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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大学是国家
“

2 1 1 工程
”

重点建设高校 ，福建数 、获资助项 目数 、资助率及获资助经 费方面总体情

省人民政府与国家教育部共建高校 。 福州 大学创建况如下 ： 福州 大学共 申 报科学基 金各类项 目 1 5 2 0

于 1 9 5 8 年 ，现巳发展成为
一所以工为主 、理工结合 ，理 、 项

，
申请项 目 数年均增长 1 9 ％ ， 高于全 国年均增长

工 、经 、管 、文 、法 、艺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重点大学
ｗ

。率 1 4
． 8 ％ ， 申 报项 目数增长逐渐放缓 ，受新项 目 申

福州大学历来重视 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 （ 以下简报政策 的影响 ，

2 0 1 3 年项 目 申请数首次出现负增长

称
“

科学基金
”
） 的组织申 报工作 。 近年来 ，在全校上的局面 ；福州大学共获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 3 6 0 项 ，获

下的共同努力下 ，科学基金项 目 的 申请与立项工作资助项 目 数年均增长 4 2 ． 1 ％ ，高于全国年均增长率

取得重要突破 。 本文从不 同角 度对 2 0 0 9
—

2 0 1 3 年 2 2
．

8 ％ ；项 目 平均获资助率为 2 3 ．
 7 ％ ， 高于全 国平

福州大学科学基金项 目 获资助情况进行分析 ， 以期均资助率 2 2
． 2 ％ ；获资助经费 1 5  8 4 1

． 2 万元 ，获资

对继续提升科学基金管理水平有所裨益 。 文 中福州助经费年均增长 7 5
． 8 ％ ，高于全国 年均增长率 5 8 ．

大学 的相关项 目数据来 自 本校 的 自 身统计积 累 ，外 3 ％ 。 根据上述分析可 以看出 ，
2 0 0 9

—

2 0 1 3 年福州

单位及全国 的相关项 目数据来 自 国家 自然科学基Ｉ大学在科学基金申报项 目数 、获资助项 目数 、资助率

委员 会网站 （ｈ ｔ ｔｐ ： ／ ／ｗｗｗ ． ｎｓｆｃ ． ｇｏｖ ． ｃｎ ） 。

及获资助经费方面总体情况基本上都优于全 国的平

1 福州大学 2 0 0 9
—

2 0 1 3 年科学基金 申请与均水平 （表 1 ） 。

获资助情况按科学部进行统计

、 2 0 0 9
—

2 0 1 3 年福州 大学在 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
1

，
1

 、委员会 8 个科学部均 申请 了 项 目 ，除个别年份外 ，

2 0 0 9
－

2 0 1 3 年福 州 大学在科学基金 申 报项 目

表 1 福州大学 2 0 0 9
—

2 0 1 3 年科学基金项 目 申请与获资 助 总体情况
￣

申请项 目 数 （项 ）获资助项 目数 （项 ）平均资助率 （％ ）获资助经费

福州大学全 国

—

福州大学全 国福州大学全国福州大学 （万 ） 全国 （亿 ）

2 0 0 9 1 9 8 1 0 2 0 0 0 3 5 2 0  3 4 3 1 7 ． 7 2 0
．

0 1 1 7 3 ． 7 7 0 ． 5 4

2 0 1 0 2 5 9 1 1 9  0 0 0 6 6 2 6  6 3 3 2 5 ． 4 2 2
． 4 2  1 1 1 9 6 ． 8

2 0 1 1 3 4 1 1 5 3  8 0 0 8 5 3 4  8 3 6 2 5 ． 0 2 2
． 7 3  9 9 4 1 8 2

． 7 5

2 0 1 2 3 7 4 1 7 7  0 0 0 8 0 3 8 4 1 1 2 1
． 3 2 1

．
7 3 

8 3 0 2 3 6 ． 5 6

2 0 1 3 3 4 8 1 6 1 8 8 8 9 4 3 8  9 2 0 2 7 ． 0 2 4 ． 0 4  7 3 2 ． 5 2 3 5 ． 2 4

合计 1  5 2 0 7 1 3 6 8 83 6 0 1 5 9  1 4 3 2 3 ． 7 2 2
．

2 1 5  8 4 1
．

2 8 2 1 ． 8 9

年增长率 （％ ） 1 9
．

0 1 4
．

8 4 2
．

1 2 2
． 87 5

．
8 5 8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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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资助项 目也基本涉及到 8 个科学部 （ 由 于医 学科由 于管理学部含有
一个重点项 目 ，而信息学部的项

