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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 周年回顾与展望

高 阵雨 陈 钟 刘 权 田起法 王长锐 孟宪平

国家 自 然 科 学 基金 委 员会 计划 局 ， 北 京

国家杰 出 青年 科 学 基 金 （ 以 下 简 称
“

杰 青基 持续迸发 。

金
”

是 国 家为培养 青年 学术带 头人 、 积极延揽海 杰青基金 自 设立 以来 得到 了党和 国家领导人

外优秀学者而设立的专项基金 。 经过多年发展 ，该 的亲切关怀 。 年 月 ，李鹏总理接见 了首批杰

基金在推动我 国 科技水平进步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青基金获资助者 ； 年 月 ， 朱镕基 总理等 国 务

等方面取得 了显著成绩 ， 在科技界积累 了 良好的 口 院领导人出席 了杰青基金实施 周年座谈会 ， 他们

碑和声誉 。 本文通过简要回顾杰青基金设立过程 、 对杰青基金在吸 引人才 、稳定人才 、培养人才等方面

资助概况与成效统计 等 ， 总结杰青基金 实施 年 取得 的成绩给予 了充分肯定 。 年来 ， 国家财政

来的成功经验和面临 问 题 ，并探讨未来发展的政策 共投人 亿元 ，该项基金的资助强度和规模不断

建议 。 增加 。 目 前 ， 资助强度 已 由设立初期 的 万元 人

增加到 万元 人 ； 资助规模 已 由 设立初期 的

人 年增长到 人 年 。

随着世界多极化 、 经济全球化深人发展 ，科技进 杰青基金 的设立与实施 ，也得到 了科技界 的广

步 日新月 异 ，知识经济方兴未艾 ，注重人才培养是在 泛关 注与 大 力 支 持 。 由 各领域 杰 出 科 学 家和 知

激烈 的 国际竞争 中贏得主动 的重大战略选择 。 名学者组成 的评审委员 会在朱光亚 、 张存浩 、陈佳

世纪 年代 ， 为解决 当 时我 国科研队伍 的人才老 洱 、 陈宜瑜 院士等历届主任 的领导下 ， 以公 平公正

化 、后继乏人的 问题 ，在陈章 良等众多科学家的呼 吁 公开 的评审工作维护了 该基金 的 良好声誉 ， 以敏锐

下 ， 年国家拨专款设立
“

国 家杰出 青 年科学基 的 眼光为 国 家遴选 了
一

大批 优秀青 年科技 才 俊 ，

金
”

， 由 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简称
“

基金委
”

负 以高度 的 责任 心 和 使命感 为 该 基金 的发 展 积极

责管理 ， 用于资助在基础研究方面 已 取得突 出成绩 谋划 。

的 岁 以下青年学者 自 主选择研究方 向开展创新 在杰青基金评审过 程 中 ， 基金委坚 持
“

依靠专

研究 ， 目 的在于促进青年科学技术人才的成长 ， 吸引 家 、发扬 民主 、择优支持 、公正合理
”

的原则 ，运用 自

海外人才 ， 培养造就一批进入世界科技前沿的优秀 然科学基金竞争机制 择优遴选项 目 。 经过 多年发

学术带头人 。 展 ， 已经形成较为 固定 的三级评审制度 。 每年 月

杰青基金历经多年发展 ，其 申 报条件与 资助模 份接受 申请 。 申请期截止后 ，首先进行初审 ，将形式

式发生过多次变化 ，但
一

直不变的是坚持本土培养 审查不合格以 及其他不符合相关规定 的项 目 申 请剔

与海外延揽并重的定位 。 在注重培养 国 内学者的 同 除 ，受理的项 目 申 请进人通讯评审 。 将每
一份 申 请

时 ，采取多种措施吸 引优秀海外学子 回 国发展 、 为 国 书送 名 以上同行专家进行评审 。 待通讯评审结果

效力 。 设立初期允许海外 中 国籍学者进行 申 请并 返回后 ，基金委按照拟 资助数量 以上 的 比例

可在 回国前有
一段缓冲期 ；在 — 年间设立 择优确 定参加 会议评审 的项 目 申 请 ，通过会议评审

了杰青基金 （外籍 ） 项 目 ， 专 门 资 助在 内地依 托单 答辩确定建议资助人选 。 然后 向社会公布并接受异

位全职工作的外籍华人青年学者 ， 年后该项 目 议 。 异议期结束后 ， 召开 国家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评

