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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科学基金项 目档案管理的思考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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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调 研部 分依托 单 位项 目 档 案管 理 工 作 ， 认 为 目 前依 托 单位项 目 档 案 管 理 存在 管 理

制 度标准 化 欠缺 、 档案 工作水平参 差 不 齐 、 档案 部 门处 于 弱 势 地位 等 问 题 。 要解 决 上述 问 题 ， 需 要

明 确 项 目 档案 管理 中各主体责 任 ； 加强 与 档 案部 门合作 ， 制 定和 完 善依托 单位科学基金 项 目 档 案 管

理 办法
；建立 和 完善基金 委 与依托 单位 两级抽 查 制 度 ；加 强信 息 化建设 ， 实现 纸 质档 案 与 电 子 文 件

的双套 制 一体化 管 理 。

［关键词 ］ 科学基金 ；项 目 ；档案

依托单位科学基金项 目档案是科学基金研究活
， 糾 ＾ Ｈ

攻 Ｖ7
1 科学基金项 目档案工作的泔 围及思乂

动的真实记录 ，是依托单位科研管 理的重要组成部

分 ，与科学基金项 目 的受理 、评审 、过程管理 、结题等乙 1 概念及归档范围

环节共 同组成了基金 管理 的 内容 ，全面地展示 了科科研档案是指在科学技术研究 过程中 形成的 ，

学基金事业所取得的成就 ，有利于知识储备和
“

科学 具有保存价值 的文字 、 图表 、 数据 ， 声像等各种形式

记忆
”

的延续 ，有 利于推动我 国 的科技进步 ，实 现社 载体 的文件材料 ［
2 ］

。 科学基金项 目 档案 （ 以下简称

项 目档案 ） ，顾名 思义 ， 即在 自 然科学基金项 目 研究

在
“

中 国 知 网
”

期 刊数据 库 中 检索 1 9 8 2 年至
过程中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文 字 、 图表 、数据 、 声

2 0 1 4 年
“

篇名
”

包括
“

科学基金
”

并含
＂

档案
”

或含
‘

肩
像等各种形式载体的科技文件材料 。 它是科学基金

档
，，

，仅检索到 1 2 篇文献 。 通过分析发现 ，文献大部 Ｚ

究
二是一种重要 的信息资源 。 项 目档案工作是依托单位

分为图书情报档案界对于本学科的 自 然科学及社纟

科学基金项 目 的分析研究 ，有 2 篇涉及 国家 自鮮斗《科学技术研究档案管理暂行规定 》 （以 下简称
㈣

《暂行规定 》 ）根据科研活动的不同 阶段 ，将科研文件
－

篇涉及依鮮位科学基金项 目 建補文献 ，可见
冊的細細分为五个方Ｈ ， ｇ卩科卿备 阶段 、研

关于依托单位科学基金项 目 档案管理的研究 尚不力
魅验阶段 、总结鉴定验收阶段 、成果和奖励 申 报阶

分 。 需要指出 的是 ， 基金委早 已对于项 目档案重要 段 、推广应用阶段 。 由 于 《暂行规定 》是一部全 国性

性有 着 深刻 的认识 。 早 在 2 0 0 4 年 ， 基金委 就 将 管理制度 ，具有普适性 ， 因此 ，其规定 的 归档 范围并
1 9 8 2 年至 1 9 9 8 年项 目 档案全部 移交到 中 央 档案不能不加修改地照搬套用于项 目 档案管理 。 项 目档

馆 ，实现了基金委档 案管理工作与 国家档案管理工案归档范围应当根据科学基金项 目 生命周期 中业务

作全面接轨ｗ 。 基金委的档案管理工作具有非 常好流程 、各主体职能及文件保存价值来确定 。 科 学基

的基础 ，因此 ，本文仅针对依托单位科学基金项 目 档金项 目 生命周期包含了发布指南 、项 目 申请 、项 目立

案管理开展深人 的研究 ，并不涉及基金委的 档案管项 、项 目实施 、项 目结题 、后续管理等几个环节 ，涉及

理问题。到基金委 、科研人员 和依托单位科研管理部 门 三类

主体 。 因此 ，项 目档案归档范围如下 ：

收稿 日期 ： 2 0 1 4
－

1 0 － 1 7
；修回 日期 ： 2 0 1 5

－ 0 3 － 0 4

＊ 通信作者
＊ Ｅ－ｍａ ｉ

ｌ ： ｙ
ａｎｇｙ

ｈ＠ｎ
ｊ

ｕ ．

ｅｄｕ．


ｃｎ

DOI牶10牣16262牤j牣cnki牣1000牠8217牣2015牣03牣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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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申 请阶段 ：项 目 申请书 、合作申请协议 ；（ 2 个 ） 、 医院 （ 1 个 ） 、军队 系统 （ 1 个 ） 等 。 同 时 ， 根据

