到 ，并且各类项 目 的 资助

科研院所 仍 是浙 江 省 基 础研 究 的 主 力 军 。 截 止 强度偏低 ， 如青年项 目为每项 万元 、

一般项 目 为每

年底 ，浙江省拥有两院院士 人 （其中
— 项 — 万 元 、 重点或杰青项 目 为 每项

— 万

年新增 人 ） ，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人 元 。 年在对 申请总量进行适度控制 的前提下 ，

其中
— 年新增 人 ） ， 国家杰出 青年科 平均资助率才达到 。

学基金获 得者 人 （其 中
— 年新增 基础研究领军人物缺乏 ，原始创新 能力不足

人 ） ，人选 《 国 家高层 次人才特殊支 持计 划 》第
一批 尽管近几年浙江省拥有 国家级人才数量呈稳步

“

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

人 。 这些杰出 科技人才的成 上升态势 ，但与浙江经济社会发展趋势相比 ，基础研

长过程 ， 很多是从省 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起步的 。 究领军人物仍显不足 。 如 年 ，全省仅 人获得

创 新性研究成果成绩喜人 国家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 。 高校是我 国基础研究的重

大量 的前沿基础性研究 ， 既丰富 了 知识原始创 要阵地和基础研究人才培养的摇篮 ， 而 中 央在浙高

新 ，也培育 了
一批优 秀科 技成果 。

— 年 ， 校和研究院所较少 ， 目前只有浙江大学
一所

“ ”

高

浙江省共获有 项 国家科学技术奖 ，其中 ， 国家 自 校 ，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 高校也仅 所 ， 能吸 引 和

然科学奖 项 、 国 家技术发 明奖 项 、 国家科技进 留 住顶尖人才的基础研究基地相对缺乏 ，

一些高水

步奖 项 ；第
一完成单位在浙江的 有 项 ，其 中 平的科研人才从浙江流 向北京 、上海等地 ，领军人才

国家 自然科学奖 项 、 国 家技术发明 奖 项 、 国家 缺乏在一定程度上阻碍 了浙江省基础研究及科研能

科技进步奖 项 。

“

十一五
”

时期 ， 以浙江省高校为 力 的快速发展 。 由 于缺乏领军人物 ，浙江省高度原

第一完成单位的获奖项 目 中 ，前期受到省 自 然科学 创性 、 突破性的基础研究成果亦显不足 ，主要表现在

基金持续 资助的 比例达 到 ，平 均资助次数达 高层次的科技奖励 （如 国家 自 然科学奖 ） 、 国 内外领

次 项 。

— 年 ， 浙江省 自 然科学基金 先的成果 、 转人国家
“ ”

项 目 等重大基础研究项 目

产出 论文在高端 杂志 发表 的数量呈快速增长态势 ， 和 国 际机构资助项 目 等相对较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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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际化合作与 交流规模有限 现评审专 家 随 机智 能选 派 与
“

小 同 行 评审
”

， 提 高

科学无国界 。
早在 世纪 ，科学家利 用通信手 评审效率与质量 。 同 时 ， 建立项 目 负 责人学术档 案

段进行科学交流 ，
以避 免个人研究容易 导致僵 化和 系统 ， 持续收集 、跟踪 地方基 础研究 的 学 科 、 人才 、

教条化的倾向 。 世纪 ，科学开始从独立 于社会的 成果情况 ， 探索建立与基金制相适应 的地方基础 研

科学家或科学家共 同体 的行为模式向 科层组织制度 究资助方式 ，从重点选择项 目 转 向选择项 目 与发现

演变 ，科研活动 已 不再是孤立 的个别人或个别研 人才并重 ， 对那些学术基础 扎实 、具有较强创新 能

究小组甚至个别 国家的行为 ，它需要多个分支学科 、 力 和 发展潜力 的优秀青年学者 和科研骨干 ， 提供持

多个 国家 的合作 。 浙江省基础研究的 国际化合作与 续资助 。

人员 交流规模较小 。 研究人员交流方面 ， 政府 、髙校 改进项 目 管理 ，加强绩效评估

等设立的支持研究人员 、
学者交流 学 习 的基金 项 目 利用 网络信息技 术开展项 目 全程 管理 ， 改变重

少 、 规模小 。 研究项 目 合作方面 ， 国外研究 （尤其
一

前期立项轻后 期管理的现状 。

一方面要采取会评与

些 自 主 申请的基 础研究 ） 所关注 的领域与 浙江省关 网评相结合的方式开展项 目 结题验收工作 ， 简化工

注 的现实需求 常常不
一致 ， 这在一定程度 上 限制 了 作程序 ，减轻科研人员 和评审专家负担 。 另

一方面 ，

国 际化合作与人员交
’

