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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创新群体培育评价的

创新研究群体基金资助成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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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从资 助模式调 整 与 完善 的 历 程 ， 资助 数量 与 强度 的 发展 趋 势 ， 资助 项 目 的 分布 等 方 面 ，

宏观 分析 了 创 新研 究群体基金建设 的 发 展现状 。 从科研产 出 成 果 、 学术 领 军人 才 、 创新 合作 网 络 三

个 维度 ，对 国 家创新研究群体 的 培 育水平 和资 助成效进行 了 指 标评 价 。 最 后 ，对进一步 建设发 展 创

新研 究 群体基金 ， 更好地 培育 创 新研 究群体提 出 了 思 考 与讨论 。

［关键词 ］ 创新研究群体基金 ；创新群体培育 ；科研合作网络 ；资助绩效评价

在现代科技迅猛发展 的背景下 ， 由 于多学科交国学术界影响力最大 、竞争最激烈 的人才资助计划

叉 、渗透和综合 的 日 益增强 ， 投资经 费和实验设备系列项 目 。 由 该项 目 资助的许多研究群体在多个学

要求的加大 ， 以及研究 目 标 的 整体 性 、规划性 和系科领域都取得 了突破进展 ，提升 了我 国在 国际科研

统性 的管理需求提升 ，基于单独个体的科学研究活前沿领域的影响 。

动受到了很 大的 发展局 限 。 据哈里特 ？ 朱克曼 的目前已有不少专家学者针对科技创新群体 的发

统计分析 ，在诺 贝 尔奖设立 的第
一

个 2 5 年中 ，基于展规律 、评价体系 以及建设成效展开 了研究 。 例如 ，

科研合作而获奖者 占全部 获奖者 的 4 1 ％
； 在第二赵醒春等研究 了科技创新群体创新 能力 的 影 响 因

个 2 5 年中 ， 这一 比例提升 到 了 6 5 ％； 而 在第三个素 ［ 2 ］

；张宝生等研究 了技术基础科学领域科技创新

2 5 年 中 ，该比例更是达到 了 7 9 ％
［

】

］

。 这 个结果充群体的考核 、评价指标 ， 以及科技创新团队的协同创

分证实 了 资源共享 、 知识互 补 、协 同创新 、 整 合科新效应等
？

。 但关于创新研究群体的大多数研究 目

技创新资源 已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 普遍现象 和必前还主要集 中于介绍某
一

高校创新研究群体 的整体

然要求 。 因此 ， 我 国 在实 施
‘‘

创新型 国 家
”

的 发展资助情况及其建设成效 ，如针对北京大学
ｗ

、清华大

战略 中 已将科技创新群体建设列 为重要 目 标 和关学的创新研究群体建设分析
［ 5 ］

； 或某
一具体创新研

键任务 。究群体 的人才培养 、学术成果 、 团 队建设等 ，如介绍

基于这样的发展趋势 ， 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委员东北大学以柴天佑院士为学术带头人的创新研究群

会 （ 以下简称
“

基金委
”
） 、教育部 、原国 防科工委等部体

？
， 以杜勇 教授为学术带头人的

“

特种粉末冶金材

门陆续制定资助政策并投入大量经费 ， 提 出 了 系列料应用基础研究
”

创新研究群体等
［

7
］

。 此外 ，也有少

的科技创新 团队和创新研究群体建设计划 。 其 中 自量研究基于文献计量进行了创新研究群体的资助绩

2 0 0 0 年始 ，基金委开设了创新研究 群体科学基金 ，效分析 ，如杨芳娟分析 了数理科学部创新研究群体

旨在支持优秀 中青年科学家为学术带头人和研究骨的资助绩效
［

8
］

，张垒等对创新研究群 体基金 的资助

干 ，共同 围绕一个重要研究方向合作开展创新研究 ，数量 、资金投入 、区域分布 、研究机构 ， 以及区域分布

培养和造就在国际科学前沿 占有
一

席之地的研究群基尼系 数等进行了计量分析
ｗ

。

体 。 经过十余年 的发展 ， 该科研基金 项 目 已成 为我由 于创新研究群体的发展与研究个体的培育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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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0中 国 科 学 基 金 2 0 1 5 年

及研究机构的建设既有 区别又有联 系 ， 对其培育成度 。 自 2 0 0 0 年到 2 0 0 5 年 ， 创新研究群体科学 基金

效的评价和分析应是多个层面和 多个维度的 。 因此计划每年资 助群体 2 0 个左右 ， 资助经费 3 6 0 万元 ／

本文拟从微观和宏观的层面来分析创新研究群体基项 ，数学和管理科学 2 4 0 万元 ／项 。 自 2 0 0 6 年起 ，基

金的建设现状 ，从创新群体的人才高度 、影 响深度 、 金委将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计划资助的群体数量

合作广度等三个维度来设立创新研究群体的培育评增加为每年 3 0 个左右 ， 资助经费调整为 5 0 0 万元／

价指标 ，多维地评价创新研究群体基金的资助成效 。 项 ，数学和管 理科学 3 5 0 万元 ／项 。 继 而 ， 为进一步

最后 ，本文将对如何进一步建设发展创新研究群体发挥创新研究 群体基金的 导 向作用 、提升整体创新

基金 ，更好地培育创新研究群体提 出思考与讨论 。能力 ，基金委还提出 了
“

十一五
”

