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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研究是高新技术发展 的重要源泉 ， 是培育突 出重点领域 ，推动学科交叉 ， 激励 原始创新 。

⑴ 主

创新人才的摇篮 ，是建设先进文化的 基础 。 是 未来要包括面上项 目 、重点项 目 、 重大项 目 、 重大研究计

科技发展的 内在动力 ，基础研究决定着 自 主创新的划 、 国际 （地 区 ） 合作研究项 目 等类型 。

广度和深度 。

ｗ
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 （以 下简称科学基 1

．
1

．
1 面上项 目

金 ）是我国基础研究经费的重要来源之一 ，在 国 内具面上项 目 是科 学基金资助项 目数最多 、 学科覆

有很高的声誉和 良好的 口碑 ，某一地 区承担科学基盖面最广的
一

类项 目 资助类型 ，其经费 占 各类项 目

金的数量和质量既是体现该地 区基础研究实力 的重资助总经费的 4 5 ％ 以上 。
2 0 0 6

—

2 0 1 3 年 ，安徽省共

要指标 ，也能充分反映该地区学科及人才团 队 的 发获资助面上项 目 2 6 8 3 项 ，资助经费 1 4
． 2 亿元 ，约为

展状况 。 本 文通过对安徽省 2 0 0 6
—

2 0 1 3 年科学基此期间全省科学基金总经费 的 5 0 ．
1 ％ ， 占 有半壁江

金项 目 资助情况进行 总结和分析 ， 为今后促进安徽山 ，是科学基金经费 的主要来源 。

省基础研究实力提升提供必要的参考依据 。在全国 的排名 上 ，安徽省
一直保持相对稳定 ，在

1 咨助愔 钕件与令析第 1 2 和 Ｉ 3 名 之 丨旬徘徊 ， 与 四 ； 丨
丨 、 1 ！南 、 黑龙 江 3 £

‘

名 次相互交替 。 从年度看 ，
2 0 0 6 年全省共获批 2 0 5

在科学基金资助体 系 中 ，研究项 目 资助体系 和项面上项 目 ， 经费 4 7 9 2 万 ， 到 2 0 1 3 年增至 4 8 1 项 ，

人才项 目 资助体系 不论从影响力还是经费数均 占有经费 3 ．
7 亿 ，项 目 数和资助经费数均实 现了大跨度

主导地位 ，是衡量基础研究水平 的重要参考指标 ，所的增长 ，除了近几年 国家对科研经费投人增加 等 因

以本文主要通过往年 的纵向 和横 向 比较 ，对上述类素之外 ，也说明安徽省基础研究能力得 到 了显 著提

型项 目进行总结 ，分析安徽省基础研究 的现状和发升
。
从科学部分布来看 （ 图 1 ）

，
数 理学部所 占 比例

展趋势 。要远高于全 国平均水平 ，原因 主要在 于中 国科学技

本文所涉及数据均来源于年度 国家 自 然科学基术大学在国 内数理学部涉及的学科领域有着较强 的

金资 助项 目 统计 （ 网 址链 接 ： ｈ ｔ ｔｐ ： ／／ｗｗｗ ．
ｎ ｓｆｃ ．医学学部数理学部

管理学部 1 4％ 2 2 ％

ｇｏｖ ．ｃｎ／ ｐｕ ｂｌ
ｉｓｈ ／ｐｏｒｔａ ｌＯ／ ｔ ａｂｌ 0 4

／ ） 、 历 年 年 度 报 告 4％
、

（ 网 址 链 接 ：
ｈ ｔ ｔｐ ： ／／ｗｗｗ．ｎ ｓｆｃ ．ｇｏｖ ．ｃｎ ／ｐ ｕｂ

ｌ ｉｓｈ ／信
晏，

部
1 3 ％

ｐｏ ｒｔａ ｌＯ ／ｔ ａｂｍ／ ） 、 国 家 自 然科学基 金ＩＳＩＳ系 统提
°

供 的项 目 综合錢 （隱翻 ： ｌｉ？ｐ ： ／／
ｉＳ ｉ Ｓｎ ．

ｎ ｓｆｃ ．

ｇ ｏｖ．
ｃ ｎ／ ｅｇｒａｎｔｉｎｄｅｘ／ ｆｕ ｎｃ ｉｎｄｅｘ／ｐｒ ｊ

ｓｅａｒ ｃｈ
－

ｌ ｉｓｔ
＃） 0工材学部地球学部生

免ｆ
部

ｉ ． ｉ 研究项 目 资助体系
1 5％

1 1 ％

研究项 目资助体系主要着眼于统筹学科 布局 ，图 1—

2 0 1 3 年安徽省获面上项 目各科学部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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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力 ，该校在数理学部获得的面上项 目
一 直位居表 2 2 0 0 6

