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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研究是科技 创新 的根基 。 对农业科技来
“

十一五
”

缓慢增长 阶段和
“

十二五
”

前 年快速增长

说 ，基础研究是提升农业科技 自 主创新能 力 的动 力 阶段 。

源泉 ，是培养创新人才和学科团队 的重要摇篮 ，是推 第
一

阶段从 年到 年 ，项 目 申 请数每

动院所学科建设与发展的重要途径 。 国家 自然科学 年增长 项左右 ，批准项 数每年增长 项左右 ，经

基金 （ 以下简称科学基金 ） 由于资助管理机制 日 益完 费每年增长 万上下 。 年 ， 项 目 申 请数 、 批

善 、协同创新富有成效 、 开放合作更加深人、 管 理水 准项数和 总经费开始跃升 ， 与上年相 比 ，项 目 申请数

平不断提升 ，对繁荣我 国基础研究 加强科技人才 队 增加近 项 ，批准项数增加 多项 ，项 目经费增

伍建设发挥 了重要作用 ，为 提高 自 主创新能力 ，加快 加 多万元 ，立项率提升了 近 个百分点 ，

建设创新型 国家做 出 了重要贡献 ， 已 经成 为我 国支 年的增长主要得益于农科院上下对科学基金项 目 立

持基础研究 的主渠道之
一

。 项的高度重视和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 。

面对世界农业科技激烈竞争的态 势和我 国现代 第二阶段从 年到 年 ， 年项 目 申

农业发展对农业科技 的更高要求 ， 中 国农业科学院 请数增加 了 近 项 ，批准项 目数提高 了近 项 ，

启 动实施科技创新工程 ， 提 出 了
“

顶 天立地 、跨越发 总经费增长超过 倍 增长近 万 ， 首次达到亿

展
”

、

“

服务产业重大科技需求 、跃居世界农业科技高 元以上 。 和 年 ， 项 目 申 请数 、 批准项 目 数

端
”

的战略 目标和任务 ，这对提高农业科技原始创新 和获资助经费又进入 到平 稳增长期 。 值 得关注 的

能力和培养优秀创 新人才提 出 了 更高要求 。 鉴于 是 ，在 年批准项 目 数增长 项 的 同时 ，项 目 获

此 ，本文针对 中 国农业科学院
“

十
一

五
”

期 间 科学基 资 助经费增长了近 万元 这是重大类项 目 获得

金 申 报立项 中 出 现的重大类项 目 和 基础学科领军人 资助数量增加较多 的缘故 。 这个 阶段的快速增长 ，

才储备不足等问题 ，全面 回顾 和分析了 全院 年来 除 了与科学基金资助数量 、强度 和规模 的大幅提高

的 申报立项情况 ， 总结 了科学基金组织管理成效和 有关以外 ， 主要得益于农科 院科学基金项 目 精细化

经验 ， 思考并提 出 了 进
一步促 进全院科学基金项 目 管理水平的进

一

步提高和农业基础研究实力 的不断

发展的对策措施 。 增强 。

资助项 目类型情况与分析
年 申请和资 助情况

曰

白 米 上耐粉垂获资助项 目类别大致可分为 类 ： 占 绝对数量

总体情况及分析 的 自 由 申报项 目 （面上和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 ）和资助

— 年 年期 间 中 国农业科学 院 整体 经费较多 的重大类项 目 （ （创新群 体 、 重点 、 重大 、重

共 申报基金项 目 项 ，获资助 项 ，平均 资助 大研究计划 、杰青 、优青 、重点 国际合作 ） （ 以下 同 ） ） 。

率 ， 资助总经 费 亿元 （见表 。 总体 年间前者批准项 目 数为 项 ， 占 总批准项 目 数

来看 ，项 目 申 请数 、批准项数和获资 助经费可 分为 的 后者数量为 项 ， 占 表 。

：

本文于 年 月 日 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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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年中 国农业 科学院科学 学部 项 ， 占 。 其次是地球科学部 项 ，

