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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农业（农牧、农林、农 垦）科 学 院（以 下 简 称

“省级农科院”）作为各省公益性农业科研院所，是我

国农业科学研究和技术发展的主 体 力 量 之 一，是 农

业科技创 新 的 一 支 重 要 力 量。２０１１年 国 家 出 台 的

《国务院 关 于 分 类 推 进 事 业 单 位 改 革 的 指 导 意 见》

（中发〔２０１１〕５号）推进了省级农科院的转型［１］。同

年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 物 种 业 发

展的意见》（中发〔２０１１〕８号），强调了省部级农业科

研院所要重点开展育种理论方法 和 技 术、分 子 生 物

技术等基础性、前沿性和应用技术性等公益性研究，

呼吁对 优 势 科 研 院 所 加 大 基 础 性、公 益 性 研 究 投

入［２］。２０１３和２０１４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加

强农 业 科 技 创 新 能 力 条 件 建 设，推 进 农 业 科 技

创新［３，４］。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下简称“自然科学基金”）

作为国家支持基础研究的主渠道 之 一，已 经 成 为 各

省级农科院从事科学研究和科技创新的重要经费来

源，是农业科研发展和基础研究成 果 迅 速 转 化 的 重

要保障［５，６］。在当前，我国农业已经进入传统农业向

现代农业加速转 变 的 新 阶 段［７］，加 强 农 业 基 础 和 应

用基础研究，大力提高农业科技基础研究水平，加大

先进适用技术推广力度是省级农科院在转型中急需

攻克的科研问题和难题。近 年 来，在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金等项目的支持下，省级农科院 注 重 农 业 基 础 理

论创新和应用技术研发，并取得了重大进展，已经成

为各省乃至全国农业科技的中坚力量。本文以全国

除港澳台地区、陕西省以外的３１个省级农科院申请

量最多的面上项目、青年基金和地区科学基金（以下

简称为“三类基金”）为例，统计近５年来省级农科院

的自然科学基金申请和资助情 况，分 析 自 然 科 学 基

金在省级农科院农业科技创新中的作用。

１　数据来源与统计方法

数据来源于国家自然 科 学 基 金 委 员 会（以 下 简

称“基金委”）网 站 中 的 科 学 基 金 网 络 系 统（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ｂａｓｅ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ＩＳＩＳ）提供的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查询与统计数据库，输入依托单位、资

助类型（面上项目、青年基金或地区科学基金）、资助

状态（申 请 或 批 准）和 项 目 年 度（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进

行查询，通 过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７对 获 得 的 数 据 进 行 分 类

统计。

２　近５年 省 级 农 科 院 三 类 基 金 申 请 和 资 助

情况分析

２．１　三类基金项目申请总体概况

全国３１个 省 级 农 科 院 在 近５年（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年）共申请８１１９份三类基金项目。申请数在国家基

金委三类基金的申请总数中比 例 虽 然 较 低，但 逐 年

递增，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 占 比 分 别 为０．８７％、１．０４％、

１．１４％、１．３２％和１．４７％（表１），其 中２０１４年 比

２０１０年占比增加了６８．９７％。

２０１０年至２０１４年省级农科院三类基金项目申

请总数 呈 持 续 增 长 态 势（表１）。与２０１０年 相 比，

２０１４年三类基金申请总数增长了１１６．６０％，远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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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基 金 委 该 三 类 基 金 总 申 请 数２７．４９％的 增 长

