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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 于 国 家 自 然科 学 基 金依托 单位 的 内 涵 、 特 征 以 及 相 关 文献 的 分析 ， 构 建 了 依托 单 位 科

研 能 力 评 价 指标体 系 ， 然 后 利 用 法 和 熵 权法 相 结 合 的 组 合 赋 权 法 确 定 指标 权 重 、 建 立 评价 模

型 ， 并 采 用 家 评价 对象在 — 年 间 的 数 据进 行实 证 分 析 ， 最后 根据 实 证 结果 ， 提 出 相 应

的 对 策建 议 。

关键词 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 ， 依托单位 ， 科研能力 ， 组合赋权 综合评价

根据《 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 条例 》 和 《 国 家 自 然 科 价体系 ， 或者是结合某一理论 ， 如 生态位理论 ， 构 建

学基金依托单位注册管理暂行办法 》的相关规定 ， 依 科研 能力 评价指标体系 。 在科研能力 评价方法

托单位 可以 定义 为 ， 在国 家 自然 科学基金委注 册的 、 方面 ，

一是基于主 观赋权法的评价研究 ， 主要应用 专

具有独 立法人资格并具有从事基础 研究活 动 能力 的 家打分和 层次分析法确 定科研能力 评价指 标 的权

中 华人民共和 国 境 内 的高 等学校 、 科学研究机构和 重 然后 采用 模糊 综合评价法等 进行综合评价
’

其他开展基础研究的公益性机构 。 依托单位作为 国 二是基于客 观赋权法的评价研究 ， 主要利用 熵值法 、

家 自 然 科学基金 （ 以 下简 称科学基金 ） 事业的重要组 粗糙集理论等处理客观数据 ， 计算评价指 标权重和

成部分和科学研究 的 主要执行部 门 ， 是落实 国 家科 科研能力 评价值 。

技 、 教育和人才规划 纲要的主要生力军 ， 在推进科学 总体来看 ， 在科研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设计上 ， 现

基金事 业又 快 又好发展 中 发挥着 重 要作 用 。 近 年 有指标体系不 统一

， 而且在 指标设计时 注重 规模性

来 ， 随着我 国 科学基金事业快速发 展 ， 依托单位 的数 指标 ， 忽 视了 内 涵 式指 标 ， 容易 导致一些规模小 、 科

量也快速增长 ， 截止至 年底 ， 共有 个单位 研产 出质 量高 的科研机构评价较低 ， 而一些规模 大 、

被批准成为科学基金依托单位 ， 而 且每年还有几 百 科研产 出 质量一

般 的研究机构评价反而相对较 高 ，

家符合注册要求 的科研单位 申 请加 人 ， 但 这些依托 不利于客观反映科研机构 的实 际科研水平 ； 在 评价

单位 由 于类型多样 、 分布广 泛 ， 水平相 差 很大 ， 如果 方法选择上 ， 现有研究或者是偏重于 主观经验研究 、

没有一套对依托单位科研能力进行评价的指 标体系 导致 主观随意性较大 或者是偏重于 依靠客 观数据 、

和科学合理的评价方法 ， 不仅不利 于客 观 、 全面地了 导致所得权重可 能与 实 际情况不 符 ， 缺乏一种 既重

解和 掌握依托单位 的科研力量 ， 为 我 国科 学基 金事 视专家知 识经验 、 又重视 反 映 指标数据本身所 蕴含

业 的决策和走 向 提供基础依据 ， 也不利 于有 效发挥 信息 的主 客观评价方法的结合 。

基金项 目 的导 向 作用 和创新激励作用 。 本文将借鉴 巳 有研究 成果和 依托单 位管理实

关于科研能力评价的研究 ， 国 内 学 者 已 做 了 不 践 构建一套能反 映客观实际 的 、 体 现依托单位特点

少工作 。 在科研 能力评价指 标体 系设计方面 ，

一是 的 、 全面 可行的科研能力 评价指标体系 ， 然后 采用 主

根据科研能力 的 内涵 ， 从科研投人
、 科研产 出 、 科研 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相 结合的 组合赋权方法确 定