并人杰青基金 中 ， 允许符合条件 的外籍华人进行 申 审 委员会会议进行评定 ，再经基金委委务会议批准

报 ，等等 。 这些政策的实施保证 了杰青基金活 力 的 资助 。 这种公正 、透明 、严格 的遴选制度保证了 杰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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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获资助者的质量 。 从杰青基金获资 助者按地区分布情况 来看 ，杰

太主宜 肝挪
、

口
青基金获资助者集 中于北京 、上海 。 北京市有

人 ， 占总数 的 上 海市有 人 ， 占 总数 的

年间 ，杰青基金共受理 申请 人次 ，经 同 其他 省市 自 治区所 占 比 例 均在 以下

行评议 、专业评审组评审 、评委会评定 和基金委批准 ， （表 。

已有 名 申请 者 获得 了 资 助 ， 占 申 请总人数 的
表 杰青基金获资 助者按地 区分布情况

。杰青 基金获 资助 者 中 ， 人具有博士学
— — —

；

—

位 其 中在 国 内取得博士学位的 为 人 ， 占总数的 ——

， 国外 取得博士学位 的 为 人 ， 占 总
重庆

上海市 吉林省 山西 省
杰青基金获资助者 中有 位女青年学者 ，

江苏省 恐 天肺 河 北省

位少数民族学者 ’ 包括回族 、满族 、蒙古族 、朝鲜族 、

湖北省 福建省 河 南省

土家族 、维吾尔族 、壮族 、 白族 、苗族等义
广 东 省 山东省 贵州 省

从杰青基金获 资助 者按 年度 分布情况来看 ， 资
浙江省 湖南省 新疆 维吾尔 自治 区

助规模不 断扩大 ，近几年趋于稳定 （表 。 陕西 省 甘肃省 广 西壮族 自 治区

表 — 年杰青基金项 目 数量及获 资助者平均年龄 辽 宁 省 黑龙江省 江西 省

年份
省 甸 省

、

从杰青基金获资助者按学部分布減来看 ，生
平均年龄

命学部和工程 与材料学部人数相对较 多 ，说 明 这两
年份

项 目数
个 领域 的科研队伍相 对较大 （ 图 。

平均年 龄

杰青基金获 资助者平均 年龄从设立之初 的 ■
岁 左右 ’ 逐渐 增 长并 稳 定在 目 前 的 岁 左右 表 ■

。 这说明 越来越需要科技工作者经过较长时 ■ ■

科研积淀与凝炼 。

从杰青基 金获 资助 者 按隶 属 部 门 分布情 况来 ■

看 ，隶属于教 育部的人数最 多 ， 为 人 ， 占所有杰 ■ ■ ■ ■ ■ ■
青基金获资助者 的 中 国科学 院其次 ，共有杰 ■ ■ ■
青基金获资助者 人 ，

占所有杰青基金获资助者 数理 化学 生命 地球 工材 信息 管理 医学

的 隶属 于其他部委和地方的杰青基金获 资助 图 杰青 基金获资 助者按学 部分布情况

者分别为 人 和 人 ， 占所有杰青基金获 资助

者的 和 图 。 杰青基金 资助成效

时光荏苒 ， 春华秋实 。 年来 ， 杰青基 金吸 引

了 聽奸 麵細触 力 量 、鶴 了 批 活

丨
：

跃在各领域 的 中 坚力 量 、
±音养 了一批 冲击世界科技

前沿 的科技精英 ， 为全面提高基础研究水平 、 引 领和

带动技术创新 、促进经济社会健康 发展 和 持续繁荣

做 出 了较 大贡献 。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⑴ 遴选并培 育 了 批 领军人才 ，促进 中 国基