学部于 2 0 0 9 年 9 月 成立 ， 故 2 0 0 9 年 医学部的相关目资助金额相对较小 （表 2 ） 。

数据空缺 ） ，这体现了福州 大学作为综合性大学学科 1 ． 3 按项 目 类型进行统计

布局上的优势 。 福州 大学在各个学部项 目 申请量由 2 0 0 9
—

2 0 1 3 年福 州 大学获科学基金项 目 资助

高到低分别为 ：工程与材料 、化学 、信息 、数理 、 生命、的 3 6 0 项 、 1 5 8 4 1 ． 2 万 元 中 ， 面 上 项 目 1 6 9 项 、

地球 、管理 、 医学 ， 其中工程与材料和化学 的项 目 申 9 9  7 9 4
．
 5 万元 ，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 （ 以下简称

“

青年

请量遥遥领先 ，其两者的 申 请量合计 占全校 申请量项 目
”

） 1 5 1 项 、
3 4 7 2

．
 7 万元 ，重点项 目 6 项 、

1 4 6 0 万

的 5 3
．

2 ％ 。 福州 大学在各个学部项 目 获资助数 由元 ， 国家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 （ 以下简称
“

杰青项

高到低分别为 ： 化学 、工程与材料 、数理 、信息 、 管理 、目
”

）和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 （ 以下简称
“

优青项

地球 、生命 、 医学 ， 其中化学学部获资助项 目 数遥遥目
”

）合计 3 项 、 4 4 0 万元 ，其他各类专项项 目 3 1 项 、

领先于其他学部 ，说明化学相关学科
“

既强且大
”

的 6 7 4 万元 （表 3 ） 。

地位 ；工程与材料科学部的项 目 申 请量排名第一 ，但由表 3 可以看出 ，面上项 目 、青年项 目 仍是福州

是获资助项 目数却不如化学学部且有一定的差距 ， 大学获资助项 目 的主体 ， 两者获资助项 目 数合计 占

说明工程与材料相关学科
“

大而不强
”

