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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纵横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对苏州大学基础研究的促进作用

郁秋亚
＊

（ 苏 州 大学科 学技术 与 产业部 ， 苏 州 2 1 5 0 2 1 ）

［关键词 ］ 科学基金 ？

’学科建设 ；人才引进与培养 ；研究产 出 ？

，苏州大学

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准确把握
“

支持基础研究 、 坚 1 0 8 6 万元 增 长 到 2 0 1 4 年 的 1
． 8 5 亿元 ， 增 幅

持 自 由探索 、发挥导向作用
”

的战略定位 ， 以
“

尊重科 1 6 1 0
．

4 1 ％ 。

学 、发扬 民主 、提倡竞争 、促进合作 、激励创新 、 引 领 1 ． 2 科学基金资助类型及学科分布

未来
”

为工作方针 ，实施源头创新战略 、科技人才战苏州大学获得资助的 1 5 8 7 个项 目 中 ，面上项 目

略 、创新环境战略和卓越管理战略 ，促进我国基础科 8 1 3 项 ， 占 5 1
． 2 3 ％ ，青年项 目 6 0 5 项 ， 占 3 8

．
1 2 ％ ，重

学各学科均衡 、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在推动我国 自 然点项 目 2 2 项 。

科学基础研究的发展 ， 促进基础学科建设 ，发现 、 培所有 申请和资助的项 目涉及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

养优秀科技人才等方面取得 了巨大成绩 ［ 1
＿

3
］

。委的全部 8 个科学部 ，其中 以医学科学部为主 ，获资

苏州大 学 是 国 家
“

2 1 1 工程
”

重 点 建设高 校 、助项 目 数 占资助总数的 3 5
． 3 5 ％ （ 5 6 1 项 ）

，其次为化
“

2 0 1 1 计划
”

首批认定高校 ，是江苏省属重点综合性学科学部 ，为 1 7 ． 0 8 ％（ 2 7 1 项 ） 。

大学 ，其主要前身为创建于 1 9 0 0 年的 东吴大学 。 苏 1 ． 3 科学基金项 目 负责人结构

州大学将人才培养作为学校的 中心工作 ，实施
“

顶天对获资助项 目 负责人的年龄 、职称 、 学位等 的统

立地
”

科技创新战略 ，全面推进教育 国 际化战略 ，积计结果显示 ：
3 5 岁 以 下的 占 4 2

．
 6 4 ％ ，

3 6
—

4 5 岁 的

极扩大对外合作与交流 。 苏州大学依托长三角地 区占 3 1
． 0 7 ％ ，

4 5 岁 以上 的 占 2 6
． 2 9 ％ 。 其中 ， 正高职

雄厚的经济实力和优越的人文 、地域条件 ，努力将学称 占 4 7
．
 9 8 ％ ， 副 高职 称 占 2 5

．
 0 8 ％ ， 中 级 职称 占

校建设成为具有学科 、 区域和 国际化特色 的 国 内
一 2 2

． 7 3 ％ ； 具有博 士学 位的 项 目 负责人 占 8 7
．

4 1 ％ ，

流 、 国际知名 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 ，成为 区域 内高水硕士学位的项 目 负责人 占 9
． 8 3 ％ ，学士学位及其他

平创新人才培养 、高新技术研究 、高层次决策咨询 的的 占 2
． 7 6 ％ 。

重要基地 ，引领区域经济 、社会和文化的发展 。

 1ｍ

近年来 ，苏州 大学 高度重视 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
2 鮮基金对学科建设的促进作用