活 动 、 科研条件和 科研管理等方面设计评价指标体 指标权重 、 建立评价模型 ， 评价科学基金项 目 依托单

系 二是鉴国 外高校 评估 系统 ， 如 英 国 评 位的科研能力 ， 反映依托单位的科研能力 现状 ， 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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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依托单位的管理和科学基金资 源 的合理配 置提供 表 依托 单位 科研能 力 评价指标体系

科学依据 。
科研人员 占 本单位在编人员 比 例 （ ％

科研 人员 中
—

岁 科研人员 所 占 比例 （ ％

依托单位； 科研 能力 平价指标体 系 的构建
科 研人 蘭人员 巾綠職人频战 例 （ ％

评价指标体系 的构 建原 贝
员 投人

个

硕七博士学位的 比例
：

禾斗， 工页 關 申
省部级 及 以上 （ 优秀 科 技创新 团 队 （ 个

是高校
、 科研机构还是其他类型的机构 ， 都要具备从 科研项 目 经费 总额 （ 万元

事基础研究的 能力 和为科研人员 从事基础研究提供 科研项 目 平均 资助经费 万元 项 ）

—

条件的能力 ， 都要承担联结科研项 目 主 管机 构和 项 家 自 学 目 资

目 负责人之间 的桥梁和 纽带作用 ， 都要参 与 项 目 申
科職 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项 目 平均资助经 费 万元 项 ）

