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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 （ 以下简称基金委 ）青倍 。
2 0 1 2 年起 ， 基金委又设 立 了优 秀青 年科学基

年科学基金对稳定青年科技队伍 ，培养青年人才 ，激金 ， 暨大抓住机 遇乘势而上 ，努力 为广大青年科技

励创新探索具有重要意义 。 为进
一

步发挥青年科学人才的成长创造更好的条件 。 通过深入调研 ， 暨大

基金的人才培养作用 ，基金委先后对青 年科学基金制定了扶持政策 ，设立 校科学基金和 创新基金等 ，

的定位进行了调整 。

“

十
一五

”

期 间 ，将青年科学基对青年科研人员 、 尤其是 留学 回 国 的新引进人才予

金从研究项 目类剥离出来 ，归入人才类 ；

“

十二五
”

期以政策倾斜 ，取得 了显著成效 。

间 ，
又将女性 申请青年科学基金的年龄放宽为未满 2 0 0 8

—

2 0 1 4 年 ， 暨大青年科学基金 资助数量和

4 0 周 岁 ，在稳定资助强度的 同时 ，扩大资助规模 ，这经费逐年上升 ， 从 2 0 0 8 年 的仅 5 项上升至 2 0 1 4 年

些调整 既体现 了 人 性化 ， 又扩 大 了青 年基 金 的 受的 5 6 项 ，增长了  1 0 倍 ， 占科学基金项 目 总数的 比例

益面ｗ 。由 1 1
．
 9 ％上升至 4 8

．
1 ％；资助经费数也由 1 0 8 万元

多年来 ， 暨南大学 （ 以下简称暨大 ） 不断探索并上升至 1 3 6 4 万元 ， 占 总经费数 的 比例 由 9 ． 4 ％上升

加强对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尤其是青年科学基金的管至 2 1
． 4 ％ （表 1 ） 。 表 1 还显示 ， 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

理 ，使暨大青年科学基金 的资助情况呈现 出 资助数资助率高于暨大同期其他项 目 资助率 ，且 申 报数 、资

和经费数逐年增长 的 良好发展势头 。 本文 以暨大为助数和资助经费 占 总量 的 比重越来越大 ，显 示暨大

例 ，
通过分析与总结 2 0 0 8

—

2 0 1 4 年近 7 年青年科学青年科技人 员 申 报科学基金项 目 的 积极性越来越

基金项 目 申请 、资助的特点和变化趋势 ，为读者探究高 ，项 目 申 报水平也逐年提高 。

青年科技人才培养体系提供参考与借鉴 。从受资助项 目 分布范围来 看 ， 暨大青年科学基

ｔ，ｎｎｓ别 母甘 4 ｍ 白 由金涵盖基金委 8 个科学部 。
7 年来获各科学部资助

害：：

＿

樓＝项 目数总计分别为細斗学部 2 8 项 ’ 化学賴

1 6 项 ，生命科学部 4 0 项 ，地球科学部 2 0 项 ， 工程与

随着基金委 近年来不断加大对青年科研人员材料科学部 1 2 项 ，信息科学部 3 0 项 ，管理科学部 2 3

的资助力度 ，
7 年期 间青年基金资助经费增 长约 4项 ， 医学科学部 8 1 项 ，显示出 医学和生命科学在暨

表 1 2 0 0 8
—

2 0 1 4 年暨大青年基 金项 目 申报 与资助情 况表

年份 2 0 0 8 2 0 0 9 2 0 1 02 0 1 1 2 0 1 22 0 1 3 2 0 1 4

申报数 （项 ） 5 6 9 9 1 2 9 1 5 9 1 5 3 3 3 5 1 6 4

占总 申报数 比例 （％ ） 1 9 ． 1 1 2 6 ． 8 3 3 0 ． 5 7 3 2 ． 0 6 2 9
．

7 1 7 1
．

4 3 3 8 ．
3 2

资助数 （项 ） 5 2 1 3 8 4 1 4 9 4 1 5 6

占总资助数 比例 （ ％ ） 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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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 1 4 8 ．