（以下简称科学基金 ） 的 申请和管理工作 ， 深人研究高等院校是基础研究 的 主力军 ，其主要优势在

各项资助政策 ，结合学校特点实施 了
一 系列 的举措 ，于 ： （ 1 ） 高等 院校拥有稳定 的从事基础研究的队伍 ，

获得 了 良好 的成效
ｗ

。 同时 ，科学基金也对学校 的其中科技人员 多 ，层次较高 ，高等学校具有 良好的学

学科建设 、人才引进与培养 、对提升研究产出及 国际术环境和基础教育条件 ； （ 2 ） 高等院校的 学科齐全 ，

竞争力具有促进作用 。具有多门类 、多层次的 学科结构 ，有利于各个科学技

，甘挪＋ 叫 工紅也並样勒 ■^ 甘办汝 ｗ■迪 、口术领域的相互渗透交叉 ，产生新 的学科思想和成果 ，

1 細大学近年来获侍科学基金资助情况
婦展综合性学科研究的 沃土 ；⑶ 高等 院校 信息

1
．

1 科学基金 申请及资助情况资源丰富 ， 与 国际科技界有广泛而密切 的联系 ，能及

2 0 0 6 年以来 ，科学基金 申请量从 2 0 0 6 年 的 2 5 3时把握当今世界最 新科技发展 的 脉搏 ；
（ 4 ） 高 等院

项迅速增长到 2 0 1 4 年 的 1Ｕ 5 项 ， 增 幅 3 4 0 ． 7 1 ％
；校教师通过开展基础性研究 ， 可 以不 断提高其理论

获资助科学基金项 目数从 2 0 0 6 年 4 4 项增加到 2 0 1 4水平 ，有利于培养高层次人才 。

年 3 2 4 项 ， 增幅 6 3 6 ． 3 6 ％ ；资助经费数从 2 0 0 6 年的科学基金资助体系对本校的基础研究有着积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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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久的推动力 ，从提供基础研究条件到推动人才培养高 ，取得了一批标志性成果 。 苏州 大学积极扩大对

建设 ，并且配合积极有 效的
“

环境条件
”

，对学校 的学外合作与交流 ， 先后与美 国 、英 国 、加拿 大 、澳 大利

科建设起着不可估量的 作用 。 基础研究的发展是有亚
、
法国 、德 国 、意大利 、俄罗斯 、 日本 、韩 国 、新加坡

阶段性和规律性的 ，是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 ， 由 弱到强等 2 0 余个国 家 以及香港 、 澳 门 、 台 湾等地区 的 1 5 0

的发展过程 ，需要科研项 目 做基础 ，人才队伍作保障 ，余所高校和研究 机构建立 了校际交流关系 ，学 习和

环境条件作依托 ，科学基金推动了学校的 学科建设 ，引 进先进管理经验 ， 创造更加 有助于广大科学 家开

培育了新的学科生长点 ，加快了交叉学科的形成 。展国际合作与交流的 良好环境 。 学校与新加坡国立

苏州 大学获资助的项 目 主要集 中在重点学科和大学共建 了
“

中新联合开放实验室
”

和
“

功能高分子

学位点 ，如 医学部 （ 7 3 2 项 ） 、材 料与 化学 化工学 部研究所
”

，与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共建 了
“

纳米科技联

（ 2 2 7 项 ）等 ， 这些学院 （部 ） 既是学校获得科学基金合研究院
”

和
“

绿色高分子工程与催化技术实验室
”

，

资助 的大户 ， 同 时又是学校重点学科 、优势学科的聚与法 国爱迪特集团共 建了
“

测控技术 国 际联合实验

集点 ，
在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研究成果的 推动下 ，不仅室

”

等科研机构 ，开拓 了我校基础研究 国际合作与交

项 目 负责人成 为了相关学科 的学术带头人或骨 干 ， 流的新局面 ，有效提升 了 国 际联合研究 的能力与水

而且推动了学校整体教学水平 的提高 ， 促进了 相关平 ，进而提高我校的 国际竞争力 。

学科的快速发展 ， 截止 2 0 1 4 年 9 月 ， 我校 化学 、 物
，五

理 、材料科学 、临床医学 、工程学 、药 学和毒理学 7 个 5结语

学科进入全球 ＥＳＩ （基本科学指标 ）前 1 ％学科 。综上所述 ，科学基金项 目 的 资助带动 了学科建

以获得资助的 相关科学基金 为
，
础 ， 学校围 绕 设 、人才队伍以及科研水平的发展和提升 ，培养了一

国家基础研究 、战略高技术研究 目 标和地方经济社批优秀 的科研人员 ，为科技创新工作不 断的努力奋

会发展的需求 ，在相关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带领下 ， 组 斗 ，开拓了新 的科学研究方向 ，使整体科研水平和创