如 如十故 仏 必 丨“雄 土 油 曰
、 费投人 国家级项 目 经 费所 占 比 例 （ ％

、 组织实施和检 查 也 就是说 依托糊
省 部级项 目 经费所 占 比 例…

绕科研项 目在基础研兄 角色 以 及在科研项 目 主 管 横 向科研项 目 经 费所 占 比 例 （ ％

机构和项 目 负责人之间 所承担的委 托代 理角 色 上是 科研人员 人均经 费 （ 万元

一致 的 。 因 此 ， 从依托单位的本质和 角 色认知上看 ， 省部级 及 以 上 重 点 实 验室 工 程 中 心 基 地 数 量

在科研能力 评价指标 体系 的构 建上要体 现 出
一致

性 ， 即 设置一个统一 的科研能 力评 价指 标体 系 和进
禾斗贿腿錢，縫麻

广收
、

市 认 科研 科研人员 人均科研仪器设备资产额 （ 万元 ）

了统一

评价 ， 以 客 观 、 全面地反映 出 依托单位晒
条件 科研信餓源測 （ 图棚购 专通据 库 ） （ 万

能 力现状 ，
为开展相应的管理工作等提供科学依据 。 与环境

在具体设计这个统
一

的评价指标体系 时
，
为 了 科研人员 人均科研信息资源 额 万元

确保评价 的 公平 、
公 正 和 客 观 ， 需 遵 循 以 下 原 则 ： 硕士点 博士 点 博 士后 流动 站 院 士工 作 站数 量

导 向 性原则
，
即 评 价指 标 既要 反映 出 科学基金 …

事业的 发展 目 标与 方向 ， 也要考虑 到 依托单位 的差
禾斗■ 目 胸劃

国 家级科研项 目 数所 占 比例 （ ％
异性 名

、

注動丄徵性餅不 斤涵 性 、

省部 级科研项 目 所 占 比例 （ ％

量性指标 ； （ 完整性原则 ， 即 评价指标体系要尽可
国 家 自 然科学 基金项 目 申 请数 项

能全面地反映依托单位科研能 力 的 内 容 ， 防 止 以 偏 国 家 自 然科学 基金项 目 批准数 （ 项
活动

概全 ； （ 可 比 性原则 ， 即 要选择涵 义 明确 、 统计 口 主办 省部级及 以 上学术 会议数 （ 个

径一致的指标 ， 以 保证评价 的公正性 、 客观性 和可 比
± 錢社钟射义贴

性
；

（ 操作性原则 ， 即 指标要简单 、 可査 ， 易 于 理解
力 鮮德义入腿匕細

参加 国 家级学术会议人员 的 比例 （ ％
和掌 握 ， 避免

，
杂

。

国 际论 文发表量 （ 、 、 、 篇 ）

评价指标体系 的确定 科研人 员 人 均 国 际论 文 发 表量 （
、 、 、

科研能力是反映依托单位这类 运作主体能 够完 篇 ）

成科研活 动 的
一种 能力 ， 这里的 科研 活 动 主要指 科研 国 内核心期刊 论文发表 总量 （篇 ）

科学知识和 科 学技 术生 产与 再生产 的 过程 ， 其 中 ：

卿入胃 入細峻心翻社絲 ⑧

入 、 财 、 物 等科研投人
，
虽然不是科技活动 本身 ， 却是

及应用

研奖 个
进行科技活 动 的基础 和条件 ， 反映 着运作 主幅

专利授贴专 ■ 比例

和运用 科学技术的可能 性 ； 奖励 、 专 利和论文等科研 授权发 明专利所 占 比例 （ ％

产 出 ， 是科研能力 的直接体现 ， 反映着运作主体拥有 科研管理机构人员 编制到 位率 （ ％

和运用 科学技术的 实 现性 ； 而科研 管理则 贯穿 于整 科研管 理机 构 任 职 年 以 上 管 理 人 员 所 占 比

个科研活动 中 ， 是确 保科研 活 动顺利 进行 的组织保 管理

故
科研管理机构 中级职称 以上人员 所 占 比例 （ ％

障 。 结合上

，
析
吁

上丽确定 的指标体系构建
科研管理机擁士学位社人员贴 比例⑶

原则 ， 在 总结 人研威础上 ， 经过专 家反复认证 ，

杰 人 才 ， 倾院 院士 、 国 家 有 突 出聽 中青年 专

从科研人员 投人 、 科研经费 投入 、 科研条 件与环境 、 家和特殊项 目 优 秀人才 如教育部跨世纪 人才 、 长江学者 、 中

科研活动 、科研成果及应用 和科研管理等方 面构建 组部千人计划 等相应层次 的 优秀人才 ） 。

了依托单位科研能 力评价指标体系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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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合权重 的 确 定