率。其中青年基金和地区科学基金申请数持续快速

增长，面上项目呈现先增后降的态势。与２０１０年相

比，２０１４年 青 年 基 金 和 地 区 科 学 基 金 分 别 增 长 了

２０１．８８％和１６４．６５％。而 面 上 项 目，与２０１０年 相

比，２０１１和２０１２年分别增长了２５．９０％和５４．８２％；

２０１３和２０１４的 增 长 率 却 逐 步 放 缓，分 别 增 长 了

２７．２７％ 和２．７５％。分析申请数量增长出现差异的

原因，可能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近年来国家

对省级农科院进行了改革和转型，强 化 了 对 农 业 科

技创新的要求，使从事农业基础研 究 的 队 伍 迅 速 扩

大，特别是吸引了大量年轻科研人 员 加 入 到 农 业 基

础研究队伍中来；二是基金委在近 两 年 对 面 上 项 目

申请实施了限项 规 定［８］，从 而 限 制 了 一 些 科 研 人 员

的申请，导致面上项目申请数量增 长 放 缓 甚 至 出 现

负增长。

表２对３类基 金 申 请 项 目 数 排 名 前１０位 的 依

托单位进行了统计，结果发现经济 发 达 省 份 的 申 请

项目数位居前 列，５年 合 计 申 请 项 目 数 最 多 的 为 江

苏省农业科学院（达到８７６项），其 次 是 浙 江 省 农 业

科学院（７４０项）和北京市农林科学院（４９０项），这３
家单 位 申 请 量 占 省 级 农 科 院 申 请 总 量 的２５．９４％。

在前１０名中，基础研究相对较弱的云南省农业科学

院、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和新疆农业 科 学 院 等 依 靠 地

区科学基金的优 势，申 请 量 分 别 名 列 第６—８位，地

区科学基金的项目数占其三类基金申请总数的比例

分别为７１．８０％、８３．１２％和８３．３３％（表２）。分析还

发现，申请量排名前１０的依托单位其青年基金项目

５年总申请量 均 超 过 其 面 上 项 目，说 明 青 年 科 研 人

员已成为这些省级农科院项目申请的主力。

２．２　三类基金项目资助总体概况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３１个省级农科院５年来共获三

类基金资助１２９５项，总资助金额为４９　１６９．２３万元，

平均资 助 率 为１５．９５％，远 低 于 基 金 委 该 三 类 基 金

项目２２．５３％的平均资助率（表１），说明省级农科院

申请书的质量还有待进一步的提高。三类基金项目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平均资助率分别为１４．３５％、１５．４５％、

１４．６２％、１６．２０％和１７．９９％（表１），与２０１０年 相

比，２０１４年三类基金资助率增长了３．６４个百分点，

略低于基金委 资 助 率 的 增 长（３．８０％）。由 此 可 见，

省级农科 院 项 目 资 助 率 虽 然 呈 现 持 续 增 长 的 态 势

（２０１２年略 微 下 降），但 与 基 金 委 三 类 基 金 平 均 资

助率相比，一直 都 有 很 大 差 距，而 且 这 种 差 距 均 在

６个百分点以上，２０１３年更是达到了７．３％，凸显出

表１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省级农科院三类基金申请和资助情况

类别 年份 申请数／项 资助数／项 资助金额／万元 资助率／％ 基金委申请总数／项 基金委资助总数／项 总资助率／％

面上

青年

地区

合计

２０１０　 ３６３　 ４４　 １　４０２．００　 １２．１２　 ６５　１３６　 １３　０３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１　 ４５７　 ５１　 ２　９８５．００　 １１．１６　 ７６　０６２　 １５　３２９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２　 ５６２　 ６１　 ４　３２７．００　 １０．８５　 ８７　７７６　 １６　８９１　 １９．２４
２０１３　 ４６２　 ４９　 ３　４１３．００　 １０．６１　 ７２　１１４　 １６　１９４　 ２２．４６
２０１４　 ３７３　 ５８　 ４　７３７．００　 １５．５５　 ５９　１７０　 １５　０００　 ２５．３５
２０１０　 ３７３　 ５１　 ９９９．００　 １３．６７　 ３６　２８０　 ８　３５０　 ２３．０２
２０１１　 ６６１　 １０８　 ２　４７５．００　 １６．３４　 ５４　０９３　 １３　１４６　 ２４．３０
２０１２　 ８４６　 １２８　 ２　９６１．００　 １５．１３　 ５９　７８６　 １４　０２２　 ２３．４５
２０１３　 ９６８　 １７７　 ４　０８６．００　 １８．２９　 ６０　９７０　 １５　３６７　 ２５．２０
２０１４　 １　１２６　 ２０８　 ５　０４９．００　 １８．４７　 ６５　０１６　 １６　４２１　 ２５．２６
２０１０　 １９８　 ３９　 ９９９．００　 １９．７０　 ６　２１３　 １　３２６　 ２１．３４
２０１１　 ３１９　 ６３　 ３　２０２．２３　 １９．７５　 ８　５２４　 ２　０３３　 ２３．８５
２０１２　 ４０４　 ７６　 ３　６２８．００　 １８．８１　 １１　２５８　 ２　４７２　 ２１．９６
２０１３　 ４８３　 ８４　 ４　１４７．００　 １７．３９　 １１　８３８　 ２　４９７　 ２１．０９
２０１４　 ５２４　 ９８　 ４　７５９．００　 １８．７０　 １３　０３０　 ２　７５１　 ２１．１１
２０１０　 ９３４　 １３４　 ３　４００．００　 １４．３５　 １０７　６２９　 ２２　７０６　 ２１．１０
２０１１　 １　４３７　 ２２２　 ８　６６２．２３　 １５．４５　 １３８　６７９　 ３０　５０８　 ２２．００
２０１２　 １　８１２　 ２６５　 １０　９１６．００　 １４．６２　 １５８　８２０　 ３３　３８５　 ２１．０２
２０１３　 １　９１３　 ３１０　 １１　６４６．００　 １６．２０　 １４４　９２２　 ３４　０５８　 ２３．５０
２０１４　 ２　０２３　 ３６４　 １４　５４５．００　 １７．９９　 １３７　２１６　 ３４　１７２　 ２４．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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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农科院在基础研究上与其他科研单位的差距仍

