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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是江苏省人民政府和交通运输部共建

的地方综合性大学，现有 基 础 医 学、临 床 医 学、信 息

与通信工程３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１７个一级

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学校拥有省高校国家重点学

科培育建设点、江苏省重点学科、江苏省高校优势学

科建设工程一期项目、省临床医学重点专科、省高校

优秀学科梯队等，构建了较为完备 的 学 科 体 系 和 学

科建设长效机 制。学 校 自２００４年 合 并 组 建 以 来 十

分注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 申 报、组 织 和 管 理

工作，在实际工作中不断总结形成 了 适 合 南 通 大 学

的科学基金项目管理工作模式，近５年 南 通 大 学 科

学基金项目受资助数有了显著提升。本文通过对南

通大学合并１０年来科学 基 金 申 报、立 项、学 科 分 布

情况、项目负责人情况等的分析，总结科学基金管理

工作的经验和存在问题，探索完善 南 通 大 学 国 家 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申报和提升管理 质 量 的 有 效 途 径，
进一步提高南通大学基础科学研究水平。

１　南通大学２００５—２０１４年科学基金项目申

报和受资助情况

１．１　资助项目数和资助总经费情况

２００５—２０１４年 这１０年 间，南 通 大 学 共 申 报 科

学基金 项 目２　２２９项，获 资 助３９６项，资 助 总 经 费

１５　２０１．５万元。申报数从２００５年３８项上升到２０１４
年３９６项，增 长 了９．４倍；资 助 项 目 数 从２００５年６
项上升到２０１４年８５项，增 长 了１３．２倍；资 助 经 费

数从２００５年１１３万上升到２０１４年３　４２３万，增长了

２９．３倍，科学基金资助金额的显著提升为南通大学

基础研究的开展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支持（表１）。

１．２　资助项目类别情况

２００５—２０１４年 间 南 通 大 学 获 资 助 的３９６个 项

目中，面上 项 目１８９项，占 总 数 的４７．７３％，资 助 金

额１０　１３９万 元；青 年 科 学 基 金１８３项，占 总 数 的

４６．２１％，资助金额４　２５２万元；重点项目３项，占总

数的０．７６％，资 助 金 额６３５万 元；国 际（地 区）合 作

与交流项目３项，占总数的０．７６％，资助金额９０５万

元；各类专项基金项目１８项（含主任基金、应急管理

项目、数 学 天 元 基 金 等），占 总 数 的４．５４％，资 助 金

额１６６万元（表２）。前５年保持着面上项目为主体

的格局，后五 年 青 年 科 学 基 金 快 速 增 长，并 在２０１２
年和２０１４年数量上大大超过了面上项目，资助类别

总体保持了面上项目为主体，青年科学基金为培育，
其他基金项目为辅助的、相对 稳 定 的 资 助 格 局。通

过前５年的积累，南通大学在重点项目上实现了突

表１　南通大学２００５—２０１４年科学基金申报、立项情况

年度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申报数 ３８　 ６１　 ８２　 ９２　 １５０　 ２６５　 ３４５　 ４００　 ４００　 ３９６
立项数 ６　 ９　 １０　 １８　 ２３　 ３９　 ５３　 ７２　 ８１　 ８５
立项率（％） １５．７９　 １４．７５　 １２．２０　 １９．５７　 １５．３３　 １４．７２　 １５．３６　 １８．００　 ２０．２５　 ２１．４６
获批经费（万元） １１３　 ２１３　 ２１７　 ４８０　 ６３０　 １　３１６．５　 ２　２９８　 ２　８４４　 ３　６６７　 ３　４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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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南通大学２００５—２０１４年科学基金各项目类别获批经费情况（万元）

年度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面上金额 ８０　 １６７　 １９３　 ３７７　 ４８９　 ６０２　 １　４９０　 １　８６２　 ２　７３７　 ２　１４２