础研究国 际影响力 的 显著 提升 。 在 名 获 资助

者 中 ，许多 人成长 为专业 领域 的 学术 大家 ， 攻坚克
■ 教育部 ■ 中国科学院 ■ 其他部委 ■ 地方

难 、键而不 舍 ，不断 向科子 峰和 国家重大需 求发起
图 杰 青基金获 资 助者按隶属 部 门 分布情 况

、一

冲击 ；许 多人成长为学木 团 队的领导者和带头人 ，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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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聚力 、奋力前行 ，不断创立世界瞩 目 的 中国军 团 ； 研究水平的现实需要和必然要求 。 二十多年 的实践

许多人成长为科技部 门领导者和科技政策制定 者 ， 经验表明 ，杰青基金之所以取得如此突 出 的成就 ， 主

夙夜在公 、高端谋划 ， 引领 中 国科学的繁荣发展 。 截 要有以下几点原 因 ：

至 目 前 杰青基金获资助 者 中 已 有 人当选 中科 （ 始终坚持 高标准严要求 ，通 过充分竞争 的

院院士 人 当选 中 国工程院院 士 。 许 多人成为 国 方式选拔高水平人才 ； （ 始终坚持公平公正公开

家重大科研项 目 和重大研究计划 的首席科学家或学 的原则 ，依靠专家遴选出 创新潜 力 强 的 资助对象 ；

术带头人 。 （ 始终坚持营造 宽松 的 资助环境 ， 使杰青基金获

推动学科繁荣 发展 ，促进我 国学科整体水 资助者能够潜心科研 、敢于冲击世界科技前沿 。

平大幅提升 。 年来 ，杰青基金资助学科数量 由 成 对于这些成功经验 ， 必须认真总结 、继续坚持 、

立之初 的 个扩展到 当前的 个 ，促 进 了
一批优 大力弘扬 。 同时 ， 我们也应该看到当 今世界科技发

势学科国际化发展 、扶持 了 一批薄弱 学科全力追赶 、 展的新变化 ，知识更新速度加快 ，综合 国力竞争 日 趋

培育了一批新兴交叉学科迅速崛 起 。 我国粒子物理 激烈 ， 国际 国 内 的经济形 势和科技 资助需求不断发

学 、分子反应动 力 学 、结构生 物学 、量子 信息学 以及 生着变化 。 如何能够使杰青基金更加适应 国 家社会

金融数学等学科获得的长足进步与杰青基金的资助 和科技发展的需要 ，培养更多学术领军人才 ， 不断提

密不可分 。 升国家原始创新力 和核心竞争力 ，需要我们未雨绸

不断取得成果 ，推动我 国科技资助创新水 缪 ，常思常省 。 在未来一段时间 ， 我们认为 可 以采取

平不断提高 。 近年来 ， 杰青基金获资助 者在量子反 以下措施 ：

常霍尔效应 、诱导多功能干细胞 、

“

热斑
”

