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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 （ 以 下简称
“

基金委
”

）表 1 2 0 0 Ｓ
—

2 0 1 3 年青年基金 申报和获 资助情况

1 9 8 7 年 即设立 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 （下
■

年度 2 0 0 8 2 0 0 92 0 1 0 2 0 1 12 0 1 2 2 0 1 3

简称
“

青年基金
”

） ，专项支持 3 5 岁 以下 的青年科研申报量 1 6 6 1 9 6 2 3 7 2 8 8 2 4 0 2 2 6

人员 ；

2 0 0 8 年 ，将青年基金划归人才项 目 系 列 ，进一获批量 4 8 3 8 6 8 9 1 7 5 6 8

步明确其支持青年人才 的定位 ；

“

十二五
”

期间 又将华工资助率 2 8 ． 9 2 1 9
．

3 9 2 8 ． 6 9 3 1 ． 6 0 3 1 ． 2 5 3 0 ． 0 9

女性科研人员 申 请青年基金 的 时 间放宽到 未满 4 0全国 资助率 2 2 ． 5 1 2 1
． 3 1 2 3

． 0 2 2 4
．

3 2 3
． 4 5 2 5 ． 2

■入
ｇ分析可得 ， 华工 申 报量在 2 0 1 1 年达 到顶峰

的
后 ，
應

、
舰 3 年均有不 同程度的下降 ，

主要原 因是
自 ｂ经过前几年的觀动 员 ，雌 申 报资源 已基本挖掘 ，

独立的学术思想 ； 同时有助于年轻学者
，

地 以＋
耐年科研人员 数量正趋于相对稳定 的动态平衡 ，

体身份参与学术交流
［

1
］

。 对高等学校 而 目 ，科研入
新生力量较为缺乏 ；在资助率方面 ，基金委的资助率

员能顺利顏青年鮮ｓ金鶴 ，鮮校細職
雜相職定并略Ｍ长 ，华工资醉

－直高于全
人才的培养 、学科的可持续发展等均有重要作用 。

＿平均水平 ， 但在 2 0 1 1 年达到 3 1 ． 6 ％后 有微 降趋

华Ｍ工大学 （以下简称
“

华工
”

）是－所 以工 ＪＳＬ

势 。 从申 报和获资助项 目 的对 比分析可知 ，有－批

长 ，理工结合 ， 管 、 经 、 文 、 法等多学科协调发展 的综
青年科研人员 连续多次 申报均未获批 ， 资助率 的增

合性研究型大学 。 本文对华工 2 0 0 8
—

2 0 1 3 年 所获长 出 现一定瓶颈 。

青年基金情况进行统计和分析 ， 旨在为进一步做好^
青年基金管理工作提供指导和借鉴 。对华工 2 0 0 8

—

2 0 1 3 年获资助青年基金 的年龄

1 2 0 0 8
—

2 0 1 3 年 青年基 金 申 报和资 助情况 分布进行分析 ， 获资助时年龄在 2 5
—

3 0 岁 ’ 占 总数

分析
的 2 3 ％ ；

3 1
一

3 5 岁 ， 占 总数 的 6 8 ％ ；3 6
一

4 0 岁
， 占

总数 的 9 ％ 。 在 3 0 岁 前就获得青年基金 资助 的这

1 ． 1 ，＆体情况批科研人员 ，说明 刚 刚走上科研岗 位 ，就获得同行的

华工 加 0 8
—

2 0 1 3 年 申 请和获资 助青年基金情认可 ，具备了独立开展科研工作的基本 物质基础 ，青

况显示 （表 1 ）
，

6 年间 ， 申 报量增长了  3 Ｓ
． 1 4 ％； 获资年基金的获得 将成为其科研生涯 的重要起点 和 阶

助 量 增 长 了 4 1 ． 6 7 ％ ； 获 资 助 率 从 2 0 0 8 年 的段 。 现对获得该类青年基金 的科研人员进行跟踪调

2 8
．

9 2 ％ 上升到 2 0 1 3 年的 3 0
．
 0 9 ％ ，

6 年合计平均查 ，在 2 0 0 8
—

2 0 1 1 年 承担青 年基金且 完成结题 的

资助 率 是 2 8
． 3 2 ％ ， 高 于 基 金 委 平 均 资 助 率 3 0 岁 以下人员 中有 2 5 ％ （共 1 4 人 ）获得面上项 目 的

2 3 ． 3 0 ％
［

2 ］

。支持 ， 略高于所有年龄段 中获得面上项 目 的资助率

收稿 日 期 ， 2 0 1 4
－

0 8
－

2 9 ；修 回 日 ？ ＝
2 0 1 4

－

0 9
－

2 9

＊

通信作者 ，
Ｅｍａ ｉ ｌ

：ｆｕｌ ｉｎ＠ｓ ｃｕｔ ． ｅｄ ｕ ．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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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 ，说 明该批人员 虽然年龄较轻 ，但具有较强的潜表 2 新进教师获资助青年基 金情况表