项 目 立 项 阶段 ： 项 目 批 准 通 知 、 资 助 项 目 计研究需要还对基金委作了调研 。

划书 ；2
．

1 顶层制 度设计有待完善 ，
基层管理制 度标准化

项 目 实施阶段 ：原始记录 、涉及材料服务等采购欠缺

的合 同 、年度项 目进展报告 、 涉及项 目 负责人或依托如前文所述 ， 《暂行规定 》是我 国 目 前 科研档案

单位或研究 内容等变更的材料 、项 目 实施过程 中 出管理 的统领性法规 ，但是 ，
《 暂行规定 》发 布于 1 9 8 7

现的其他重大变更事项的材料 ；年 ，距今已有 2 7 年未做修订 ，许多具体的 管理要求

项 目结题阶段 ： 项 目 结题报告 、 项 目结题批准并不能与项 目档案的管理要求完全相契合 。 项 目 档

通知 ；案管理无法照搬 《暂行规定 》的具体要求 。

后续管 理 阶段 ： 项 目 结题后获 得 的 相 关成 果在基金委层面 ，许多政策法规都包含 了 对项 目

清单 。档案工作的要求 。 如 ， 《 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条例 》规

1 ． 2 科学基金项 目档案工作的意义定项 目负责人应 当
“

作好基金资助项 目 实施情况的

项 目档案管理是基金 管理 的后端 ，档案管理与原始记录
”

； 依托单 位应 当
“

建立基金 资助项 目 档

项 目 管理的受理 、评审 、 经费管理 、 中期检查 、结题等案
”

，

“

查看基金资助项 目 实施情况的 原始记录
”

；基

各个环节共 同组成了基金管理的 内容 。 依托单位完金管理机构
“

抽查 时应 当查看基金资助项 目 实施情

整的收集和保管项 目 档案 ， 进
一

步完 善了科学基金况的原始记录
”

。 基金委的八类项 目 管理办法中都

的管理 ，使依托单位项 目 档案的 管理 成为基金 管理提及
“

做好资助项 目 实施情况的原始记录
”

另

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些规范 的科研档 案能 够全 面的外 ， 《 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项 目科研不端行为处理办法

展示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事 业所取得 的成就 ，使委 内（草案 ） 》中规定 ，项 目 负责人与参与者若对原始记录

外人员能够共享基金项 目管理的经验
Ｄ ］

。 项 目 档案弄虚作假 ，将给予蒈告 、暂缓经费 、追 回经费等处罚 ，

工作可以促进依托单位加强项 目 管理各环 节与各种情节严重的 ，

“

5 至 7 年不得 申 请或者参与 申 请 国家

活动的制度建设 ， 如 明确基金管理文 件的 归档范围自 然科学基金资 助 ，
5 至 7 年不得晋升专业技术 职

和操作程序 ，确定科学基金项 目 管理 过程 中重要文务 （职称 ）

”

。 《 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依托单 位管理办

件 的归档制度等 ， 为科学基金管理提供最后 的监督法 》中也规定依托单位应 当建立科学基金 资助项 目

与制约机制 。 项 目 档案中 的 申 请书 、 原始记录与结原始记录制度 。 依托单位应当责令项 目 负责人或者

题报告是最具保存价值 的文件 。 项 目 申请书包含了参与者做好原始记录 ，定期对本单位 的科学基金资

项 目 的立项依据 、研究 内容 、研究 目标 、关键科学问助项 目 的原始记录进行查看 。 自 然科学基金委在对

题 、研究方案和创新之处等 ；原始记录是科研活动客资助项 目 进行抽查 以及其他相关监督检查工作过程

观而真实的记载 ， 是总结与检查科研活动 的重要依中需要查看原始记录的 ，依托单位应 当积极配合 ，依

据 ［
3
］

；结题报告则包含了研究计划要点 、 项 目 执行情托单位应 当建立科学基金 资助项 目 档案 ， 项 目 结题

况 、 主要进展 、取得 的成果 、 国 内 外合作交流与人才后及时归 档 。
2 0 0 6 年 ，基 金委颁布 了 《 国 家 自 然科

培养情况等 。 这些都是具有极高科学价值的科技文学基金委员会档案管理办法 》 ，但是该管理办法只是

献 ，项 目档案工作使得这些信息得 以及时公开 ，并面针对基金委内 的文书档案 ， 并未对项 目 档案 的管理

向全球科研人员实 现
“

开放获取
”