较大。

从表１可以看 出，省 级 农 科 院 面 上 项 目 资 助 率

与当年自然科 学 基 金 平 均 资 助 率 差 异 更 大，２０１０—

２０１４年分 别 少７．８８％、８．９９％、８．３９％、１１．８５％和

９．８０％，特别是 在２０１３年，其 资 助 率 比 该 类 项 目 自

然科学基金平均资助率低一半还 多，说 明 省 级 农 科

院申报面上项目的科技人员开展农业基础研究的创

新思想和科研团队的建设方面有 待 进 一 步 的 深 化。

而青年基金项目的资助率近年来与该类项目自然科

学基金的平均资助率在逐步缩小，已由２０１０年相差

９．３５个百分点缩小到２０１４年只差６．７９个百分点，

缩小了２．５６个百分点，说明作为省级农科院项目申

请的主力军，青年科研人员的申请 书 质 量 在 不 断 提

高。地区基金资助率近年 来 一 直 保 持 相 对 平 稳，与

该类项目自然科学基金平均资助率的差异在三类基

金项目中是 最 小 的（表１），说 明 省 级 农 科 院 在 申 请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中相对来说劣势不大。

依据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 省 级 农 科 院 获 三 类 基 金 项

目资助数可以 看 出（表３），获 资 助 前３名 的 仍 是 江

苏省农业科学院、浙江省农业科学 院 和 北 京 市 农 林

科学院，分别 为１９３项、１３２项 和１１３项，资 助 金 额

分别为６７３２．００、４７２９．００和４１８８．００万 元，资 助 率

分别为２２．０３％、１７．８４％和２３．０６％。其 中 北 京 市

农林科学院是省级农科院中唯一１个超过自然科学

基金平均资助率的依托单位，而且其２０１４年的资助

量比２０１０年增加了５５．５６％，同时青年基金增加了

１７５．００％。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和浙江省农业科学院

２０１４年的资助量分别比２０１０年增加了２５３．３３％和

６１．１１％，其 中 青 年 基 金 分 别 增 加 了３５５．５６％和

１２０．００％，均超过了其项目平均增长量，说明这些单

位近年来从事农业基础研究的年轻科研人员数量在

迅速增加，青年人才对这些单位基 金 获 资 助 的 贡 献

率逐渐增加。

从表３可以看出，有１１家省级农科院获三类基

金项目资助数排在前１０名，其中江西省农业科学院

与河南省农 业 科 学 院 并 列 第１０。依 靠 地 区 科 学 基

金的支持，云南省、甘肃省、新疆、广西壮族自治区和

江西省农业科学院等５家依托单位的资助数均位列

前１０。这１１家单位中排名前８的其申请量也是前

８，而 且 有８家 单 位 超 过 了 省 级 农 科 院 平 均 资 助 率

（１５．９５％），更 有３家 依 托 单 位 的 资 助 率 超 过 了

２０．００％，说明这些 单 位 不 仅 申 请 的 体 量 大，而 且 基

金申请书的质量也较高。

分析发现，１１家依托单位资助项目总数为９０９
项，资助金 额 为３４　９６４．００万 元，分 别 占 省 级 农 科

院 资 助 项 目 总 数 和 资 助 总 金 额 的 ７０．１９％ 和

７１．１１％，获资 助 项 目 数 和 金 额 均 超 过２／３。说 明

我国３１个省级农科院虽然在农业基础科技创新 中

均有很大的发 展，但 研 究 力 量 不 均 衡，发 展 速 度 差

异较大，主要研究力量比较集中。其中经济发展 水

平较高的江浙等省级农科院基础研究水平较高，优

表２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省级农科院前１０名依托单位申请项目数统计

序号 依托单位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分类型合计＊ 合计／项

１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４４／６０／０　 ４４／１０７／０　 ７５／１５２／０　 ４９／１５９／０　 ４１／１４５／０　 ２５３／６２３／０　 ８７６

２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 ５７／６９／０　 ６４／１０６／０　 ６６／１０４／０　 ５２／８９／０　 ４８／８５／０　 ２８７／４５３／０　 ７４０

