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３０８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２０１５年

·基金纵横·

南京邮电大学“十一五”以来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情况分析

宋福明＊

（南京邮电大学 科技处，南京２１００２３）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５－１９；修回日期：２０１５－０６－０９

　　＊ 通信作者，Ｅｍａｉｌ：ｓｏｎｇｆｍ＠ｎｊｕｐｔ．ｅｄｕ．ｃｎ

［关键词］　南京邮电大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分析

南京邮电大学（以下简称“南邮”）是一所中央与

地方（现为工业和信息化部与江苏省）共 建，以 工 学

为主体，以 信 息 学 科 为 特 色，理、工、经、管、文、教、
艺、法等多学科相互交融，博士、硕士、本科等多层次

教育协 调 发 展 的 江 苏 省 重 点 建 设 高 校。其 前 身 是

１９４２年诞生于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战邮干训班，１９５８
年经国务院批准改建为南京邮电 学 院，是 新 中 国 较

早建立的 本 科 高 校。２００５年４月 更 为 现 名。学 校

原为邮电 部 直 属 重 点 高 校，现 以 江 苏 省 管 理 为 主。
南邮具有光荣的传统，为新中国的 建 立 和 建 设 发 展

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被誉为“华夏ＩＴ英才的摇篮”。
为早日在信息科学与技术领域建成一所特色鲜

明的、国内一流的高水平教学研究型大学，南邮大力

发展科学研究，尤其重视基础理论的创新研究工作。
本文通过统计“十一五”以来南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申请、立项和经费资助情况，分析南邮承担的基金的

学科与类型分布以及项目负责人年龄、职称分布等，
总结南邮在科学基金工作上取得 的 成 绩 和 不 足，并

结合学校自身特点，提出一系列对策措施。

１　学校“十一五”以来科学基金申请和资助

情况统计

１．１　申请和资助概况

“十一五”以来，南邮共 申 请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以下简称“科 学 基 金”）１　６９１项，获 资 助３５３项，资

助总经费１４　５７５万元［１］，平均资助率为２０．８８％（表

１）。２００６年，南 京 邮 电 大 学 首 届 领 导 班 子 成 立 后，
学校党政对科技创新工作高度重 视，把 科 技 进 步 与

创新摆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出台 了 一 系 列 科 技 创

新振兴计划和激励政策。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连续两年实

现科 学 基 金 资 助 数 和 资 助 经 费 翻 番。２００６—２０１４
年，科学基金申请数增长了５倍多，获资助数增长了

１８倍，资助 总 经 费 增 长 了 近４３倍。南 邮 科 学 基 金

申请数量快速增 长 的 同 时，学校及二级学院陆续出

台了一些列措施不断提高申请书质量，加上国家对科

学基金的投入大幅增长，南邮科学基金获资助率不断

攀升，从２００６的７．６９％上升到２０１４年的２３．４６％。

表１　“十一五”以来科学基金申请和资助概况

年度
申报数
（项）

资助数
（项）

资助经费
（万元）

资助率
（％）

２００６ 　５２ 　４ 　９１　 ７．６９

２００７　 ８６　 ９　 ２２０　 １０．４７

２００８　 １１０　 ２０　 ４６４　 １８．１８

２００９　 １５１　 ２７　 ６　 １７．８８

２０１０　 １７８　 ３９　 １　０６８　 ２１．９１

２０１１　 ２３８　 ４７　 １　９４６．５　 １９．７５

２０１２　 ２９９　 ６６　 ３　２１７　 ２２．０７

２０１３　 ２５３　 ６５　 ２　９６１．５　 ２５．６９

２０１４　 ３２４　 ７６　 ３　９８６　 ２３．４６

合计 １　６９１　 ３５３　 １４　５８０　 ２０．８８

１．２　资助项目的学科分布

南邮承担的科学基金已经涉及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员会（以下简称“基金委”）全部８个 学 部，主 要

分布在数理科学、化学 科 学、地 球 科 学、工 程 与 材 料

科学、信息科学、管理科学等６个学科，其中在信息科

学获资助项目数２２７项，占６４．３１％，资助经费１０　２９６
万元，占７０．６２％，遥遥领先于其他科学部（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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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南邮获资助项目学科分布情况 （资助数（项）／资助经费（万元））