基金项 目 串请与资 况
占 。 这 个科学部资助 的 领域也是中 国农科

申请数 批准项数 批准经费 院的优势学科领域 ，特别是作物 、 园艺 、植物保护 、畜

项 ） （项 ） 牧 、兽医等是农科院的优势学科。 同时 ，管理科学部 、

工程与材料科学部和化学科学部获资助数也较多 。

“

十一五
”

以来 中 国 农业科学院科学基金

管理 实践

“

十一五
”

以来 ， 中 国农科院科学基金项 目 申 报

和获得资助项数上升较快 ，基础研究实力 和水平相
°

°

应增强较快 。 总结起来 ，主要得益于领导重视 、研究

积累 、 人才引 进 、 激励奖励 、技能培训 、 学科影响 、 良

从表 可 以看出 ， 年 以来 ， 面上项 目 的批 好氛围 等 。 中 国 农业科学 院科技管理局作 为 全院

准项数呈现逐年缓慢增加 ，个 别年份略有下降的趋 个研究所科研项 目 的管理部 门 ， 在科学基金项 目

势 ，而青年基金项 目 批 准项 目 数一直持 续上升 ， 与 管理上进一步解放思想 、更新观念 从战 略上高度认

年相 比 ， 年面上项 目批准项 目 数的增长数 识 、重视和加强项 目预研 、项 目 申 报 和过程管理 ， 在

量刚过 倍 ，而青年科学基金 的批准项 目 数增 长 了 申报立项前后各个环节 ， 逐步实现精细化管理 。 主

倍 说 明 中 国 农科 院青年科研 人员 队伍 正在壮 要工作体会如下 ：

大 ，能力和素质提高很快 。 对 于重大类型项 目 ，

“

十 强化分类指导 ， 确保工作成效

一五
”

以 来批准项 目数一直较少 ，不同年份差异 比较 在每年批准项 目 结果公布后 ，针对全 院获资助

大 。 但在 年 重大类项 目 批准项 目 数获得突飞 项 目 的类别 、申 报人 、所在单位 、所属 学部等所有情

猛进的增长 ，包括 项
“

杰青
”

项 目 ， 项重点项 目 ，

况进行汇总统计和分析 ，同 时结合 申 报情况 ， 分析出

项国 际合作重大项 目和 项
“

优青
”

项 目 。 其 中最具 各类项 目 、各研究所 申报立项增减态势和原因 ， 强化

代表性的是
“

作物双生病毒致病的分子机理
”

重大项 分类指导 。 例 如通过对
“

十一五
”

期 间前 年 申报批

目 获得批准资助 ， 是中 国农科 院主持的 首个重大项 准项 目 情况综合分析发现 ，不 同研究所 申 报批准项

目 ，也是我国植物保护领域获 批的首个科学基金 重 目 数水平差异过大是导致总体获得资助项 目 数不高

大项 目 ，这标志 着中 国 农业科学 院 在基 础研究领域 的主要原因 ， 因此根据实 际将研究所分为 类 、 类

团队科研实力 的不断增 强 ， 同 时也是多年来 中 国 农 和 类 。
对第 类研究 所 ， 制 定 出 重点突破重大 类

科院一直重视基础研究和多年积 累的结果 。

项 目 立项的策略和工作思路 ；对第 类研究所 提出

资助项 目科学部分布情况分析 扩大 串报基数 重点突破面上 、青年基金项 目 的申 报

获资助项 目在 个学部都有分布 ， 主要集中在生 思路 ；对第 类研究所着 重强调面上和 青年基金 申

命科学部 见表 ，在 个获资助项 目 中 ，生命科 请书质量 ，在提高质量和批准率上狠下功夫 。

表
—

年中 国农业科学 院科学基金项 目 资 助项 目 类型

项 目类 别 合计 占 比 （％

面上项 目

青年科学基 金项 目

杰 出青年基 金项 目

重点项 目

国际合作重 大项 目

重大研究计划项 目

创新研究群 体项 目

优秀青年基金 项 目

重大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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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年 中 国农业科学院 管理人员 ，对避免形式 审查失误起到很大帮助 。 每