３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４６／２９／０　 ４７／４１／０　 ４８／５２／０　 ４４／７２／０　 ３３／７８／０　 ２１８／２７２／０　 ４９０

４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 ３３／３５／０　 ４１／４８／０　 ４２／５１／０　 ３６／６７／０　 ３４／９０／０　 １８６／２９１／０　 ４７７

５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 ２１／２６／０　 ３１／４５／０　 ４４／６１／０　 ３９／７１／０　 ２４／８６／０　 １５９／２８９／０　 ４４８

６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 ３／１０／３１　 ０／１２／４６　 ３／２６／７５　 ４／２７／７３　 ２／３２／７８　 １２／１０７／３０３　 ４２２

７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 ０／６／３０　 ０／１４／７０　 ２／１０／８２　 ２／１２／６７　 ３／１８／８１　 ７／６０／３３０　 ３９７

８ 新疆农业科学院 ０／１／２５　 １／５／３５　 １／１０／５２　 １／１５／８５　 ４／１６／７３　 ７／４７／２７０　 ３２４

９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 １５／２１／０ ０／３５／０　 １９／４２／０　 １７／６６／０　 １５／８３／０　 ６６／２４７／０　 ３１３

１０ 湖北省农业科学院 １５／２６／０　 １６／３７／０　 ２１／５２／０　 １６／４４／０　 ２１／４８／０　 ８９／２０７／０　 ２９６

分 类型合计 ２３４／２８３／８６　２４４／４５０／１５１　３２１／５６０／２０９　２６０／６２２／２２５　２２５／６８１／２３２　１　２８４／２　５９６／９０３ —

合计 ６０３　 ８４５　 １　０９０　 １　１０７　 １　１３８　 ４　７８３　 ４　７８３

　　注：＊面上项目／青年基金／地区科学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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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比较明显。不过总体来看，多数省级农科院虽 不

断加强基础研究科研队伍，但研究水平还有一定 差

距，亟待提高。

３　省级 农 科 院 三 类 基 金 申 请 和 资 助 项 目 在

不同科学部和学科处中的分布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省级农科院三类 基 金 项 目

申请数量的增 长 率 虽 然 远 超 基 金 委 三 类 基 金 的 增

长率，但资助率 的 增 长 却 较 低，而 且 其 资 助 率 远 低

于自然科学 基 金 的 资 助 率。为 进 一 步 了 解 省 级 农

科院农业基 础 研 究 的 状 况，我 们 对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

省级农科院三 类 基 金 项 目 的 申 请 和 资 助 情 况 按 科

学部和生命科学部的学科分类进行了统计分析。

３．１　三类项目在不同科学部中的分布分析

从表４可以看出，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省级农科院在

基金委８个科学部均有申请并获 资 助，说 明 省 级 农

科院在注重农业基础研究的同时，也 在 拓 宽 研 究 的

范围，开拓交叉学科的研 究。其 中 面 上 项 目 和 青 年

基金在基金委的８个科学部均有 申 请，地 区 科 学 基

金在６个科学部有申请，而青年基 金 在８个 科 学 部

均获过资助。由于省级农科院主要面向农业的角色

定位，其在生命科学部的申请量和资 助量均显著大

于其他科学部，分别占到总数的８８．７９％和８８．７３％，

其次是地球科学部和化学科学部，其 申 请 和 资 助 数

分别为４６８项和１０５项以及１４０项和１６项。

省级农科院尽管在生命科学部的申请量和资助

量都最大，但资助率在８个科学部中仅排第３位（表

４），为１５．９４％。资助率最高的是地球科学部，达到

２２．４４％，几乎与基金委该三类基金２２．５３％的平均

资助率持平；资助率最低的是管理 科 学 部 和 医 学 科

学部，仅为３．７５％和６．１７％。说明省级农科院在拓

展新的学科或交叉学科的研究过 程 中，学 科 间 水 平

差异较大，申请书的质量有待提高，相应的基础研究

水平有待提高。

３．２　三类基金申请和资助项目的学科分布

生命科学部是省级农科院最大的申请和资助学

部，从表５可 以 看 出，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 省 级 农 科 院 在

生命科学部２０个学科中１９个均有申请，但只在１７
个学科 获 得 资 助。其 中 面 上 项 目 和 青 年 基 金 均 在

１８个学科中有申请，前者获得过１４个学科的资助，

表３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省级农科院前１０名依托单位获资助项目数统计

序号 依托单位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分类型合计＊ 合计
资助率
／％

资助金额
／万元

１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６／９／０　 ８／２６／０　 １１／２５／０　 １２／４３／０　 １２／４１／０　 ４９／１４４／０　 １９３　 ２２．０３　 ６　７３２．００

