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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研究作为 科 技 发 展 的 先 导 和 源 泉，已 经 越

来越被人们所重视。高校作为加强基础研究的主要

基地，其科学研究和人才的聚集的优势，使得高校的

基础研究工作对于国家基础研究水平的提高有着重

要意义。
当今社会中，科学、经济、市场、环境、资 源 等 高

度交融，科学研究出现了从单一学 科 的 分 化 研 究 走

向多个学科交叉融合的发展趋势，这 就 要 求 科 学 家

们必须进行广泛、深度的交流合作，加强学科之间的

交叉融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以下简称“基金委”）设立的用于资助高水平

基础研究的重要国家级科研基金，是 我 国 科 技 工 作

者基础研究色主要经费渠道之一［１］。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重点支持对于解释、探索和发 现 自 然 规 律 的 原

创型基础研究［２］，作 为 我 国 促 进 基 础 研 究 和 学 科 发

展的重要力量，对高校学科的发展 及 优 化 布 局 有 着

指导性意 义。本 文 通 过 对 天 津 大 学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获资助项目及 其 学 科 分 布 情 况，
分析了高校基础研究及相关学科 的 发 展 情 况，并 就

学科均衡发展提出对策建议。

１　天津 大 学 承 担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资 助 项

目情况分析

１．１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天津大学总体受资助情况

近年来，随着基 金 委 对 项 目 的 资 助 经 费 额 度 逐

年加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已成为 了 全 国 各 高 校 和

科研院所争取科研经费的重要途 径，随 着 基 金 委 限

项政策的出台，基金申请的竞争日益激烈。２０１４年

我国全社会研发投入约１．３４万 亿 元，占ＧＤＰ比 重

预计可达２．１％，全时研发人员总量达３８０万人年，

位居世界第一［３］。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天津大学共 申 请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４　４０２项，获 批１　３４４项，总

经费为８７　０３７．８万 元。其 中 面 上 项 目 申 请２　３０４
项，获 批６７６项，申 请 数 和 获 批 数 分 别 占 总 数 的

５２．３４％ 和５０．３０％；青年科学基金申请１　２６１项，获
批４６８项，申 请 数 和 获 批 数 分 别 占 总 数 的２８．６５％
和３４．８２％。其他重点类项目（括重大研究计划，重

点项目，重 大 项 目，重 大 科 研 仪 器 项 目 以 及 杰 青 基

金，优青基金等）基本与学校人 力 资 源 情 况 相 匹 配，

并处于稳中有升的良好态势。

表１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度天津大学国家自然基金总体情况

年度 申请项目数 资助项目数 资助率
资助经费

（万元）

２０１４　 ８４６　 ２９２　 ３４．５２％ ２６　９３５．５

２０１３　 ８４９　 ２５６　 ３０．１５％ １８　３０３

２０１２　 １　０１５　 ３１９　 ３１．４３％ ２１　１１４

２０１１　 ９５９　 ２７９　 ２９．０９％ １３　３６７

２０１０　 ７３３　 １９８　 ２７．０１％ ７　３１８．３

合计 ４　４０２　 １　３４４　 ３０．５３％ ８７　０３７．８

从表１可以看 出，近５年 学 校 基 金 资 助 率 基 本

保持稳 定 增 长 态 势，并 维 持 在３０％左 右，基 本 高 出

全国平均水平５个百分点以上，说 明 学 校 的 申 报 质

量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１．２　天津大学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资 助 项 目 学

科分布

　　从２０１０年至２０１４年五年期间，天津大学在基

金委所有学部均有申请和获得 资 助 的 项 目，但 大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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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都集中在工程与材料科学部、信息科学部、化学科

学部，以 上 科 学 部 申 请 总 量 超 过 全 校 申 报 总 数 的

７０％，获批量 同 样 也 超 过 了７０％，这 些 项 目 的 获 批

有力地促进了天津大学这些优势学科的发展。管理

学科虽然作为天津大学优势学科，但 受 所 在 学 科 教

师整体体量影响，申报项目总量和 获 批 项 目 数 相 对

较少，发展较为 缓 慢。而 生 命、地 球、医 学 等 相 关 学

科目前处在起步阶段，发展严重滞后，特别是在医学

领域，作为基金委资助份额最大的学部，却是学校薄

弱的学科（表２）。
天津大学作 为 一 所 以 工 科 为 主，理 工 结 合，经、

管、文、法、教育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高等院校，部分

学科在生命科学、地球科学、医学等领域都具有一定

的竞争力，申报和获批项目过度集 中 在 工 程 与 材 料

科学、信息、化学领域，对整 个 学 校 的 学 科 均 衡 发 展

是不利的。

表２　天津大学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度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申请、获批项目学部分布情况

