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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纵横 ？

河南师范大学获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

资助 的特点及相关 问题

张 垒
＊

（河 南 师 范 大学 图 书 馆 ， 新 乡 4 5 3 0 0 7 ）

［关键词 ］ 自 然科学基金项 目 ；项 目分析 ；河南师范大学

科学基金作为我国支持 自然科学基础研究 的主，

要基金 ，成为高校科研经费资助的重要渠道 ，尤其是

地方高校基础研究经费的主要来源 。 科学基金对地 1 ． 1 资助项 目 和经 费总体趋势

方高校基础科研能力提升 、 学科建设 、人才 队伍培截至 2 0 1 3 年 ，河南师大共获得各类国家 自 然科

养 、 重点科研平台建设等具有重要作用 。 随着 国家学基金项 目 3 0 4 项 。 平均每年资助 1 1 ． 7 项 。 学校

对基础研究经费投入的迅速增加和科学基金 自 身资科学基金项 目 立项起源于 1兆 8 年 ，这一年有 3 个项

助类型 的不断完善 ，获得科学基金资助 的能力成为目 获得资助 。 但随后 的 1 9 8 9 年和 1 9 9 0 年 2 年均未

衡量高校基础科研水平的重要指标 。
而地方师范类 有项 目 获得资助 。 从年度资助数量来看 ，学校 的资

高校由 于主要 以人才培养为 中心 ， 在科研资金 、科研 助数 目整体呈上升趋势 ’从 1 兆 8 年 的 3 项 到 2 0 丄 3

基础 、科研团 队等方面较欠缺和薄弱 ， 在国家 自 然科
年的 5 3 项 ’年均增长 1 2 ％ 。 从 2 0 0 5 年开始每年的

学基金 （以下简称科学基金 ）项 目 申 报中具有很多不
1 0

Ｍ± ’
2＿ 2 0

项 ，尤其是从 2 0 1 1 年开始 ， 数量 出现大 幅增长 ， 比

河南师范大学 （ 以下简称贿师大 ）作为
－所》

2 0 1 0 年增长 6 4 ％
。 这种增长趋势与河南师大的 学

方综合型赚大学 ，雖以人才培养为 中心 ， 为浦
ｆ■设 、湘

1

平台建设 、重点实前舰和
，
端人才

和全国培养 了大批Ａ才 ， 也为浦Ｍ等前发展
？

ＩＭ侧关 ，尤其是与河前大博士学ｋ点建设

ｕ密切有关 。 2 0 0 6 年 ，学校物理 、化学 、 生命科学等 4

＝仁级学科博士点获准招生 。
2 0 1 1 年 ’学校的 化学

平 Ｊ及 国家教育政策的影 向 ，河南 师大在教育 、科研
和物麵个一级学科博士点获得撤 ，使得 2 0 1 1 年

猶集方面面临 困难 。 科学基金作为面 向娜■家级项 目数量迅赚
？院校 和科研机＿具有—科＿与此同时 ， 每年的 资助经费也逐年提高 。 学校
目

［
1
］

，成为学校科研经费获得 的重要渠道之
－

。 科
共获得立项资助 9  1 4 0

．
 3 万元 ，平均每个项 目 获得约

学基金项 目賴赚量驗触成浦量学校細 3 0 万元細 。 歸早的 1 9 8吟 3 个项 目获得资助
研究能力的重要指标 。 因此 ， 统计分析学校 的科学

7
．
 5 万元 ， 到 2 0 1 3 年获得资助 2  0 7 2 万元 ，年均增长

基金项 目 ，对于学校未来科学基金项 目 的 申报 、管理
2 5

．
2 ％

。
这一增长速度是资助项 目 数增长速度 的 2

具有实际指导意义 ，对于提升学校学科建设水平 、基 倍 ，这主要是 因为随着 国家对科学基金资助经 费的

础研究能力 、科研平 台建设 、培养创新研究群体等具 增加 ，科学基金项 目 的资助力度也逐渐增大 ，当 然这

有政策指 引作用 。 同 时 ，也希望对于其他地方师范也与学校对科研重视和采取一 系列措施密不可分 。

高校具有借鉴意义 。 2 0 0 3 年 ，学校获得资助经费首次 突破 1 0 0 万 ， 达到

1 3 0 ． 5 万元 ，从最早获得资助到突破 1 0 0 万 ，用了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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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2 0 1 1 年资助经费 突 破 1  0 0 0 万 ， 达到 1  8 8 9 万 2 0 0 7 年 以前每年只有 1 项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 ，有 的