青年金额 ２５　 ４６　 ２４　 １０３　 １４１　 ２８５　 ５４５　 ９５５　 ８７３　 １　２５５

重点金额 ０　 ０　 ０　 ０　 ０　 ３９５　 ２４０　 ０　 ０　 ０

国际交流 ０　 ０　 ０　 ０　 ０　 ４．５　 ３　 ２　 ０　 ０

专项金额 ８　 ０　 ０　 ０　 ０　 ３０　 ２０　 ２５　 ５７　 ２６

获批总额 １１３　 ２１３　 ２１７　 ４８０　 ６３０　 １　３１６．５　 ２　２９８　 ２　８４４　 ３　６６７　 ３　４２３

图１　南通大学２００５—２０１４年科学基金学科分布

破，但总量还很低。

１．３　资助学科分布情况

南通大学受资 助 科 学 基 金 项 目 从 最 初 的 生 命、
医学、信息三类 逐 步 涵 盖 到 数 理、化 学、生 命、地 理、
工程与材料、信息、管理、医学各个科学学部，但主要

还是集中在医学、生命科学领域，这反映了南通大学

的优势学科 的 分 布（图１）。在 科 学 基 金 的 支 持 下，
南通大学传统的优势学科，如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得

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新兴的优势学科，如信息

与通信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实现了跳跃式发展，还
带动了一 批 校 级 重 点 学 科 和 重 点 培 育 学 科 的 快 速

发展。

１．４　项目负责人情况

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对每一位科研人

员来说意义重大，南通大学教师不 论 年 龄 老 少 都 积

极投身其中，中青年教师凭着旺盛 的 科 研 劲 头 在 资

助总人 数 中 获 得 了 较 高 的 占 比。２００５—２０１４年 间

南通大学获资助的项目 负 责 人 共３９６人 次，其 中 有

２人获批项目５次，有４人获批项目４次，有１１人获

批项目３次，有５２人获批 项 目２次，实 际 获 得 资 助

的项目负责人 共３０２人。因 项 目 负 责 人 的 职 称、学

位、年龄在十年间会有变化，因此仍按照３９６人次分

年度进行统计。
（１）项目负责人职称分布。在获批的３９６人次

中，正高职称１４０人次，副高职称８９人次，高级职称

合计占总数的５７．８３％，中级职称１５７人次，占总数

的３９．６５％，初级职称仅１０人次，占总数的２．５３％。
南通大学科学基金项目负责人以中高级职称人员为

主体，其中面上项目高级职称人员占比９６．８３％，青

年科学基金 中 级 职 称 人 员 占 比７８．６９％，与 近 年 来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统计数据情况相近［１］。
（２）项目负责人学位分布。南通大学科学基金

负责人学位 以 博 士 为 主，占 总 数 的６８．６９％。面 上

项目负责人 博 士 学 位 占 比７５．６６％，青 年 科 学 基 金

项目负责人博士学位占比５９．５６％。
（３）项目负责人年龄分布。南通大学科学基金

负责人平 均 年 龄３９岁，年 龄 在４５岁 及 以 下 占 比

７４．７５％，以中青年科技骨干为主。面上项目负责人

平均年龄４５岁，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负责人平均年龄

３２岁，年龄分布结构比较合理。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负责人获后续资助的有１８人，占比仅９．８３％，说明

南通大学在青年科研人员的培育发展上还需进一步

提升。

２　南通 大 学 近 年 来 科 学 基 金 管 理 工 作 的 措

施和经验

２．１　科学基金申请前期准备扎实

南通大学高度 重 视 前 期 研 究 准 备，通 过 设 立 南

通大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南 通 大 学 引 进 人 才

科研启动费项目、南通大学自然 科 学 前 期 预 研 项 目

等校级科研项目，为具有发展潜 力 的 科 研 骨 干 提 供

良好的 科 研 条 件，为 科 学 基 金 的 申 报 作 前 期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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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累。
南通大学重视人才队伍建设和科研创新团队建

设，实施人才强校战略，大力推进“人 才 集 聚 工 程”，

积极培育和引进高层次人才，优化师资队伍结构，通
过设立南通大学“杰青培养计划”、“拔尖人才基金”、
“创新人 才 基 金”等 项 目，加 快 推 动 人 才 队 伍 建 设。