＿

2 0 1 3 年安徽省获重点项 目 所在 学部 分布 比较

全国高校前列 ；而医学学部要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 与数理 化学 生命 地球 工材 信息 管理 医 学
＆

、

＋

地处安徽 的医学院校数量少 、体量小有很大关系 ， 以■辦 鋼 ■ 辦 绅 辦 鮮

2 0 1 3 年为例 ， 整个安徽省 医学院校 申 报的项 目 （ 7 1 2 2 0 0 6 3 1 3 1 0 0 1—— 9

项 ）要远少于中 国人 民解放军第二军 医大学
一家单

2
（Ｘ）

7 2 1 2 2 3 1 0— 1 1

位 （ 1 0 2 5 项 ） ； 当然 ， 安徽省医 学相关学科基 础研 究
2Ｍ 8 41 4 2 3Ｇ 0

＝
Ｕ

能力相对薄 弱也不容忽视 ，在医学科学部的 面上项
2 ＣＫ） 9 3 4 0 1 2 1 0— “

工 2 0 1 0 31 1 03 0 1 09

目 资助率要低于全 国平均水平近 6 个百分点 。 从依
2 0 1 1 4 2 1 32 01 2 1 5

托单位来 看 ， 2 0 0 6 年安徽省 共有 2 2 家单位 获得面 2 。 ｉ 2 22： 2 0 2 1 0 1 0

上项 目 的 资助 ， 到 2 0 1 3 年增加 为 2 6 家 ，说明 省 内 科 2
（）

1 3 33ｊ 3 1ｏ1 4 1 6

研单位的基础 研究能力 得到
一定 的提升 ， 特别 是近ｇ ｉ＋ 2 4 1 5 1 3 1 41 4 45 6 9 5

几年有
一些单位取得零的突破 。』

在安徽省 面上项 目获批排名前 1 0 的单位 中 ，前数量最少 ，说明我省数理相关学科优势较大 ， 而信息

3 位为 中 国科学院 驻 皖 机构及教育部部属 高校 ， 而和 医学相关学科则 相对较 弱 ， 在管理科学部 的 5 项

排名 4一  1 0 位 的单位均为 省 属 高校 ， 其中 排 名前 3重点项 目 中 ，合肥工业大学 占有 4 项 ， 可见该校管理

的依托单位面上项 目 数及经费数分别 占 了整个安徽学科实力 较强 。 从依托单位来看 ， 自
“

十一五
”

以来 ，

省 的 6 1 ． 6 ％ 和 6 3 ． 5 ％ ，可见安徽省 属科研机构的基整个安徽地区 只 有 6 家单位获得过重点项 目 的 资

础研究整体水平相对较弱 （表 1 ）
。
助 ，其 中 只有 3 家超 过 5 项 ， 分布非常集 中 ， 省 属高

1 ．
1

．
2 重 点 项 目校 中安徽医科大学期 间共获资助 4 项 ， 且都 在 医学

重点项 目 主要支持面 向 国家需求 和世界科学前科学部 ， 占整个安徽省 在该学部重点项 目 获批数的

沿的重要研究领域或新学科生长点开展深入 、 系统 2
／ 3 。

的创新性研究工作 。 获得该类型项 目 的资 助是承担 1 ． 2 人才项 目 资 助体 系

单位在某个方向具有较好研究基础 的重要体现 。 安人才项 目 资 助体 系主要着 眼 于 蓄 积后 备人才 ，

徽省 2 0 0 6
—

2 0 1 3 年 总 计有 9 5 项重 点项 目 获得 资稳定青年人才 ， 扶植地 区人才 ， 造就拔尖人才 ， 培育

助 ， 其中 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 、 中 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研创新团 队 ，