力和冲劲 。进校原 因符合条件 获资助人数获批率

1 ． 3学科分布情况
￣

毕业分配 1 7 3 7 2 4 1
．

6 2

华工 2 0 0 8
—

2 0 1 3 年获批 青年基金分布在基金博士后出 站 4 9 2 9 5 9
．

1 8

委的 8 个科学部 4 2 个学科 ， 和面上项 目 分布的学科博士后回 国 1 4 8 5 7
．

1 4

数相近 。 从获资助项 目数 超过 3 0 项 的化学 、 生命 、博士 回 国 6 9 3 5 5 0
．

7 2

工材 、信息 4 个科学部的年度变化情况进行分析 ，各外校调人 3 4 9 2 6 ．
4 7

科学部均在 2 0 1 1 年达到此 阶段高点 ， 之后 有所分合计


3 3 9 1 5 3



4 5 ． 1 3

化 ，化学 、工材 、信息这 3 个传统优势科学部均 出 现八化

通过对新 进校师入职年龄段的分析 ， 进校年龄
获资助量下降 ，其中化学科学部的下 降最嵐 仅

在 3 1 岁 时《助青

＂

年基：资＝ｆ6 7； ，

， 害
这也是博后毕业 比例最高 的年龄段 。

2 8 、 3 。 岁年龄

？ 難均达到 5Ｇ ％ 以上 ， 这说 明青年科研人员 通过专

， 口 开故＿热減＿＊甘
业的科研训练 ，在 如 岁左右时 ’科研基础 、创新能力

ｆｆｉ± ＾ ＠ ＾ ｅ ｍｎ＆ｊ

職得删行较高 的认同 ，也是独立开展 自 主研究
种程度上可代表着该单位基■究及学科发＿后

的关键时期 。 值得注意的是 ， 在 3 3 岁 年龄 段 ， 虽然
劲与 潜 力 ’ 以 及 未 来 的 学

，
潜 在 影 响 力 。 Ｍ Ｍ

获资助青年基金项 目 比例较低 ， 仅为 3 2 ％ ，但在未
2 0 0 8

－

2 0 1 3

申 请青年基金 （或在人校前即 已得到青年基金资助 ）

项 目 和青年基金项 目 进行对 比分析 。 从科学部和学
就直接获得 面上项 目 资助 的科研人员 中有 6 2

． 5％

属于鮮麵 ，姆该人数计人 ，赚年龄段获青年
显高于获面上项 目数量 ，说明华工随着

“

生物医学工
基金和面上项 目 资助 比例也髙达 5 0 ％ 。

程
”

和
“

制药工程
”

等学科的兴起 ’在该科学部积聚 了冑 2＿－

2 0 1 3 年人校 的科研人员 中 ， 同时获得

青年細上项 目 资助 的情况进行统计 ，共有 1 5 人 ，

学基金增长点 ；在生命学部 ，整个科学部的 比值虽然
这批人员集中在 2 8

－

3 3 岁 ，具有 良好的学术背景和
接近全校平均值 ， 但在细胞生物学 、生理学 、 生物力

翻 ，有 8 7 ％ 的人员在人校时即获得副高级职称的
学与组织工鮮等針学科＃年續《±项

＾
数
義 。 浦后顾 、博士關 以及国隨士毕业入

量 ’使华工 ， 棚各 占 1
／

3
，在该龍上无觀差异 。 在这 1 5 人

科学部 ，华工获青年项 目 与細上项 目 数量基本持
巾 ， Ｂ有 1 人棚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

2 人获广东
平 ’说明华 1絲纖具捕翻后备人才儲

■

， 可
省杰出青特学基金 。 这批人也将是学校未来 1 0

将该类学科作为未来 5 年冲击面上项 目等更高等＆絲击基础研究人才类项 目 的 后备力 量 ，需要重点
项 目 的重点 ；在管理科学部及化学科学部 ，获青年项 关注其成长 。 下一步 ，将继续跟踪其科学基金 的完