的发展状况 。总项 目数的 8 8
．

9 ％ 、获资助经费数合计 占总经费数

在项 目资助率方 面 ，数 理 、化学 、管理三个学部的 8 3 ． 8 ％ ；面上项 目 资助率与全国平均资助率相 比

的项 目 资助率在校 内遥遥领先 ，也大 幅高于全 国 的互有高低 （ 2 年高于全 国平均 资助率 ，

3 年低于全国

平均资助率 ，考虑到化学学部项 目 申 报量较大这一 平均资助率 ） ，说明面上项 目 申报质量还有较大的 提

因素 ，再次说明了化学相关科学在校 内 的强势地位 。 升空间 ，而青年项 目 资助率 5 年均 高于全国 平均资

获资助经费 的 排名与获 资助项 目 数 的排名 基本
一 助率 ，体现 了 福州 大学 在后备 科研人才积 累 上 的

致 ，只有信息与管理学部相应的位置互换 ，这主要是优势 。

表 2 福州大学 2 0 0 9
—

2 0 1 3 年 科学基金 申请与获资助情 况按学部统计

＾项 目 申请数获资助项 目数资助率获资助经费 （万元 ）
丨

名称
一

＾量 （项 ）排名数量 （项 ）排名数值 （ ％ ）排名数值排名

数理 1 3 5 4 4 5 3 3 3 ．
3 1 1  3 8 4 3

化学 3 7 5 21 1 3 1 3 0 ． 12 6  1 2 7 1

生命 1 2 3 52 6 72 1
．  1 5 9 8 7 7

地球 1 0 7 6 2 7 62 5
． 2 41  0 6 7 6

工材 4 3 4 1 8 0 2 1 8 ．
4 63  7 5 1 2

信息 2 1 3 3 3 5 41 6
．

4 7 1 1 7 15

管理 9 9 7 2 9 52 9 ． 2 3 1 2 2 1 ． 2 4

医学 3 4 8 5 8 1 4
． 7 8 1 3 38

合计 1 5 2 0 3 6 0 2 3
．

7 1 5  8 4 1
．

2

表 3 福州 大学 2 0 0 9
—

2 0 1 3 年科学基金获资 助项 目 类别 、数量及金额 （ 项 目 数 ／经费数 ＊
 ）

项 目类别 2 0 0 9 年 2 0 1 0 年 2 0 1 1 年 2 0 1 2 年 2 0 1 3 年合计

面上项 目 1 8 ／ 6 1 0 3 8
／

1  3 8 8 4 5
／

2  5 4 5 3 3
／

2  5 3 4 3 5
／

2 7 1 7
．

5 1 6 9
／

9 9  7 9 4
．

5

青 年项 目 1 3 ／ 2 4 9
．

7 2 1 ／ 4 1 1 3 4 ／ 8 1 6 3 7 ／ 8 8 3 4 6 ／ 1 1 1 3 1 5 1 ／ 3 4 7 2 ．
7

重点项 目 1
／

1 5 0 1
／

2 6 0 1
／

2 4 0 3
／

8 1 0 6 ／
1 4 6 0

杰青 、优青项 目 1 ／ 1 4 0 1 ／ 2 0 0 1 ／ 1 0 0 3 ／ 4 4 0

其他各类专项项 目 2
／

2 4 6 ／ 5 2 5
／

4 3 3 8 ／ 7 3 1 0
／

9 2 3 1
／

6 7 4

合计 3 5 ／ 1 1 7 3 ． 7 6 6 ／ 2  1 1 1 8 5 ／ 3  9 9 4 8 0 ／ 3  8 3 0 9 4 ／ 4  7 3 2 ． 5 3 6 0 ／ 1 5  8 4 1
．

2

福州大学面上资助率 （ ％ ） 1 4 2 4
．

2 2 3
．

3 1 6
．

6 2 1 ．
3

全国项 目资助率 （％ ） 1 7 ． 5 2 0 2 0 ． 2 1 9 ．
2 2 2 ． 5

福州 大学项 目资助率 （ ％ ） 2 2
．

4 2 8
．

3 2 6 ． 8 2 5
．

9 3 1
．

3

全国项 目资助率 （％ ）



2 Ｌ 3


2 3



2 4

Ｊ
2 3

＾
2

＾
2



＊ 本表涉及的 相关经费单位 为万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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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4 与 福建省其他高校对 比情况（ 1 ） 虽然 5 年间在科学基金项 目 立项数与获资

同
一

个省份 内各类科技政策 、社会环境大致相助经费数增长率较高 ，但是由 于基数较小 ，科学基金

同 ，将 同
一省份 内 的各个高校的科学基金获资助项获得资助的规模还不够大 ，与东部发达地区

“

2 1 1

”

高

目数据进行对 比能够大致了解各个高校 的基础研究校相 比差距较大 。

相对发展水平及发展态势 。 由于面上项 目 和青年项（ 2 ） 虽然 5 年间基本实现每年在 8 个科学部上

目 两者合计资助项 目数 占科学基金总资助项 目 数的都有资助 ，但是获资助项 目 主要集 中在化学学 部和

8 1 ． 1 ％ 、 两 者 合计资 助 经 费数 占 总 资 助 经 费 的工程与材料科学部 ，在上述 2 个科学部获资助项 目

6 6
． 7 ％ ，两者在科学基 金项 目 资助格局 中 占 主体地数合计 占全校获资助数 的 5 3

． 6 ％ ，急需在其他学部

位 ，综合考虑数据的可获取性等因素 ，故选取面上项拓展新的项 目 增长点 。

目 、青年项 目 的相关数据作为参考指标 。 学校方面 ，（ 3 ） 在获资助项 目 的类型上 ， 目 前 主要仍 然以

主要选择福建省 8 所本科高校进行 比较 ，
由 于这些面上项 目 、青年项 目 为主 ， 重点项 目 、杰青项 目 的立

学校办学时间相对较长 ，在科研上有相对较好 的积项数仍然偏少 ，重大项 目 、创新研究群体等具有高显

累 ，基本代表了福建省 的高校基础研究水平 。 统计示度和高影响力 的项 目 类型上立项数仍为空 白

数据表明 （表 4 ）
，
总体上看 ，上述 8 所本科高校获科 （ 4 ） 5 年间面上项 目 资助率有 3 年低于全 国平

学基金项 目 资助水平在 2 0 0 9
—

2 0 1 3 年 间呈逐年上 均资助率 ，说明在面上项 目 申 报质量上仍有较大的

升的态势 。 具体到各个学校 ， 从承担科学基金项 目提升空 丨司 。

能力上由 高到低大致可以 划分成 4 个方 阵 ：第
一

方（ 5 ） 校内各单位之间在科学基金项 目 立项水平

阵为厦 门大学 ， 作为福建省唯
一一所

“
兆 5

”