流 。 需结合地方基础研究实际 ， 引 人可计量 的绩效评估

对策建议 示 系、 ’ 斗，

—

著
、专利 、各类科技奖励 、

转入的 国家级项 目 以及项

増加地方财政经费 ， 完 善 多元投入渠道
目 取得 的经济社会效益按类别设定分值 。 结题验收

持续加 大财政扶持力度 ’ 是
寸 ，既有专家的定性评议意见 ， 又有系统计算的定量

促进地方 研究发励关键 。 基础研舶絲是
纖值 ，实纖助项 目 绩細 定性与定 相结合 的

以政府投人为 主 ，但是政府的投入毕竟有 限 。 为 了

财基础性研究工作 的可 持续发展 ’地方政府 力
完善交流 机制 ，推动国 际合作

面 ■胃〒 胃 对于地方基础研究而言 ， 方面 ，应注重培养具

期科技经费增长幅度 ， 另
二
方面要借鉴 国外经验 ’ 制

有开拓能力 的杰 出人才 、吸引 国际视野 的海外人才 ，

定相关政策措施 ， 吸引 多兀社会麵投人基础研究
尤其注意对优秀青年人才 的挖掘 、凝 聚 和 国 际化培

，
域 ，特别是鼓励 引 导大企业集 团参与 地方基础

养 。
另
一

方面 ，坚持拓展 国际合作渠道 ， 营造 良好 的

国际合作与交流环境 ，通过设立学术交流项 目 ，资助
推 艘展

，
纖

，
究舰舰

絲平学术 抬 、酣合細究等财 ，逐步形成
学科与研究舰挪 究 和人才培 重要

个全方位 、 多层次 、多顧 、挪式細 际合作 与
依托 ，推进优势学科发展 以及加快重点 实验室等研

交流格局
。

絲地建设 ’是实现浙江科技重点突破与
，

发 展
重视队伍 建设 ，营造创新文化

⑨重视科研 队伍建设 ， 倡导 敢于创新 、 勇 于竞
— 弓 入

争 、宽容失败 、追求成功 的科学精神 ， 将地方基 础研
学前沿和经济社会需求 ， 深人凝练深层次科学 问题 ，

六二 仙 挪么二
布 庙 体占地汰 从 说电况 址

究与人才培养有机地融合在
一起 不 以 短期 内 获取

开展稳定持续 的探索创新 。 问 时 ，要加快基础研允
明显成果 为唯 一评价标准 。 推动评审专 家 队伍 建

基地的建设 。 浙江原有的 省 重 点头验室 ， 比较 注重
％

丨 甘
设 ，规范评审专家遴选标准 ， 加强 誉 管理 ， 完善评

应用研究和直接 为经济建设服务 ，应建设一批 以 基

灿 — 本 上、 七 必会 、士 、汝古 坦 宜姊
审专家队伍动态 管理机制 。

加强 培训 ， 着力建设
一

础研究为主的省 重点实验室 ，这将有利 于 提高浙江
‘

古 中
丨 不位

支热爱基础研究事业 、 熟悉科学基金管理法规 、精 于
省承担 国家级重 大基础研丸项 目 的能力 ，有利 于培

，

丨 议 小 科学基金项 目 管理的依托单位管理干部 队伍 。 通过
养更多从事基础研究 的 人才 、吸 引 国 内 外顶尖 人才

加强科研 、评审 、管理三支基础研究工 作队伍建设 ，

到浙江工作 。

完善评审机制 ， 创新资 助方式
冑造以尊重科学 、— 、—■为核心理念 的

通过依托单位和科研人员 推荐 、兄弟 省市合作
■文化 ’促■方

等 多种途径 ，进一步扩充地方科学基金评审专 家库 致谢 本文 为 浙江 省 重点 软科学研 究 项 目 （ 编

建设 ，开发面向项 目 评 审的 专家选派信息 系 统 ， 实 号 ： 资助 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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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考 文 献 清查 主要数据公报 第一号

科技部 国 家
“

十一 五
”

基 础 研究 发 展 规划
“

国 家统计局 第二次浙江 资源清查 主要数据 公报 （ 第

一号 ）

柳御林 ’何郁冰 基础研究是中 国产业核 心技术 创新 的源泉

□ ：

李真真 我 国基础研究问题 的探讨与思考 科学学研究 ，

蒋泰维 年浙江科技发展报告 浙江 ： 浙 江科学技
”

术 出版社 ，

：

资料信息

第 期双清论坛
“

生物大分子药物体 内 高效递送系统前沿研究
”

在成都召开

年 月
—

日 ， 国 家 自 然科学基金委 员 并介绍 了该校近几年在药物科学领域的研究成果 。

会 医学科学部与政策局会 同化学科学部 、工程 与材 本次论坛 旨在通过研讨国 内外生物大分子递送

料科学部在成都联合举办 了第 期双清论坛
“

生 系统的研究现状 ， 凝练其体内 高效递送 的基本科学

物大分子药物体内 高效递送 系 统前沿研究
”

。 本次 问题 ，分析我 国在该领域的优势与不足 ， 明 确我 国在

论坛 由 四 川 大学 承办 。 本次论坛 的 主题涉及药剂 该领域的研究发展 方向 ，提出具有前瞻性 的政策建

学 、高分子材料学 、药物分析学 、 药理学等多个学科 。 议 。 与会专家就抗体类 、核酸类 、多肽蛋 白类以及疫

来 自 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 、复旦大学 、浙江大学 、 上海 苗类药物的体内高效递送等 内 容 ， 以主题报告 、专题

交通大学 、 中 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 中 国药科大 报告 、 自 由讨论等形式就该领 域最新研究 进展进行

学 、 四川大学 以及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等国 内 外 个 了交流 ，对关键科学 问题提出 各 自 的 观点并展开充

单位的近 名专家学者应邀参加 ， 四川大学华西药 分而热烈的讨论 。 最后 ， 结合 我 国在该 领域 的研究

学 院张志荣教授 、北京大学药学院张强教授 和复旦 现状和优势研究基 础 ， 总结出 急需关注和解决的重

大学药学院陆伟跃教授共 同担任论坛主席 。 要基础科学问题 ，并提出 战 略性的 思路 、规划和发展

论坛开幕式 由 基金 委 医学科学 部吴 镭处长 主 目标 。

持 医学科学部董尔丹常务副主任代表学部致辞 ， 四

川 大学许唯临 副校长对到会专 家和 领导表示欢迎 ， （ 医 学科学部 姜威 、 吴镭 ，政策局 孟庆峰 供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