学部 申请数 获批数

学部申请数

占申请总量

百分比

学部获批数

占申请总量

百分比

数理学部 　３２９ 　１２３　 ７．４７％ ９．１５％

化学学部 ８１７　 ２１５　 １８．５６％ １６．００％

生命学部 １９９　 ５１　 ４．５２％ ３．７９％

地球学部 ６５　 １１　 １．４８％ ０．８２％

工材学部 １　６５０　 ５４７　 ３７．４８％ ４０．７０％

信息学部 ８９０　 ２６７　 ２０．２２％ １９．８７％

管理学部 ３６０　 １１０　 ８．１８％ ８．１８％

医学学部 ９２　 ２０　 ２．０９％ １．４９％

合计 ４　４０２　 １　３４４

２　国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对 天 津 大 学 学 科 建 设

的影响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为中国与世界各国学术交流

搭建了合作平台，通过对一些重要 科 学 前 沿 和 前 瞻

性、战略性高新技术领域的合作项目持续支持，促进

并取得了突出的成效［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也推动

了天津大学重大基础研究和自发式的创新性基础研

究的稳步提升。进一步提升学校聚焦国家重大战略

需求，聚焦世界科技发展前沿，聚焦国民经济发展的

能力，将学校优势学科发展规划与 国 家 优 先 发 展 目

标紧密结合。进一步强化 学 校 在 化 学 工 程 与 技 术、
材料、能源、信息、管理等学科的优势和影响力，继续

保持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的良 好 势 头，推 动 学 校

基础研究工作的发展；对于薄弱学科，通过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资助以后，进 一 步 明 确 了 学 科 发 展。通 过

结构调整，与优势学科交叉互补，在已有基础上实现

学科的跨越式发展，培育出一批新的学科增长点。

２．１　促进了学校内部优势学科联合

随着科研竞争 日 益 激 烈，学 科 交 叉 融 合 已 成 趋

势，单凭单一学科的传统基础很 难 在 重 点 类 项 目 的

申请上占据优势，只有注重学科之间的均衡和协调，
进一步加强项目内在质量，才能 集 中 优 势 力 量 联 合

攻关，在重点类项目的申请上有所突破，提高学校科

研水平，进一步促进学科发展。

重点类项目的申报质量作为研究型大学核心竞

争力的重要体现，反映了学校学 科 协 同 攻 关 能 力 和

研究实力，是 提 升 整 个 学 校 科 研 实 力 的 重 要 抓 手。

结合天津大学的优势学科研究 基 础 和 科 研 力 量，我

们不断优化学校科研资源，积极 发 挥 校 内 外 资 源 的

有机融合，升级科研群 体 配 置，实 行 联 合 攻 关，优 势

互补，组建大团队，建立 大 平 台，在 若 干 领 域 建 设 一

批特点明显、优势突出的高水平跨学科研究团队，促

进优秀科研人才和重大科研项目的涌现，在新形势下

实现重大项目的新突破。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度天津大学

重点类项目获批５０项，在提升学校优势学科联合，提
高学校竞争力方面发挥了纽带和桥梁作用。２０１０—

２０１４年度天津大学重点类项目获批情况见表３。

表３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度天津大学重点类项目获批情况

年度
重点

项目

重大

项目

重大研

究计划

仪器类

项目
合计

２０１４　 ６　 １　 ５　 ３　 １５
２０１３　 ７　 １　 ０　 ２　 １０
２０１２　 ７　 １　 ２　 ３　 １３
２０１１　 ４　 ０　 ０　 １　 ５
２０１０　 ３　 ０　 ４　 ０　 ７
合计 ２７　 ３　 １１　 ９　 ５０