高校 ，其 上发展极不平衡 、存在较大差距 ， 如化学化工学 院 5

基础研究水平遥遥领先于福建省其他高校 ，每年获年间获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数与经费数分别 占全校项

资助项 目数与经费数都约 占 8 所高校总数的 5 0 ％ ；

目 数和经费数的 3 4
．
 3 ％和 4 2

．
 9 ％ ，而获得资助项数

第二方 阵为福 州 大 学 ， 作为福 建省 唯
所 省 属 排名后 7 名 的单位年均立项数不足 2 项 。

“

2 1 1

”

高校 ，在相关政策的支持及全校上下共同努力科学基金作为地方高校通过竞争获取基础研究
ｙ经＿最重要 、也是最主要的渠道之

－？
，在人才培

三方阵有 4 个学校 ，分别为 ：华侨大学 、 福建农林大 养 、 学科建设 、平 台搭建 、 教学科研 中起 到 了关键 的

学 、福建聽大学和碰酣大学 ；卵个辦为帛
推动細 ，戯賴各校翻職竞争力 的－个重

要指标Ｍ具有重要的作用 。 针对上述在科学基金立

2 现状分析及发展对策项 中存在的不足 ，提出如下发展对策 。

ｓｆ ．
2 0 1 4 年开始 ，科学基金开始实行新 的项 目 申 报

ａ 目 ｉ

雌 ：錢 2料颜＿

ｈ项 目絲浦助 的项 目 申
下不足 ：

表 4 2 0 0 9—ｉ 0 1 3 年福 建省主要高校获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数 量及金额 （
项 目 数 ／经 费数

’

）

单位名称 2 0 0 9 年 2 0 1 0 年 2 0 1 1 年 2 0 1 2 年 2 0 1 3 年合计

厦门 大学1 2 0 ／ 3  6 1 3
． 5 1 7 1 ／ 5  2 1 3 ． 6 2 3 1 ／ 9  5 6 5 ． 9 2 7 3 ／ 1 4  5 6 4

．
5 2 5 9 ／ 1 2  8 7 0 1 0 5 4 ／ 4 5  8 2 7 ． 5

福州大学 3 0 ／ 7 9 8 ． 75 6 ／ 1 6 3 5 7 8 ／ 3  3 2 3 7 1 ／ 3  4 4 2 8 1 ／
3  8 3 0

．
5 3 1 6

／
1 3 0 2 9 ． 2

华侨大学 1 7 ／ 4 6 9 1 8 ／ 4 9 7 3 1 ／ 1  2 9 9 4 4 ／ 1 6 7 0 4 1 ／ 1  6 2 2
．

3 1 5 1
／

5  5 5 7
．

3

福建农林大学 3 3 ／ 9 7 1 3 2 ／ 9 1 0 2 7 ／ 1  1 4 8 3 6 ／ 1  8 2 2 4 7
／

1  8 4 1 1 7 5
／

6 6 9 2

福建师范大学 2 2
／

5 8 9 2 9 ／ 7 6 8 3 2
／

1  2 4 6 4 7
／

2  0 0 0 3 6
／

1 7 1 3 1 6 6
／

6  3 1 6

福建 医科大学 1 5
／

4 2 7 1 7
／

4 3 0 3 9
／

1  6 0 2 4 6 ／ 2  2 2 9 3 5
／

1 8 8 6 1 5 2 ／ 6  5 7 4

福建 中医药 大学 1 0 ／
2 6 3 1 8

／
4 5 5 2 6

／
1  0 1 3 2 8 ／ 1  0 5 9 2 4 ／ 1  1 1 0 1 0 6 ／ 3  9 0 0

集美大学 1
／ 8 9

／
2 5 4 1 7

／
7 6 3 1 5

／ 9 2 8 1 3 ／ 5 3 5 5 5 ／ 2  4 8 0

合计 2 4 8 ／
7  1 3 9 ．

2 3 5 0 ／
1 0  1 6 2

． 6 4 8 1 ／
1 9  9 5 9 ． 9 5 6 0 ／ 2 7 7 1 4 ． 5 5 3 6

／ 2 5  4 0 7 ． 8 2  1 7 5 ／ 9 0  3 8 4

＊ 本表涉及 的相关经 费单位为万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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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人 ，暂停 1 年面上项 目 申请资格 。 可 以说 ，控制项有打造好有影响 力 的 国家级平 台 ， 才能通过平 台集