基于组合 ！ 权 的综合评价模型构 为 两种 赋权法 组合后第 个指 标 的权

组合赋权的确 定 重 ， 则有 ：

评价指标赋权是评价 过程中 的
一个重要环节 ，

—

， ，

根据原始数据来 源 的不 同 ， 可分为 客观赋权法和 主 其 中 为 权重 占组合权重的 比 例 ， 为 第

观赋权法两大类 ， 两者各有 优劣 。 本文研究选择层 个指标的 权重 ；
（

一 们 为 熵权权重 占 组合权

次分析法 与熵权法相结合 的方法 ， 确定各指 重的 比例 ， 为第 个指标 的熵权权重 。

标的组合权重 。 其中 ， 法是借助专家的知识和 根据商华 的研究可知
°

在组合权重分 别与 主

专业程度 ，
利 用两两 比较 的方法确 定两要 素 的 相对 客观权重的 两种 偏差 的平方和 最小 的情况下 ， 最佳

重要性 然后根据数学方法挖掘 出 各指 标的 绝 对重 的组合权重结果是主客 观权重各 占 ， 进 而得 出

要性
； 而熵权法是根据各指 标所含信息 量的 大小来 组合权重 的 十算公式 ：

确定指标的权重
，

一般情况 下
，
指标所提供的信息量

越大 在评价中 的作用 越大 ， 权重也就越高 ， 避免 了
合

■

赋权 的 合评价
■

模型
人为 因素 的刊￡ 。

⑴ 麵陳准化处理
； 法献指标 的 主观权

自± 述娜胸 ， 所有评价挪均为 正 向
家

’— 吣
指标 ， 其标准 化处理方式为 ：

度 表 ，对依托单位科研能力 评价指标 的重要性进行

匕 较 ，并逐层构造判 断矩阵 战 。

将判 断矩阵 玖 的每 一列 进行归 一 处理 ，

（ ，

…

， ！

并将归 一化后
，

判
，

矩 按行
，

卩 ， 得到 ， 然 后 其 中 ， 、 为某一年第 个评价对象 的 第 项 评价指

进一步对向 量 ，
…

， 尿 进行归 一化处 标标准化处理后的数值 。

理
，
得到

， 则 为 所求 的特
（ 综合评价模型

设 乙 为 第 个评价对象 的综合评价得分 ， 根据

计算 判 断矩 阵 的 最大 特征 值 ：

线性加 权综合评价公式 ， 得到 ：

并进行 致體验 。

⑶

在确 定了 判 断矩阵 通过一

致性检验后 ， 可

，

…

， 表示 相 应指 标 的 主 观 评价指标权重的 确定与 评价结果

权重 。

錢权法确 定指 标的 客观权重
■“ 胃—自确 定

设 —
， ，

…⑷ 为第 斤
根据评价指标体系 ， 设计调查 问卷 ’ 并通过电 子

评价对象觸 项聽挪醜赚据 。

耕拭发麟減鮮位 ’ 获職鮮位

计算第 项评价指 标下 的第 个评价对象
年 的科研情况统计 。 通过两 次问 卷发放 ’ 共 回

一

收问卷 份 ， 得到有效问 卷 份 。

‘

細前面介绍 的 组合赋 权方法 ， 首先聘请本领

域专家 ， 根据 法计算步骤 ， 得到 各评价指 标 的

计算第 项 指 标 的熵值 ：
主观权重 ； 其次 ， 考虑到样本指标数据不 同 年份的变

化起伏对权重确 定的 影响 ， 取 家依托单位各评

价指 标值在 — 年间的平均值 根据熵权法

计算第 项指 标的差异系数 幻
：

幻
一 得到 各评价指标的客观权重 ； 最后 ， 根据公式 得到

各评价指标 的组合权重 （ 表 。

计算第 项指标 的 权重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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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依托单位科研能力 评价指标权重的确 定