期 间 ，创新群体计划

2 钿新碰奋趙彼甚仝的建沿？牯新启 动 1 0 0 个左右 ， 同时通过 3 ＋  3 或 3
＋ 

3 ＋ 3 的模

式对约 1 8 0 个群体给予延续资助的发展规划 。

“

十

2
．

1 资助模式的调整与完 善二五
”

期 间 ，创 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 的 资助经费 自

为稳定地支持基础科学 的前沿研究 ，培养和造 2 0 1 1 年调整为 6 0 0 万元 ／项 ，数 学和管理科 学 4 2 0

就具有创新能力 的人才和群体 ， 国 家 自 然科学基金万元 ／项 。

委员会于 2 0 0 0 年开始试点设立创新研究群体科学现阶段 ，创新研究群体基金的建设已渐趋成熟 ，

基金 ，并于 2 0 0 1 年 出 台 《 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基金委进
一

步通过优化评审流程 ，简化 中期检查环

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试行办法 》
。 试行 办法规定节不断完善 了资助管理模式 。 因 此 ， 2 0 1 4 年 ， 基金

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资助国 内 以优秀科学家为学委对其资助模式进行了较大调整 ，创新研究群体项

术带头人 、 中青年科学家为骨干 的研究群体 ， 围绕某目 资助期限改为 6 年 ， 由 3 ＋ 3 ＋  3 模式改为 6 ＋  3 模

一重要研究方向在国 内进行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式 ，资助经费达到 1 2 0 0 万元 ／项 ， 数学 和管理科学

究 。 参加评审 和遴选的候选创新研究群体由 相关部 8 4 0 万元 ／项 。 并 不再实行创新研究群体项 目 部 门

委及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科学部推荐产生 ，不推荐 申请方式 ， 改为 申 请人通过依托单位直接 向 基

受理 自 由 申请 。金委提出 申请 ， 当年全国共受理申 请 2 6 2 项 ，批准资

创新研究群体基金由 基金委负责组织同行评议助 3 8 个创新群体 。

和专业评审组评审 ，并在同行评议 的基础上 ， 以分配总的看来 ，基金委通过延长创新研究群体基金

指标 1 3 0 ％ 以上的 比例 ，确定部分群体到专业 评审的资助年限 ，提高资助强度 ，不断调整和完善资助模

组会议答辩 ， 确定候选群体名 单 。 然后再 由 多学科式 ，为创新研究群体营造了宽松的科研环境 ，使之可

交叉 的专家组成实地考核小组 ， 到候选群体所在单以 围绕某
一重要研究方 向进行深人研究 ， 巳初步形

位进行考核 。 最终 由基金委委务会议根据评审程序成了符合基础研究 发展规律 、人才成长规律和 管理

确定研究群体资助对象 。创新规律的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资助模式 。

在创新研究群体基金的试点期 ，基金委对其资 2 ． 2 资助数量与资助 强度 的发展趋势

助管理模式的探索 ，主要是针对基础研究周期长 、风根据 2 0 0 0 年至 2 0 1 4 年的 《 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

险大 、厚积薄发 、探索性强 、进展难 以预测等特点 ，确委员会年度报告 》
［ 1

° ］ 及科学基金共享服务网 的资助

定了创新群体基金延续资助 的管理模式 。
2 0 0 2 年 ， 项 目 检索信息 ， 自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设立 以来 ，

基金委针对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的试点进行了专每年新资助项 目 数从 1 5 个 已增加 至 3 8 个 ，每年总