目数量则明显低于面上项 目 数量 ， 说明该类学科进貞胃㈨ 。

入稳定期 ，新进人员数量较少 ，
迫切需要在一般项 目

°

的基础上提高 ，争取更多 的重大和重点项 目 ； 同 时 ，

2 未获资助项 目 同行评议意见分析

适当补充青年血液 ，确保学科 的可持续发展 。对 2 0 1 1
—

2 0 1 3 年申 请青 年基金项 目 的 情况进

1
．

4 近 5 年入职科研人员获青年基金及面上项 目行统计
ｗ

，在该 3 年 申报青年基金但未获批准 的科

情况研人员 中 ， 已 申报 1 次 的有 1 5 9 人 ， 已 申报 2 次有 6 8

根据华工 2 0 0 9
—

2 0 1 3 年新任教师情况 ，该批教人 ， 巳 申报 3 次的有 4 7 人 。 现以 申报 3 次未获得批

师共有 3 3 9 人 （含从其他单位调人但 已 获批青年基准人员 2 0 1 3 年度 的专家反馈意见为调研样本进行

金人员 ） 符合青年 基金 的 申 报条件 。 经统计 ，共有整理分析 。 统计方法采用每位专家提出某
一

方面的

1 5 3 人 已获得青年基金 ，获批率达 4 5 ％ ， 详见表 2
。问题计为 1 ， 同

一项 目 的相 同 问题 只 计 1 次 ， 不累

该 1 5 3 人中 ，有博士后经历和 出 国经历的科研人员加 。 以下归纳统计 4 7 个项 目 未获资助的原因 。

获批率明显高于直接毕业分配的 获资助率 ，这说明 （ 1 ） 研究方案和可行性存在问题 。 有 5 5
．
 3 ％ 的

科研人员通过博士后 的专门科研训练和国外工作经项 目 （ 2 6 项 ）在评审意见 对研究方案及可行性提 出

历 ，对其科研基础 ，认可度等都是有明显益处的 。质疑 ，大大超过研究价值及创新性等其它类 型 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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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 主要表现为研究 路线不清晰 ， 研究思路可行性作的物质基础 ； 高质量地完成基金项 目 也将是为其

存疑 ，研究方 案可操作 性不强 ， 实验设计存在 不合未来科研道路奠定 了基础 。 对青年科学基金情况进

理 ，无法达到预期 目 标等 。 可见 ， 由 于青年基金 主要行统计和分析
［

5
］

， 能较全 面 的掌握学校青年科研人

是对起步阶段研究人员 的资助项 目 ， 评委们没有对员 中 的新生力量 ，并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和指导 ，制