评 价指标体 系 权重 熵权权重 组合权重

科研人员 占本单位在编人员 比例

科研人员 中 — 岁 科研人员所 占 比例

科研人员 中 高级职称人员 所 占 比例
禾斗研人员 投人

科研人员 中具有硕士 、 博士学位 的 比例

杰出 人才数量

省部级及 以上 （ 优秀 科技 创新 团 队

科研项 目 经费总额

科研项 目 平均 资助经费

国家 自 然科学 基金项 目 资助总额

国家 自 然科学 基金项 目 平均资助经费
科研 经费投人

国家级 项 目 经 费所 占比例

省部级项 目经 费所 占比例

横 向科研项 目 经 费所 占 比 例

科研人员 人均经 费

省部级及 以上重 点实验室 工程 中心 基地数量

科研仪器设备 资产 总额

科研人员 人均科研仪器设备 资产额

科研信息资源 总额

科研人员 人均科研信息资源额

硕士点 博士点 博士后流动站 院士工作站数量

科研项 目 总项数
—

国家级科研项 目 数所 占 比例

省部级科研项 目 所 占 比例

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项 目 申 请数

科研 活动 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项 目 批准数

主办省部级及 以上学术会议数

、办 国家及以 上学术会议所 占 比例

参加 国 际学术会议人员 的 比例

参加 国家级学术会议人员 的 比例

国际论文发表量

科研人员 人均 国际论文发表量

国 内核心期刊论文发表总量

科研人员人均 国 内核心期刊论文发表量
科研成果 及应用

出版专著数

部级及以 上科研奖励数

专利授权 占专利 申请的 比例

授权发明 专利所 占 比例

科研管理机构人员 编制 到位率

科研管 理机构任职 年以 上管理人员 所 占 比例

—

枓 管
科研管 理机构中 级职称以 上人员 所 占 比例

—

科研管 理机构硕士学位以 上人员 所 占 比例

—

评价结果 与分析 年 三年 的科研能力 进行评价 （ 表 ， 与此同 时 ，

依据公式 和 ， 对 家依托单位在 — 结合依托单位的分布情况 ，
进行分类统计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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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依 托单位科研 能 力各 准则 层 与 综合评价 结果

年 年 年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 值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最大值 最 小值 平均值

科研人员 投人

科研经费投入

科研条件与科研环境

科研活 动

科研成果及应用

科研管理

综合评价得分

由 表 可见 ， 在 — 年 间 ， 依托单位 在 再加 上依托单位数量众多 、 差异显著 ， 使得其评价结

科研能力综合评价得分和各准 则 层得分上 ， 其差距 果有所波动 。

都 十分明显 ， 而且 除 了 科研活动 的评价结果均值在 由表 可见 ， 从依托单位所属 地分布 来看 ， 东 部

三年 中有所增长 外 ， 其 他则 波动 较大 其原 因 主 要 地区 的科研能 力 总得分及各准则 层得分最高 ， 中 部

是 不 同类型 的依托单位 ， 其差异 非 常 显著 ， 如 有 的 次之 而西部最低 ， 这主要因 为国 内 优秀 高校及科研

依托单位拥有几千名高级职称科研人员 而有的 只 有 单位主要聚集东 部和 中部地 区
； 从依托单位类型 分

几十名 研究人员 ， 有 的人均科研经费 达到 几十 万元 布来看 ，
属 于 高校的依托单位评价结果最高 科学研

而有 的仅有几百 元等 ，
导 致 评价结果差距 显著 ；

另 究机构次之 ， 而属于其他的最低 ，
这也与 国 内科研力

外 ， 虽 然受经 济增 长 、 人 们 对科研活 动 重 视等 的影 量主要集中 在高 校与 科学研究机构 相关 ； 从依托单

响 ， 使得科研 活 动 量有所增 加 ， 但其他有 关科研 投 位属性分布来看 ， 属 于事业法人的 依托 单位评价结

人 、 产出 等毕竟是
一

个既有积累也存有突破 的过程 ， 果最高 ， 军 队 、 武警次之
， 其他为 第三 ， 社会团 体法人

表 不 同分布情况下依托单位科研能力 评价结果

评价结果
科研人 科研经 科研条件与

制 饥
科研成果 综合评

分布
碰人 ■入 科研环境 碰用 —果

东部地 区

不 同 属地 中 部地 区

西部地 区

髙等学校

不同类 型 科学研 究机构

其他

事业 法人

政府机关法人

不 同性质 社会团 体法人

军 队 、 武警

其它

年

年
不 同 注

—

年
册 时间

年

年

申请过

土 赁 未 申请 过
或获得过 — ■ ■ ■

获得过
基金项 目 —

未获得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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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在第 四 ， 而属 于政府机关法人的最低 ； 从依托单位 而 ， 在本次调查 中 ， 发现有 的依托单位 自 注册