由表３看出，近５年 来 天 津 大 学 重 点 类 项 目 处

于较为稳定的上升态 势。特 别 是 近 三 年 来，基 本 保

持在１０项以上，并且重点项目和仪器类项目获批数

稳定，重大项目虽然保 证 持 续 立 项，但 获 批 数 较 少，

亟待突破，重大研究计 划 获 批 数 浮 动 较 大。学 校 教

师的个人科研水平，特别是优势 学 科 的 个 人 科 研 成

绩，受到了同行的广泛认可，但由于优势学科较为集

中，跨学科研究队伍较少，导致非集中申报期间获批

量较大的重大研究计划数量浮动较大，与此同时，在
更具有“集团作战”性质的重大项目及仪器类项目的

获批数上显露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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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促 进 了 人 才 队 伍 建 设，加 强 了 科 技 领 军 人 才

培育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是培养高水平人才的有

效途径，基金委人才类项目反映了 高 校 学 科 带 头 人

及学术骨干的培养水平。“十二五”期 间，基 金 委 提

出了“更加侧重基础、更加侧重前沿、更加侧重人才”
的战略导向，进一步强调了人才建 设 在 增 强 原 始 创

新工作中的重要作用。２０１２年起，为了促进青年科

技人才的快速成长，培养一批有望 进 入 世 界 科 技 前

沿的优秀学术骨干，基金委设立了 优 秀 青 年 科 学 基

金。三年来，学校 共 有１６人 获 得 资 助，资 助 数 量 和

命中率均在全国排名较前，说明学 校 年 轻 教 师 科 研

成绩和发展势头处在良性循环状态。但在反映学科

带头人水平以及对外合作交流能力的杰青基金和海

外及港澳学者基金，获批数量与学 校 整 体 水 平 严 重

不符，特别是在劣势学科，亟需在学科内具有国际视

野的学 科 带 头 人 出 现。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 度 天 津 大 学

人才类项目获批情况见表４。

表４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度天津大学人才类项目获批情况

年度 杰青 优青 海外及港澳学者 合计

２０１４　 １　 ７　 １　 ９
２０１３　 ３　 ２　 ３　 ８
２０１２　 ３　 ７　 １　 １１
２０１１　 ２　 ０　 ２
２０１０　 ０　 １　 １
合计 ９　 １６　 ６　 ３１

近年来，天津大 学 通 过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项 目

制定了与人才发展规律相适应的 培 养 计 划，以 校 内

多层次人才 培 养 计 划 为 基 础，通 过 校 内—省 部—国

家人才体系的有效对接，提升学校 人 才 的 学 术 竞 争

力和学术圈影响力，从而培养优秀 的 高 水 平 科 技 人

才和创新团队，着力蓄积高水平人才队伍，注重中青

年领军人才与科研骨干的培养方 式，培 养 中 青 年 学

术领军人才及骨干，积极推动学科间的交流与发展，
加大团队建设力度，通过项目培育团队，通过团队发

展人才，通过人才竞争项目，保持科研队伍的持续稳

定进化，最 终 有 效 推 动 学 科 发 展，形 成 人 才 团 队 培

养、项目申请、学科发展的良性循环。

２．３　深化了科研管理机制，提升了科研管理水平

天津大学科研部门通过组织申报各类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加强了研究学习项目组织规律，深刻

理解了基础研究在服务建设创新 型 国 家、推 进 技 术

创新的根本性作用，提出了以“科学化、精细化、前瞻

化、人性化”为管理工作的思路，锻 炼 培 养 了 一 匹 高

素质的管理队伍，为做好加强项目过程管理、完善院

校二级管理体制、营造良好的学校科研环境、激励校

内教师的科研积极性，发挥了积极作用，推动基础研

究和学科发展的顺利进行。

３　结束语

天津大学作为一所以工科为主，理工结合，经、
管、文、法、教 育 等 多 学 科 协 调 发 展 的 高 等 院 校，近

１０年 来，在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的 资 助 下，工 程 与 材

料科学、信 息、化 学 等 一 批 优 势 学 科 的 地 位 更 加 巩

固，生命科学、地球科学、医 学 等 领 域 具 有 一 定 竞 争

力的一批新兴学科逐渐壮大，人才规模迅速扩大，科
研管理水平和能力逐步得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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