建了
一批多学科交叉的重点科研基地 ， 覆盖了 学校 新能力得到提升 。 同 时 ， 学校必须在基础研究方 面

全部重点学科 ，推动 了重点学科 的快速发展 ， 同时 ’ 有所作为 ，进一步采取积极的对策 ，充分发挥基础研

以学科基地为平 台 ，科学基金 申请的数量和质量都究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中的作用 ：

获得 了提升 ，科学基金资助体 系对学校学科建设 的（ 1 ） 继续鼓励 已有一定学术水平 和优势 的 中青

作用功不可没 。

年学科带头人或骨干 ， 以课题或项 目 的方式组成学

3 科学基金对人才引 进与培养 的促进作用科群和学科梯队 ， 并对在教学科研上有发展潜力 的

中青年教师实行科研项 目 申 报评审的倾斜制度 ， 帮

各类科学基金资助的项 目 负责人由于具备了很 助优秀人才从教学科研第
一

线 中脱颖而出 。

好的工作基础及较强的科研能力 ， 往往能够进一步（ 2 ） 根据学校 自 身状况和发展 的需要继续采取
承担 国家其他高层次的重点 、重大项 目 ，提升了科研 不同的激励措施 ， 比如与职称评定 、 工作量计算 和
人员 的科研热情与信心 ’促进 了学校 的科技人才 队

分配相挂钩 ， 根据基金项 目 的要求和本校实 际实行
伍建设 ，培养 了一批活跃在科学前沿的 学术带头人

以及中青年科研骨干 。 近年来我校共引进包括中 国（ 3 ） 对有发 展前途 的 中青 年培 养对 象委 以 重
科学院院士

＾
位 、外籍院士 1 位 、教育部

“

长 学者
”

任 ， 比如让其担任国 家级或省级 重点学科 、 重点实
特聘教授 3 位 、

“

Ｓ 家杰 出青 年科学
，

基金 获得者
”

5

验室负责人 ， 瓶予人 、财 、物 的細权 ， 使之在重
位在内 的各类优秀人才 7 ＣＷ 余名 ’形成 了

－批具｜ ｛壬之下受到全面的锻炼 ， 提高其综合 的科研能力及
国际竞争力 的研

：究 团 队 。 同 时 ， 科学基金鼓原Ｉ项 目利
？研组织协调 的管理能力 。

负责人进彳了 Ｓ 内外想 ，参鮮术会议 ， 以 了解絲⑷鳩赚队伍建设 ， 对青 年人晋升高级职
领域 的最翻

1

究动态 ，Ｍ 自 身蘭水平 。 此外 ，在
終行讓政策 。 制定減雌励政策 ，

建立利益
承担科学基金项 目 的过程 中 ， 大批 的博士后研允人

员 、博士生 、硕士生也参与其 中 ，全醒高 了学生的
——

整体素质 ，培养了更多的创新人才 ，促进 了人才队伍参 考 文 献

［
］ ＿ ］ 夏文莉 ，陈 良 。 科 学 基金对大学基 础科 学研究 发展 作用 分

4 对 提升 研 究产 出 及 国 际 竞争 力 的 促进
浙江 大 学 为 例 。 中 国科 学 基 金 ’

则 4 ’ 2 8 （ 4 ） ：

作用［ 2 ］ 邱启荣 。 新 限项 申请政 策下进一步推进地方高 校科学 基金

精细 化管 理初 探
一

以福 州大 学 为例 ， 中 国科学 基金 ， 2 0 1 4
，

科学基金 的资助带动了学校整体学术水平的提 2 8 （ 2 ） ： 1 2 7
－ 1 3 0



第 3 期郁秋亚 ： 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对苏州大学基础研究的促进作用 2 3 5

［ 3 ］ 国家科委 ． 中国科学技术指标． 科学技术黄皮书 （第 3 号 ） ，［ 4 ］ 刘开强 ． 苏 州大学 2 0 0 6
—

2 0 1 3 年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

北京 ： 科学技术文献 出版社 ，
1 9 9 6

，
 3 6
－

3 7 ．情况与管理经验分析 。
中国科学基金 ，

2 0 1 4
，

2 8 （ 1 ） ： 7 6
－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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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ｚｈｏｕ 2 1 5 0 2 1 ）