题现场调研工作 ， 并将资助模式调整为 ：
2 0 0 2 年 以资助强度也从最初 的 5 2 8 0 万元增加至 4 4  5 2 0 万元 。

前批准的项 目 资助年限为 6 年 ，从 2 0 0 3 年开始项 目由 图 1 可见 ，
2 0 0 0 年至 2 0 1 4 年 ，创新研究群体科学

资助期限为 3 年一 期 ，
3 年期满后 通过评 审择优进基金的新启 动项 目数呈平稳增加趋势 ， 而资助强度

行延续资助 。 自 此形成了候选群体产生 、立项评审 、呈波动性大幅增加趋 势 ， 特别是在 2 0 0 6 年和 2 0 1 1

过程管理 、延续资助等 四个阶段 的创新群体基金管年均 有 较 大 幅度 的 增 加 （ 涨 幅 分 别 为 2 0 0 ％ 和

理模式 。 1 7 0 ％ ） ，主要 由于这两个时期调整 了资助模式 ， 加大

在创新研究群体基金 的发展期 ，资助模式 的调了延续资助的力度 。

整重点是 逐步扩大其资助规模并稳步提高资助 强



第 2 期余谦 等 ： 基于创新群体培育评价 的创新研究群 体基金资助成效分析 1 0 1

7 0

卩
＂

Ｉ



5 0  0 0 0

一

關 3 6  9 0 0
＿

4 4  5 2 0ｆｔｎｎ

Ｏ当年新启动项数＿驗Ｉ＊
－ 4 5 0 0 0

6 0■

当年资助总强度＿＿


險
3＿ｍ 6 。

－

4＿

5 0■

關｜ 2 4ＩＩ｜ 

3 8
－ 3 5 0 0 0

广Ｉ
7

！＼ｆｆ ｉ 3 ° °

、

ｉ ｏ ． 1 1ｉ

ｎ
：：

ｉ

2 0． 6 9 6 0  7 0 8 0

片
0
 7  0 8 0＾、一 ？一ｊ 3 8

＇ 1 5隱

5  2 8 0ｆ＾＾……

ｎＪ 2 2
2 9

 2 8 2 8 2 9
3  0 3 0 2 9－ 1 0  0 0 0

1 0－

乂
奢一？

一？一耆
一＿ 1 1 2 8

＾ 2 0 2 0 2 1 2 0 2 2■ 5  0 0 0

0￣—Ｌ＿

ｉ＿

Ｌ
＿Ｊ＿ ＩＩＩ



Ｌ ＿

ｉ



Ｉ＿

＿＿

＿Ｉ＿

＿

＿＿Ｉ

Ｌ ＿

ｉ



Ｉ







Ｉ

＿

—＿Ｉ＿—＿Ｉ＿

＿ ＿＿

Ｉ

＿

—

＿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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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0
1

32 0 1
4

年份

图 1 2 0 0 0 年至 2 0 1 4 年创 新研 究 群体科学基金的 资助 数 量与强度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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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 0 0 0 年至 2 0 1 4 年 创新研 究群体科学基金 的 学科分 布状 况

同时根据资料数据可得 ， 各地 区的创新研究群 2 0 1 0 年至 2 0 1 4 年 ， 创新研究群体基金分数理

体科学基金的资助数量 比较稳定 ， 上 海每 年获资助科学 、化学科学 、 生命科学 、地球科学 、工程与材料科

项数为 2
—

5 项 ，最多 一年 出 现 7 项 ， 其他地 区每 年学 、信息科学 、管理科学和 医学科学八个综合学科大

获资助 1 

一

2 项 ，少有年份 出现 3 项 。 但北京 的科研类进行了资助 。 资助分布 如 图 2 所示 ， 从资助数量

院所机构 获资助 的 数量远 多于其 他地 区 ， 而 且 在来看 ，生命科学学部获资助项 目 数量最多 ， 为 7 6 项 ，

2 0 0 0
—

2 0 0 2 年 及 2 0 1 2
—

2 0 1 4 年 均 出 现 了 大 幅 增占 总数的 2 0 ％ ； 数理科学和工程与材料科学学部其

长 ，其 中 2 0 0 2 年 1 3 项 为 2 0 0 0 年 4 项 的约 3 倍 ，次 ，均 为 6 1 项 ，均 占 总数 的 1 6 ％
； 地球科学学部为

2 0 1 4 年 的 1 8 项为 2 0 1 2 年 1 1 项的约 1 ． 5 倍 。 按学 5 5 项 ， 占 总数 的 1 5 ％ ；化学科学学部为 4 6 项 ， 占总

部来看 ， 除工程与材料科学学部达到较高 的 7 项 ，管数量 的 1 2 ％ ； 其次 是信息科 学学 部 ， 项 目 数为 4 1

理科学学部稳定在 1 项左右 ，其他学部每年受资 助项 ， 占 总数的 1 1 ％ ； 医 学学部项 目 数 为 2 4 项 ， 占 总

项 目 数量 较 为 平 稳 ， 每 年 大概 为 3 项左 右 ， 波 动数 的 6 ％
；管理科学学部 占 比最低 ，项 目 数为 1 4 项 ，

不大 。占 总数的 4 ％ 。 其 中 ， 由 于 医学科学部成立于 2 0 0 9

2 ． 3 资助项 目 的 分布状况年 ， 自 2 0 1 0 年起才开始资 助 项 目 ，而在这之前 医学

我们还 可进一步从受 资 助项 目 的所属 学科 、 所领域的项 目 是 由原生命科学部所设 立 的 ， 也许 这是

处 区域 、
依托机构来 了解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项为何生命科学领域群体项 目 最多 ， 而 医学学部 资助

目 建设的分布状况 ：项 目偏少的重要原 因 。

（ 1 ） 创新研究群体基金项 目按学科的分布状况从资助强度来看 ， 生命科学学部 、工程与材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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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 0 0 0 年至 2 0 1 4 年 创 新研究群体 科学基金 的地 区分布状况

学学部获得资助金额均为 约 6 亿元 ， 数理 、 化学 、 地别为 9 项 、
9 项和 7 项 ， 获资 助总额分别为 8 9 3 0 万

球和信息等学部获得资助金额均为 约 5 亿元 。 管理元 、
7 7 4 0 万元 和 5 5 7 0 万元 。

以 上分 布与我 国科研

与 医学学部相较 于其余五个学科而言 ， 获资助金额院所的创新能力 排名 吻合 ， 基本反应 了 高水平研究

较少 ，分别为 9 2 2 0 万元 、
2 4 6 3 0 万元 ，仅占 比 2 ． 6 7 ％者的分布情况 。

和 7 1 2 ％

总的来说 ，创新研究群体基金在学科 间 的分布
3 创新研丸群体 的培育评价指标及分析

较为平均 ，但对基础学科研究资助更为偏重
一些 ，这创新研究群体是为 实现共同学术研究 目 标 ， 由

也符合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的设立初衷 。相互协作的科研人力 资源及其相互关 系 组成 的
一