２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 ８／１０／０　 ９／２１／０　 １２／１６／０　 ５／２２／０　 ７／２２／０　 ４１／９１／０　 １３２　 １７．８４　 ４　７２９．００

３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１０／８／０　 ９／１０／０　 １１／１０／０　 ７／２０／０　 ６／２２／０　 ４３／７０／０　 １１３　 ２３．０６　 ４　１８８．００

４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 ３／３／０　 ８／１２／０　 ７／１０／０　 ５／１２／０　 ４／１９／０　 ２７／５６／０　 ８３　 １７．４０　 ３　０４１．００

５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 ０／２／６　 ０／１／１１　 ０／２／１４　 ０／１／１８　 ０／３／１９　 ０／９／６８　 ７７　 １８．２５　 ３　３６４．００

６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 ４／２／０　 ２／６／０　 ４／１１／０　 ３／１６／０　 ６／２２／０　 １９／５７／０　 ７６　 １６．９６　 ２　４７９．００

７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 ０／１／５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０　 ０／２／１２　 １／１／１５　 １／４／５５　 ６０　 １５．１１　 ２　７８２．００

８ 新疆农业科学院 ０／０／７　 ０／１／８　 ０／０／１４　 ０／１／１０　 １／１／１５　 １／３／５４　 ５８　 １７．９０　 ２　６８２．００

９
广西壮族自治区

农 业科学院
０／２／３　 １／２／８　 ０／０／１　 ０／２／１０　 １／３／１２　 ２／９／３４　 ４５　 １５．３６　 １　９５０．００

１０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 ３／１／０　 ２／３／０　 ５／３／０　 ４／９／０　 ２／４／０　 １６／２０／０　 ３６　 １５．６５　 １　５８３．００

江西省农业科学院 ０／１／６　 ０／１／２　 ０／４／５　 ０／１／６　 ０／０／１０　 ０／７／２９　 ３６　 ２０．１１　 １　４３４．００

分类型合计 ３４／３９／２７　３９／８３／４２　５０／８１／４４　３６／１２９／５６　４０／１３８／７１　１９９／４７０／２４０ — — —

合计 １００　 １６４　 １７５　 ２２１　 ２４９　 ９０９　 ９０９ — ３４　９６４

　　注：＊面上项目／青年基金／地区科学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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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者获得了１５个学科的资助。地区科学基金在１６
个学科中有申请，但只有１４个 学 科 有 资 助，其 中 有

３个学科资助数均为１项。

２０个学科中，资助率超过省级农科院平均资助

率（１５．９５％）的学科有７个（表５），其中资助率最高

的学科是 细 胞 生 物 学，为３３．３３％，但 只 有３项，而

申请的也仅有９项，并不能代表省 级 农 科 院 在 这 一

学科上的发展水平。申请量和资助量最多的前３个

学科分别为农学基础与作物学、园 艺 学 与 植 物 营 养

学和植物保护学，申请和资助数量分别为１９１２项和

２９２项、１２３０项和１８５项、１１５８项和２２０项，资助率

分别为１４．５１％、１５．０４％和１９．００％（表５）。进一步

分析发现这３个学科的申请量占２０个 学 科 申 请 总

量的５９．６５％，资助数占６０．６６％。

由此可以看出，省 级 农 科 院 的 申 请 书 在 生 命 科

学部２０个学科中也是不均衡的。Ｃ０９：神经科学、认
知科学 与 心 理 学，Ｃ１０：生 物 力 学 与 组 织 工 程 学，

Ｃ１１：生理学与整合生物学等３个学科的资助率均为

０（表５），特别是Ｃ０９，近５年没有一个省级农科院的

科研人员 申 请。此 外，Ｃ０７：细 胞 生 物 学、Ｃ０８：免 疫

学和Ｃ１２：发育生物学与生殖生物学等６个学 科 都

不是省级农科 院 传 统 学 科 或 优 势 学 科，５年 合 计 资

助量均不超过１０份。而与 农 业 联 系 比 较 紧 密 的 学

科如Ｃ１３：农 学 基 础 与 作 物 学，Ｃ１４：植 物 保 护 学 和

Ｃ１５：园艺学 与 植 物 营 养 学 等 在 三 类 基 金 项 目 中 无

论申请量还是资助量均较高，但是 有 些 申 请 量 较 大

的学科 其 资 助 率 却 较 低，比 如 生 态 学 的 申 请 量 有

２９６份，但只有２８份 获 得 资 助，资 助 率 仅 为９．４６％
（表５）。

通过对生命科学部申请量和资助量最多的前３
个学科进一步 分 析 可 以 发 现（表６），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