［
1
］ 主要包括青年 科学基金 、 地 区科 学基

究院
、合肥工业大学 3 家单位共有 8 8 项 ， 占 9 2

．
6 ％

。金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 、 国家杰 出 青年科学基金 、 创

在全国排名 上 ，基本保持在第 1 0 位左右 。 从科学部 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 、 外 国青年学者研究基金等 。

分布来看 （表 2 ） ，数理学部 2 4 项 ，居首位 ，化学科学 1 2 1 青年科学 基金

部 、生命科学部 、 地球科学部 、 工程与 材料科学部处青年科学基金的 定位是稳定青年科研 队伍 ， 培

于第二集 团 ’信息科学部 、 管理科学部 、 医学 科学部 育后继人才 ，扶持独立科研 ， 激励创新思维 ， 不断增

表 1Ｍ Ｏ 6
—

2 0 丨 3 年安徽省 获面上项 目强青年人才勇 于创新 的能力 。
2 0 0 6

—

2 0 1 3 年 ， 安徽



前 1 0  ＜立紐制立輸隋况
省共获资助面上项 目 1 8 6 3 项 ，经费 4

． 2 8 亿元 ，排在

号


单位名 称


项 目 数 经 费 （万元 ）全国第 1 2
—

1 5 位之间 。 从科学部分布来看 ， 与面上

1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 1  0 7 6 5 8  9 7 2
．

5项 目 类似 ， 医学科学部在 8 个科学部 中 的 比例远低

2合肥工业大学 3 1 Ｓ 1 6  8 3 5 － 3于全国平均水平 ， 而数理科学部依然 高于全 国平均
3 中 国科学 院合肥物质研究 院 2 6 1 1 4  4 9 0数理学部

4安徽医 科大学 2 5 6 1 2 0 1 9管
巧
学部 1 2％

丨

「

。

 「

化 部

5安徽大学Ｕ 1 7  2 8 3
．

6

6安徽师范大学 1 2 8 6  5 1 2ｈｏＪ
？
－

7安徽农业大学 1 0 8 5  2 5 7

Ｊ，生命学部

8安徽理工 大学 6 9 3  7 0 7Ｌ．
1

3％

9安徽工业 大学 6 2 3  4 9 8工材学部地球学部

1 0安徽 中 医药大学 5 6 2 4 7 2
．

5 2 0％ 9％

图 2 2 0 0 6
—

2 0 1 3 年安徽省获青年科学基金各学部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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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 1 3 年 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项 目 资助情况分析 7 1

表 3 2 0 0 6
—

2 0 1 3 年安徽省获青年的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均分布在工程和信息领



科轉辦 1 0娜＿練歸兄
域 ，可见该校的优势学科主要在工科 。

序号单位名 称项 目数 经 费 （万元 ） 1
．

2
．

3国 家 杰 出 青年科 学基金
￣

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 4 8 41 0 9 2 7 ．
7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 以下简称杰青 ）主要 目

2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研究院 3 烈 7 9 0 2的就是加速培养造就一批能进人世界科技前沿的优

3合肥工业大学 2 3 2 5 2 7 6 ． 3秀学术带头人 ，该类项 目
一直是我 国基础研究领域

4安徽医科大学 Ｉ 6 7 3 6 6 8最具代表性 和影 响 力 的 人才类项 目 。

“

十
一五

，，

以

5安徽师范大学9 1 2 
0 4 6来 ，安徽省共有 5 0 人获得杰青的 资助 ， 中 国 科学技

6安徽大学 8 3 1  8 6 7术大学 占 4 7 人 ，在省 内处于绝对优势 ， 近 3 年该校

7安徽工业大学 8 1 1  8 8 5连续有 8 人获得杰青称号 ，在国 内高校排名第 3 位 。

8安徽农业大学 6 8 1 5 5 6本文对 2 0 1 0 年 以来杰青获得者 的大学毕业 院 校做
9安徽理工大学 4 0 9 4 0了统计 ，其中 2 1 人毕业于安徽省属高校 ，

可 以看出



安《 巾＿＊学
＾ 省属高校为 国家输送 了

一批有发展潜 力 的人才 ，在

7ｊｃ平 ，但是可以发现数理学部所 占 比例尽管高于全
入才 ±咅养上做ｍ 的贡献 。

国
，但趋于接近 ； 另

一

方面 ，在工程与材料科学部 ，青 2总结

年科学基金资助比例达到 2 0 ％ ，虽与全 国平均水平

相近 ，但明显高于安徽省面上项 目所 占的 比例 ，翻通过对
“

十
－五

”