（ 2 ） 创新研究群体基金项 目按地区的分布状况个战略集成 的正式组 织 。
而设立创新研究 群体 的

自 2 0 0 0 年实施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 以来 ，共根本 目 标是建设立足前沿领域 ， 围绕各类重大基础

有约 3 8 0 个创新研究群体获得资助 ，分布在 2 2 个省科学 问题 ，开展协作 创新 的核心研究 队 伍 。 因此 ，

市 ， 如图 3 所示 。 获 资助数量前十 的地区依次为 北评价创新研究群体 的培育成效 ，取决于创新群体是

京 、上海 、江苏 、湖 北 、安徽 、 陕西 、辽宁 、 甘肃 、 四 川和否 围绕某
一

重要研究方 向 形成高水 平的 标志性科

山 东 ，其中北京获 资助 1 6 6 项 ， 占 总数 的 4 3 ． 6 8 ％
，研成果 ，是否培养 出 具有 国 际 国 内影 响力 的学术领

资助 总金额达到 1 5 亿以上 ；上海获资助 4 8 项 ， 占总军人才 ，是否构建了 一个资源 共享 、 协同 创新的 科

数的 1 2
．
 6 3 ％ ， 资助总金额达 到 约 4

．
 5 亿 。 说 明创研合作平 台 。

本文 以下将从科研产 出 成果 、学术领

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 主要集 聚 在北京 和上海 ，客观军人才 、创新合作 网络三个维度来构建培育评价指

上是 因 为北京和上海 的高校科研院所在数量和 水平标 ，分 析我 国 创 新 研 究 群 体 的 培 育 水 平 和 资 助

上远领先于其他地 区 ，但是从 长期而言这种不均衡成效 。

很不利于创新体系 的构建 ，需要通过逐渐调整资 助 3 ． 1 科研产 出 成果 的培育指标分析

分布 ，提升其他地 区的科研水平和研究群体的质量 。科学研究的投人产 出 是一个复杂 的系 统 ， 不能

（ 3 ） 创新研究群体基金项 目按机构的分布状况用单
一

的指标衡量 ，科研绩效主要表现在科研成果

2 0 0 0 年以来 ， 在创新研究群体基金 的候 选群体总量 、科研成果的影响 、科研投入产 出 比等方面 。 因

中 ，共有 1 3 7 个机构受 到 了资助 。 获资助数量前五此 ，我们分别从 以 上三个指标来分析创新研究群体

的机构分别为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 、 中 国科学技术大基金的科研产 出 成果的培育成效 。

学 、 上海交通大学和南京大学 。 其中 ，北京大学获资（ 1 ） 科研成果的总量

助数量最 多 ， 为 3 1 项 ， 对应 的获资助 总 额为 2 8  7 8 5根据科学基金共享服务 网 的结题项 目 检索的数

万元 ； 清华大学其次 ， 获资助数量为 1 9 项 ， 资助 总额据 ，创新研 究群体 科学基 金截止 2 0 1 4 年底 ， 共有

为 1 7  4 4 5 万元 ； 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第三 ， 数量为 1 3 2 0 0 0 年至 2 0 1 0 年批准 的 2 9 1 项项 目 已 经结题 ，结

项 ， 资助总额为 1 2  2 6 5 万元 。 在研究机构 中 ， 中 国科题项 目 共资助 4 3  5 9 5 万元 ，共发表期 刊论文 3 0  4 3 2

学院物理研究所 、 中 国 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和 中 国科篇 ，发表会议论文 4 5 3 4 篇 ， 出版著作 3 5 2 本 ， 获得国

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 院列前三 ， 获资助数量分家科技进步奖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等奖励共 7 9 9 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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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科研成果的影响 （ 3 ） 资助投入产出效率