，有利于知识储备作出 详细规定 。 直至 2 0 1 4 年 1 0 月 ， 基金委才颁布

和
“

科学记忆
”

的延续 ，有利于推动我 国的科技进步 ，了最新 的 《 国家 自 然科 学基金委 员 会档 案管理 办

同时也有利于实现社会监督 ， 预防学术不端 。法 》 。 至 此 ，管理办法才将项 目档案纳人基金委的档

2 科举甚合项 目 档案管理现状
委 内部管理办法 ，对依托单位项 目 档案管理并无约

针对项 目档案管理现状 ，本文选取了 2 0 个依托束力 。

单位进行相关调研 ， 为了保证调研结果具有普遍 意在依托单位层面 ，根据调研结果统计 ，所有依托

义 ，选取的 2 0 个依托单位分布于 9 个省 市 ， 涉及东单位 的档 案 部 门 均制定 了 详细 的档 案管 理细 则 ，

北地 区 （ 2 个 ） 、华北地 区 （ 1 个 ） 、华东地 区 （ 1 0 个 ） 、 5 0 ％ 的依托单位有专门 的科研档案管理规 定 ，凡是

华中地区 （ 1 个 ） 、华南地区 （ 3 个 ） 、 西部地区 （ 3 个 ） 。拥有专门 的科研档案管理规定的 依托单位 ，都 明确

单位类型包括高等院校 （ 1 6 个 ） 、 中 国科学 院研究所规定要将原始记录进行归档 。 7 5 ％ 的依托单位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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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管理部门能够按照基金委 的要求 ，按 时对科学基部分依托单位能够做到基金 委 ＩＳＩＳ 系 统 中产生 的

金项 目 材料进行归档 ，有 2 5 ％的依托单位未对项 目各类文件完整 、及时归档 ，包括项 目 申 请书 、计划 书 、

档案进行归档 。 仅有 1 家依托单位归档材料 中包含进展报告与结题报 告 。 而问题在 于 ，几乎没有一家

原始记录 ， 仅 占 总数 的 5 ％
。
不 同类 型的 依托单位依托单位能够完整地收集项 目 原始记录 。 对于这

一

归档制度也有所不 同 ， 8 5 ％ 的依托单位 由科研管理问题 ，不同 的依托单位采取了不同 的态度 ，部分依托

部门 负 责收集 、整理和归档项 目 档案 ，

1 0 ％ 的依托单单位档案部门采取 了妥协 的方案 ， 即在科研档案管

位 由课题组负 责 ，
5 ％的依托单位 由二级单位 （ 院系 ）理细则中规定 ，项 目 申请书 、计划书 、 进展报告与结

负责
［ 1 2

］

。
9 5 ％的依托单位归档 范 围涵盖 了科学基题报告必须归档并保存于档案部 门 ，而原始记录则

金所有类型 的项 目 ，仅北京大学 的归档范 围并未覆在
“

逻辑
”

上进 行归 档 ，保存地 址则在
‘
‘

课题组
”