Ｋｅ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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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ｒｏｄｕ ｃｔ ｉｏｎａｎｄｔｒａ ｉｎｉｎｇｏ ｆｔａ ｌ

？

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 ｕｔｐｕ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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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信息 ？

中国工程科技 2 0 3 5 发展战略研究正式启 动

2 0 1 5 年 3 月 2 6 日 ， 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工程科技发展从
＂

再创新
”

到
“

交替创新
”

、从
“

过程创

（以下简称基金委 ） 与中 国工程院 （以下简称工程 院 ）新
”

到
“

源头创新
”

、 从
“

改造 创新
”

到
“

方案创新
”

、从

联合开展的
“

中 国工程科技 2 0 3 5 发 展战略研究
”项

“

发挥式创新
”到

“

基石式创新
”

、从
“

参与潮流
”

到
“

引

目启动会在工程院召开 。 基金委杨卫主任和工程院领规矩
”

、 从
“

跟踪创新
”

到
“

增效创新
”

的独特过程 。

周济院长 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 。 基金委高文副主
“

中国工程科技 2 0 3 5 发展战略研究
”

将广泛借鉴 国

任 ，相关局和科学部领导 、工程院代表 、项 目组 成员际上相关研究 的经验 和成果 ，充分利用和吸 收此前

近百人参加会议 。 工程院王玉普副院长主持会议 。
相关部 门开展 技术预见 的成功方法 。 杨卫强调 ，我

会议听取了基金委政策局副局长 、项 目 办公室主任们与工程院 的 战略研究合作将长期坚 持下 去 ，使之

郑永和关于项 目 立项背景及前期相关工作情况 的汇成为能够代表 中国技术预见水平的
一个世界知名 品

报 ， 听取了项 目 工作组组长王 崑声研究员关于项 目牌。 通过双方 的战略合作 ， 我们 不仅希望与工程 院

实施方案 的汇报 以及项 目 总体组组长王礼恒院士对共建高水平 的 国家工程科技智库 ，搭建我国 工程科

各领域组 的前期工作及下一步安排 的介绍 。 与会院技规划平台 ， 发展适合我国 国情 的科技规划学 ，
而且

士专家就会议相关议题发表 了意见和建议 。希望科学基金规划战略研究能够与工程科技 战略研

杨卫主任指 出 ， 2 0 1 5
—

2 0 3 5 年对于 中国工程科究很好地结合 ， 推动科学基金资助工作 为我 国工程

技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2 0 年 ，是会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科技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

的 2 0 年 。 随着未来 2 0 年中 国工业化从量变走 向质基金委与工程院共同组织开展 的 中 国工程科技

变 ，在这
一过程 中释放出来的 巨大 的经济社会需求 ，中长期发展战 略研 究始于 2 0 0 9 年 ， 2 0 1 2 年 以 来 已

将为工程科技发展创造得天独厚的条件和千载难逢联合支持三批共 4 5 项 战略研究项 目 。 此次开展 的

的机遇 。 党的十八大召 开 以来 ， 国 家加快实施创新面 向 2 0 3 5 中国工程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将采用技术

驱动发展战略 ，无论是科技界还是政府部 门 ，都对科预见等规范而成熟 的战略研究方法 ，开展 自 上而下

技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充满信心 。 基金委和工程院的系统性研究 ，广泛 吸纳科技界 、产业界 、 经济界和

联合开展的 中国工程科技 2 0 3 5 发展战略研究 ， 旨在相关管理部门 的集体智慧 ，凝聚我 国产业升级和经

通过科学系统 的方法 ，面向未来 2 0 年 国家经济社会济社会发展的 战略需求 ，扫描重大共性技术和关键

发展需求 ，勾勒 出我国工程科技发展蓝图 ，为国家中科学问题 ，
提 出推动与支持我 国工程科技发展的政

长期科技规划提供有益 的参考 。 他强调 ， 中 国工程策工具及管理措施 ，为 国家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科技 2 0 3 5 发展战略研究之所以 要采用科学系统 的战略作出应有贡献 。

方法 ，是因为科技规划 以及发展战略研究本身就是

—

门学 问 。 我们要通过研究规划 的 改进性 内容、 循（政策局 孙粒 龚旭 供稿 ）

序性 内容 、发挥性内容和原创性内容 ，准确反映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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