如果通过考察论文被引 频率作为学术影响 的代由 于基金资 助共产生 四类成果产 出
， 故 适用

表因子 ， 我们 可 以 通过创 新研 究群体基金 资助 的ＤＥＡ 方法分析其产出效率 。 为避免传统 ＤＥＡ 方法

ＳＣＩ论文发表数和被引用次数来考评 。 根据 Ｗｅｂｏｆ的权重分配依赖性缺 陷 ，本文采用基于交叉评价机

Ｓｃ ｉｅｎｃｅ 中检索的 创新研究群体基金资 助的 ＳＣＩ 论制的 ＤＥＡ 模型来计算其产出效率评分 ［
1 1

］

。 分学部

文数以及引 文数，可 以看出 自 2 0 0 8 年到 2 0 1 4 年 ，论的资助 投 入 与成 果产 出 以 及效率得分 和 排序 见

文数以及被引 数均呈现 出稳定 增长 趋势 ，
ＳＣＩ 论文表 1

。

共 4 3 1 8 篇 ，被引频次总计 3 0  1 0 3 次 ，每项平均引用由排序可见 ，创新研究群 体基金在工程与材料

次数为 6 ． 9 7
．
ＳＣＩ 高因 子 （ ｈ

－

ｉｎｄｅＸ ） 为 6 0 。 相对 于科学学部的资助效率最高 ，其各类成果数量都处于

2 0 0 8 年 的 8 3 篇论文成 果 ，
2 0 1 4 年 的论文数量达到领先 ；其次是管理科学学部 ，虽然资助数量与资助额

了 1 2 3 0 篇 ， 可以说论文成果 增长 了近 1 5 倍 ，
2 0 1 4度都较少 ，但成果产出相对较高 ；生命科学学部 目前

年论文引用次数是 2 0 1 1 年的 4 倍之多 ，
基金项 目 成的资助效率较低 ，可能主要是 由 于该学科 的研究对

果产生 的学术影响呈逐年增加的态势 。实验经费需求较多造成 的 。

1 2 3 0

1 2  0 0 0 
■－

 1 2 0 0

1  0 9 0

＾
／

1 0 
0 0 0 

－／－

1  0 0 0

8  0 0 0 
？ 7 7 5

ｙ－

 8 0 0

義ｇ

堪
6 

0 0 0 
？／ 1 2  0 7 8

－

 6 0 0 笨

5 1 0／

4
 0 0 0 

－

 3 2 8

8 4 2 0－

 4 0 0

／｜ ｜ 5 0 2 2

2  0 0 0 
－／－

 2 0 0

8＾ ｜

——

｜
2 8 7 4

？
 1 3 4 5

Ｑ
 2 Ｉ 3 ＾ 7 Ｉ

Ｉ

1 1ＩＩ

Ｑ

2 0 0 8 2 0 0 9 2 0 1 0 2 0 1 1 2 0 1 2 2 0 1 3 2 0 1 4

年份

图 4 2 0 0 8 年至 2 0 1 4 年创新研究群体基金资助 ＳＣＩ论文数及 被引频次

表 1 2 0 1 4 年各学部已结题创新研究群体基金的资助 投入与成果产 出

， 1资助投人成果产出
“

^
资助额 （万元 ） 项 目数 （个 ） 期刊论文 （篇 ） 会议论文 （篇 ） 著作 （部 ）奖励 （项 ）

数理 1 7 1 3 03 6 3  7 2 0 3 9 3 3 4 5 2 0
．

4 9 5

化学 2 2


5 4 04 47  0 3 6 3 9 35 91 0 5 0
．

7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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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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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材 2 4  4 5 0 4 86  5 6 8 9 6 4 7 0 2 8 5 0
．

8 2 1

信息 2 1  5 2 0 4 3 3  9 4 1 1  8 7 5 7 01 5 0 0
． 6 7 4

管理 3  4 2 5 1 0 1  2 4 2 3 9 1 4 9 1 5 0
．

8 1 2

医学 7
 8 0 0 1 4 9 6 3 8 2 1 3 3 4 0

．
3 8 7



1 0 4中 国 科 学 基 金 2 0 1 5 年

3 ． 2 学术领军人 才的培育指标分析对网 络规模 、 网络密度 、节点平均度 、 特征路径长度

培养能在重要科学领域的世界前沿 占 有
一

席之以及 聚 类 系 数 等 拓 扑 特 征 指 标 进 行 网 络 特 征

地 ， 以及能为解决 国家经济科技发展 中 的关键 问题

的领军人才也是设立创新研究群体基金 的重 要 目为 获得较充分的数据量 ，本文选取 ＣＮＫ Ｉ 中 国

标 。 创新研究群体基金设立 1 5 年来 ， 在人才培育 的 知 网数据库为数据来源 ， 以
“

支持基金
”

为
“

创新研究

指标上同样表现出 优异成绩 。群体基金
”

作为 检索条件 ， 时 间 范 围设 定为 2 0 0 0
—

根据基金委的统计数据 ， 创 新研 究群体 的学术 2 0 1 4 年 （覆盖 1 5 年的数据 ） ，共检索 出 5 9 5 5 条原始

带头人获该基金资助时 的平均年龄为 4 5
．
 7 4 岁 ，其记录 。 应用 Ｎ ｏｔｅＥｘｐ ｒｅ ｓｓ 软件进行题 录信息 导 出 ，

中 1 9 9 人为 杰 出 青 年科学 基 金资助 者 ， 占 总 数 的并进行人工剔除 不相关 、
重复和文档损坏文献等数

8 8
．

4 4 ％ 。 在第
一批创新研究群体基金设立 3 年后 ，

据预 处理后 ， 最终保 留 有 效文献 5 3 4 5 篇 。 再通 过

到 2 0 1 0 年 ，共有 3 8 位创新群体的 学术带头人 当选Ｅｘｃｅ ｌＶＢＡ 编程技术 提取 出 文献作者 的机构名称 ’

为 中 国 科学 院 院 士 ， 6 位 当 选为 中 国 工程 院 院士 。对机构二级单位名称进行删 除 （ 中 国科学院 和 中 国

另外 ，据科学基金共享服务 网 的统计 ， 创新研究群体 社科院下属二级单位名称保 留 ）
， 得到共计 5 1 9 条不

基金于 2 0 0 0
—

2 0 1 0 年获批 的 已结题项 目 所获得的重复科研机构名称 。 最后 ， 以 论文合作 发表 作 为科

资助或奖励 中包含
“

国家杰出 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
”

1 3研合作 网络 中研究 机构 间 的连接边 ，共计得到 5 1 9

项 ，

“

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
”