［
1 4

］

。

盖所有类型的基金项 目 ，其归档范 围仅涵盖基金重部分依托单位档案部 门则采取了 强硬措施 ，拒绝接

大 、重点项 目 、杰青 、 海外青年学者合作研究基金 、 创收项 目 档案 。 目前科学基金项 目 主要还是纸质材料

新群体等几类 ， 数量最大的青年 、面上项 目 未包含在归档 ，仅 1 0 ％ 的 依托单位实现 电 子文件 同 步归档 ，

内
［ 1 3

］

。
8 5 ％的依托单位声称可 以保证项 目 档 案的大部分单位未能实现纸质材料和相应电子文件同步

真实性 、完整性 ，
1 5 ％ 的依托单 位则无法保证其完归档 。 另 外有 1 家依托单位将各类文件 的电 子版从

整性 。ＩＳＩＳ 系统中下载 ，但也并非为了归 档 ，而是因 为档案

可以看出 ，在国家层 面和基金 委层面都有对关馆拒绝接收 ，科研管理部 门为了 便于 自 身管理与使

于科研档案管理 的法律法规 ，但是 这些法律法规要用方便 。 对于文件材料的真实性 ，项 目计划 书 、进展

么具有普适性 ，无法照搬用于项 目 档案管理 ，要么 就报告、 结题报告均能保证其真实可靠性 ，但是部分依

是
一

带而过 ，缺乏具体深入 的指导性意见 和实施 细托单位的 申 请书真实性则无法得到 完全保证 ， 这与

则 。 因此 ，项 目 档案 管理在顶层制度设计上还需要其在基金申 报期间 的 工作流程有关 。 在 申 报期 间 ，

进一步细化和完善 。 而依托单位在项 目 档案管理的科研管理部门会要求 申请人提交至少 2 份 申 请书 ，

制度建设上相对而言是完备 的 ，大多拥有相应 的档 一份上报基金委 ，

一份用于归档 。 但 在申 报截止之

案管理细则 ，项 目 档案也基本上都能够得到妥善 的前 ， 申请人常常会对申 请书进行修改 ，部分科研管理

保管 。 但是 ， 由 于依托单位类型 复杂 ， 管理体系 、管部门未能对用于归档 的那份 申 请书做到 同步更新 ，

理方式千差万别 ，导致项 目 档案的归档范 围 、归档主最终导致归档 的 申 请书与实 际上报 的 申请书不 一

体 、归档方式也不尽相 同 。 这就会导致不 同依托单致 。 《暂行规定 》 中 的
“

四同 步
”

要求 ， 在项 目 档案 管

位 、 同
一

单位 内不同 部门在对项 目 档案管理 的标准理中也未能得 到完全执行 。 在
“

四同 步
”

中 仅
“

下 达

把握上存在着不 同 的理解 ，使项 目 档案管理缺乏标计划任务与提出科研文件材料的 归档要求同 步
”

能

准化 、规范化的 制度设计 。够得到执行 ，

“

验收 、 鉴定科研成果与验 收 、鉴定科研

2 ． 2 基金委档案管理工作遥遥领先 ， 依托单位档案档案材料同 步
”

、

“

检查 计划进度与检查科研文件材

工作水平参差不齐料形成情况同步
”

得到执行的也寥寥无几 ，典型的例

早在 2 0 0 2 年 ，基金委就实施了项 目 档案数字化子就是几乎所有依托单位在对科学基金项 目 结题验

工程 。 到 2 0 0 2 年底 ，在中央档案馆的指导下完成 了收的时候都未邀请档案部 门同 时参与 ，几乎所有依

1 9 8 2 年至 1 9 9 8 年斯闾项 目档案的数字化 。 次年又托单位 的项 目档案都无法收集原始记录 。

“

上报登

完成了 1 9 9 9 年至 2 0 0 2 年间项 目 档案的数字化 。 在记和评审奖励科技成果 以及科技人员提职考核与档

2 0 0 3 年度的科学基金管理工作中 ， 配合基金项 目 申案部门 出具专题归档情况证 明材料 同步
”

。 在调研

报的全文电子化 ， 数字化工程安排对收到 的基金项中则更是没有
一

家依托单位能够做到 ，特别是科技

目结题报告进行录人 与挂接 ， 使基金项 目 的管理基人员 职称评定 的时候 ， 人事部 门无一例外均 向科研

本实现了全程电子化管理 。
2 0 0 4 年 ，科学基金 1 9 8 2管理部 门核实其项 目 真实性 。

年至 1 9 9 8 年 的项 目 档案全部移交到 中央档案馆 ， 实 2
．

3 科研管理部门强势而不重视 ，
档案部 门重视却

现了科学基金档案管理工作与 国家档案管理工作全不强势

面接轨 ， 从 此步 人科 学 基 金 档 案 管 理 工 作 正 常科研管理部 门的工作历来都是依托单位工作 中

轨道Ｍ 。的重中之重 ， 其工作任 务大多 带有很强 的 指标性 。

而依托单位的 项 目 档案工作水平参差不齐 ， 大考核科研管理部 门 的 指标是争取 了 多少基金 项 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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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了多少科研经费 ， 至于项 目 档案管理工作 ， 只是案管理办法 ，详细规定依托单位 的相关管理职责 、项