注册时间 分布 来看 ， 越 早注册 为科学基金依托单位 以来从未 申 请过基金项 目 ， 的依托 单位从未

的科研能 力评价结果 越高 ；
从依托单位是否 申 请及 获得过基金项 目 ， 而且虽 有一些依 托单位获 得过基

获得过科学基金项 目 来 看 ， 申 请过和 获得过科学基 金项 目 ，但从其科研成果来看 ， 其项 目 绩效
一

般 。 另

金项 目 的依托单位科研能力 的评价结果显著高 于 没 外 在每年近 未获 资 助 的项 目 中 ， 创新性低 、 低

有 申请过的和 没有获得过的单位 。 水平重复 申报 的项 目 占 到 很大 比 例 。 因 此 ， 有 必要

件论与
、

计 论
弓 立 禾斗 自力 氏 、

能有 效履行相 应义务 的依托单位淘汰 出 去 ， 实现有

科研能力 评价是
一

项 复 杂 的 活动 ， 本文从科研 进有出
，
从而激发依托单位的危机意识和竞争 意识 ，

人员 投人 、 科研经费 投人 、 科研条件 与环境 、 科研活 实现项 目 的 申 请质量和管理水平不断提升 。

动 、 科研成果及应用 和科研管理等 方面 构建 了
一个 （ 建立依托 单位科研能力 动态评估机制 。 建

客 观可靠 、 切 实 可行 的依托 单位科 研能 力评 价指标 立依托单位科研能 力评价指 标体系 、 开展科学评价 ，

体系 ， 并对其开展实证研究 ， 研究发现 ： 不仅是改进科学基金管理工作 、 提升 管理科学化和

采用 层次分析法与熵权法相结合 的 组合赋 规范化水平 的重要手段 ， 也是 国 家 自 然科学基金委

权方法来计算指 标权重 ， 可 减 少因 单
一赋权方法所 对依托单位进行正确 导 向 和实 施有效控制 的 需要 。

产生的误差 。 而且 在计算客 观权重 时 ， 为 减 少样本 但科研能力 的形成与提高 ， 与 其他事物 的发展
一

样 ，

指标数据因 不同 年份的变化给客观信息 的获取带来 也是
一

个长期 积累和 突破 的过程 ， 为 了 更好地了 解

影 响 ， 我们 计算了 各指标数据在 — 年间 的 依托单位科研能力 及其分布 特点 ， 需要建立 一个长

平均 值 ， 然 后 再从 中 获取客观权重 。 这也是赋权方 期 动态 的评估机制 ， 以 进一步 总结经验
、
发现问 题和

法在科研能力 评价方面的
一个尝试 。 采取对策 ， 推进基金事业快速发展 。 而 这也为 本研

对依 托单位科研能 力 的 评价结果显 示 ： 由 究的后续努力指 明 方 向 ， 即 在后 续研究 中 ， 除 了进一

于依托单位数量众多 、 差异显著 ， 其评价结果的分层 步完善指 标体 系 、 增 加研究样 本 ， 还 需延 长 时 间 跨

化特点非 常显著 。 从总体上看 ， 属地 为东 部地 区的 、 度 ，
尽可 能 全 面 客 观得 反 映 依托单 位 的 科 研 能 力

类型 为高 等学校的 、 性质为事业法人 的 、 注册时 间 较 水平 。

早的 、 申 请与 获得过基金项 目 的依托单位 ， 其科研能

力 的评价结果要相对较高 。
致谢 本文 工 作 得 到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金 资 助 项 目

结合上述研究结论 ， 我们 认为 国 家 自 然科学基 （ 资助

金委作为 国 家创新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和 支持基础

研究的主要渠道 ， 在依托单位管理中 ， 需要关注以 下
蔡吉庆 ， 程理 民 高校科研能力评估初 探 研究 与发展管理 ，

… ‘

—

将科研能力评价纳人 到依托单位注册管理 刘兵 ， 王雪莲 戴景新 等 高等学校科研能力评 估方 法研究

中 。 依托 单位 的准人管理是保 障科学基金使用 效益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苗苗 街坦勒 甘 灿 何宝 民 ， 沙基昌 海军 技术 院校 科研总体 实力评 估及 管理研
自 禾斗