数理科学 化学科学 生命科学 地球科学
工程与

材料科学
信息科学 管理科学 医学科学

２００６　 ３／７３　 １／１８

２００７　 ２／５２　 ７／１６８

２００８　 ４／８６　 ２／４４　 １２／２９５　 ２／３９

２００９　 ３／２６　 ６／１３３　 １／２０　 １６／４２３　 １／２４

２０１０　 １／３　 ４／７７　 １／３５　 ３２／９２７　 １／２６

２０１１　 ５／６１　 ６／２００　 ２／４６　 ６／２９０　 ２７／１　３０６　 １４３．５

２０１２　 ７／１９１　 ６／３８８　 １／２３　 １／２４　 ５／２３３　 ４３／２　１８４　 ２／１０７　 １／６７

２０１３　 ９／２２４　 ５／２５５　 ４／１５４　 ４２／２　１８７　 ５／１４１．５

２０１４　 ９／２６３　 ６／３５０　 ２／１０５　 ４／１５９　 ４５／２　７３３　 ９／３０３　 １／７３

合计 ３４／９　７６８　 ３９／１　５４１　 １／２３　 ５／１７５　 ２３／９３５　 ２２７／１０　２９６　 ２２／７０２　 ２／１４０

从２００６年开始，南邮每年在信息科学的科学基

金资助数量一直占一半以上，其中 大 多 数 集 中 在 信

息科学的电子学与信息系统学科（表３）。除了２０１１
年，南邮在电子学与信息系统学科 的 科 学 基 金 数 占

信息科 学 部 获 资 助 项 目 数 的３７．０４％，其 他 每 年 在

电子 学 与 信 息 系 统 学 科 的 基 金 数 都 在４０％以 上，

２０１４年更达到 了６０％。南 邮 在 信 息 科 学 部 获 资 助

项目数排名分别是计算机学科、信 息 器 件 与 光 学 学

科、自动化学科。

１．３　资助项目类型分布

“十一五”以来，南邮共获科学基金资助３５３项，

其中面上项目１４７项，青年科学基金１８５项，优秀青

年科学 基 金５项，数 学 天 元、理 论 物 理 等 专 项 基 金

１２项，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重点项目、重大

研究计划培育项目、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各

表３　南邮在信息科学部获资助项目分布情况（资助数（项）／

资助经费（万元））

年度
电子学与信息

系统学科

计算机

学科

自动化

学科

信息器件

与光学学科

２００６　 ３／７３

２００７　 ４／９５　 ２／４９　 １／２４

２００８　 ５／１２２　 １／２８　 ２／４１　 ４／１０４

２００９　 ７／１９１　 ４／１１０　 １／２０　 ４／１０２

２０１０　 １５／４１６　 １０／２５６　 ７／２５５

２０１１　 １０／４７３　 ６／２３０　 ３／７１　 ８／５３２

２０１２　 ２３／１　２０６　 ６／２５３　 ４／１００　 １０／６２５

２０１３　 ２０／１　０１５　 １３／７１５　 ６／１９９　 ３／２５８

２０１４　 ２７／１　８７５　 ７／２９８　 ５／１８２　 ６／３７８

合计 １１４／５　４６６　 ４９／１　９３９　 ２１／６１３　 ４３２　２７８

１项。面上项目和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是南邮科学基

金资助 主 体，分 别 占５２％和４２％。２０１１年 首 次 承

担科学基金重点项目１项，２０１４年首次承担国家重

大科研仪器研 制 项 目１项。自 基 金 委２０１２年 设 立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以来，南邮近３年共获资助５项。