争取来项 目之后 的毫无显示 度 的
一般 事务性 工作 。目 档案 归档范 围 、 归档制度 、 分类 整理方法 、 公布与

只要项 目 申请书 、批 准通知 、 计划书 、 进展报告与结利用规则等 ；基金委在对资助项 目 进行抽查 以及其

题报告 、结题批准通 知等材料能够完整真实地归档他相关监督检查工作过程 中 应当 同步监督检査依托

即可 。 基金委未做强制要求 的材料 ， 则没有 任何收单位项 目 档案管理工作以及原始记录情况 。 科研人

集 、整理的积极性 。 档案 部 门历来都 是依 托单位 中员接受基金委 的项 目 资助 ， 是项 目 档案及原始记 录

的弱势部门 ，极少真正拥有对于其他部 门 的监管权的产生者 ，对其而 言 ， 应 当强 化项 目 负 责人负 责制 ，

限 。 档案部 门对项 目 档案的归档要求均是按照 国家对档 案资料和原始记录 的 真实性 、 完整性 负 责 。 对

或者地方性行业性的 科研档 案管理细则提 出 的 ，是于科研管理部门 而言 ，要强化法人责任制 ， 担负起管

科学合理的管理要求 。 但 是 ， 这些归档要 求却无法理职责和 监督职责 ，

一方面 ，要承担整理档案和立卷

强制要求科研管理部 门执行 ，即便要求 ，科研管理部的工作 ，按照科学基金项 目 纸质文件材料和 电子文

门也可能置之不理 。 调研 中有两家依托单位 的项 目件材料的 自 然形成规律 ，对文件材料整理组卷 ，编制

档 案未归档 ，其 中
一家依托单位档 案部门 因 缺少原卷号 ，制作卷内 目 录 ，检査合格后 向依托单位档案管

始记录而拒收档案 ， 科研管理部门 索性 自 行保 管项理部 门移交 ； 另
一方 面 ， 要监督 项 目 负 责人生 成真

目 档案 。 另
一家则是因 为科研管理部 门对项 目 档案实 、完整 的项 目 档 案 ， 同时要督促其做好原始记录 的

长期不重视 导致其不 愿投人大量人 力 物力 立卷归保存工作 。 档案部 门应当承担科学基金项 目 档案 的

档 ， 档案部 门却无 力强制要求科研管理部门 开展 归安全保管 、查询利 用职责 ， 同时应当对科研管理部 门

档工作 。 这两家依托单位都 已经多年未 向档案部 门的立卷 、 归档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和业务指导 。

归档 。 《暂行规定 》中要求档案管理部 门 和科技管理（
2

） 加强与档 案部 门 合 作 ， 制 定 和 完善 科学基

部 门
“

对科研档案工 作进行定期 的 检查
”

，

“

经过检金项 目档案管理办法

查 ，对科研档案工作搞得好的单位 ， 要给予表扬或奖目前 ，无论是基金委还是依托单位 ，都缺乏针对

励
； 凡因档案管理混乱 而影 响科研进程和造成严重科学基金项 目 的档案管理办法 ， 而其他 的各类科研

损失的单位 ，要追究 主管领导和 直接责任人员 的责档案管理办法 ，都 不能完全契合科学基金项 目 档案

任 。 对科研档案质量未达到要求 的 ，必须限期改进 ；的管理要求 。 如 ， 全 国性法规《科学技术研究档案管

超过期限仍未改进 的 ，要采取不准报成果 和不发成理暂行规定 》还是 1 9 8 7 年制 定 发布 的 ， 其 中很多要

果奖等强制性措施 ，促其尽快改进
”

，

“

档案管理部 门求都与 当前的现实情况相违 背 ， 甚至早 已在实际工

和各有关单位 ，对政治思想好 ，责任心强 ， 有创新精作 中 被束之高 阁 。
以其 中 的

“

四 同 步
”

管理 要求为

神 ，并在工作中取得显著成绩的科技档案人员 ，应按例 ，前文的调研显示 ， 在 2 0 家依托单位 中无一家能

《 中华人民共和 国科学技术进步奖励条例 》和 国家档够完全做到 。 再如 ，

“

实行由 科研课题 （项 目 ） 负责人

案局制订的有关奖励办法等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和 奖主持立卷归 档 的 责任制
”

， 在 《 暂行规定 》发 布的 时

励 。 对工作失职 ，违反规定 ， 泄露 机密 ， 造 成工作损代 ， 由 于全国各类科研项 目数量极其有 限 ， 尚 能要求

失者 ，应视其情节轻重 ，给予惩处
”

。 但是现实情况项 目 负责人整理档案并立卷归 档 ，而在 当前 的形势

是 ，对先进 的表扬 和奖励往往是科研 管理部 门 在执下 ，科学基金每年的立项数接近四万项 ，并且科学基

行 ，对责任人员 的追责或惩处 ，档案部 门 却往往力不金项 目档案是在基金管理过程中 自 然汇集到科研管

从心 。理部 门手 中的 ， 如果继续实行项 目 负责人 主持立卷

文件 的形成规律 ， 不利于项 目 档案 的科学管理 。 建

（ 1
）
明确科学基金项 目档案管理 中各主体责任议项 目 档案实行科研管理部 门立 卷归档 的 责任制 ，

项 目 档案管理过 程中 涉及到 多个行为 主体 ，包这样既可 以做到立卷的标准化 、规范化 ，保证档案材

括基金委 、科研人员 、 科研管理部 门 、档案部 门 等 ， 只料的完整性 、 真实性 ， 还能减 轻科研人员 的 负担 ， 从

有明确各 自 的责任和权利 ，才能有效的 相互配合 ，共繁琐 的建档工作 中解脱 出 来 ，将更多 的时 间 投人到

同推进项 目 档案管理工作 。 其 中 ， 基金委 的 主要 职科学研究 中 。

责包括两 方面 ， 即顶 层制度设计 与 监督 监察职责 。另外 ，部分部委也 制定 了 自 己 的档案管理办法 ，

基金委应当与 国 家档案局联合制 定依托单位项 目 档如教育部 国家档案局第 2 7 号令 （ 《 高 等学校档案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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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办法 》 ） 。 该办法专 门针对高等学校档案工作而制产生的重要 电子版原始记录上传至基金委服务器 。

