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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医科大学是首都重点教学研究型医学多科

性大学。学校拥有１０所学院，以及遍布北京地区的

１９所附属 医 院。本 文 对 首 都 医 科 大 学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年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情 况 进 行 了 统 计，分

析了学校在基金项目申报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

对策，以期对医科院校国家自然科 学 基 金 项 目 的 管

理提升提供参考。

１　首都医科大学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资助情况

１．１　总体情况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期间，首都医科大学共申请基金

项目４　７２０项，获批立项１　１１１项，资助总经费５０　６３２
万元，申报数量、获批立项数及资助经费上呈现总体

上升趋势。各年度资助率与全国平 均 水 平 持 平（表

１）。

１．２　按项目类别进行统计

五年间，我校共获批面上项目５７２项，占总获批

项目 数 的 ５１．４９％，获 批 经 费 占 总 经 费 比 例 为

６５．３４％；青年科学基金项目３７１项，占总获批项目

表１　首都医科大学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度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总资助情况

年份 申报数
资助

项目数

批准经费
（万元）

资助率
（％）

基金委平均

资助率（％）

２０１０ 　７２５　 １７９　 ６　１４０　 ２４．６９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１　 ９６７　 ２１６　 ８　１１３　 ２２．３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２　 １　１４０　 ２４４　 １２　１１８　 ２１．４０　 １９．２４
２０１３　 ８９１　 ２３８　 １１　６９０　 ２６．７２　 ２２．４６
２０１４　 ９９７　 ２３４　 １２　４２６　 ２３．４７　 ２５．３５

数的３３．４０％，获批经费占总经费比 例 为１６．６１％；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 金 项 目、重 点 项 目、重 大 项 目、

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海外及港 澳 学 者 合 作

研究基金项目、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重大仪器专

项项目共获批５６项，获批经费占总经费比例为１２．

６６％；专项基金项目１１２项，获批经费占总经费比例

为２．４５％。从表２可以看出，面上项目和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是我校获资助项目的 主 体；国 家 杰 出 青 年

科学基金项目等高层次项目的获批数及获批金额也

占有相当的比例，这表明我校具 备 了 一 定 承 担 高 层

次项目的能力。

表２　首都医科大学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度获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情况

项目类别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面上项目 １１２　 １０５　 １２７　 １１５　 １１３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３６　 ８５　 ７６　 ８８　 ８６

国 家 杰 出 青 年 科 学

基金项目
２　 ０　 ０　 １　 １

重点项目 ４　 ０　 ２　 ２　 ３

重大项目 １　 ０　 ２　 ０　 ２

国际（地 区）合 作 与

交流项目
１　 ９　 ３　 ８　 １

海 外 及 港 澳 学 者 合

作研究基金项目
０　 ０　 ４　 ０　 １

优 秀 青 年 科 学 基 金

项目

／ ／ ３　 ２　 ３

重大仪器专项项目 ／ ０　 １　 ０　 ０

专项基金项目 ２３　 １７　 ２６　 ２２　 ２４

合计 １７９　 ２１６　 ２４４　 ２３８　 ２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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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校本部各学院、各附属医院获批基金数量统计

我校拥有校本部１０所学院和１９家附属医院，

从获批项目数单位分布上看，每年获批项目数在１０
项以下的单位有２０家左 右，获 批 项 目 数 在２０项 以

上的单位仅有４—６家（表３）。

表３　首都医科大学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度校本部各学院及

各附属医院获批基金数量统计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获批３０项 以 上 的 单

位数
０　 ０　 ２　 １　 １

获 批２０项 至２９项

的单位数
５　 ６　 ４　 ５　 ４

获 批１０项 至１９项

的单位数
２　 ２　 ２　 ３　 ４

获批１０项 以 下 的 单

位数
２１　 ２０　 ２０　 １９　 ２０

合计 ２８　 ２８　 ２８　 ２８　 ２９

　　注：首 都 医 科 大 学 附 属 北 京 潞 河 医 院 于２０１４年 成 为 首

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２　存在的问题与原因分析

通过分析 我 校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项目资助情况，可以看出我校在 基 金 立 项 方 面 还

存在一些问题。

２．１　存在的问题

（１）获 批 基 金 总 量 多，但 单 位 平 均 获 批 量 少。

从我校各单位获批基金数量统计 数 据 来 看：近 几 年

来，我校每年有２０家单位获批项目数不足１０项，获

批项目数在２０项 以 上 的 单 位 仅 有４—６家，近２年

获批项目数在３０项以上的单位仅有１家，一方面说

明我校二级单位大部分还处于起 步 阶 段，另 一 方 面

说明获批项目数较多的单位科研积极性还没有充分

调动起来。

（２）高层次项目有待突破。在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项 目 板 块”中：近 五 年 来，我 校 共 获 批 重 点 项 目

１１项、重 大 项 目５项、获 批 重 大 仪 器 专 项１项。从

这些数据来看，我校虽然在整体实 力 上 处 于 全 国 中

上游水平，但缺乏高层次项目，学校科研实力有待加

强。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人才板块”中：近五年来，

我校共获批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 金 项 目４项、优 秀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８项，还未获批 过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金创新研究群体项目，这说明学 校 对 优 秀 科 研 人

