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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生命科学部重大国 际 （地区 ）

合作研究项 目 申请 、评审与资助浅析

任红艳
’

国 家 自 然科 学 基金 委 员 会 生命 科 学 部 ，

关键词 生命科学 ， 国际合作 ，评审

在科学基金各类项 目 的 资助下 ， 我 国 科学 家开 涉及 的研究队伍 、科研积累 、 发 展水平以及合作基础

展合作研究 的领域不断拓宽 ， 合作方式越来越 多元 不 同 ， 申报项 目 数也有较大差别 。 有些学科 申 请项

化 ，实质性合作研究逐步深 人 。 为有效利用 国 际资 目 较多 ， 如遗传学与生物信 息学 申 请 项 ， 占 申 请

源 ，进一步提高我国科学研究水平和 国 际竞争力 ，基 总数的 ，生态学 、 农学基础 与作物学分别 申

金委于 年 月 通 过了 《 重大国 际 （地区 ）合作研 请 项 ； 有些 学科 申 请项 目 较少 ， 如林学仅 申 请

究项 目 资助管理办法 》 ，重大 国际 地区 ）合作研究项 项 ， 而生 理 学 与 整 合 生 物 学 、 食 品 科 学 分别 只 有

目成为正式的一类资助项 目 ，从 年起开始受理 项 。

申请 。 从合作地区来看 ， 本年度共涉及 个 国家 ， 其

生 命科学部重 大国 际 （ 地 区
） 合作研究项

中 ， 与 美 国 合 作 的 申 请 共 项 ， 占 申 请 总 数 的

‘

家有 日 本 、法国 、澳大利亚 、荷兰 、加 拿大等 。

生命科学部在加强调研的基础上 ， 以 国际合作 项 目 受理情况

优先发展领域 为 指导 ， 开 展重 大 国 际 （地 区 ） 合作 根据 年度项 目指南 、 国际 （地区 ）合作研究

研究项 目 的立项 与 资 助工作 。 与美 国重点 开展 比 项 目 管理办法等规定 ， 学部对重大 国际 （地 区 ）合作

较基 因组学 、表 观遗传学 、 生态学等领域 的 合作与 项 目进行了形式 审查 ， 经过初 审 ，共有 项 申 请不

交流 ； 与欧洲 、 美 国开展 干细 胞和 蛋 白 质组 学等方 予受理 ，不予受理的具体原因 为 ： 申请人或项 目 组成

面 的 合作与 交 流 ； 与 巴 西 、 南非 、 东 南亚 国 家 开拓
员超项 （ 项 ） 、合作协议不符合要求 （ 项 ） 、 项 目 主

在生物多样性及生物资源方面 的合作与 交流 ；与 以

色列 在农业生物领域开展合作交流 ； 与 日 本在神经
⑶

科学 、
免疫学方 面开 展合 作 与 交流等 。 截 至

丨

°°

年 月 ，学部共资助重大 国际 （ 地区 ）合作研究项 目 毅

项 ， 资助经费 万元 ， 各年度 资助经 费 如

勒
°

溆 —— 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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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生命科 学部重大 国 际 （ 地 区 ） 合

作研究项 目 申 请与 受理情况
‘

」
‘

■

‘ 上
‘

项 目 申请情况 年度

本年度生命科学部共收 到重大国际 （地 区 ）合作 图 生命科学部历年重大 国 际 地 区

研究项 目 申请 项 。 由 于不同学科所 涵盖的范 围 、

合作研 究项 目 资 助 情况

：

本文于 年 月 日 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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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参与者 的工作单位名称与加盖公章不符 （ 项 ）和 会议评审

研究内容不属于资助范围 （ 项 ）
。

生命科学部重大国际 地区 合作研究项 目会议

由 于 年度限项规定有所调整 ， 即 同年同类 评审沿用重点项 目 会评模式 ， 即 把相近学科组成
一

别项 目 只能 申请
一次 ，且上年度获得资助的项 目 负 个大组进行答辩评审 ，使不 同学科 的 项 目 能在 同

一

责人 ，本年度不得 申 请同类别项 目 。 国 际 （地区 ）合 水平进行比较 ； 同 时 ，不设主审专家 ， 目 的 是让大家

作研究项 目 包括重大国 际 地区 合作研究项 目 和组 都成为主审专家 ，依靠全体专家 ，发挥群体作用 。 本

织间 国际 地 区 ） 合作研究项 目 ，而后者按资助渠道 次评审共分两个大组进行 ， 每组邀请 位专家参

分为诸多亚类 ，在初审时 ，这些亚类项 目 都作为
一类 会 而且 ，我们只对专家进行编号 ，不公开专家姓名 ，

处理 ，有些专家 因忽视了这一新的 规定而未通过形 不印发专家名单 ，尽量避免答辩人员 通过各种方式

式审查 。
联系评审专家 ，干扰评审过程 。

此外 ，作为 国际 地区 合作研究项 目 ，合作协议 在答辩 过程 中 ， 个项 目 负 责人分别 就拟 开

是必不可少的
。 合作协议不仅要涵盖研究 内容 、 研 展合作研究 的必要性 、 合作研究 的 主要 内容 、 双方

究方案 、参加人员和研究期限等内容 ，还要特别说 明 的合作基础 、如何 在合作研究 中 发挥各 自 的优势 ，

合作过程 中涉及 的知识产权保护 、研究 资源 的共享 体现强强合作或优势互补 ， 以及合作研究的预期成

与保护等具体约定 。

果等方面进行了详细汇报 ，评 审专家认真听取答辩

汇报 ，积极与 申 请者交流 ，并对 每个项 目 进行 了 充
年度 生命科学部重大 国 际 （

地区 ）合
分讨论 ， 通 过投 票 ， 遴选 出 建议资 助 的 项 目 共

作研究项 目评审情况 项 。 在信息 中心 的支持下 ， 我们继续采用会议评审

生命科学部重大国际 地区 合作研究项 目 有两
系 统 ，不仅对资助项 目进行 投票 ，

同 时还对项 目 的

个显著 的特点 一是项 目 的研究 内容领域分布广 ，

资助经费进行投票 。 在降低成本 的 同时 ，还大大 提

涵盖 个科学处的所有学科 ；二是学科交叉特点 明 高 工作效率 。

、 、 、

显 ， 如本年度 的
“

从遗传学上研究水稻秸秆消化及水
■减

稻秸秆作为潜在生物能源 的利用研究
”