定 ，但是却 涵盖科研 、 教学 、党群等十
一

大类档案 ，对在依托单位层面 ，应当加强数字化平台建设 ，实

科研档案管理沿用 《科学技术研究档 案管理暂行规现科研管理系 统与档案管理系 统的 系统共建与数据

定 》的要求 ，仍然缺乏深人 、 细化 的管理规定 。 各类共享 ，实现科学基金项 目 档案从立项开始就建档 ，伴

现有科研档案管理办法对于基金委关注的 原始记录随着过程管理直至项 目 结题 ，科研管理部 门始终能

问题以及基金委管理政策调整 中 出现的 新问题均缺够做到纸质档案与电子文件双套制管理 。 在项 目 结

少具体规定 。 如 ，大部分科研档案管理办法都 要求题后 ，在纸质档案归档的 同 时能够实现电 子文件 的

归档
“

各种载体的重要原始记录 ， 实验报告 ，计算材实时网络归档 ，真正实现科学基金项 目 文档
一

体化

料
”

，但如何判断
“

重要原始记录
”

，很 多只能 以 电子管理 。

化形式存在 的原始记录如何保存 ，均缺 乏具体操作

规范和保管标准。 另 外 ， 以往依托单位在上报进展致谢 本文得 到 国 家 自 然科 学基金 （项 目 批 准 号 ：

报告时 ，
会留存

一份用 以 归档 ，但基金委从 2 0 1 3 年Ｊ
1 4 2 4 0 0 1 ） 与 国 家 社 科 基 金 （ 项 目 批 准 号 ：

起要求只需在 网上提交 电子版进展报告 ，无需上交 1 3 ＣＴＱ 0 5 3 ） 资助 。

纸质版本 ，今后纸质版计划 书是否还 需要归档 ？ 针＃￥ｔｉｆ

对上述 问题 ，建议基金委会同 国家档案局进一 步完
＃￥？

善科学基金项 目 档案管理办法 ，根据基金管理 活动［ 1 ］＊ 民社 ’吴宁 ，龙军 ’ 杨卖婿 ， 张 志曼 ． 加强 项 目 档案 管理 推

及其科技文件产生鮮 ，设置科学合理 的归档范围 ，

取消进展报告的 归档 ，进
一

步强化原始记录 的归档［ 2 ］ 科学技术研究档案管理暂行规定 （ 国档发 ［ 1 9 8 ？ ］ 6 号 ）

要求 ，确定应 当 归档 的原始记 录的标准 、类型 与载
［ 3 ］始？录

！

是科 重要 环

、节 ． 中华医学科研管理杂志 ， 1 9 9 9 （ 1 2 ）
： 2 2 9

—

2 3 0

体 ，制定原始记录归档的操作规范 。［ 4 ］ 国家 自 然 科 学基金 面上 项 目 管理办 法 ． ［ 2 0 1 4
－ 1 0

－

1 6 ］ ，
ｈ ｔ

－

（
3

） 建立 和完善 基金 委与依 托单位 两级 抽査ｔｐ ： ／／ ｗｗｗ． ｎｓ ｆｃ ．ｇｏｖ ．ｃｎ ／ｐｕｂ ｌｉ ｓｈ／ｐｏｒｔａ ｌ 0 ／ ｔ ａｂ 2 2 0 ／ ｉ ｎ ｆ ｏ 2 4 2 1 4 ．

电
｜ 麽

＝ｈｔｍ

［ 5］ 国 家 自 然 科 学基金 重点 项 目 管理 办 法 ． ［ 2 0 1 4
－

1 0
－

1 6 ］ ，
ｈ ｔ

－

基金委应当进
一

步完善抽查机制 ， 不仅要定期ｔｐ ： ／／ ｗｗｗ ． ｎｓ ｆｃ ．ｇｏｖ ．ｃｎ ／ｐ ｕｂ ｌｉｓ ｈ／ｐｏｒｔａ ｌ
Ｏ ／ ｔ ａｂ 2 2 0 ／ ｉｎｆｏ 2 4 2 1 3 ．