面上项目和青年科学基金是获资助类型最多的

科学基金，是每个依托 单 位 获 资 助 项 目 的 主 体。南

邮“十一五”以来面上项目和青年科学基金获资助数

以及两者资 助 率 与 全 国 资 助 率 的 对 比 显 示（图１），

面上项目的资助率一直小于全 国 资 助 率，资 助 数 量

从２０１２年开始明显下降；青年科学基金资助率相比

起伏 较 大，近３年 高 于 全 国 资 助 率，资 助 数 量 从

２０１０年开始持续大幅度增长。总体上看，青年科学

基金资助率和获资助数量明显 高 于 面 上 项 目，特 别

是２０１１—２０１４年，面上项目与青年科学基金的数量

差距越来越大。

１．４　项目负责人学历、职称以及年龄分布

在全部３５３个项目负责人中，具有博士学位的

项目负责人共计３３２人，占９４．０５％。近五年，具有

博士学位的项目负责人占比都在９４．０５％以上；近３
年，更是上升到９７．５８％以上；２０１４年，只 有１个 项

目负责人不具有博士学位。

在 职 称 分 布 中，高 级 职 称 项 目 负 责 人 占

５８．３６％，其 中 正 高 级 职 称 占３２．５８％，副 高 级 职 称

占２５．７８％；中 级 及 以 下 职 称 占４１．６４％。其 中，

２０１３和２０１４年，中 级 及 以 下 职 称 负 责 人 更 是 达 到

了５２．３１％和５９．２１％，但正高级职称只有２９．２３％
和１７．１１％，且 近５年 正 高 级 职 称 占 比 一 直 在 迅 速

下降。这种情况跟部分高校完全相反［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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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２００６—２０１４年南邮面上项目和青年科学基金资助情况