通过设立南通大学科研创新团队 项 目，积 极 推 进 科

技创新团队建设。

南通大学加强 优 势 学 科 建 设 和 科 研 基 地 建 设，

以科研平台建设促进基础研究发 展。实 施“学 科 建

设水平提升工程”，重点发展具有较好研究基础优势

学科，扶持具有发展潜力的省级重点学科，积极发展

校级重点学科，重视加强基础学科建设，促进学科交

叉渗透，推进多学科协调 均 衡 发 展。积 极 申 报 中 央

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省等项目，为科学

研究争取更好的仪器设备等基础条件。

南通大学注重 学 术 交 流，积 极 鼓 励 开 展 多 种 形

式的学术交流，坚持“请进来、走出 去”并 重 的 原 则，

设立专项经费支持邀请专家学者 来 校 作 学 术 报 告，

先后组织了近千场学术讲座，主办 或 承 办 了 各 类 国

际国内学术会议，为科研人员提供交流学习的平台；

同时鼓励走出去，为科研人员参加 国 际 国 内 学 术 会

议提供一定的经费资助，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

南通大学制定 了 科 研 成 果 奖 励 办 法，对 论 文 成

果、著作成果、获奖成果、专 利 成 果 都 有 明 确 的 奖 励

金额，并在年度岗位业绩考核时核算相应的业绩分。

在专利申报时给予一定的资金支 持，对 于 获 批 授 权

的专利给予每项一万元奖励；近年 来 又 根 据 学 科 实

际情况进行了论文成果奖励的分 区 改 进，切 实 调 动

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

此外，在科学基金申报工作启动之前，对全校青

年科研人员进行情况摸底，通过对 青 年 科 研 人 员 以

往课题申报和研究情况的统计分 析，有 针 对 性 地 进

行申报前指导，提高科学基金申请 书 撰 写 的 质 量 与

效率。

２．２　科学基金申请组织程序精细

南通大学科学 基 金 申 请 工 作 由 项 目 申 请 人、各

二级学院、学校科技与产业处三级协作完成，具体流

程包括：学校组织申报动员→二级 学 院 组 织 选 题→
个人撰写申请书→二级学院组织内容审核→申请人

修改→提交申请书→学校组织形式审查。

南通大学科学基金由科技与产业处牵头组织申

报，分管科技的校领导主持召开动员大会，总结往年

申报工作的经验和不足；科技与 产 业 处 领 导 组 织 专

题报告，对基金申报政策进行详细的解析；邀请国内

知名专家作基金申报专题讲座 并 开 展 面 对 面 交 流，

针对项目 选 题、申 请 书 撰 写、创 新 点 的 提 炼 等 做 指

导，为缺乏经验的申报人员提供经验参考；在申报过

程中加强与二级单位的互动，通 过 ＱＱ群 等 交 流 平

台及时了解二级单位的申报动 态 并 给 予 政 策 指 导；

充分利用南通大学各附属医院 的 优 势 资 源，加 强 对

各附属医院科学基金项目申报 的 动 员、培 训 指 导 和

审核，提高南通大学优势学科的覆盖范围。

南通大学科学 基 金 充 分 发 挥 二 级 单 位 的 作 用，

由二级单位针对自身学科特点组织多种形式的交流

培训，邀请已申报成功者介绍经验和方法，积极开展

宣传动员；二级单位在申报管理中重数量更重质量，

注重形式审查和内容把关，指定 专 人 负 责 对 申 请 者

资格、查重、经费预算等 进 行 严 格 审 核，鼓 励 学 科 负

责人为申请者进行初稿审核，并 联 系 外 校 本 学 科 专

家进行指导把关，为学校的基金 申 报 工 作 有 序 高 质

的开展奠定好基础。

２．３　科学基金项目管理规范有序

学校在重视前期积累和申报工作的同时也注重

项目的中后期管理，对中期检查严格把关，比对项目

任务书的内容是否按照计划进 程 开 展，督 促 项 目 按

期执行。此外通过每年科研成果和科研统计报表的

汇总整理，及 时 发 现 问 题，推 动 项 目 成 果 的 有 序 产

出。在项目结题时严把 成 果 和 经 费 审 查 关，规 范 执

行国家自然基金项目经费审计办法。

３　南 通 大 学 科 学 基 金 管 理 工 作 中 存 在 的

问题

３．１　项目种类和层次还很局限

近年来南通大学科学基金在总体数量上有了显

著提升，但主要都是面上项目和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重点项目的占比很低，重大项目、重大研究计划等高