３个学科的申 请 和 资 助 总 量 一 直 在 持 续 的 增 加，与

２０１０年相比，２０１４年申请量增加了１２６．０３％，资助

量增加了１８７．３２％，相 应 的 资 助 率 也 一 直 在 增 加，

到２０１４年达到１８．６５％（表６）。其中申请和资助量

最大的农学 基 础 与 作 物 学 学 科 在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 的

资助率有一个先降后升的过程，青 年 基 金 和 地 区 科

学基金资助率的变化趋势与此较 一 致，但 面 上 项 目

波动较大，资助率最高年份和最低年份相差５．８１个

百分点（表６）。

植物保护学、园 艺 学 与 植 物 营 养 学 这２个 学 科

在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的资助率一直在不断的提高，其中

植物保护学学科２０１４年的资助率比２０１０年提高了

８２．８１％。在该学科资助的三类基金中，平均资助率

最高的是 地 区 科 学 基 金，为２０．３９％，而２０１４年 资

助率最高的 是 青 年 基 金，达 到２４．４０％。园 艺 学 与

植物营养学 学 科 的 资 助 率 从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 虽 然 一

直在提高，但幅 度 不 大，到２０１４年 的 资 助 率 也 仅 为

１７．４７％，且其三类 基 金 项 目 年 度 间 的 波 动 也 很 大，

特别是地区科学基金，资助率最 高 年 份 和 最 低 年 份

相差１０．５０个百分点（表６）。

表４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省级农科院申请和获三类基金资助项目科学部分布情况

科学部
面上 青年 地区 合计

申请／项 资助／项 申请／项 资助／项 申请／项 资助／项 申请／项 资助／项 资助率／％

Ａ．数理科学部 ８　 ０　 １０　 ２　 ０　 ０　 １８　 ２　 １１．１１

Ｂ．化学科学部 ２６　 ２　 ９０　 １２　 ２４　 ２　 １４０　 １６　 １１．４３

Ｃ．生命科学部 ２　０２９　 ２４５　 ３　５１３　 ５９１　 １　６６７　 ３１３　 ７　２０９　 １　１４９　 １５．９４

Ｄ．地球科学部 １２９　 １６　 ２３４　 ５５　 １０５　 ３４　 ４６８　 １０５　 ２２．４４

Ｅ．工程与材料科学部 １０　 ０　 ３６　 ４　 ４２　 ５　 ８８　 ９　 １０．２３

Ｆ．信息科学部 ９　 １　 ２６　 ５　 ０　 ０　 ３５　 ６　 １７．１４

Ｇ．管理科学部 １８　 ０　 ５０　 ２　 １２　 １　 ８０　 ３　 ３．７５

Ｈ．医学科学部 １６　 ２　 ４０　 １　 ２５　 ２　 ８１　 ５　 ６．１７

合计 ２　２４５　 ２６６　 ３　９９８　 ６７２　 １　８７５　 ３５７　 ８　１１９　 １　２９５　 １５．９５



　

　３０６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２０１５年

表５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省级农科院申请和获三类基金资助项目在生命科学部２０个学科分布情况

学科
面上 青年 地区 合计

申请／项 资助／项 申请／项 资助／项 申请／项 资助／项 申请／项 资助／项 资助率／％
Ｃ０１　 ８６　 １２　 １６９　 ２４　 ６５　 １４　 ３２０　 ５０　 １５．６３
Ｃ０２　 ８９　 ７　 １３３　 ２５　 ８１　 １０　 ３０３　 ４２　 １３．８６
Ｃ０３　 ５３　 ４　 １２７　 １０　 １１６　 １４　 ２９６　 ２８　 ９．４６
Ｃ０４　 ２４　 ２　 ３４　 ４　 ４　 ０　 ６２　 ６　 ９．６８
Ｃ０５　 １３　 ２　 ２２　 １　 １１　 １　 ４６　 ４　 ８．７０
Ｃ０６　 ６７　 ９　 ９７　 １３　 ３６　 ４　 ２００　 ２６　 １３．００
Ｃ０７　 ２　 ２　 ４　 ０　 ３　 １　 ９　 ３　 ３３．３３
Ｃ０８　 ２　 ０　 ５　 ２　 ０　 ０　 ７　 ２　 ２８．５７
Ｃ０９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
Ｃ１０　 １　 ０　 １　 ０　 ０　 ０　 ２　 ０　 ０．００
Ｃ１１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２　 ０　 ０．００
Ｃ１２　 ２　 ０　 ８　 ０　 ３　 １　 １３　 １　 ７．６９
Ｃ１３　 ５３１　 ５６　 ８３１　 １２９　 ５５０　 １０７　 １　９１２　 ２９２　 １５．２７
Ｃ１４　 ３１８　 ５０　 ５８９　 １１７　 ２５１　 ５３　 １　１５８　 ２２０　 １９．００
Ｃ１５　 ３６１　 ４１　 ５９２　 ９８　 ２７７　 ４６　 １　２３０　 １８５　 １５．０４
Ｃ１６　 ２６　 ２　 ７０　 １３　 ３８　 １４　 １３４　 ２９　 ２１．６４
Ｃ１７　 １６９　 １８　 ３４２　 ６０　 ９９　 ２５　 ６１０　 １０３　 １６．８９
Ｃ１８　 １２２　 ２２　 １８２　 ３８　 ４２　 ６　 ３４６　 ６６　 １９．０８
Ｃ１９　 １６　 ０　 ３４　 ３　 ０　 ０　 ５０　 ３　 ６．００
Ｃ２０　 １４７　 １８　 ２７３　 ５４　 ８９　 １７　 ５０９　 ８９　 １７．４９
合计 ２　０２９　 ２４５　 ３　５１３　 ５９１　 １　６６７　 ３１３　 ７　２０９　 １　１４９　 １５．９４