　　 在 年 龄 分 布 中，３０ 岁 以 下 项 目 负 责 人 占

１８．４１％，３１—３５岁占４３．９１％，３６—４０岁占１２．１８％，

４１—４５岁占６．２３％，４６—５０岁占１１．３３％，５１—５５岁

占２．５５％，５６—６０岁占２．８３％，６０岁以上占２．５５％。
可以看出，“十一五”以来，３５岁以下负责人占到了六

成，而２０１３和２０１４年分别为６６．１５％和７６．３２％。在

南邮科学基金快速增长的近五年里，４１岁以上负责

人的分布不仅没有增加，还有所下降。其中，４１—４５
岁和５１岁以上负责人分 布 一 直 较 小。这 和 南 邮 近

年获青年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所占比例较多一致。

２　科学基金工作分析

２．１　快速增长分析

（１）积极组织动员，加强申报指导．每年十二月

份左右，科技处都会召开全校性的 科 学 基 金 申 报 动

员大会，通报当年全国以及省内相 关 高 校 的 科 学 基

金申报和资助情况进行，总结南邮 当 年 科 学 基 金 申

报和资助情况，分析取得的经验以及存在的问题，以
此安排下一年的科学基金申报工 作，并 给 出 申 报 工

作进度安排以及时间表。除 申 报 动 员 大 会，每 年 科

技处还会 邀 请 知 名 学 者 或 基 金 委 相 关 科 学 处 负 责

人，给南邮 科 学 基 金 申 请 人 做 基 金 申 请 指 导 报 告。
每年的基金申请指导报告深受南邮广大申请人特别

是青年教师的喜爱，通过报告，他们学到了宝贵的基

金申请经验，提升了申请质量，增长了信心。除了全

校的申报动员，各学院内部也进行 了 动 员 和 申 报 资

源挖掘，并 采 取 了 一 系 列 措 施 来 提 升 申 报 书 质 量。
主要有以下３种形式：（１）“老帮青”，即学院内部资

深教授一对 一 指 导 青 年 教 师；（２）邀 请９８５高 校 知

名学者对南邮的基金申请书进行 预 审，并 给 出 修 改

意见；（３）在科研学术团队内部集中交流、讨论每一

本申请书，并修改完善申请内容。

（２）加 强 政 策 引 导 与 激 励，提 高 积 极 性。从

２００７年开始，南 邮 陆 续 出 台 了 科 研 经 费 配 套、立 项

奖励、科研业绩津贴等相关科研激励政策，科研支持

力度加大，范围也更广。这 些 政 策 充 分 调 动 了 南 邮

教师的科研积 极 性，从２００７年 开 始，南 邮 科 研 工 作

步入跨越式发展，多项科研指标 获 得 重 大 突 破 或 快

速增长，特别是科学基金数量连续多年大幅度增长。

２０１１年，南邮又出台了一项对基金申请人的利好政

策，即对当年申请科学基金未获资助，但获得两个及

以上函评专家评审意见为“建议资助”或“建议 优 先

资助”的申请人，给予一定的经 费 支 持，以 鼓 励 这 些

有潜力的申请人努力完善申请 书 内 容，提 高 申 请 书

质量。
（３）实施“人 才 强 校”战 略，大 力 引 进 高 水 平 人

才。２０１０年，南 邮 召 开 了 全 校 人 才 工 作 会 议，提 出

了“人才强校”战略，把人才引进放在了首要位置，大
力补充高水 平 人 才，特 别 是 优 秀 博 士。２０１２年，南

邮再次召开全校人才工作会议，强化了“人 才 强 校”
战略，扩大了人才引进力度，提出每年补充优秀博士

百名以上。优秀青年博 士 的 大 量 输 入，使 得 南 邮 科

学基金实现了快速增长，南邮青 年 科 学 基 金 日 趋 成

为获资助项目的主力，２０１４年占到了２／３。
另外，自２０１２年基金委设立优秀青年科学基金

以来，南邮连续３年保持优青资助不断线，也体现了

南邮“人才强校”战略中青年优秀人才培养的成功。

２．２　存在的问题

（１）学 科 面 窄，基 金 分 布 过 于 集 中。“十 一 五”
以来，南邮在信息科学获资助项目占６４．３１％，其次

是化学科学１１．０５％，数理科学９．６３％，工程与材料

科学和 管 理 科 学 都 占６％多 一 点。再 看 近３年，南

邮在信息科 学 获 资 助 项 目 的 比 例 分 别 为６５．１５％、

６４．６２％、５９．２１％，也一直维持在六成左右。由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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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南邮的信息学科相比其他学科 有 着 绝 对 的 优 势

