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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下简称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往往代表了该学科领域研究的新动向、新趋势，对
科学前沿发展具 有 导 向 作 用［１］，对 激 励 创 新 具 有 重

要意义。目 前 已 成 为 高 校 科 研 经 费 资 助 的 重 要 渠

道，对地方高校基础科研 能 力 提 升、学 科 建 设、人 才

队伍培养、重点科研平台建设等具有重要作用［２］，推

动着高等院校科学研究和学科的发展。各高等院校

以获得科学基金项目作为衡量本单位基础研究能力

和水平的重要指标。因此，有 学 者 针 对 某 一 高 校 基

金申 请 未 获 资 助 同 行 评 议 意 见 统 计 方 面 进 行 分

析［３］，亦有学者从基金资助类型的角度进行探讨［４］，
而关于某一地区高等院校获科学基金项目特点的研

究不多。已有针对甘肃省获科学基金资助的研究发

现甘肃省高 等 院 校 在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 间 获 得 科 学 基

金项目数占到总 数 的 比 例 远 远 超 过 一 半［５］，但 并 未

深入详细地分析原因。目 前，甘 肃 省 共 有 科 学 基 金

依托单位８４家，其中高等院校１８所，高等院校在获

批项目及学科方面的特点是什么？怎样最大程度地

发挥科学基金对甘肃省高校基础研究可持续发展的

推动作用？这是非常值得探讨的话题。本文以甘肃

省高等院校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年近６年来获批项 目 数 及

经费年度变化、学科分布特点和变 化 趋 势 为 研 究 对

象，从总体上了解甘肃省高等院校 的 科 学 基 金 资 助

情况，通过对资助项目的深刻分析，剖析甘肃省高等

院校研究实力和学科优势与不足，以 期 归 纳 资 助 特

征并寻找突破点，为提高甘肃省科学基金中标率、加
强甘肃省高等院校基础研究和科研管理等提供借鉴

与参考，有着积极的意义。

１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国家自 然 科 学 基 金 委 员 会（以

下简称“基金委”）ＩＳＩＳ系统项目综合查询系 统。共

计得到用于分析的包括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年６年 的 科 学

基金资助项目信息２　０５２条；按照自然科学基金委的

学部设置，将获批项目 划 分 为８大 学 科 领 域。基 于

年度变化，对获资助项 目 数、经 费、项 目 类 别 和 学 科

领域４个指标进行详细分析，探 讨 甘 肃 省 高 等 院 校

的基础研究竞争力。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１８所高等院校获资助项数及经费情况分析

目前，甘肃省有１８所高等院校注册为科学基金

依 托 单 位，其 中 有 中 央 直 属 ２ 所，省 属 １６ 所。

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年间获 得 资 助 的 依 托 单 位 有１６所（中

央直 属 ２ 所，省 属 １４ 所），占 注 册 依 托 单 位 的

８８．８９％；近５年连续获立项的依托单位有１０所，项
数超过１００项的单位有５所，分 别 占 到 立 项 单 位 的

６２．５０％和３１．２５％，总体上反映了甘肃省高等院校

高度关注科学基金的申请，基础研究活跃。
从甘肃省高等院校获资助的科学基金项目情况

可以看出（表１），随 着 国 家 对 科 学 基 金 总 经 费 投 入

的增加，甘肃省高等院校获得科 学 基 金 资 助 的 项 目

数和经费也呈现着快速增加的趋势：在２００９—２０１４
年 间，共 获 得 ２　０５２ 项 资 助，占 全 省 总 项 数 的

６３．６３％，２０１２年是个 小 高 峰，获 资 助 项 目 数 达４３９
项。与２００９年 相 比，２０１４年 共 新 增 科 学 基 金 项 目

DOI:10.16262/j.cnki.1000-8217.2015.06.017



　