3 项 。 其 中 清 华大个节 点 间 的 1 5 6 0 条边 （ 包含重复连接 ） 。 由 社会 网

学 的
“

微／纳米尺度 力学与 智 能材料的 力 学
”

创 新研络分析软件 Ｇ ｅｐｈ ｉ 可 以得 到 由 创 新研究 群体基金

究群体分别获得
“

国 家杰 出 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
”

 2资 助论文形成 的科研合作 网 络如下 图 。 网络 图谱

项 ，

“

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
”

 1 项 。中 的节点越大 ，表示 与其 合作的 研究机构越 多 ， 连

此外 ， 至创新研究群体基金项 目 创设 以来 ，

一 线越粗表示节点 间 的合作 次数越 多 。 由 图可见呈

批有学术影响 的学术骨干涌 现 出 来 ， 带动 了 创 新群中 心边缘结构 ， 中心 节点 为群体依托单位 ，最 大连

体的发展 ，并促 进 了 不 同 学科 的交叉融合 、 协 同创通 图 占 整个 网 络的 8 2 ％ ， 说 明 机构 间存 在较为 广

新 。 若以 在 ＷｅｂｏｆＳｃｉ ｅｎ ｃｅ 数据库检索 由 创新研究泛的交流 与 合作 ，
且 合作 次数 随着 时 间推 移正在

群体基金资助 的 ＳＣＩ 论文数量及其引 用率来衡量＠ 力 1 1 。

学术影响 ， 则截至 2 0 1 4 年 1 2 月 3 1 日 ，发表 ＳＣＩ 论．

．

文排名 前十 的作者共发表 了 8 0 0 篇 ， 占 到 了 创 新研
？

．


ｔ
／／

＇

／； ．

究群体基金资助发表 ＳＣＩ 论 文总 数 的 2 6
．9 8 ％ ；其，

‘

？

中排第一的作者 陈洪渊共发表论文 ｉ ｉ 5 篇 ， 占到 了． ？
‘

彳 1
ｖ

创 新研究群体基金资助 ＳＣＩ 论文 总 数的 3 ． 8 7 9 ％ ，

；
－

Ｃ

＇

－
－

且总 引 用 次 数 达 1 8 8 5 次 ， 平 均 被 引 频 次 达 到
＇

？
？

．

？

．

1 6
．

3 9 。 可 以 看 到 基 金 项 目 在学术 骨干 的 培 育 上
．

成果较 为显著 ， 已 经呈现 了学术骨干 引领创新群体
‘

＂

‘
＇

？
＂

发展 的趋势 。

？
1

3 ． 3 创新合作 网 络 的培育指标分 析
＊

？

－

为评价创新研究群体基金建设对创新合作 的培，

育成效 ，我们将分别从创新研究群体基金 资助形成Ｖ
．

－ｔ／

‘

ｉ）＜
ｊ

1 ？

的科研合作 网络的整体网络特征和样本团 队的合作；

‘

＊
．

演化来分析其培育情况 。
ｔ

－

首先 ，我们以刘凤朝等 2 0 1 3 年论文 中所研究的”
＂

基于 9 7 3 计划项 目 资助 的科研合作 网络为参照 ， 针图 5 创新研究群体基金 资 助 论文 形成 的 科研合作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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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9 7 3 计划 与创新研究群体基金形成的其次 ， 我们选取创 新研究 群体基金 的样 本 ，通



科＿乍＿＿旨标
过其群体成员 科研合作 网络 的演化 ， 来分析群体成

网络 联结 网络 网 络 节点 特征路 聚类员项 目 立项前后合作发表论文 的变化情况 ，考察群



规胃 嫌 通 賴 ￥聰秘￥紐体项 目 是否加深扩展 了合作行为 。 为 此 ， 我们选取
9 7 3 ｉ＋ Ｊ^了 2 0 0 7

—

2 0 0 9 年获 得创 新研 究群 体基 金首 次资
形成 的科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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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 5 3 0