元 ，这中 间 用 了 8 年 时 间 。
2 0 1 2 年 资助经 费突破年份还是空 白 。 2 0 0 7 年后河南师大获得 青年科学

2  0 0 0 万 ，达到历史最高 2  4 0 2 万元 ，这一年有 5 1 个基金项 目 数 量 逐 步提 升 ， 所 占 比 例 也相 应 提 升 。

项 目 获得资助 ，平均每项获得经费资助 4 7 万元 。 而 2 0 1 0 年青年科学基金达到 1 1 项 ， 占 当 年学校科学

从年均每项获得资助金额来看 ， 也呈现逐年增长趋基金 比例 的 4 4 ％ （表 1 ） ， 之后 的 2 0 1 2 年和 2 0 1 3 年

势 ，从 1 9 8 8 年的年均每项资助 2
． 5 万元 ， 到 2 0 1 3 年这一比例基本与全 国平均资助率持平

？
。 青年科学

的 年均每项资助 3 9 万元 ， 最高 的是 2 0 1 2 年的 年均基金项 目 比例增加
一方面与 国家提高青年科学基金

每项资助 4 7 万元 。 这种年均 每项获得资助经费 的资助率的政策导 向 吻合 ， 另
一方面也反映 了 河南 师

持续增加 ，

一

方 面得益于 国家对科学基金投入力度大对青年后备人才培养 的重视 。
2 0 0 7 年后 随着 河

加大 ， 另
一方面也反映 了河南师大获科学基金资助南师大办学规模 扩大 ， 河南师大每年 引 进大批青 年

项 目 含金量的提高 ，尤其是各类项 目 结构 比例 中 ，面博士 ，这些博士为 青年科学基金 申 报提供了 充足的

上项 目所 占 比例增大 。人才保障 。

1
．

2 资助项 目 类型分析ｉ ．
3 资助项 目学科分布 和研究领域

从项 目 类 型来看 ， 河 南 师大共获得 面 上项 目学校资助项 目 在科学基金的 8 个学科领域均有

1 5 5 项 ，所 占 比例为 5 1 ％ ；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 7 4 项 ’

分布 ，分布最多 的是化学科 学 9 2 项 ， 占 3 0 ％
； 数理

所 占 比例为 2 4 ％ ；专项基金项 目 为 3 2 项 ， 所 占 比例 科学 8 4 项 ， 占 2 8 ％ ； 生命科学 4 1 项 ， 占 1 3 ％ ；信息

为 1 1 ％
；联合基金项 目为 2 5 项 ，所 占 比例 为 8 ％ ； 国科学 2 1 项 ， 占 7 ％ ；管理科学 1 2 项 ，工程材料和地球

际 （地区 ）合作 与交 流项 目 1 7 项 ， 所 占 比例为 6 ％ ；

科学各 4 项 ， 医学 2 项 。 学 校科学基 金立项主要分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 1 项 （ 图 1 ） 。 从上 述资助类 布在化学 、数理 、生命科学 、信息等学科领域 ，这与河

型来看 ， 河南师大获得的 资 助主要是 面上项 目 。 面 南 师大优势和重点学科分布 、博士点建设 、重点实验

上项 目 是国 家 自 然科学基金研究项 目 系列 中 的主体 室建设和科研平 台建设等
－致 。 这也反映 了河南 ？

部分 ， 主要支持从輔础研細科学技术人员挪
大 4 科ｆ

学基金资助細 内 自 主选题 ， 开删 ？ｆ 性的科学
ｈ 4■

究 ，覆盖研究领域最广 。 丽南师大作为 师范类 力
7 3 ■

学 ，理科細職实力 比较强 ，觀获得社项 目 ｉ 帛为 2 4 ％
。 包籠上项 目 、 青年科学 基金项 目 、 专

持比较多 。 这也与科学基金资助格局基本吻 合 ， 科Ｍ金项 目■合基金项 目 。 因 为科 学基金项 目 ？

学基金资助 以面上项 目 为主体 ， 约 6 7 ％左右 ［
2 ］

。 从
研究年 限 ’

一般为 3 年 ’而且河南师大近 3 年的立项

项 目 资 助类Ｍ＃ ， 学校練学基金项 目難Ｍｉｔ量多 ’ 除去近 3 年 立项在酬 ，结醇 为 4 6 ％ 。

项 目 结构单－ 、重大项 目 缺乏等 问题
＾ 科学基金冑

7 ｏ％ ，＾ ｍ

助的重大项 目 、重点项 目 、 重大研究计划项 目 等在
‘河

＊＾ ＆ 3 3 ％ ｏ

麵大是空 白 ， 而地 区科学基金 、 创新研究群体 ｓ
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 获资助 1 项 ， 目