才和优秀科研团队的培养还略显不足。

２．２　问题分析

导致这两个问 题 的 原 因 主 要 包 括 以 下 几 点：第

一，激励机制落实不到位，岗位聘任制度对科研方面

的要求还有待提高。第 二，刚 刚 参 加 工 作 的 教 师 或

临床医师需要把主要时间和精力放在熟悉专业技能

和积攒专业经验上，在科研方面投入精力较少，还需

要一定 的 资 金 扶 持 和 时 间 积 累 才 能 显 出 成 效。第

三，部分综合医院对本院优势学 科 之 外 的 其 他 学 科

发展不够重视，也制约了医院整体科研水平的提升。

第四，由于单位行政界线限制，导致单位科研力量分

散，各 科 研 团 队“单 打 独 斗”现 象 严 重，尚 未 形 成

合力。

３　对　策

３．１　政策引导，转变理念，落实激励制度

鉴于我校拥有１９家附属医院，学校在基金申请

质量的提升主要依赖于附属医 院 科 研 水 平 的 提 升，

因此，强化科学研究在医院建设 中 的 重 要 地 位 是 提

升基金申请质量的重要环节。在学校“十二五”规划

中，已经为附属医院确立了“学院型医院”的 建 设 理

念［１］，但是各附属 医 院 领 导 普 遍 还 没 有 充 分 认 识 到

科研工作对医院整体发展的重 要 性，再 加 上 由 于 行

政体制原因，学校没有对附属医院领导的任命权，并
不能直接决定附属医院的发展战略规划，导致了“学

院型医院”的建设理念并没有 被 有 效 执 行。我 们 在

下一步工作中，应该首先要进一 步 转 变 医 院 院 长 的

医院建设理念，利用各种形式将学科建设的理念、建
设学院型医院的理念植入院领 导 的 思 维 模 式 中，使

他们逐渐认识到：学科建设、科研研究是医院长久发

展之计，医院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胜，必须根据

医学发展方向、自身资源状况和市场需求，从战略发

展的高度加强科技工作［２］。下一步通过完善激励制

度和政策引导来充分调动教师和医务人员开展科学

研究的积极性，激发他 们 的 科 研 热 情。尤 其 是 对 于

新加入的附属医院，院领导建设 理 念 的 改 变 将 影 响

到医院的各项政策对科研工作的倾斜，纲举目张，医
务人员从思想源头上对科研的重视将大大提升基金

申报的质量。

３．２　引进与扶持青年人才

根据我校近五 年 申 报 数 据，我 校 青 年 科 学 基 金

获批数量仅 占 总 获 批 项 目 数 的３３．４０％，还 有 一 定

上升空间。学校在下一 步 工 作 中，应 进 一 步 加 大 优

秀青年人 才 的 引 进 力 度；此 外，要 通 过 出 国 进 修 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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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建立师资博士后培训计划等措 施 提 升 青 年 教 师

和医务人员的科学素养。另 外，考 虑 到 青 年 医 务 人

员的临床工作任务重，且在研究平 台 利 用 方 面 处 于

劣势，医院应设立独立科研和实验技术人员编制，建
立临床科室主任导师制，使青年医 务 人 员 能 够 利 用

导师的研究平台和研究生完成基 础 实 验 研 究，积 累

前期研究基础，提高青年基金申报中标率。

３．３　进一步强化临床与基础、临床与理工科的交叉

与融合

　　基金申报指南中强调，医学科 学 部 遵 循 科 学 研

究自由探索和国家需求导向的“双力驱动”规 律，重

点支持以防病、控病和治病中的基 础 科 学 问 题 为 目

标。鼓励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相结合的转化医学研

究的同时，也鼓励与其他领域融合 的 多 学 科 交 叉 研

究［３］。医学内部基 础 医 学 与 临 床 医 学 的 结 合，以 及

医学与工程学、材料学、数 理 学、信 息 学 及 化 学 的 结

合是医学研究能够取得 实 质 突 破 的 必 然。事 实 上，

目前医学在临床诊疗方面的突破均是学科交叉研究

的成果，因此，开展医学科 研 必 须 重 视 跨 学 科、跨 系

统的联合攻关，促进学科间的交叉与融合，贯彻理工

医结合、基础与临床结合。下一步从“专 科 院 系”入

手，将校本部擅长基础研究的老师 纳 入 到 专 科 院 系

成员中，促进基础与临床的直接对接，启发新的科研

思路，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同时，加强与理工科院校

的联系，引进理工科的青年人才，在工程学、材料学、

信息学、化 学 等 方 面 进 行 交 流 碰 撞，激 发 出 创 新 思

维，寻求深度合作机会，力争在科研基金申请中取得

新的突破。

３．４　整合优势力量，利用优势资源，打造精英团队

首都医科大学依托国家生命科学与技术人才培

养基地，本着优势互补的原则，以医院的优势学科牵

头，跨越各个附属医院行政界限，将相同的学科结合

起来，先后建立了神经外科学院、眼科学院和耳鼻咽

喉科学院、临床护理学院４个专科 学 院 和 呼 吸 病 学

系、心脏病学系 等３３个 临 床 学 系。另 外，在 北 京 市

科委的资助下，由我校牵头组织了 北 京 重 大 疾 病 临

床数据与样本资源库建设项目。我校附属医院已经

建设了脑血管 病、心 血 管 疾 病、精 神 疾 病 等 共 计１１
个疾病库。下一步要充分利用好学校的临床专科院

系平台和重大疾病临床数据与样 本 资 源 库，认 真 梳

理专科院系的优势力量，着眼于医 学 前 沿 问 题 和 临

床需求，凝 炼 科 学 问 题，在 优 势 方 向 上 组 建 精 英 团

队，开展合作研究，形成合 力，争 取 高 层 次 的 项 目 与

成果，突破创新研究群体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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