7

资助经费数 （万元 ） 1 0 8 4 0 4 ． 2 7 1 9 ． 6 9 3 0 1  1 5 4 ． 5 9 6 4 1 3 6 4

占 总经费数 比例 （ ％ ）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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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占有明显优势 。共平台资源 ，如实验 场所 、实验器材设备 、 相关配套

暨大青年科学基 金资助率总体呈现上升趋势 ，设施等 ，存在着重复建设且共享不足等问题 ； 从软件

从 2 0 0 8 年的 8
．
 9 3 ％ ，到 2 0 1 4 年已达到 了 3 4

．
1 5 ％ ，因素来看 ，首先是 以教学为主导引进的人才 ， 引进过

除了 2 0 1 3 年外 ， 每年都有所增长 ，从 2 0 0 9 年起就能程考虑团队及平台需求 因素较少 。 这部分人进入学

与全国青年科学基金 资助率持平 ，
2 0 1 0 年开始有的校后 ，难 以找到与之合适的团 队 ， 即使有意 向加人 团

年度赶超了全 国平均 资助率 。 资助率 的稳步提升 ，队 ， 由于不理解 团队 机制 ， 也不敢 贸然加入 ；其次是

充分证明青年科技人员 的科学基金 申 请能力 和科研以科研为主导引 进的人才 ， 由 于原来的研究方 向 可

水平正在逐步提高 ，研究队伍也在不断壮大发展 ， 为能与学校现有团队方 向差异大 ，无法融人团队 。

暨大基础研究整体水平提高奠定了厚积薄发的扎实 2
．

4 承担重点项 目 机会不 多

基础 。我 国对青年科技项 目 资助投人逐年稳步 递增 ，

暨大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 负责人年龄主要集中在但无论是项 目 的 数量 ，还是 资助经费额度 ， 与现在

3 1
—

3 5 岁 ，共 1 6 6 人 ， 占 6 6
．

1 ％ ，构成青年基金项 目青年科技 队伍人数 的 庞大基数相 比 ， 仍 然显 得太

的 主 体 力量 ；
3 0 岁 及 以 下 的 负 责 人 有 5 3 人 ， 占少 ， 很多青年 科技 工作 者都认为

“

不 解渴
”

，
甚 至

2 1
． 1 ％ ；

3 6
—

4 0 岁 的负责人都是女性 。 统计结果显
“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

。 此外
一些 资 历浅 、无行政

示 ，拥有高级职称 的负责人 有 8 8 人 ， 占 3 5 ％ ； 中级职务 、缺少科研关 系 的底层青年科技工作者 ， 很难

职称人数是主体力 量 ，有 1 3 8 人 ， 占 5 5 ％ ； 初级职称获得主持高级别大项 目 的机会 。 很 多人 只 能为 自

人数有 7 人 ， 占 2
． 8 ％ ；其他职称人数主要是特指在己 的

＂

科研老板
”

打工 ，在科研工作 中是
“

分子
”

， 在

站博士后 ，有 1 8 人 ， 占 7
．

2 ％ 。 近年项 目 负 责人为科技成果和科技受益 中 是
“

分母
”

， 这种 科技资源

高级职称的所 占 比例呈逐年增长的趋势 。和机会的分配制度影响 了他们 申 请和参与科技项

2
．目 的积极性 ， 影响 了其创新能力 的发展 。

2
． 5 纟Ｍ力导 ｜｛

［卿侧化倾向

2
．

1 学科分布发展不平衡
“

科研功利化
＂

近年来表现突出 ，抄袭论文和剽

暨大青年科学基 金获资助项 目 虽然涉及面有 8窃科研成果等事件常有发生 。 作为青年科技 人才 ，

个科学部 ，但主要集 中在医 学科学部 、 生命科学部 、 首先要考虑生活成本 问题 ，

“

北上广深
”