＾
没有结题 。 从

金 、海外及翻学者合作研究等也均未涉及 。

青年科学基 金从 2 ＧＧ 7 年开始 巾紐賴 长 ，

1 8 ％ 。 这充分侧 了 无樣结翻数量上还是资助

国际
（
地区）合作队

优秀青年科

与交
忽
项目表 1 青年科学基金及 其 比 例

气 郎 胃料轉 忌、 ｆｔ 胃輔“匕 伊）

青年科学 ， 2 0 0 7 2 1 3 1 5
．

4 ％

：： ： ： ： ： ： ： ：

联合？
项 目」 上项 目 2 0 1 0ｎ 2 5 4 4 ％

专项基金：
。

5 1％－ 9－ 趴

1 1

0

／。 2 0 1 2 1 4 5 1 2 7
．

5 ％

图 1项 目 资 助类型 2 0 1 3 2 0 5 3 3 7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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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类型科学基金项 目结题率金虽然涉及 国 家 自 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的 8 个科学

ｍｉ
￣ ￣

部 ，但主要优势是化学 、物理 、数学 、生命科学和信息

总科学基金数 目 3 0 4 7 3 2 4 ％科学 ，这与河南师大的学科建设和博士点布局
一致 ，

面上项 目 1 5 5 5 1 3 3 ％工程材料 、管理科学等还存在
一

定差距 ， 医学和地球

青年科学基金 7 41 3 1 8 ％科学虽有涉及 ，但学科建设和布局还几乎空 白 。 这

专项基 金 3 2 8 2 5 ％从上述研究的学科分布基尼系数和多样化指数也能

联合基金 2 5 1 4 ％体现出 来 。

资助金额


9  1 4 0
．

3 1 6 4 0
．

41 8 ％（
4

） 核心项 目 负责人群体初现
，
但青 年项 目 负

科学基金结题成果形式除结题报告外 可分为期

刊论文 、会议论文 、 著作 、 奖励等 4 种形式 。 结题＠
Ａ

果形式多是以期刊论文为 主 ，其次是期 刊论文加＊ｈｉ

议论文 ，还有期刊论文加奖励 ，
4 种形式都有的 只 占 ｆ ｔ

少数 。
7 3 个结题项 目共发表期利论文 1  1即 篇 ， 平

和主力军 。 虽然学校的青年科子基金 人 目 也逐年增

均每项 1 6 ． 4 篇 ，发表期刊论文最多 的
－

个项 目舰胃

7 1 篇 ， 最少 的也有 4 錢猶文 。 会议论文 2 Ｇ 5

絲应 ，这对今后河前大科学基金项 目后备人才

篇 ，平均賴 2
．

8 篇 ，会议论文最細项 目 达 3 2 篇 ’