创新性提出过高要求 ，但对项 目 能否如期 、顺利开展定更有效的培育政策 。

并达到预期效果进行了严格把关 。 项 目 申请人在确本文通过对 2 0 0 9
—

2 0 1 3 年华工青 年基金在 申

定研究主题后 ，应将研究思路和方案等尽可能考虑请与获批 、年龄分布 、学科分布 、新进科研人员情况

周全 ，让评委们能看到项 目 的可行性 、可控性 。及部分专家评审反馈意见等方面 的统计与分析 ，对

（ 2 ） 关键 科 学 问 题 的 凝 炼 不 清 晰 （ 1 2 项 ， 华工青年基金情况有较全面的认识和理解 ， 得 出 以

2 5 ． 5 ％ ） 、研究思路不清 晰 （ 1 0 项 ，
2 1 ． 3 ％ ） 、研究 价下结论 。

值和创新性不够 （ 1 0 项 ， 2 1 ． 3 ％ ）是基金研究常见的 （ 1 ） 作为一所工科背景优势明 显的研究型综合

几类问题 。 通过对各落选项 目 的具体分析 ， 此类 问性大学 ，华工在工程 、材料 、 信息 、化学等传统学科上

题与 申请者的学科背景 、对前沿领域的 了解 、所处团优势明显 ，随着华工在推动交叉型学科发展 、鼓励多

队环境有很大关系 ，选择到有价值 和有创新性 同 时学科合作 、发展生物医学工程等新兴学科的措施和

又与 自 身基础和 能力相 匹配的选题 ，是科学基金成政策引导下 ， 医学 、 生命 、 地球等学科的 青年基金项

功的首要条件 。 同时 ，有 3 份 申请 书 的专家直接提目 明显增多 ，应充分关注这些新增力量 ，为学校下
一

出
“

与博士论文的 区别和联系
”意见 ，他们认为科学步基金项 目 的争取打下 良好基础 。

基金的 申请在重复博士期 间或是导师的工作 ，没有（ 2 ） 与其他高校相 比 ， 华工在青年基金资助率

将与原课题的区别及拟达到 的 目 标表述清楚 ，这类上大约处在全国高校 1 2 名左右 的位置 ； 由 于受体量

问题应该引起 申请者 的髙度重 视 。 综上 ，青年科研限制 ，在 申 请量 、 资助量等指标上 ， 排名 靠后 ， 约在

人员应充分认识到选题的重要性 ， 在充 分调研 和 自 2 0 名左右的位置 。 在新进科研人员有限的前提下 ，

身评估 的基础上慎重选择 。如何发挥现有存量资源包括博士后群体提高 申 报

（ 3 ） 在 申请书撰写方面 出现问题的 比例也高达量 ，通过加强培育和指导提高资助率是华工下
一

步

2 1
．

2 8 ％ （ 1 0 项 ） ，具体表现包括标注不清晰 、语句大青年基金 申请的两个重点 ；通过前文的数据分析 ，新

量不通顺 、学术名词错误等 。 这说明某一部分科研进科研人员 的教育背景和学术经历直接影响其获批

人员对 申请书 的格式问题重视不够 。 在通信评 审过青年基金的成功率 ， 有博士后经历 、有出 国经历 回 国

程中 ， 申请书 的格式清 晰度 、 重要部分标注 ， 将直接的科研人员获批率也高于直接毕业分配的 获批率 。

影 响到评审人对申 请 书 的印象 和理解 ， 同 时很多专华工 2 0 1 4 年新颁布了
“

华南理工大学新进教学科研

家认为申请书的撰写出现问题反映了 申 请者对待科人员工作暂行办法
”

，进
一

步明确了进新科研人员 的

研工作 的态度不够严谨和认真 。 参考文献也是专家条件 、程序等 ，可预计将对未来的青年基金 申请带来

关注的方面 ，有 1 0 ． 6 4 ％ （ 5 项 ）的 申请意见提出参考积极影响 。 从屡次申 报但未成功获批的该批项 目反

文献过 旧 、过少 、过多 自 引 等问题 。 参考文献能反映馈意见可知 ，研究方案和可行性 、关键科学问题的凝

申请书对相关领域 了解 的广度和深度 ，应按照要求炼 、研究思路 、研究价值和创新性 、 申 请书撰写 、研究

严格对待 。基础等是最集 中反映 的 问题 ， 学校可通过鼓励青年

（ 4 ） 由 于华工的工科特色明显 ，
1 0 ．

 6 4 ％的 申请科研人员多参与学术交流 、支持前期预备研究 、开展

书 中提出应用性 、工程性较强等问题 。 科学基金资申请书撰写培训与 审查等多种方式来加强科研人员

助 目标为基础研究 ，对应用性和工程背景较强的项的竞争力 。

目 ，必须凝炼出共性的科学问题后 申请 ， 申请者应充（ 3 ） 基础研究 、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是科学研

分理解这
一研究导 向 的意义 ，在

“

凝炼
”

上多下功夫 。究相互联系 又各有侧重 的不 同 环节 。 由 于学科背

3

研究问题 的提炼方式和 申请方向也各有不 同 。 对于

青年科学基金作为多数基础研究科研人员 的首以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为主的 科研人员
Ｍ

， 应鼓励

个 国家级项 目 ，对科研人员 意义重大 ， 在全国范 围的其从应用实践中 提炼科学问题 ，通过深人研究产 出

竞争中获得资助是
一

种学术肯定 ，也是开展科研工的成果用来指导应用研究中 问题 的研究 ， 以 达到 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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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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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 8 7 年 ， 由 国见 ，展开讨论 。

家 自 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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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ＳＣＩ
、
ＣＳＳＣ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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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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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3 号 （ 邮政

本刊常设栏 目 简介 ：编码 ：
1 0 0 0 8 5 ）

学科进展 ： 刊登有关 学科 的具有 战略性 、 全局期刊 网址 ：
ｈｔ ｔｐ ： ／／ ｐｕｂ ．

ｎ ｓｆｃ
．ｇｏｖ ．

ｃｎ／ ｓｆｉｃ ｃｎ／ｃｈ／

性 、前瞻性的综述性和评论性文章 ， 以促进学科间 的ｃ ｕｒｒ ｅｎ ｔｉｓｓ ｕ ｅ．ａｓｐ ｘ

了解 、交叉与融合 。投稿邮箱 ：ｗｅ ｉｋａｎ＠ ｎｓｆｃ ．

ｇｏｖ．ｃ ｎ
。

科学论坛 ： 围绕科技界普遍关注 的热点与焦点联系电话 ＝
0 1 0

－

6 2 3 2 6 8 9 3

问题 ，如研究评价 、 同行 评议、学术道德 等 ， 各抒 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