项 目 ，研究
少可能影响专家公正评审 的各种 因素 ，公平 、公正的

内容涉及农学与遗传学两个学科 野生动物体 内全

氟烷基化合物的来源 、存在形态及毒性机制研究
”

项
目

目 ， 即研究动物营养代谢问题 ，
也探讨生态学相关 内

本年度共资助重大 国际 地区 ）合作项 目 项 。

容 。 而学部近年来每年资助项 目 为 项左右 ， 卩每
学科获资—表 。

个学科平均只资助 个项 目 。 对于像国 际合作这样 表 年度各学科获资助项 目情况

的综合类项 目 ，按照 以往 的模式 ，每个学科单独进行 学科 微生 物 植物 生态 动物 遗传 免疫 神经

函评的做法不利于学科 间进行 比较和竞争 。 因 此 ，

鶴

— — —

自 年起 ，生命科学部加强综合处在项 目 管理方
学科 龍工程 絲 时 雌 純 兽医 水产

面的职能 ，在学部领导的直接指导下 ， 由 综合处具体
资助项 目

负责重大国际 （地 区 ）合作研究项 目 的受理 、 函评和

工 。 在获得资助的 位申 请人 中 ，有 人 曾获国家
项 目 的 函评 杰出青年科 学基金 资助 ， 人获 得过重 点项 目 资
本年度初审合格 的正式受理项 目 为 项 ，根据 助 。 这说明 ， 随着项 目 申请量的不断攀升 ， 申请人的

项 目 的研究 内容对所有 的项 目 进行分组 ， 每组选择 研究水平越来越高 竞争也越来越激烈了 。

位国 内 同行专家参与评审 ，共发 出 同行评议 函

份 ， 回 函 份 ，回 函率 。

生命科学部重大 国 际 （
地区

） 合作研究项

从同 行评议 的总体结果来看 ， 同行专家一致 同
目 的特点

意资助的项 目有 项 ， 占送评项 目 的
—

国际合作项 目 申请增速快 ，竞争越来越激烈

致同意优先资助的有 项 。 根据同行评议结果 ，
经 近年来 ，生命科学部重大 国 际 （地 区 ）合作研究

学部主任会议充分讨论 ， 报分管委领 导审批 ，共推 项 目 申请增长速度一直在 左右 。 即 使今年增

荐 个项 目 参加评审会答辩 ，答辩率为 。 加了 限项规定 ，在其他各类项 目 申请都有不 同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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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 的情况下 ，重大 国际 （地 区 ）合作研究项 目依然 外机构之
一 也是合作双方进

一步 开展全方位 的科

保持 了高达 的增长速度 。 与此 同 时 ，学部 技合作的重要平台 。

该类项 目 的资助计划近 年并没有显著增加 ， 因此 ， 中方科学家在项 目 执行过程中 逐步发挥领导

随着项 目 申请量的 不断攀升 ， 重大 国际 （地区 ）合作 作用

研究项 目 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了 。 更多的科学家希 过去在合作中 ， 中 国科学家往往是被动 的参与

望通过国际合作项 目 的支持 ，提升其所在 团 队 的 国 和跟随 ， 随着 国 内科研水平的提高 ， 中方科学家不仅

际竞争力 。 能对等的开展国 际合作 ，而且在合作过程 中逐步发

进一步深化实质性合作研究 挥主导作用 ，开展
“
以我为主

”

的研究项 目 。 如 ： 中 国

本年度支持的
“

丝状真菌里氏木霉 、尖孢镰刀菌 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洪德元院士主持的
“

泛喜马 拉雅

及烟曲霉的 比较糖组学研究
”

、

“

植物 免疫受体 植物志
”

的编研是由 中方科学家发起 ， 联合 个国家

的遗传与生化功能研究
”

等项 目 ，合作双方不仅有多 学者共同完成的 。 中方人员 在项 目实施过程充分发

年的合作基础 ，还共 同 培养研究生 ， 发表 了科研论 挥领导作 用 ， 提升 了 我 国 植物 分类 学在 国 际上 的

文 ； 中 国科学院新疆理化所在生命科 学部 重大 国际 地位 。

地区 合作研究等项 目 的支持下 ， 与乌兹 别克斯坦

科学 院植物化学研究所 的合作不断深人 ，
目 前已 获 致谢 本文写作过程 中得 到杜 生 明研究 员 的 帮 助 ，

批准在境外建立
“

中 国科学院 中亚药物研发 中心
”

， 深表感谢 。

这是 中国科学 院 走出去
”

战略中首批拟建 的 个境

：

， ，

，
，

资料信息

年度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申请数量前 位的依托单位
：
工程与材料科学部

单位名称 项数 序 单位名称

“

哈尔滨工业大学 天津大学

清华大学 北京科技大学

昆 明理工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大连理工大 学

同 济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

中南大学 重庆大学

浙江大学 西南交通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中 国矿业大学

武汉理工大学 河海大学

东北大学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张丽 萍 、李 东 供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