露 ±綠 、学术梯 队建设不利 ’ 需霞－

步强化和

但有会议论文 的结题项 目 只 有 3 4 项 。 著作 1 5 部 ，弓

一

是最少的成果 形式 ，项 目 著 作最多 的 有 3 部著 作 。 （
Ｓ

）ｆＢ＋ｆｉ ＴＫ—■

奖励有 4 2 项 ，项 目 奖励最多 的
－个项 目賴 1 2

Ｍ金项 目 结酵贿 2 4 ％ ，赚去近 3 年 ＩＥ在进行 的

研究 ，结题率也 只有 4 6 ％ 。 按照
一般项 目 3 年 的研

通过对项 目研究 时 间长度分析可知 ，大部分项至少还有
－

半项 目■■而没有 结题 。

目 都是 3軸 完雌 ， 共 6 2 项 ， 占总结题 的 8 5 ％ 。

这种较低的结题率不仅影 响到 河南师大 的信誉 ， 也

尤其是面上项 目 和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 大部冊究年研究 ^

限为 3 年 ，但也有个别面上项 目 和青年项 目 研究年 3小结
限为 1 年 。 而专项 基金项 目 大部分研究年 限为 1

＂
“

年 ， 只有 1 个结题的专项基金项 目研究年限为 3 年 。作为
一

所地方性 的师范大学 ’河南师大在坚持

，＾
以人才培养为 中心 的方针指导下 ，重视科学研究 ，在

2 学校科学基金项 目 的特点和存在问题科学基金 申报中取得了丰富 的成果 。 获得资助的科

（
1

） 资助项 目数量和经费大幅度提升 。 随着国学基金项 目 带动了河南师大基础研究能力 的提升和

家对科研重视和投人增加 ， 以及河南师大对学科建 高水平学科建设 ， 促进了 河南师大优势学科的 发展

设 、科研平 台 、重点实验室 以及人才引 进力度加大 ，

和集聚 ， 比如物理、数学 、生物 、环境 、计算机科学等 ，

学校的 科 学基金整 体呈现连 续增 长趋 势 ， 尤其 是这些学科都是河南师 大学科建设的 重点 ，也带动了

2 0 0 5 以后急剧 增长 ，数量上从 2 0 0 5 年 的 1 2 项 ， 到河南师大
一批重点实验室 、工程技术研发 中心 、协同

2 0 1 3 年的 5 3 项 ， 年均增幅达 2 0 ％ 。 获得资助金额创新中心等科研平 台建设 。 科学基金带动了创新人

从 2 0 0 5 年 的 3 0 9
．
 5 万元 ， 到 2 0 1 3 年的 2  0 7 2 万元 ， 才队伍培养和学术带头人 的培养 ， 使河南师大形成

年均增幅达 2 7 ％
。了科研核心力量群体 。 但作 为

一所以建设成为 国 内

（
2

） 项 目 类型 结构单
一

， 重大 基金项 目 缺 少 。
影响较大的具有教师教育特色的综合性教学研究型

科学基金项 目类型多达 1 5 种 ，而学校获得资助 的项大学为 目标的学校 ， 我们应该看到还有很大差距 ，
在

目类型只有 6 种 ，还不到一半 。 而且重大项 目 、 重点科学基金项 目 申 报和管理中也需提出 改进措施 。

项 目 、重点研究计划等
一

直是空 白 ，创新研究群体 、要强化重点项 目培育与投入 。 纵 向 比较河南师

国家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等项 目 也是空 白 。 这说明河大和本省其他学校还有很大差距 ， 甚至和同 级别的

南师大在重点 、 重大项 目 建设和培育上还有很大 的师范高校还有差别 。 因 此 ，我们要坚持 以学科建设

差距 。为导 向 ， 以重点实验室 、工程技术 中心 、协 同创新平

（
3

） 学科分布不均衡 。 学校获得资助 的科学基台建设为抓手 ， 继续 加大对科学基金项 目 培育 的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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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加大对项 目 的前期培育 ， 尤其是对重 点 、 重大项要强化科研管理 ，提升科学基金项 目 的结题率 。

目 的培育 。河南师大的项 目 结题率很低 ，

一

方面是项 目 负 责人

要 以政策为导向 ，协调学科布局建设 ， 推动学科的 问题 ，但另
一

方面学校的科研管 理也有 问题 。 要

多样化发展 。 河南 师大要建设成综合性师范大学 ，强化科研管理 ，建立全程化监控的精 细化、 规范化管

就要协调学科建设 。
目前河南师大学科建设分布不理 ，完善中 期检査方案 ，对项 目 进行全 程跟踪 和服

均衡 ，主要是几个理科学科优势 ，下
一步要 以河南师务 ，努力提高项 目研究的质量和结题率 。

大发展战略规划为导 向 ，协调学科建设布局 ，在保持＃？ｔｔｔ

优势学科前提下 ，重点 以科学基金 项 目 为基础培育
＃－ 3 ；？

一些相关学科建设 。 ［ 1 ］ 刘文波 ’
胡 陈楚 ’ 等 ． 完善科学 金 ｉ平ｆ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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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大力引进人才 ，
重视青年 团 队 的培养 。 人才 ［ 2 ］ 陈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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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梭

，
茅弦 ． 国 家 自 然科学 基金 的资 助格局 和政策 研

队伍建设是科研能力提升的重要保 障 ， 河南 师大虽究 ． 科学学研究 ， 2 ＜Ｋ ＞ 4 ， 2 2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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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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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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ｈ ｔｔｐ ： ／／ｐｕｂ ．ｎｓｆｃ

．ｇｏｖ．
ｃｎ ／ ｓｆ ｉ ｃｃｎ／ ｃｈ／

性 、前瞻性 的综述性和评论性文章 ， 以促进学科间 的ｃ ｕｒ ｒｅｎ ｔ ｉｓｓ ｕｅ ．
ａ ｓｐｘ

了解 、交叉与融合 。投稿邮箱 ：
ｗ ｅ ｉｋａｎ＠ｎｓｆｃ．

ｇｏｖ．ｃ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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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