这些一线城

信息科学部及数理科学部 ，而化学科学部 、 工程与材市 ，虽然是集聚人才和资源 的高地 ，但也是极 易
“

蜗

料科学部获资助项 目 较少 ， 又 以力学 、 光学 、 有机髙居
”

的城市 ；其次 ，要做科研如果没能找到好平台 好

分子材料 、建筑环境与结构工程等学科为 主 ，说明 申机遇 ，或者 自 身经济条件不好 ，也难 以在喧 闹 繁华之

请青年科学基金学科分布不平衡 。中沉下身子做研究 ；第三 ，评 比考核过多 ，不 良竞争

2 ． 2 综合科研实 力有待提升频现 ，导致部分青年人才心态失衡 ，在生活 、工作 、 社

近年来 ， 暨大加大了人才 、团 队 的引进与培养力会等多种压力面前 ，往往易选择走
“

捷径
”

，这既对科

度 ，在某些优势学科 的学术影响 力 也不断提升 。 但研事业造成影响 ，也对他们的成长不利 。

暨大 自然科学基础研究起步较晚 ，底子较薄弱 ，仍缺

乏能擁学科发展方向 、具有创新能力 、在 国 内外有
Ｍｌ力胃 ■胃

较大影响 的领军人才 ？

，在 中青年队伍 中 ， 长江学者 、（ 1 ） 统筹谋划 ， 促进相关学科发展 。 科研管理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等拔尖人才不多 。 与部门 要注重结合学校的总体学科发展部署以及学科

国 内
一流综合性大学相 比 ， 暨大科研人员 在发表高优势特色 ，统筹谋划青年科学基金的 申 请动 员 、 申报

水平论文和产出有影响 力 的成果 ，主办 国 内外学术工作 ，从而在项 目 的质量和层次上取得新发展 。

会议 ， 以至于担任国 际会议主席或 国 际权威期刊编（ 2 ） 营造 良好学术氛 围 。 要通 过暨大
“

宁静致

委等方面差距较大 。远工程
”

，努力 营造一个可 以凝心静气钻研学 问的环

2 ． 3 缺乏 团 队支撑及平 台等研究条件境 ，让学术 回归学术 。 要鼓励科学家 瞄准某
一

方 向

暨大部分青年科技人 员 反映 ，在从事科研项 目深入研究 ，潜心积 累 。 暨大 2 0 1 2 年起设立的
“

暨南

中缺乏团 队支撑及研究条件 。 出现上述情况 ， 从硬大学青年学术沙龙
”

， 巳成为青年才俊的特别交流平

件因素分析 ，学校 目前省部级重点实验室数量有限 ，台 ，并为他们规划 自 己 的事业发展 目 标提供借鉴 ，这

国家重点实验室 尚 未实现零 突破 ，现有校 内
一些公种成功探索还要继续坚持并完善 ；在科研工作方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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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要注重公平 ，建立公共资源共享机制 ，包括实验平要通过这些强化动员 、加强组织领导等多种措施 ，做