层次的项目尚无，优秀青年科学基金、国家杰出青年

科学基金和创新研究群体项目 上 也 没 有 突 破，说 明

在项目申 请 的 种 类 和 层 次 上 需 要 扎 实 做 好 战 略 布

局，拓宽项目申请类型，提升项目申请层次。

３．２　人才培养的力度还需加强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负责人获后续资助的比例较

低，虽然主要原因在于青年科学 基 金 的 获 批 峰 值 在

近３年，后续资助的显性值需要未来几年验证，但从

以前７年的情况来看，获后续资助的比例也不高，这



　

　４００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２０１５年

说明在青年科研人员培育和拔尖人才培养上还有很

多空间可挖掘，需要进一步加大人 才 引 进 和 培 养 的

政策力度。

３．３　其他类项目研究基础薄弱

国际合作与 交 流 项 目 虽 然 从２０１０年 起 有 了 突

破，但获批数很少，获批金 额 也 很 低，说 明 在 国 际 学

术影响力方面还很薄弱；专项基金 在 基 金 总 数 中 占

比也很少，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依旧是空白，

在这些项目的前期基础还不够充 实，需 要 加 大 基 础

投入，同时做好该类项目的申报宣传。

４　进一 步 提 升 和 改 进 南 通 大 学 科 学 基 金 管

理工作的举措

　　科学基金研究项目系列着眼 于 统 筹 学 科 布 局，

突出重点领域，推动学科 交 叉，激 励 原 始 创 新；人 才

项目系列着力培养领军人才，造就拔尖人才，培养创

新团队；环境项目系列着眼于加强科研条件支撑［２］。

在总结经 验 基 础 上，正 视 存 在 问 题，积 极 提 出 改 进

措施。

４．１　加大团队建设力度，提升学科建设水平

学校将进一步加强以科研任务为牵引的团队建

设管理制度，加大培育力 度，鼓 励 跨 学 科 联 合 攻 关，

对社会发展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深入持续的研

究；优化学科整体布局，高标准推进博士授权学科和

优势学科的建设，加强人 员 梯 队 建 设，培 养 创 新、拔

尖人才，着力提升学科建设水平；加强科研团队建设

和科研 基 地 构 筑，打 好 冲 击 重 点 重 大 项 目 夯 实 的

基础。

４．２　加大协同创新力度，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

南通大学科技园２０１４年晋级国家级科技园，为
南通大学科研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学校将积极鼓

励与有关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社会各方面资源的

深度融合，以人才、学科、科 研 三 位 一 体 的 创 新 能 力

的提升为核心，坚持高起点、高水准、有特色，积极探

索建立协同创新的新模式，营造协同创新的新环境，

为未来科学基金申报构建创新平台。

４．３　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完善激励与约束机制

创新科研管理体制机制，加强项目管理、过程管

理。用完善的机制体制保驾护航，强化组织领导、高
位推动。积极完善以激励与约束机制为牵引的目标

管理制度，把学校科技工作任务要 求 分 解 到 各 二 级

单位，充分调动科研人员的工作积极性；进行科研经

费管理条例修订，进一步规范科研管理，提高学校科

技政策的落实效率与投入产出效率。

４．４　加大智慧科研力度，拓宽精细化管理覆盖面

在科研管理中 严 格 落 实 精 细 化：复 杂 的 事 情 简

单化、简单的事情流程 化、流 程 化 的 事 情 定 量 化、定

量的事情信 息 化［３］。利 用 智 能 辅 助 管 理 决 策，形 成

科学基 金 项 目 管 理 各 环 节 无 缝 衔 接 的“一 体 化 管

理”，实现“智慧科研”［４］。高效利用信息化手段完善

科研档案，提升科研管理智慧化水平。

５　结　语

围绕建设“有特色高水平地方综合性大学”的发

展目标，南通大学在科学基金管 理 工 作 中 将 继 续 秉

承精细化管理理念，不断思考探索，进一步改进科学

基金管理工作，推动南通大学科 学 基 金 的 可 持 续 发

展，提升南通大学科研的整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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