抽查依托单位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 实施情况 、 项 目 资ｈｔｍ

八 ？她
［ 6 ］ 国家杰 出青 年科学基金 项 目 管理 办 法 ？［ 2 0 Ｕ

－

1 0
－

1 6 ］ ，
ｈ ｔ

－

金的管理和使用情况 、依托单位履 彳了职责情况等事 ｔｐ ： ／ ／ ｗｗｗ
． ｎｓ ｆｃ ．

ｇ 0 ｖ ．ｃｎ／ｐ ｕｂ ｌｉ ｓ ｈ／ｐｏ ｒｔａ ｌ
0 ／ ｔａｂ 2 2 0 ／ ｉｎ ｆｏ 2 4 2 0 7 ．

项 ，还要定期抽查依托单位项 目档案管理情况 ，并公ｈｔｍ

布抽査结果 。 基金委的检查对象主要是依托单位科 ［ ？ ］ 国 家
，

科学

，
金优秀

，

年科学基金

，

目

？
丨

［ 2 0 1 4
＿

1 0
－

1 6 Ｊ ， 
ｈｔ ｔ

ｐ
．

／／ｗｗｗ．ｎｓｆｃ ．ｇｏ
ｖ

．ｃｎ／ｐ ｕｂ ｉ ｉ ｓ ｈ／ｐｏ ｒｔ ａｌＯ ／ ｔ ａｂ 2 2 0 ／

研管理部 门 ，档案管理部 门应 当予 以配合 。 基 金委 ｉｎｆｏ 4 4 5 1 5 ．ｈ ｔｍ

可对抽査档案工 作不合格的 依托单位提 出整 改意 ［ 8 ］ 国 家 自 然科学基金青 年科学 基金 项 目 管 理办 法 ．

［如 1 4 － 1 0 －

见 ，若依托单位不积极整改或整改不到位 ，基金委可
‘ ｎｓｆｃ＇ ｇｏ

ｖ
＂ ｃ ｎ／ ｐｕｂ ｌ ｉ 5ｈ／ ｐｏ ｒｔａ ｌ 0 ／

ｔａ ｂ 2 2 0 ／ ｉｎ
＂

采取缓拨经费 、收回 已拨付经费 ，甚至暂停依托单位 ［ 9 ］ 国家 自 然科学基 金地 区科学 基金项 目 管 理办 法． ［ 2 0 1 4
－

1 0 －

申报资格等处罚措施 。 同 时 ，在依 托单位层 面也应
1 6 ］ ，ｈ

ｔ
ｔｐ ： ／ ／ｗｗｗ．ｎｓｆｃ．

ｇｏ
ｖ

．ｃ ｎ／ ｐｕｂ ｌ ｉｓｈ／ｐ ｏｒｔａ ｌ 0 ／ ｔ ａｂ 2 2 0 ／ ｉｎ
－

当建立对课题组原始记录的巡查机制 。 依托单位科［ 1 0 ］ 国 家 自然科 学基金创新 研究 群体项 目 管 理办法 ． ［ 2 0 1 4
－

1 0 －

研管理部门应 当会 同档案部门共同责令项 目 负 责人 1 6 ］，
ｈｔ

ｔ
ｐ ： ／ ／ｗｗｗ ．ｎｓｆ ｃ ．

ｇｏｖ ． ｃ ｎ／ｐｕｂ ｌ ｉ ｓｈ／ ｐｏｒ
ｔａ ｌ 0 ／ ｔａｂ 2 2 0 ／ ｉｎ

－

及参与者做好原始记 录 ，定期对本单位的科学基金
［ ｉ ｉ］ 国家 自 然 科 学基 金 国际 （ 地 区 ） 合 作 研究项 目 管 理办法 ．

资助项 目 的原始记录进行査看并建立长效机制 。 ［ 2 0 1 4
－ 1 0 － 1 6 ］ ， ｈｔ ｔｐ ： ／ ／ｗｗ

ｗ ．ｎｓｆｃ ．

ｇｏｖ
．ｃ ｎ／ｐｕｂ ｌ ｉｓｈ／ｐｏｒｔａ ｌ

Ｏ ／

（
4

） 加强信息化建设 ， 实现纸质档案与 电 子文ｔａｂ 2 2 0 ／ ｉｎｆｏ 2 4 2 0 2
．ｈｔｍ

性的奴 査制 一优仆链理［ 1 2 ］ 1 1 3 胃 工＃［ 2 0 1 4
－

1 0
－

1 6 ］ ， ｈｔ
－

ｔ
ｐ ： ／／ａｒｃｈ ｉ

ｖｅｓ，ｓ
ｊ
ｔｕ ．ｅｄｕ ．ｃ ｎ／ｐｌａ ｔ ｆｏｒｍＤａ ｔａ／ ｉｎｆｏｐＩａ ｔ

／ｐｕｂ／

在基金委层 面 ， 建议进
一 步完 善 ＩＳＩＳ 系统建 ｓｈ

ｊ
ａ ｄａｇ＿ 1 2 ／ｄ。ｃ ｓ／ 2＿ Ｑ 3

／ ｄ＿ 7 8 ＧＱ 4 ． ｈｔｍ ｌ

设 ，在系统 中为依托单位设置电子文件下载功能 ，供 ［ 1 3 ］ 此京大学科学技术研 究档 ＾管理实施 细则 ． Ｄ ｏｕ－

ｉｏ
