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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所农业高校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资助情况与管理工作探讨

吴志 刚 刘 彬 陶 书 田 张雪峰 苏弟 华

中 国 农 业大 学科研 院 ， 北京 华 中农业 大学科研 院 ，
武 汉 南京农 业 大学科研 院 ，

南 京 西 北农林科技 大 学科研处 ， 杨凌 华 南农业大 学科技 处 ，广 州

关键词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 农业高校 科研管理

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 （以下简称
“

科学基金
”

是我 和改革 ， 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 委也于 年 月 ， 发

国支持 自 由 探索基础研究 的主要渠道 ，是我 国高校 布 了 《 国 家 自 然科 学基金
“

十二 五
”

发 展规 划 》 ， 明

基础研究课题经费的重要来 源⑴ ， 在促进我国基础 确 了未来五年科学 基金事业发展 的 指导思想 和总

研究水平提升 ，发现和培养青年人才 、推动 中国 与 国 体思路 、 发展任 务与 专题部 署 、保 障政策 措施 等 ，

际科技界建立联系等方面做出 了重要 的贡献 。 科 并提 出 了 为保 障规 划 的 科学性 、战略性 和前 瞻性 ，

学基金是我国少有 的获得科技界广泛认可的科技项
“

十二五
”

时期 的科 学基金工作将着 眼建设创新 型

目 ， 年 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与财政部共同 国家 的战 略全局 ， 更 加侧重 基础 、 更 加侧 重前 沿 、

完成的科学基金 国 际评估 ，在 国 内 外产生 了很好的 更加侧重人才 的战略导 向 ，不断完善 中 国特色科学

影响 。 国际评估专家认为 ，科学基金体 系是一个
“

令 基金制 。

人惊叹的成就
”

。
可 以说 ，科学基金 的建立 、完 善和 以 中 国农业大学为代表 的五所农业高校 ， 在科

发展 ，为繁荣我 国基础研究 、加强科技人才队伍建设 学基金的 申请工作方面显示 了
一

贯地高度重视 ，并

发挥了 重要作用 ，为提高 自 主创新能力 、 加快建设创 针对 自身 的发展需要 ， 进行了必要 的 制度改革 和创

新型国家作出 了重要贡献 。 新 保证了在基金 申 请和获得资 助方面
一直保持 良

近年来 ， 以中 国农业大学 、 华中农业大学 、南京 好的发展趋势 ， 申 请量 、 申 请类别 、获 资助项 目 数量

农业大学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和华南农业大学 为代 和 经费数均呈 上升趋势 。 如 中 国农业大学从

表的农业院校 ，在我国基础研究 尤其是农业相关科 年的获批 项 ，经费 万元 ， 到 年的 获批

学领域方面 ，开展了积极的尝试和探索 ，为我 国农业 项 ，经费 万元 ，其 中 年获批项 目

科学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 。 同 时 ， 五校长期得 到 了 数达到 了 项 ； 华 中农业大 学从 年 的 获批

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的 资助 ， 在基金 申 报等管理工作 项 ，经费 万元 ， 到 年的获批 项
，
经

方面也积累 了
一些 经验 。 本文 将五校

— 费 万元
；
南京农业大学在 年获批

年的 申请和资助情况做 了简单分析 ，并对未来管理 项 ，经费达 万元 。

工作思路和做法提出 了见解 。

五校面上项 目 申请与资助情况

面上项 目
一直是 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的 主体 ， 也

一 各校 申请与资助情 兄
是五校获批 国家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 。 从近 年的

五校总体资助项目 类别 与经费情况 获批情况来看 ， 中 国农业大学仍处于领先地位 ，在各

— 年 ，是
“

十
一

五
”

规划收尾和
“

十二 学部 、各学科获得的资助数量 、资助经费和资助率均

五
”

规划起航的 五年 ， 国 家科技 政策有着新 的 变化 高于其他几所高校 以及全 国平均水平 ， 年平均资

本文于 年 月 日 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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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近 年五校面上项 目 获批及资助率情况