地位，但同时也反应出南邮学科发展不平衡，严重倚

重信息学科。

然而，在信息科学中，南邮承担的科学基金数量

分布也不是不均衡的。２００６—２０１４年，南邮在信息

科学的获资助项目有一半集中在电子学与信息系统

学科，其次是计算机学科和信息器件与光学学科，各
占２０％左右，自动化学科占１０％不到。在最近３年

中，在 电 子 学 与 信 息 系 统 学 科 的 最 低 比 例 为

４７．６２％，最高则达到了２０１４年的６０％。这也与南

邮在通信与信息系统和信号与信息处理两个传统学

科上的优势是相一致的。但 是，也 反 应 出 在 信 息 学

科内部，南邮学科发展的不平衡。
（２）基 金 类 型 较 为 单 一，资 助 经 费 增 长 缓 慢。

２００６—２０１４年，南邮获资助类型最多的面上项目和

青年科学基金占了９４％，其次是资助强度很小的专

项基金，资助强度较大的创新研究群体项目、重大项

目、重大研究计划重点支持项目、国家杰出青年基金

项目等目前仍是空白，而重大仪器 研 制 项 目 和 重 点

项目９年来仅各获得１项。近 年 来，虽 然 南 邮 科 学

基金数量不断攀升，但是由于其中 青 年 科 学 基 金 占

比过大，而 青 年 科 学 基 金 资 助 强 度 又 仅 为 面 上 的

１／３左右，因此 每 年 资 助 经 费 增 幅 非 常 缓 慢。如 果

不计重大仪器研制项目的８２０万元，２０１４年总经费

相比前两年几乎没有增长。
（３）面上 项 目 数 停 滞 不 前。从 图１可 以 看 出，

仅在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２年南邮面上项目有过两次快速

增长，但是 近３年 不 仅 没 有 增 长，还 有 所 下 降。虽

然，面上项目申请两年未获资助停 报 一 年 的 限 项 政

策是原因之一。但是在南邮科学基金申请总数与资

助总数总体快速上涨的趋势下，面 上 项 目 申 请 数 与

资助数近３年都有所下降，且资助 率 长 期 低 于 全 国

平均资助率，凸显出了南邮获得面 上 项 目 资 助 的 能

力不足，也不符合南邮对科学基金 资 助 经 费 增 长 的

要求。

３　对策措施

３．１　继续加强人才引进，注重学科和人才结构分布

南邮是以信息为特色的工科学校，学科面过窄、

单一化的局面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但 是 南 邮 承 担 的

科学基金在数理科学、化 学 科 学、管 理 科 学、工 程 与

材料科 学 等 几 个 学 部 都 有 一 定 的 分 布。根 据 南 邮

“信息特色”、“一体两翼”的发展思路，结合学科发展

以及学院均衡发展，应加大或侧 重 以 下 学 科 或 专 业

的人才引进比重：物理电子学、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

学、量子信息、电气科学与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管
理工程等，并通过鼓励跨学科合 作 申 请 和 引 导 相 关

学科教师避开在信息学科申请 等 方 式，使 南 邮 的 科

学基金申报的学科分布更加科学、合理，突破基金资

助数量继续上升的瓶颈。

近年，南邮引进了大量优秀青年博士，下一步需

要优化人才引进结构，提高高级职称人才引进比例，

特别是４０岁左右具有一定科研 学 术 能 力 的 高 层 次

中青年人才。既可以提 升 南 邮 面 上 项 目 资 助 数 量，

又可以经过２—３年 的 融 合 与 发 展，冲 击 重 点 项 目、

杰出青年基金等较高资助强度的基金类型项目。这

不仅扩大了南邮资助基金的类 型 分 布，而 且 提 升 了

资助经费的总额。

３．２　完善考评机制，全面调动科研积极性

南邮出台了一 系 列 科 研 激 励 政 策，充 分 地 调 动

了教师的科研积极性。在 激 励 政 策 下，目 前 南 邮 每

年基金申报数量已经达到了上 升 瓶 颈，但 是 通 过 分

析，仍有相当一部分具有申报资 格 的 教 师 从 不 申 请

基金，其中不乏一些具有教授职称的一线人员，也有

部分基金负责人晋升高级职称 后，后 续 申 请 基 金 的

热情不高。针对这些激励政策无法调动积极性的人

员，应出台科学合理的考评机制，推动他们重燃科研

兴趣。激励机制和考评 机 制 的 双 驱 动，可 以 充 分 挖

掘南邮的科研潜力，再次提升南 邮 的 科 学 基 金 申 请

数量。

３．３　加强政策引导，鼓励团队协作

南邮的重点项目和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

是南邮最 大 的 两 个 科 研 学 术 团 队 分 别 于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４年获得。科研学术团队的建设，有利于发挥团

体优势，聚集学科优势，凝炼特色研究方向，冲击重

大重点课题。南邮应出台一系列的科研团队管理机

制，包括团 队 人 员 考 核 评 价 办 法、科 研 团 队 支 持 办

法、科研团队奖励措施等，通过这些政策的调节与引

导，整合科研资源，加强交叉协作，促使科研团队，甚
至是项目团队的形成，为南邮获 得 更 多 高 资 助 强 度

的科学基金打下基础。

３．４　强化管理职能，提升后续资助

针对在研科学 基 金，科 研 管 理 部 门 应 提 升 管 理

水平，做到 精 细 化 管 理［５］，以 年 度 进 展 报 告 为 切 入

点，加强对年度报告的审核，对于项目负责人填写年

度报告中存在的内容笼统、实验数据罗列、由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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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写等等问题［６］，一律要求项目负责人加强重视，认

真修改。并建议对在研科学基金进行分类开展中期

检查评估［６］，可以分为以下３类：首次获得资助且当

年启动的项目、即将结题的项目、前两种情形之外的

在研的项目。不同类别的项目，中期检查的形式、内
容、侧重点各不相同，并重点加强对第一种类型项目

的检查。

科研管理部 门 根 据 科 学 基 金 管 理 工 作 实 际 情

况，建议学校保持或加大对科学基金项目的经费 配

套资助，特别是 对 青 年 科 学 基 金 项 目 的 支 持 力 度，

以鼓励项目负责人深入开展基础研究工作，提高 在

论文发 表、专 利 授 权、人 才 培 养 等 方 面 的 产 出，提

高科学基金的完成质量，为继续获得资助打下坚 实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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