．
2 7

研合作 网助 ， 在 2 0 1 0
—

2 0 1 2 获 得延续 资 助 的 ， 中 国 科 学 院

力学研究所樊菁为学术带头人的 《 空天飞行器高温

形成的 科 5 1 95  3 4 5 1  5 6 0 0
．
 0 0 9 3

．

0 3
．

9 0 5 0
．

4 1 7气体流动研究 》项 目 作 为样本来展开分析 。 因 为是

在创新研究群体基金 资助模式 基本稳定 以后完整

“ 古 。
经历 了资助 ，延续 资 助 和 结题 的项 目 团 队 ， 且研究

由 表 2 的指标对 比可知 ， 创新研究群体形成的儿＋
士 、

工 人 人 仏 ？

工 、
丨 ｒｒ

ｒ 八 ｆ 门 门 处
— 上 市 ＆ 由 ｒｔ＝

， ｕ成果较为 丰富 ，适合展现科研合作 网络的演化 。 根
科研合作 网 网络密度 、节点平均度 、特征路径长度 以

ｗ ｍ ＆ ｍ ｒ
ｒ
ｒ
— ＋ｎ ＋ｗ

ｔ
Ｍ ：ｆ 、

丨据科学基金共孚服务 网 已 结题 项 目 的检索结 果可
及聚类系数均 与其类似 ， 说明 我 国研究机构间 的科如 廿 电主《 力 丨

、八 士

ｒｒｒ 八 … —也 — Ｍ ＋ —让 此 ａ＾知 ， 该项 目 首期获 5 0 0 万资助 ， 共发表期 刊论 文 6 6

日
篇 ，会议论文 7 7 篇 ， 延续资 助 又获 4 5 0 万资助 ，共

发表期 刊论文 6 8 篇 ， 会议论文 7 篇 。 我们根据 以
ｉ

上研究成果 的 数据 ， 以 团 队 成 员 及其 合作 者为节
同时 ，创新研究群体形 成的科研合作 网仍有 以上 ｗ＋、‘

点 ， 以共 同发表的 科研论文为 连接边 ，绘制 了 该项
下 区别 ：

＝ 、 化 ＋
－

曰
一

？

甘 八於 士  ｌＶ＾ 丨

目 群体成员 在获资 助前 3 年 ， 首期 资助期 间 ， 以及
（ 1 ） 指标显不创新研丸群体基金形成的科研合ｍ ｎＪ＿ｗｎ士ａｒｒｒｗ 士Ａｆ

ｌ 人 ｎ ｉ

ｔｆ
ｔ，＆ｍ

… ＾延续资助期 间 发表科研论 文 的 合作 网络 图谱 如 图
作 网规模小于 9 7 3 计划资助 形成 的科研合作 网络 ，

助

：
度

＝＝＝ ：合作 网络演化 图可直观地看 出 ，合作 网络在

』二：ｎ工＾二

‘

！
二賴创新群体基金资助前后有 明显 的规模增加 和合

了 4Ｔ杯断密集的趋势 。 从表 3 的指标对 比 可更清賴

Ｏ＾看到 ，该项 目 群体成员 形成的科研合作 网 ， 在获创新
（ 2 ） 创新研兄群体基金形成的科研合作 网 的 网

：：＿ｒｒ＝ 研究群体基金资助前后 ， 网络规模变大 ， 网络边数显
络密度 为 0

．
 0 0 9

， 大于 9 7 3 计划 形成的 科研 合作 网— 、

Ｍ ｎｎ Ｚｉ ｌ ＜ｃｒ 7
；
Ｔｒ ？ｗ ？

＿

4 八 仏 ？ 产 庙 亡 丁 ＋Ｃ
Ｊ

＿ ｖ＿

．？？ ｌ ｎ著增加 ，说明创新研究群体对合作 的广度有正相关
的 网络密度 0 ． 0 0 1 3 ， 聚类系数也大于 9

＂

7 3 计划 形成^

ｎ的影响 ； 聚类系 数增高 ，节点平均度增大 ， 特征路径
的科研合作 网 ，说明 网络 中 的合作关系更为密切 ，

网

Ｚ ＩＺｌＺＪＪｌＪ 1长度变短 ，说 明该群体成员 形成的科研合作 网络 中
络 中具有核心地位的节点更加集 中 。

八 八＋日 ｚｎ 丨 ^

＾＾＾ｒｒ ｒ／Ａ
－

ｍ合作更为密切 ，合作程度得到了加深 ；其 中 网络密度
（ 3 ） 创新 研允群体基 金形成 的 科研合 作 网ｋ－ｒ

－

ｍ ｉＡ， －ｌ
－ ｎＪ－ｔｔ ＡＡ＋＾－

 3 1，ｋ＋，
－

Ｔ
－

ｎ ｉｂ＾^

叶 ＾ 出工 丫
？

？ｎＲ略降 低 ，是 由 于 网络规模的 扩张快 于 网络边数 的增
征路径长度大于 9 7 3 计划形成 的科研合作 网 ， 说明Ｄ＾ ，

－
ｉ^

， ｒｒｒ 八 ｆ力口 ，这是 由 于科研合作 的成果出 现需要较长时 间 ， 短
小世界网 络特征 尚 不 如 9 7 3 计 划形成 的科研合作＋

期 内不可能快速增加 。

网显著 ， 网 络 间 合作可 能还较 依赖 于核心 节点 的

关联 。

＿＿義
2 0 0 4
￣

2 0 0 6年 2 0 0 7
—

2 0 0 9年 2 0 1 2
—

2 0 1 0 年

图 6 创 新研 究群体基 金 团队 科研合作网 络的 演化过程



1 0 6中 国 科 学 基 金 2 0 1 5 年

表 3 创新研究群体基金资助前后当下科学进步与发展的主要动力在于不 同学科



群体成员合作 网络 的拓扑指标


间的融合与协 同 ， 越来越多 的科技创新 与 突破诞生

？
＾￣

网络 网络 网络 节 点 特征路 聚类于交叉学科或是边缘学科 ，这要求我们增强不 同学



＿ 〒職姊ｇｍ科间的融合与协 同创新 ， 也为创新研究群体基金项
2 0 0 4

－

2 0 0 6 ＾ 1 0 0 1 9 6 0 ． 0 4 3 ． 9 2 2
．

7 5 5 0
．

7 1 8

目 的深人发展指 明 了方 向 。 目 前 ， 国 内部分创新研
2 0 0 7

－

2 0 0 9 ＾ 1 4 0 2 3 8 0
．

0 2 4 3
．

4 2
． 6 6 5 0

．
7 7 9

究群体 已经打破 了传统的学部和学科 领域瞧制 ，