　　注：Ｃ０１：微生物学；Ｃ０２：植物学；Ｃ０３：生态学；Ｃ０４：动物学；Ｃ０５：生物物理、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Ｃ０６：遗 传 学 与 生 物 信

息学；Ｃ０７：细胞生物学；Ｃ０８：免疫学；Ｃ０９：神经科学、认知科学与心理学；Ｃ１０：生物力学与组织工程学；Ｃ１１：生理学与整合生物

学；Ｃ１２：发育生物学与生殖生物学；Ｃ１３：农学基础与作物学；Ｃ１４：植物保护学；Ｃ１５：园艺学与植物营养学；Ｃ１６：林学；Ｃ１７：畜牧

学与草地科学；Ｃ１８：兽医学；Ｃ１９：水产学；Ｃ２０：食品科学，下同

表６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省级农科院在生命科学部前３名学科申请和资助项目数分布情况

学科 年份

面上 青年 地区 合计

申请
／项

资助
／项

资助

率％
申请
／项

资助
／项

资助

率％
申请
／项

资助
／项

资助

率％
申请
／项

资助
／项

资助

率％

Ｃ１３

Ｃ１４

Ｃ１５

合计

２０１０　 ６６　 ９　 １３．６４　 ７９　 １２　 １５．１９　 ６３　 １５　 ２３．８１　 ２０８　 ３６　 １７．３１
２０１１　 １１６　 １０　 ８．６２　 １２２　 １８　 １４．７５　 ９１　 １９　 ２０．８８　 ３２９　 ４７　 １４．２９
２０１２　 １４５　 １６　 １１．０３　 １８６　 ２９　 １５．５９　 １０８　 １９　 １７．５９　 ４３９　 ６４　 １４．５８
２０１３　 １１５　 ９　 ７．８３　 ２０３　 ３２　 １５．７６　 １４１　 ２５　 １７．７３　 ４５９　 ６６　 １４．３８
２０１４　 ９２　 １２　 １３．０４　 ２４９　 ４１　 １６．４７　 １３６　 ２６　 １９．１２　 ４７７　 ７９　 １６．５６
２０１０　 ６３　 ８　 １２．７０　 ５２　 ７　 １３．４６　 ２５　 ３　 １２．００　 １４０　 １８　 １２．８６
２０１１　 ６１　 ９　 １４．７５　 １０８　 １４　 １２．９６　 ３６　 ７　 １９．４４　 ２０５　 ３０　 １４．６３
２０１２　 ８３　 １２　 １４．４６　 １３１　 ２１　 １６．０３　 ４１　 ９　 ２１．９５　 ２５５　 ４２　 １６．４７
２０１３　 ６５　 １０　 １５．３８　 １３８　 ３４　 ２４．６４　 ７０　 １９　 ２７．１４　 ２７３　 ６３　 ２３．０８
２０１４　 ４７　 １１　 ２３．４０　 １６８　 ４１　 ２４．４０　 ７０　 １５　 ２１．４３　 ２８５　 ６７　 ２３．５１
２０１０　 ６２　 ６　 ９．６８　 ４９　 ８　 １６．３３　 ２５　 ３　 １２．００　 １３６　 １７　 １２．５０
２０１１　 ７９　 ５　 ６．３３　 １０５　 １７　 １６．１９　 ４０　 ９　 ２２．５０　 ２２４　 ３１　 １３．８４
２０１２　 ７９　 １０　 １２．６６　 １２０　 １７　 １４．１７　 ４７　 ８　 １７．０２　 ２４６　 ３５　 １４．２３
２０１３　 ７８　 ８　 １０．２６　 １４８　 ２８　 １８．９２　 ６６　 ８　 １２．１２　 ２９２　 ４４　 １５．０７
２０１４　 ６３　 １２　 １９．０５　 １７０　 ２８　 １６．４７　 ９９　 １８　 １８．１８　 ３３２　 ５８　 １７．４７
２０１０　 １９１　 ２３　 １２．０４　 １８０　 ２７　 １５．００　 １１３　 ２１　 １８．５８　 ４８４　 ７１　 １４．６７
２０１１　 ２５６　 ２４　 ９．３８　 ３３５　 ４９　 １４．６３　 １６７　 ３５　 ２０．９６　 ７５８　 １０８　 １４．２５
２０１２　 ３０７　 ３８　 １２．３８　 ４３７　 ６７　 １５．３３　 １９６　 ３６　 １８．３７　 ９４０　 １４１　 １５．００
２０１３　 ２５８　 ２７　 １０．４７　 ４８９　 ９４　 １９．２２　 ２７７　 ５２　 １８．７７　 １　０２４　 １７３　 １６．８９
２０１４　 ２０２　 ３５　 １７．３３　 ５８７　 １１０　 １８．７４　 ３０５　 ５９　 １９．３４　 １　０９４　 ２０４　 １８．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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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语