科轉錢職科 布 年的初审不予通过率控制在 以下 。

项 目 类别 资助数 项 ） 占 位比 强化措施推动
，
确保申 报基数

生命科学部

一―

除 了形成摸底调研 、答辩 预演和技能培训制度

地球科学部 外 还采取了
一

系列的激励措施 激发科研人员 的创

管理科学部
新积极性 ，扩大 串 报规模 。 例如 ，对创新群体获得资

工程与材料科学部
助项 目 采取 经费配套措施 ；作科所 、植保所 、农

！

产品加工研究所 实行 科学基金与科研人员 职称评
“

‘

定 、晋级挂钩制 度 ； 资划所 、植 保所设立预研基金支
医学科学部

持青年科技人员进行储备研究 ；作科所设立 国家杰
信息科学部

土 丫 、
【

、 、广
廿 土

、 、

」 计 廿 上

出青年科学基金和优秀青年科学基金培育基金支持
°

优秀创新人才储备研究 ；郑州 果树所等研究所采取
鮮部 °

直接物质奖励等制度激励 申 报积极性 此外 ，还通过

强化调研摸底 确保工作重点
扩大—学术研讨■流等方式 ’ 营造氛 围 。 组织

针对重大类项 目喊立项较少 的状况 ， 在轉
了

月 份 ，職冊全院拟暢项 目鶴續 ， 锁定
国鮮术会 义 、難学年会等目眺会议 ，扩 了对

重大类项 目 工作重点 根据调研结果 ，初蹄 出具帛
々卜学术—流 ’ 了■■学家 展示了农

较好基础職积删项 目 ，进行集 巾辅导雜练把

关 强调科学问题的故事性和创新点 的凝练 。 陈化
輸 了科研人员 的 申 报积极性 ，扩大了 申报繊 ’确

兰 、林敏 、李付广 、黄三文 、姚斌的
“

杰青
”

项 目 都是在
保每年项 目 串 报基数 。

提前调研摸底 ， 反复凝练和深人修 改的基础上获得 加强科学基金管理工作的思考
资助 。

强化技能培训
，
确保 申 报质量

“

十二五
”

以来 ，特别是即将进人
“

十三五
”

， 中 国

科学基金管理
一直坚持申 报前和答辩评审前 的 农科院科学基金项 目 申 报 、立项和 管理工作要想在

答辩预演指导和深人研究所 的技能 培训 ：聘请 皖 内
前期较高平台上实现跃进和突破 难度更大 ，任务更

外各研究方向有丰富科学基金 申报和评审经验的专
艰 巨 ，科学基金管理工作还需不断积累 和开拓思路 ’

家 ，采取召开研讨座谈集 中辅导的 方式或者深入研

究所指导科学基金项 目 申请 ，对 申请项 目 题 目 、研究 丄 进一步加 强立项调研 ，
建立完善 的项 目 和 人才

方 向 、研究路线和研究手段等 内容给予专业指导和 胃冑

学术性把关 提 出质疑和修改建议 ，这大大提高 了 申 进
一

步加强立项调研 ，建立并完善项 目 和人才

请书 写作 水平 。 答辩预演和 技能 培训逐渐形成 制 储备与培育制度 。 指导研究所根据科技发展态势 、

度 。 同时积极倡导发挥研究所学术委 员会作用 ，提 农业产业发展需求和农业科 研实际认真斟酌选择

倡研究所学术委员会指导项 目选题 、研究 内容 、 研究 优势学科 ， 选 择重点 、 重大项 目 的切 入点 ， 凝 练研

方案 、进行预答辩等 。 年来 ，集中培训或者深人 究方向 ，提炼 出若干个 既能代表研究所学科研究水

多个研究所开展 了近 次技能培训 ，科研人员反响 平 ， 又与 国 家战略需求 相衔接 的重点研究方 向 ， 形

强烈 。
成重大类项 目储备 。 在经过各方面专家论证后 ， 形

强化 审查把关 确保初评通过率 成院
“

十三五
”

时期基础研究 重大类项 目储备和培

针对形式审查 中重复 出 现的 隐性超项 、 附件不 育库 ，

一

方面 ，为 国家和部委
“

十三五
”