－

ｉ 6 ］ ’

斤＋ｒ＾－ｈ
＞、卄ｒａ

祖务 介处
ａｎ？ｈｔ ｔｐ ： ／ ／ｗｗｗ ．

ｄａｇ
．
ｐｋｕ ．

ｅｄｕ ．ｃｎ ／ｂｎｂｄ／ｍｇ／ 1 1 4 4 9 ．
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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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国科学家解码草鱼全基因组序 列

中 国科学院水生 生物研究所 、 中 国 科学院国 家草鱼基因组在演化过程 中发生了
一次染色体融合 ，

基因研究 中心 、 中 山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 ，合作完草鱼染色体的融合可能与其性染色体的分化有关 。

成了草鱼 （ Ｃｔ ｅｎｏｐｈａ ｒｙｎｇｏ
ｄｏｎｉｄｅ ｌｌｕ ｓ） 基 因组序 列草鱼以典型 的 草食性特征而得名 ，它们 如何从

草图的绘制 ， 相关研究成果 于 2 0 1 5 年 5 月 4 日 在水草中汲取营养以支持其快速生长
一

直是研究者们

七 期刊在线发表 。关注的问题 。 该研究 的基因 注释结果表 明 ，草鱼基

草鱼是我国重要 的淡 水养殖鱼类 ， 也是世界范因组中并不存在纤维素降解酶基 因 ； 比较转 录组分

围 内最重要 的淡水养殖品 种之
一

， 其产量约 占全球析发现 ，草鱼在草食性转化过程 中 ，肠道中昼夜节律

淡水养殖 总量 的 1 6 ％ 。 该研究分别对
一

尾雌性 和相关基因 的表达模式发生 了重设 ，肝脏 中 甲 羟戊酸

一尾雄性草鱼进行 了全基因 组测序 ，通过改 良 的 ｄｅ通路和类 固醇生物合成通路被激活 。 草鱼可能通过

ｎｏｖ ｏＰｈｕｓ ｉｏｎ
－

ｍｅｔａ 拼接 ，获得雌性 （ 0 ． 9ＧＢ）和雄性持续高强度的食物摄人 ， 获取足够多的可利 用营养

（ 1
．

0 7 ＧＢ） 草鱼基 因 组组装序列 。 基 于草 鱼多个组以维持其快速生长 。

织 的转录组数据和斑马鱼同 源基 因信息 ， 在雌性 基该研究 得 到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重 点 项 目

因组中注释了 2 7
，

2 6 3 个蛋 白编码基 因 ，完成 了其中（ 3 1 1 3 0 0 5 5 ）和 8 6 3 项 目 （ 2 0 1 1ＡＡ 1 0 0 4 0 3 ）等的资助 。

1 7 ， 4 5 6 个基因在草鱼染色体上的定位 。草鱼作为鲤科鱼类 的代表性物种 ，其全基 因组序列

草鱼基 因组与现有 1 2 种脊椎动物基 因 组的 比的解析 ，将为鱼类重要经济性状相关基 因 的发掘和

较研究发现 ，草鱼与斑马鱼的亲缘关系 最近 ，它们经养殖 品种的遗传改 良提供关键技术支撑 ， 同 时也将

历了相似的基因组 演化历程 ，共享 7
，

2 2 7 个基 因家为鱼类基因组演化 、性别决定及分化机制等理论研

族 ，草鱼基因组 中免疫相关结构域基 因 家族发生 了究奠定重要基础 。

显著扩张 ，两者的分化时间大约距今 5 0 0 0 万年 。 共

线性分析和 Ｆ ＩＳＨ 检测结果显示 ，草鱼 的第 2 4 号染（ 生命科学部 胡景杰 杜生 明 供稿 ）

色体对应于斑马鱼 的第 1 0 和第 2 2 号染色体 ，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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