以来安徽省科学基金资助情况

安徽地区隨研单触ｎ：程与龍糖年人才鮮
觸与分析 ，我们可 以得出 以下结论 ，为今后安徽省

和引进工細质量较高 ，发勝头 良好 。考依据 。

从依托单位来看 ，
2 0 0 6 年安徽省共有 8 家单位（ 1 ） 基础研究实力 显著提

，
。

2 0 0 6 年 ， 安徽省

获得面上项 目 的资助 ，到 2 0 1 3 年增加为 3 3 家 ，说 明 科学基金获资助金额 1
．
3 2 亿元 ，

2 0 1 3 年增 至 7
． 4 2

省 内科研单位青年人才的基础研究能力得到 显著提
亿元 ’总量增幅大于 国家总体水平 ，排名继续在中上

升 。 表 3 是安 徽省青年科学基金获资助排名 前 1 0
游稳 中有进 ，反映了近年来 安徽省 的基础研究整体

的单位 比较 ， 由 于受体量等原因影 响 ， 中国科学技术 实力提升较为迅速 ，但主要 集中在 中 国科学院驻皖

大学虽然排名第
一

，但不再是一枝独秀 ，排名 靠后的 机构及教育部部属高校 。 省属科研机构特别是省属

几家单位通过近几年 的人才培养和 引 进 ，成效 已逐 高校近几年通过各类人才引 进计划及前期 培育 ， 充

步显现 ，尤其是省属高校 ，
2 0 0 6 年仅有 1 2 项青年科实并提升 了科研队伍质量 ，获得资助 的单位数量不

学基金 ，到 2 0 1 3 年增至 2 2 0 项 ， 占安徽省 当年总体断增多 ，获资助项 目 数和经费数更是取得了 大跨度

份额的 1 9
． 7 ％提升至 4 5 ． 3 ％ ，

已逐步成为该地区基的飞跃 ，但仍有较大上升空间 。

础研究生力军 的重要力量 。 另
一

方 面也说明 安徽省 （ 2 ） 学科发展不均衡 。 从上述数据分析来看 ，

承担青年科学基金的依托单位布局更加合理 。安徽省在数学 、物理 、化学 、地球科学 、材料等学科具

1
．

2
．

2 优 秀青年科学基金有
一

定优势 ， 而在工程 、信息 、 医 学等学科领域相对

为了与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 和 国 家杰出青年科学薄弱 。

一些具有学科特色 的 院校如安徽 医 科大学 、

基金项 目之间形成有效衔接 ， 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委安徽农业大学进步较为显 著 ，但这类学校受学科限

员会于 2 0 1 2 年增设了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 ， 旨 在制 ， 申请面相对较窄 ， 申 请项 目 主要集 中在 自 身优势

促进创新型青年人才 的快速成长 。
2 0 1 2
—

2 0 1 3 年学科领域 ，且与 国 内 同类型高校相 比不 占优势 ，今后

期 间 ，安徽省共有 3 4 人得到 支持 ， 居全 国第 6 位 。
应当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 ，在稳 固 自 身优势学科 的

从依托单位来看 ，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 项 目 获得者主同时 ，加大培育和引进优秀人才及创新团队力度 ，争

要集 中在 中 国科学院驻皖机构及教育部部属高校 ， 取重大重点项 目 资助 。

省属单位只有安徽医科大学在 2 0 1 2 年获资助 1 项 。
（ 3 ） 承担项 目 类型 单一 。 科学基 金项 目 类型

在科学部分布上 ，
8 个科学部均有收获 ，且每个科学多 ，除了地区基金外 ，安徽省 的依托单位可 以 申请任

部资助数都在 2 项 以上 ，从总体上说 明优 秀青年人意类型的项 目 ，从统计数据来看 ，省属 科研单位承担

才在不同学科分布相对比较均匀 ，而合肥工业大学的科学基金项 目基本集中在面上项 目 、青年基金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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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研究计划 、联合基金 、 科学仪器基础研究专款 、 动较大 。 近年来 ，省属科研单位高度重视人才工作 ，

海外或港 、澳青年学者合作基金 、海外及港澳学者合把人才外部引进与 内部培养作为重 中之重的工作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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