科技发展战

全 、没有亲笔签名等问题导致的失误 在细节上下工 略研究提供项 目 建议 ， 另
一方面 ，选择储备库 中部

夫 ，强化研究所科研处形式审查责任 ， 落实 到人 从 分项 目 加 以重点培育 ， 力争获得科学基金重大类项

严要求形式审查 和 审核把关 ，确 保初 评通过率 。 同 目 立项资助 。 同时 ， 结 合
“

科技 创新 工程
”

正在实

时制定 出包括总体情况 、资格审査 、 限项规定 、基本 施 的青年英才培育计划 ，建立完善
“

杰青
”

、

“

优青
”

信息 、经费申 请表 、报告正文 、 附件各个方面详细要 人才储备库 ， 给予各种 优惠政策 ，培养
“

杰青
”

、

“

优

求的形式审查表作为特别提醒提供给研究所科研处 青
”

后备人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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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
一

步加强技能培训 ，建立完善科学基金 申报 员 ，通过与职称挂钩 、设立预研培育基金等形式鼓励

咨询 制度 青年科研人员 的 申 报积极性 ；对于 岁 以上科研人

技能培训制度产 生了很好 的效果 ，将进一步强 员 ，通过年终绩效奖励等制度 鼓励其 申报面上项 目

化 。 在科学基金 申报 、立项的不同时间节点上做好 、 的积极性 。

做实 、做细 申报动员 、 申请书撰写 、答辩预演 、形式 审 进一步加强科学基金文 化建设 营造 良好氛围

查 、审核把关等技能培训 ； 突 出做好重大类项 目 的集 通过加大宣传 、对 内外学术研讨和交流 、开办科

中辅导培训 ，特别是
“

杰青
”

、

“

优青
”

项 目
一对一专家 学基金活动周等形式 ， 提倡鼓励学科 以及跨学科交

咨询 ； 突 出做好深人研究所的技能培训 ，做好评审过 流 ，鼓励科学家的思想碰撞 开展更为平等 的学术争

程服务 ，逐步完善科学基金申 报咨询制度 。 鸣与对话 ，使之不断产生新的思想火花 ，造就有利于

进一步加强过程 管理 ， 建立完 善重大项 目 跟踪 人才辈出 、能够充分发挥科技人才积极性 、 主动性 、

服务制度 创造性的 良好科研环境 ， 为基础研究 自 主创新营造

改变以往
“

重 申 报 、轻实施管理
”

的情况 ，进一步 良好氛围 。

加强过程管理 ，建立 完 善重大项 目 跟踪 服务制 度 。

遴选
一

批创新群体 、

“

杰青
”

、重大项 目 等重大类项 目

； ：

作为院级核心项 目进行重点跟踪 ，做好项 目 实施 、 中
国 家 自然科 基金委员会 年度 国 家 自 然科 学基金 项

期评估 、结题验收和成果培育等全程指导和服务 ；建 刘延东 在国 家 自 然科学 基金委员会调研座谈时 的讲话 中

立和 完善科学基金项 目结题后的跟踪管理制度与程 科学基金 ：

—

序 关注研究成果的普及 、应用效果 以及进 步研究
时 为 求是创新的科学基金精神

中 国科学基金 ，
：

—

价 。 邹亚 飞 ， 郑传 临 ， 林克 剑 多 项措 施并 举推 进 青年 人 才 发

进一步加强机制创新 ，建立完善绩效奖惩制度 展一 中 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 年青 年

进 步加强机制创新 ， 制定和 完善 绩效奖惩制
获 资 助 情 况 分 析 巾 国 科 学 基金 ’ 。

度 ，
充分调动科研人员 和课题组 申 报积极性 。 对于 于迎建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 申报 的精细化管理探讨 农

巳经具备较好研究基础 的课题组 ， 通过 资助经费配 业科技管理 ：

、

丫 、办
、

丫 比她 掛地 士 扣 仙士
陈宜瑜 发展科学基金文 化 ， 推动科技创新 文化建设 光 明

套 、评奖评优等措施 ，重 点挖 掘和组织 申 报
一 批杰

，

青 、重点 、重大及创新群体等项 目 。 对于青年科研人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