助率达到 了 ，这说 明该校教师在 自 由 探索 京农业大学 由 于加大 了人才 引 进力度 和基础研究

领域
，还是相对 比较积极活跃的 具备一定的科研水 团 队建设 ，在 年青年基金 的 申 请量从 年

平和研究基础 ，储备了一批可 以凝炼为重点 、 重大项 的
，
猛增到 了 项 ； 中 国农 业大 学近 年在 人

目 的研究成果 ，具有一定的组织和参与重大项 目 的 才 引进方面 ，引 进的高端人才中部分年龄不符合青

潜力 。 华 中农业大学和南京农业大学的 面上项 目 申 年科学基金 申报要求 ，符合 申请年龄段的 教师数量

请量也呈逐年上升趋势 ， 年平均资助率分别为 较少 ， 使得该校近几年青年科学基金的 申请量处于

和 ，在 申请质量方面也做了 相 当多 的 较低水平 。

工作 ，积累 了宝贵经验 。 近 年五所高校面上项 目 从 申请质量方面来看 ， 中 国农业大学 、华 中农业

的获资助情况见图 。 大学和南京农业大学 的青年基金资助率相对较为稳

五校青年基金 申请与资助情况 定 ，保持在
一个较高水平 ， 年平 均资助率分别达到

青年科学基金 旨在培养青年科研人员 基本科研 了 和 其中 中 国农业大学

能力 ，提升 自身科研素质 ，为优秀科研团 队输送新鲜 和华 中农 业大 学在 年 ， 资助 率分别 达到 了

血液 属 于国家基金 中非 常重要 的 人才类项 目 。 全 和 远超全国平均水平 说明其青年教

委近年来大幅度提高 了 对后备人才的 资助数和资助 师的综合素质和基础研究水平较好 ， 能够 为整个 团

强度 ，

“

十一五
”

期间 实际资助 了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 队建设和重大项 目 的培育垫定
一

定的基础 。 西北农

多项 ，是 规划资助项 目 数的 倍多 ，表 明 了 国 林科技大学在 年 中 ，青年基金 的 申 请量保持着较

家 自 然 科学基金 委 对 于青 年 科 研 工作 者 的 重 视 快增长势头的 同时 其 申请质量也在迅速地提高 ，资

程度 。 助 率 从 年 的 陡 增 至 年 的

从五所农业高校来看 ，几所京外高校均保持着 ，并一直保持在较稳定 的水 平 ， 年平均资

较高的 申请量 ， 尤其是华 中农业大学和西北农林科 助率达 。 近 年五所高校青年基金项 目 的

技大学 ，从 年开 始 ，均稳 定在近 项左 右 ， 获批情况及资助率对 比见图 。

充分说明两校青年人才的 引进和 培养力 度较大 ；南



第 期 吴志刚等 ：
五所农业高校国 家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情况与管理工作探 讨

「

： ：
？

“
？

■ ；

、圖

：

中农大 二 华中农大 南京农大 忽 西北农大 华南农大

一 一 中农大 一■一 华中农大 一 — 南京农大 一春一西北农大 一 一华南农大

图 近 年五校青年 基金项 目 获批及 资 助 率情况

人 才培养 和 队伍建 设 高校基金管理工作思路

人才类基金项 目 基本 目 的是 蓄积后备人才 ，稳
提咼 重视 ， 创 建 良好学术 与科研环境

鮮科研诚信对基础研究发展至关重要 ，科研
尖人才 ， 创細 队 。 人才类基金 对于 咼 校 年

音 植 ， 尤 的

，， 德 ，遵循学术 规范 ， 是保证 科研工作质 量的 根本要

求 。 加强科研诚信建设 、 营造创新环境是推动基础

、
研究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 高校应积极营造 良好

的学术与科研环境 ’建立公开 、公正 、积极的管理 、监

督 和激励机制 ， 促使
一线教师能在一 个积极 良好 的

础 。 该校 年 ’ 共有 人获得 国 家杰
工作环境中 创造更多誠 果 。

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 ’ 其 中
—■ 年有 人

加 强 团 队 建设 和 人才引 进 与培养
获资助 。 该 家 杰出 青特 滅 者有

在人才碰和絲方面 ，減是青年科研人 才
选 长 工学

， 方面 ，应采取多层次多方位的 引 进策略 ， 这样保证在
° ’