目 申报规模 ，提高项 目 申 报质量 已 经成为 国家 自 然聚
一

批优秀的 科学家——
“

筑巢引 凤
”

， 进而才有可

科学基金委员会进行项 目 组织 申报 的重要导 向 。 学能实现在大项 目立项上的突破 。

校应该抓住这
一

政策调 整机遇 ，从 以下两个维度提此外 ，福州大学 内 部各单位在科学基金项 目 立

升项 目 申 报质量 ：其
一

，从项 目类型的 维度 ， 紧 紧把项水平上差距较大 ，发展极不平衡 。 对于立项 水平

握两大主要项 目类型 ： 青年项 目和面上项 目 ，在保持较低的单位 ，学校科技主管部应在全面分析其项 目

住青年项 目较 高 申 请质量的 同 时 ，要重点提升面上申请 、 立项等相关数据的基础上 ，会 同对应单位
一起

项 目 的 申报质量 ；
其二 ，从项 目 所涉及学科 的维度 ， 找 出存在的问 题 ， 并有针对性地提 出发展措施 。 而

在医学科学部 、信息科学部 、 工程与材料科学部的资立项水平较好 的单位也应发挥 自 身的 优势 ，传授 自

助率相对较低 ，要 重点提升上述 3 个学部所涉学科身在项 目 组织策划 中 的好经 验 、好做法 ， 实现共 同

的项 目 申报质量 。发展 。

从上述两个维度考虑 ， 具体可以采取如下提升 3

部
福州 大学聽

—肌 3 年科学基金项 因 获
好的 ａ 目 申 请书在在不是在 ； 目 申报 Ａｏ 发布之后

的仓促准备 ，而应该是项 目 申 请者提前几个月 甚至
ｅＳ＾ｔ ，亮点 ， 又存

一些不足之处 。 只 要不断加强组织策

组织策划意识 ，在项 目 申请材料的撰写过程中 ’学校
＝取得进步 ，从而助推学校基础研究水平的不断发展 ，

应有计划 地组织有经 验的专 家对项 目 材料进行修 ｒ ．

改 、润色 ，在项 目 申 请者完成项 目 申 请书 的 撰写之
能力■助力 。

后 ’Ｍ充分Ｍｌ 院
本文 的研究工作得到福 州 大 学科技发展基金

院 、后学校的模式对 申请书进行形式审查 ’避免因形
：项 目 （项 目 编 号＾ＫＺ 2 3 ） 和福建省科协科技

式审查不符Ｗ龍娜的麵⑷
。

絲库—減 目 共 同 资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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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重点提升项 目立项内 涵

在当前福州大学获科学基金资助的项 目 中 ，面参 考 文 献

上项 目 、青年项 目 仍是主体 ， 高显 ；＾ 度 、 高影 响力 的⑴ 福州 大学 简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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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偏少 。 对此 ，应该加强顶层设计 ，在以下两个方 1 6 ． Ｓ ｈｔｍｌ
（ 2 Ｑ 1 4 ／ 7 ／ 1 9 ）

．

面进行组织策划 ：其
一

是结合 福州 大学 自 身 的学科［ 2 ］

Ｊ ＾ｒ ｒｒ

科学研究能力的重要性 ． 中酣学基金 ， 2 0 1 3 ， 2 7 （ 3 ）
 ： 1 7 3 ．

优势以及 国家优先发展的战略领域 ，在校 内遴选 、 培［ 3 ］ａ敏 慧 ， 王剣 ， 王海兰 ． 宁静致远＋ 涵养资源 ＋重点突破＋

育项 目群和科技团 队 ， 对于人选的项 目 和科技团 队ｍｍｍ—以 暨南 大学 国 家 自 然科学基金项 目 管理为例 －

在经费 、人才引进等相关政策上给予重点倾斜 ；其一
［ 4 ］ 邱启荣． 新限项申 请政 策下进 一 步推进地方 高校科 学基金

是强化 国家级平 台建设 ，在 当前科技发展强调大交精细化管理初探—— 以福州大学为例 ． 中 国科学基金 ，
2 0 1 4

，

叉 、大融合的背景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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