国家基金委青年基金项目是青年科技人员的启

蒙科研项目，具有鼓励自 由 探 索、激 励 创 新 等 特 点，
且资助 的 科 研 人 员 正 好 处 于“最 佳 年 龄 区”［９］。因

此，做好青年基金的精细化管理，资助培养更多的优

秀青年科技人员，将为科技的创新 与 发 展 源 源 不 断

地输送新鲜血液。省级农 科 院 三 类 基 金 项 目 中，青

年基金所占比例最大，其申请数、获资助数和资助金

额分别为４８．９５％、５１．８９％和３１．６７％，是项目申请

和获资助的主力军。说明省级农科院在青年科技人

员的管理和培养上取得了显著的 成 效，青 年 科 技 人

员已经成为省级农科院基础研究的重要力量。随着

时代不断发展，管理的科学性和合 理 性 也 将 不 断 发

生变化，因此还应继续深化和完善 青 年 基 金 管 理 制

度和激励措施，全面激活年轻群体的创新活力，进而

促进青年人才的全面快速成长，为 省 级 农 科 院 深 化

农业科研创新发展奠定基础。
目前，省级农科院正处于转型期，但承担的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数和获资助经费均 呈 逐 年 增 长，在 农

业基础研究领域不断取得进步，究 其 原 因 主 要 有 两

个方面。一方面得益于各省级农科院和广大科研人

员自身坚持不懈的努力；另一方面，也是省级农科院

科研管理部门对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实施有效管理的

结果。随着省级农科院获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数

和经费的稳定增加，农业基础研究 将 日 趋 活 跃 并 逐

步深入，研究探索领域不断拓宽，有力提升了省级农

科院在农业基础研究方 面 的 竞 争 力。不 过，省 级 农

科院获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平均资助率远低于基金

委三类基金项目的平均资助率，尤其是面上项目，说
明各省级农科院应更加重视提升自然科学基金的申

请质量，逐步缩小省级农科院与基 金 委 自 然 科 学 基

金资助率的差异。
生命科学部和地球科学部是省级农科院项目申

请的２个 主 要 学 部，申 请 的 数 量 大，获 资 助 的 项 目

多，具有一 定 的 竞 争 优 势。其 中，生 命 科 学 部 的２０
个学科中，农 学、植 保 和 园 艺 等 属 于 传 统 的 优 势 学

科。科学管理部门应密切关注国家基金委自然科学

的资助政策动态，采取适当措施调 动 广 大 科 研 人 员

的积极性；各省级农科院还应根据传统优势，认真分

析自身资源，整合科研力量，努力培养并形成自己的

优势学科，更好地发挥自身优势。
总之，各省级农 科 院 应 进 一 步 加 强 科 研 人 才 队

伍建设，更加重视科技领军人才的培养，重视自身优

势及与其他新兴交叉学科的结 合 与 发 展，加 强 与 国

内外研究水平高的科研院所和高校进行学术交流与

合作，提升农业科学基础研究和技术发展水平，使省

级农科院整体科研水平更上一个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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