形成机制 以 （ 提高杰青基金资助强度 。 杰青基金 的资助

及 基超导等领域取得原创性突破 ，备受 国际关注 。 强度在设立之初是 万元 随着 国家投人的不断加

在我 国 自然科学研究领域最权威的 国家 自 然科学奖 大 ，到 年提高 到 万元 。 目 前 ， 这样 的资 助

中 ，杰青基金获资助者获奖的 比重不断上升 。 强度巳经保持了 近 年 。 在 国际科技竞争 不断加

年以来 ，该基金获资助者 主持或参与完 成的获 国家 剧 的今天 ，没有相对充足 的经费支持难 以满 足实际

自然科学奖 的成果共有 项 ， 占 全部获奖成果的 科研的需求 。 同 时 ， 随着科学基金经费管理政策发

有 位杰青基金获资助者 次获奖 ， 生变化 ，杰青基金资助强度与实际需求之间 的差距

占获奖总人次的
⑷

。 越来越明显 。 基于此 ， 基金委正在积极争取提高资

有效解决了 国 家战略发展和现实需求 中 的 助强度 ，为杰青基金获资 助者营造更加心无旁骛的

一些关键科学问题 ，为创新驱动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 创新环境 。

近些年 ，杰青 基金 获资助 者 围绕我 国 载人航天 、 高 （ 延长杰青基金资助期限 。 任何
一

个理论方

铁 、高性能计算机等领域开展独创性研究 ，取得 了重 面的突破和关键技术 的 解决都 绝非易事 ，通常需 要

大成果 ，有力推动 了这些重大科技战略的 实施 。 例 科研人员秉持
“

板凳须坐 十年冷
”

和
“

咬定青 山不放

如 ，在诱导多功能干细胞 、肿瘤治疗 、 重 大水利水电 松
”

的信念 潜心 研究 、长 期积累 。 年 国 务 院发

工程设计与建设 、运输与物流管理 、 射线激光等领 布 了 《 国务院关于改进加 强 中央财政科研项 目 和资

域 杰青基金获资助者努力 破解难题 ，为解决国家发 金管理 的若干意见 》 （ 国发 号 ） ， 其 中提 到

展中 的重大需求做出 了重要贡献 。

“

对优秀人才和团 队给予持续支持 加大对青年科研

人员 的支持力度
”

。 目 前杰青基金 的研究期 限均 为

年 ，适时探讨采取适当延长资助画 、采用连续 资

党 的十八大提 出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 十八 助等模式对优秀人才给予长期稳定支持势在必行 。

届三 中全会提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这是立足全局 、 （ 推进精细 化管理 ，探索适合不 同学科特点

面向未来的重大战略决策 ， 也是加快转变经济 发展 的个性化管理模式 。 由 于学科差异 的存在 ， 不 同学

方式 增强经济发展 内 生动力 和 活力 的 根本措施 。 科科研人员 的成长规律和培养模式不尽相同 。 比如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 的根基 ，基础研究水平 的高低 说 ，在选拔人才年龄方面 ，某些领域 岁 左右正是

直接决定了科技进步 的广度 和深度 ， 也决定 了创新 创新思维迸发 的 髙峰 ，许多优 秀人才就是在这个年

驱动的活力 和潜力 。 青年科技人才作为基础研究未 龄段涌现 而对于另外
一些领域 ，研究人员往往需要

来的主力军 ，对他们 的吸引 、培养和支持是提高基础 经过较长时 间 的积淀才 能产 出优秀成果 。 因此 ，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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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要点方面 ，有些学科看重研究潜力 ，而有些学科 作为根本任务 。 基金委将继续发挥科学基金制 的优

则更看重知识能力 的积累 。 下一步要在深入研究学 势 ，深入了解科技发展需求 ， 不断优化资助模式 、 提

科差异的基础上 ，探索实施适合不 同学科特点 的 个 高资助效益 ，着力打造杰青基金升级版 ，使其成为帮

性化 、精细化评价模式 。 助优秀青年科技人才攀登科技高峰 的平台 ， 成为培

注重 学科交叉 。 近年来 ， 随着世界整体科 养高层次科技领军人才 、 提高我 国基 础研究水平 的

技水平逐渐提高 ， 学科间 交叉 、 渗 透与融合逐 步深 重要抓手 ，成为我 国人才资助 格局 中愈加璀璨的
一

入 ，新兴学科不 断出现 。 我 国 要想 在这样新 的
一轮 颗明珠 。

科技革命中把握机遇 、全面 发展 、 勇 于超越 ，就必须

加强谋划 ，努力发掘在这些交叉学科领域 中 富有潜
；

力 的科研人员 ， 助 推他们在未 来科技竞 争 中 抢 占
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编 国 家杰 出 青年科 学 基金实施

先机 。 十周年巡礼 — 北京 ：科学 出版社 ，

近年来 ，为深人贯彻人才强 国战略和 《 国家 中长 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编 国 家杰 出 青年科学基金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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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家 自 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政 策 局 国家杰 出 青年科学基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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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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