。

青年基金和面上项 目 等 申请基数方面保持一个 比较

定 的基础 ， 同 时鼓励青年教 师积极发扬创新思维 ，

新研究群体项 目 个 ， 占学校总数的 。 表 为
口 杜 亚 甘 到 而 士 由 二 广由

上 八 土 上 ，

保持严谨的科研态度 ， 勇 于探索 ，积极 融入 团 队 ，提
中 国农业大学近 年人才类基金资助率与全委对比 ，

升 自 己 的科研能力和 水平 。

情况 。

表 中 国农业 大 学
（
中 农

）

近 年人才类基金 资 助 率与全委对比 情况 （ ％

年 年 年 年 年

中农 全委 中 农 全委 中 农 全委 中农 全委 中农 全委

青年基 金

优 秀青 年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杰 出青 年

创新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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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合作途径
，

实现优势互补 程中 ，可实 行学院 级 的 中斯 检查制度 ， 由 各 学院组

扩展合作途径 ， 发挥智力优势 ， 寻求 资源互补 。 织 ，科研院参与 ，对在研 的基金项 目 进行检查 ， 以督

在科技合作途径和方式上 ，应进一步拓展 ，发挥 自 身 促项 目 组及时完成任务 ， 同 时能及时 了解项 目 执行

智力优势 ，宣传和鼓励学术交流与科研合作 ，五校在 中所遇到 的 问题和困难 ，协调相关专家和部 门帮助

农业科技方面存在不同特色和优势 ，
在动物繁育 、 主 解决 ， 以保证项 目 的顺利实施 。 同时 ，科研管理部 门

要农作物育种和水资源利用方面都 可加强合作和顶 应主动协 同财务 、审计 、 国资等各部 门 ，严把财务关 ，

层设计 ， 在重大 、 重点项 目方面共 同尝试。 加强与对 不定期地进行财务检査 ， 对发现 的潜在 问题及时纠

口支援学校的科技合作 发挥他们的 特色资源优势 ， 正和整改 。

强强联合 ，共同组织和 申 请有特色 ，能够解决当地科

技问题的项 目 ，使得高校的科学研究 ，尤其是农业高

校的农业科学研究更加
“

接地气
”

。
年国家 自 然基 金 申 请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

加大培训与宣传力度
，
提供周 到细致服务 首次实行 了在线 申 报的方式 通过 系统填报操作方

对基金管理过程中遇到 的问题和 自 身创新的工 便 规范有序 ，
大大地提高 了工作效率 ，希望在今后

作方法进行总结 制作图文并茂的宣传和培训手册 、
的 申请工作中 ，进一步扩大在线 申 请的受理范围 ，并

管理问答等 聘请相关专家或项 目 负 责人对 申 请书 能够将一些常见的形式错误 ，如包括超项 、年龄等 申

的撰写等方面进行讲解 ， 认真学习和跟踪基金管理 请人基本条件 的限 制 ， 可通过 系统 自 动提醒 或校验

相关政策的变化与动态 ，进一步加大对
一

线教师 ，尤 实现控制 ，减少依托单位工作审查工作量 ；
项 目 进展

其是青年教师的 培训和宣传 ， 提高他们对基金 申 请 报告和结题报告中 ，涉及的成果产出 情况数据 ， 希望

和管理工作 的重视程度 把好质量关 。

能够对依托单位开放统计数据下载功能 ， 以促进依

在集 中受 理 阶段 ， 针对 申 请量大 、 时 间 紧 的 特 托单位基金管理工作的进
一

步开展和深人 。

点 ，可实施校 院两级审核制度 并组织各学院分组互

审 ，
并严格执行逾期 申 请必须经校 院审批和承诺的

措施 ，严防超项 、盖章 、签字等问题的 出 现 。 同时 ’科
学基⑩助情

甲 因 科字基金 ：

—

研管理部门要做好细致耐心 的解释和答疑工作 ， 为 阿儒涵 代涛 李晓轩 等 国 家 自 然科学基金 项 目 经 费管理

广大教师做好热情 主动 的服务工作 ， 以降低 申请书 的问题与挑战 中 国科学基金 ：

刘延 东 在国家 自然科 学基金委员 会调研座谈 时 的讲话 中
的初筛不通过率 。

国科学基金 ：

力 强过程监督与监管力度 杨卫 在国 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科学道德建设宣 传会上 的

高校的财务管理部门 、科研管理部门 、 院 系与课 — ’

丄 、 —
张風 关于完善高校科研经费 预算 管理 体 系的思考 中 国 科

题组之间存在着基于委托代理关系 的信息 不对称 ，

学基金 ，

从而彼此之间形成了一个个 的信息孤 岛 。 针对国

家对于科研经费的进
一

步严格要 求 ，
在项 目 执行过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