究 科研管理 ， ⑵

单位注册管理暂行办 法 》 规定 ， 注 册为依托单位 的需 许敏 戴 朝荣 胡斌 基于模糊 数学理论的 高校科研 能力评价

要具备从事基础研究 活动 的能力 和 为科学技术人员 ■ ，
，

张虹 ， 赵镇 ， 赵醒村 我 国高等 医学院校科研能力 内 部评估体

从事基础研允 提供条件的 能力 ， 但依托单 位应具备 系设计 中 的 要 素及 权重 设 置 科技 管 理研 究 ，
（

什么样能力 并没有 明 确说 明 ， 导 致 国 家 自 然 科学基 —

金委 在审 核依托 单位 资格 条件 时 ， 缺 乏可 靠依据 。“

始 ￥ 哈尔滨工业 ：
； 学 学报 （ 社絲報 ）

，
雇

，

因此 ， 建议将科研能 力评价体系 纳 人到依 托单 位注
：

—

册管理中 ， 这样不仅使依托单位注册管理有 章可循 、

王红晓 韦相 熵值 法在评价高校科研能力 中 的应用 技术 与

有据可 依 ’也能 有 效避免将科研能 力差 的依 托单 立
⑷ 黄健 ， 张元标 粗糙 集理论 在冊能力 综合评价 中 的应用 科

纳人到科学基金共同体中 。 技管理研究 ，

引 人依托单位退出 管理机制 。 在科学基金 张晓安 ’ 杨 庆 高校 科 研能力 与 科研持续 发昆 中 国 科技 论

资助数量 、 资助 额度 不断提高 的 同 时 ， 依托单位的注
商华 基于组合赋权 的 利 益相 关者满 意度评价 科 研管

册数量和 科学基金项 目 申 请数量也 不断增 加
。 然 理 ， ，

—



3 4 6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年

， ；

， ，

，

，

，

资料信 息

《 中 国科学基金 》征稿简则

《 中 国科学基金 》 双月 刊 ） 创刊 于 年 ， 由 国 德的热点 与焦点 问题
， 各抒己 见 ， 展开讨论 。

家 自 然科拳基金委员会主管 、 主办
，
旨 在成为 国 家 自 成果简介 ： 报道和选 登重要 的 、 有影响 的 、 具有

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联系 广 大科学基金项 目 申 请者 、 代表性的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 的研究进展以 及 优秀人

承担者 、 评审者和 管理者的桥 梁与 纽带 。 才和优秀群体介绍 。

本刊 已 被 、 等国 内各主要检索系 统 基金 纵横 报道 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制 定

及 日 本《 科学技术文献速报 》等 国 外部分重要检索系 的各种重要 的政策 、 规定和文 件通告等 ； 探讨和交流

统收录 。 基金 申请 、 评审 、 管理等方面 的经验或体会 。

欢迎学术思想新颖
、 观点 明 确 、 有学术水平和对 资料信息

： 及 时公布重 大研究计划 、 重大 、 重点

科学基金工作者有指 导意 义 的论 文和评 述文章 尤 科学基金项 目 批准情况和重要的信息以 及科学基金

其是欢迎有关基金资助项 目 的研究进展及关于科学 工作的海 内外动态 。

基金资助管理的研讨性论文 。 编辑部地址 ： 北京市海 淀 区双清路 号 ， 邮 政

本刊常 设栏 目 简介 ： 编码

学科 进 展 ： 刊 登 有关学科 的 具有 战 略性 、 全局 期刊 网 址 ：

性 、 前瞻性的综述性和评论性文章 ， 以 促进 学科间 的

了 解 、 交叉与 融合 。 投稿邮箱 ： 。

科 学论 坛 ： 刊登 的文章 本着
“

百 家争 鸣 ， 百花齐 联系 电话

放
”

的原 则 ， 围绕科技界普遍关注研究评 价 、 科研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