讓－

2鹏 2 2 0 4 4 9 0
．

0 1 9 娜… 8 4 5

开始实现跨领域 、跨专业的科研合作 ，基金项 目 培育

从整体看 ，虽然创新研究群体基金资助形成的的学术带头人在科研方向 及其成果上已经初步呈现

科研合作网 的网络规模较小 ，但在网络密度 、聚类系出多元化 、融合性 、关联性等特点 。

数等指标上甚至优于 9 7 3 计划形成 的科研合作网 ；
今后 ，在创新研究群体基金政策制定与方 向设

从样本网络演化看 ，创新研究群体基金资助促进 了置上可有 目 的地 向交叉学科领域尝试 ， 充分发挥科

群体成员科研合作 网络 的扩 张和合作 密切 度的 加学基金的纽带作用 ，鼓励不同学科间 的融合与创新 ，

深 。 可见 ，创新研究 群体基金对科研合作 网络的 培构建创新体系各单元在基础研究领域的 战 略联盟 ，

育取得了很好的 成效 ， 为群体成长搭建 了 良好的 创打破项 目 资助在学部之间 的隔离 ，进而激励跨学科

新合作平台 。研究群体的形成 ， 为 国家重要 战略领域 的发展提供

田 书 与 Ｈ论． 和 仓！
Ｊｉ ｆｆ泉Ｉ力 。

4 （ 3 ） 发挥创新研究群体集 聚优势 ， 前瞻培养新

根据创新研究群体基金建设现状 的分析 ， 以及生领军人才

从科研成果产 出与影 响 、学术带头人与研究机构 的在创新研究群体的培育过程 中 ，
要进一步发挥

培育以及创新群体合作网络培育三个维度的指标评创新研究群体的集聚优势 ， 以学术带头人和学术人

价 ，可以看到创新研究群体基金已 取得了 突 出 的资才 为引领 ，充分发挥其学术视野宽 ，学术影响大的特

助成效 。 但在以下方面还可以进
一

步探索和完善 。点 ，通过个人合作 、 团 队合作 ， 逐步形成个体
——

团

（ 1 ） 激励重要科学 问题突破 ，创新学术成果评队——群体的层次递进合作模式 ， 以增强群体可持

价体系续性和扩展性 ，进而促成群体的 培育 。 同时 ， 还需要

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在规划
“

十三五
”

时 ，通过群体的凝聚力 ， 吸引 、发现 、培养新一代 的学术

已 提出
＂

2 0 2 0 年前后 在基础研究领域 每年产 出 1 0领军人才 ，加大对青年优秀人才的资助培养 ，优化群

项左右在学科发展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原创成体的结构 ，实现创新研究群体的可持续发展 。

果
”

等战略 目 标 。 作为 旨在围绕重大科学问题、加强 （ 4 ） 提升 国 际交流合作水平 ，扩大前沿领域 国

前沿基础研究 ，建设创新群体 的创新研究群体基金际影响

肩 负重要的使命 。 因此 ，创新研究群体基金要进
一随着创新研究的 国际化合作程度 的不断提高 ，

步为创新研究群体营造宽松的科研 环境 ，使之能凝国际合作巳成为基础研究领域内 的重要研究方式和

炼重大科学问题 ，进行深入研究 ，形成突破性成果 。培养优秀创新人才与研究群体 ， 提高科学实力的 重

一

方面 ，需要进一步简化评审考核的流程 、采取要手段 。 在 目前我国对外开放和科技外交的总方针

简便务实的管理程序等以确保所资助群体能在相对下 ，创新研究群体基金可借鉴 中科 院推出 的创新 团

宽松的环境下进行创新研究 。 同时 ， 在资助成果 的队 国际合作伙伴计划 ，鼓励群体开展 国际科研合作 ，

评价上 ，需要通过综合设计论文成果 的引用 以及成充分吸收利用 国际科学资源 ， 加强 国 内优 秀创新研

果应用价值的客观和主观指标 ， 加大原创性成果评究群体与 国外知名 科学家的合作交流 ，参与重大国

价权重来考评成果产出 ， 以激励政策 向有学术影响际科研项 目计划 ，在共享 国际科技资源的 同时 ，提升

和重大意义的科研成果倾斜 ，提高资助的科学投入我国优秀科研队伍 的创新能力 ， 提升创新研究群体

产出效率而不仅是数量上 的效率指标 ，最终形成重的 国际化水平及其国 际影响力 ，从而推动我 国科学

视质量 、鼓励原创 、允许失败的科学合理的基金资助水平和基础研究 的发展 ， 。

成效评价体系 。通过本文分析 ，我们认为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

（ 2 ） 激励交叉学科协 同创新 ， 深化学科领域融金设立以来资助模式 日益完善 ，资助水平不断提高 ，

合发展创新群体数量显著增加 ，领军人才 的 引领作用和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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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集聚效应也愈加凸 显 ， 将为我 国建设 国家创新体［ 6 ］ 刘海波 ，李畅 ，陈立 军 ． 东北大 学 以 柴天佑 为学术 带头 人 的

系 ，培育出－大批进人世界前沿的中 国科研团 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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