台 、设备 、信息等多个方面的 资源共享 ；
要继续完善好青年教师 申 报科学基金的 引导支持 ， 力争在他们

人才分类评价机制 ， 针对不同类型的人 才提供不 同从事科 研工 作 中减 轻 后 顾 之忧 ， 轻装 上 阵 ， 少 走

的评价标准 ，同时也要拓宽科技管理人员 的 出路 ，建弯路 。

立退出机制 。（ 6 ） 推进制度创新和机制建设 。 在建立激励机

（ 3 ） 提升团 队 建设 、 平台 建设层次 。 要 对校 内制 ，加强质量管理方面 ，要采用项 目 资助率 、 不予受

较好的科研 团队进行盘点 、梳理 ，及时听取诉求 ， 帮理资助率 、学院人均经费 、 申请量等作为学院评优评

助解决 问题 ， 比如正在实施的加强重点实验室管理 ，奖的衡量指标 ，进
一

步调动学院 一级青 年人才 申 报

完善公共实验室及科研平台 的共享机制 ；设立小平项 目 的 积极性 。 要加强对学 院教科办业务 培训工

台 ，鼓励无平台科研人员互助合作开展建设 ； 购买一 作 ，继续实施项 目 申请者 、学 院教科办 、科技处三级

些基础实验仪器并配套场地和资金 ；按照学科兼顾查重制度 ， 即 ： 申请者及学院教科办主要 负责面上项

的原则不断向外推 出 团 队 ；要 定期对校 内 团 队进行目 、青年基金及 1 0 0 万以下项 目 的形式审查工作 ；
科

检查 ，
根据评估成绩督促团 队建设 ，并给予不同等级技处主要负 责重点项 目 、 国家杰出 青年科学基金 、 联

的经费支持 。合基金 、仪器专项等大项 目 的形式审查工作 ，
这种多

（ 4 ） 涵养资源 ， 促进青年科技人员 健康成长 。 方参与互为补充的机制 ，能够较好整合各方力量 ， 明

要在实行暨大
“

青年跃升计划
”

收效 明显的基础上 ，确大家权责 ， 以不断提高 申报项 目 的资助率 。

继续关心
“

还缺把火
”

的 青年人才 ，多方面强化对其

指导帮助 。 抓紧做好优秀青年人才的前期培育 ，精
胃＆

心选择并引导个别条件 比较好 的
“

杰青苗子
”

，从 3 5实践证明 ，科研创新的
“

最佳年龄区
”

是 2 5
—

4 5

岁左右先申 报优秀青年科学基金 ， 3 8 岁 以后再 申报岁 。 青年科技人才已经成为承担暨大青年科学基金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
要鼓励女性科技人 员 申 请项 目研究的主力 。 因此 ，正确 引导好青年科技人才

标志性项 目并予 以政策倾斜 。 此外 ， 还要继续推动开展学术研究 ，建立符合青年人才成长规律且有利

以扶持国 家 自 然科学基金 申报 为主的 互助计划活于青年人才脱颖而 出 的管理模式 ，
对于进一步促进

动
，

“
一对

一

、点对点
”

地帮助和指导暨大教师更好地我校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事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

申报 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包括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 。 从

2 0 0 9 年开始 ， 暨大每年将 1 6 0 0 多万的 教育部科学致谢 本文 工作得到 广 东省 自 然科 学基金 （项 目 编

事业经费 ，主要资助 4 5 岁 以下青年教师预研项 目 和号 ＝
8 1 5 1 0 6 3 2 0 1 0 0 0 0 7 0 ）资助 。

杰出青年人才培育项 目等 ，为他们赢得
“

第一桶金
”

，

使一部分具备科研发展潜力 的青年科技人才 ， 率先
＃；？

起步并 以点带面 ，激发出相关学科发展动力 ， 也是今［ 1 ］

1
＝有仅難古她讲故《 目＿ ． 北純糾贩 2 0 1 4 ．

—双胃？ 。［ 2 ］ 梅琳 ，杨 晓 ，刘鹏鹏 ， 李晓玲 ， 袁军 ． 重庆 医科 大学 青年 科学

（ 5 ）实推进科学基金 申 报政策普及 。 每年基基金项 目 申请与资助 情况分 析 ？ 中 国科 学基金 ， 2 0 1 4 （ 5 ） ：

金委《项 目 指南 》发布后 ， 暨大除 了要及 时召 开 申 报「 。 ，

［ 3 ］ 邹亚飞 ， 郑传 临 ， 林克 剑 ． 多项 政策 并举推 进青 年人才 发

工作动员会议 ，准确解读政策导向变化 ，邀请校 内外展—— 中 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 究所 2 0 0 7
—

2 0 1 1 年青年

专家和有经验的 申 报成功人士 ，介绍指导 申 报书填科学基金 获 资 助 情 况 分析 ．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
 2 0 1 1 （ 3 ） ：

1 Ｑ Ｑ— 1 Ｑ 9

写外 ，今后科研管理部门更要深入调研 ，密切跟进项

目 申报工作 中相关 问 题 ， 便于及时解 决实际 困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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