　４６２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２０１５年

２１５项，增幅达１０６．４４％，高于基金委资助项目数的

增幅。总体来看，高等院校 的 获 批 基 金 数 增 长 与 全

省稳中有增的趋势保持一致，说明 高 等 院 校 已 成 为

甘肃省获得科学基金的主要力量，其 基 础 研 究 实 力

在快速增强，体系在稳步 构 建，作 用 在 日 渐 凸 显，刺

激了创新 能 力 的 发 展。资 助 经 费 方 面，２００９—２０１４
年，获资助经费总额超过１０亿 元，占 全 省 总 经 费 的

５７％以上；资助金 额 由２００９年 的０．６９亿 元 上 升 至

２０１４年的２．３７亿元，增幅达２４０．７４％；项均资助经

费也由３４．４６万元／项增加至５６．８８万元／项。这与

近年 来 基 金 委 对 资 助 强 度 逐 年 大 大 增 强 的 情 况

相符。
由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年间获得资助项目前１０名的高

等院校可以 看 出（表２），以 兰 州 大 学 获 资 助 项 数６
年连续居首，达９８０项，所占比例达４９．２６％。其他

获资助项数超过１００项的 单 位 还 有：西 北 师 范 大 学

（２７１项）、兰 州 理 工 大 学（２５２项）、兰 州 交 通 大 学

（１８９项）、甘肃农业大学（１５７项）。兰 州 大 学、西 北

师范大学和兰州理工大学位居前 三 甲，三 所 高 校 获

批项目数占总项目数过半，达７３．２１％；在资助经费

方面的 比 例 更 是 高 达７９．３１％，说 明 甘 肃 省 高 等 院

校在科学基金立项方面 集 中 度 明 显。另 一 方 面，虽

然省属院校一般以从事教学活动 为 主，科 研 水 平 和

学术地位有待提高，但其获得科学 基 金 项 目 数 和 经

费也在逐年增加，项 目 数 从２００９年 的８２项 增 加 至

２０１４年的２２３项，所 占 比 例 也 从４０．５９％增 长 至

５３．４８％；经 费 从２００９年 的２　０８４．４万 元 增 加 到

２０１４年的１亿元，比例从２９．４９％长升至４３．０１％，
在基础研究方面的实力及重要作用逐年显现。

２．２　前三甲高等院校获资助项目类别分析

鉴于兰州大学、西 北 师 范 大 学 和 兰 州 理 工 大 学

在获得科学基金资助方面优势非 常 明 显，所 以 有 必

要特别进行分析。从表２可以看出，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年

间，科学基金获批项目数及经费方 面 位 居 第 一 的 兰

州大学 优 势 非 常 明 显，占 高 校 总 数 的４７．７６％和

５７．６１％；分别是第二位的３．６２倍和６．６３倍，第 三

位的３．８９倍和７．８８倍。甚 至 在 全 省 范 围，兰 州 大

学在 项 目 数 和 经 费 方 面 的 比 例 也 占 到 总 数 的

３０．３９％和３２．８７％。获 资 助 经 费 占 全 省 的 比 例 高

于获资助项数占全省的比例，说明 兰 州 大 学 获 得 大

额经费项目多。以２０１４年为例，发现兰州大学获得

总经费超过１个 亿，达１．２７０２亿 元，占 当 年 高 等 院

校总经费的５３．５５％；项目数为１７６项，占高等院校

总项目数的４２．２１％，全省总项数的２６．６７％。获资

助项目 研 究 类 别 有８类，其 中 面 上 项 目８４项，占

４７．７３％；青年科学基金项目７７项，占４３．７５％；重

表１　甘肃省高等院校获得科学基金项目的总体情况［５，６］

年份

甘肃省 基金委

总项数 高等院校 总经费 高等院校 项数 经费

（项）
项数
（项）

占全省

比例（％）
（亿元）

经费
（亿元）

占全省

比例（％）
（项） （亿元）

２０１４　 ６６０　 ４１７　 ６３．１８　 ４．９２　 ２．３７　 ４８．１９　 ３５　１１８　 ２０１

２０１３　 ６０６　 ３８６　 ６３．７０　 ３．３７　 ２．１５　 ６３．８５　 ３８　９２０　 ２３５

２０１２　 ６６６　 ４３９　 ６５．９２　 ４．０２　 ２．６２　 ６５．２７　 ３８　４１１　 ２３６

２０１１　 ５５６　 ３４０　 ６１．１５　 ３．３０　 １．８１　 ５４．８２　 ３４　８３６　 １８３

２０１０　 ４１９　 ２６８　 ６３．９６　 １．７２　 ０．９３　 ５４．１７　 ２６　６３３　 ９７

２００９　 ３１８　 ２０２　 ６３．５２　 １．２２　 ０．６９　 ５７．２３　 ２０　３４３　 ７１

总计 ３　２２５　 ２　０５２ — １８．５５　 １０．５９ — １９４　２６１　 １　０２３

表２　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年甘肃省高等院校获资助项目数排前十名情况

排名 高等院校名称 立项数
经费
（万元）

单位性质 排名 高等院校名称 立项数
经费
（万元）

单位性质

１ 兰州大学　　 ９８０　 ６０　９９４．４ 中央直属 ６ 西北民族大学 ７１　 ２　１９５ 中央直属

２ 西北师范大学 ２７１　 ９　１９６．９ 省属 ７ 甘肃中医学院 ５９　 １　９６０ 省属

３ 兰州理工大学 ２５２　 ７　７３６．４ 省属 ８ 天水师范学院 ２４　 ７６６ 省属

４ 兰州交通大学 １８９　 ６　０１９ 省属 ９ 河西学院　　 １７　 ３８８ 省属

５ 甘肃农业大学 １５７　 ４　７３３．６ 省属 １０ 兰州城市学院 １５　 ５０７ 省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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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项目５项；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４项；重大研究

计划２项；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２项；国家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１项；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１项。
资助经费分别 为７　１４３万 元（占５６．２４％），１　９０９万

元（占１５．０３％），１　８１２万元，４００万元，４２０万元，１８
万元，４００万元，６００万 元（图１，图２）。西 北 师 范 大

学获资助的项目研究类别有５类，分 别 是 地 区 科 学

基金２９项（占６７．４４％）、青 年 科 学 基 金７项（占

１６．２８％）、面上项目５项、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

目１项、专项基金１项。兰 州 理 工 大 学 获 资 助 的 项

目研究类别有３类，分别是地区科 学 基 金３８项（占

７１．７０％）、青 年 科 学 基 金１３项（占２４．５３％）、面 上

项目２项。兰州大学尤其 在 重 点 项 目、优 秀 青 年 科

学基金项目、重大研究计划、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及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的项目数更是占高等院校

的１００％，表 明 兰 州 大 学 作 为“２１１工 程”和“９８５工

程”的重点建设高校，学科优势明显，研究基础扎实，
实力雄厚，很多学科的研究都处在最前沿，申请科学

基金方面比其他高等院校更具竞 争 力，在 甘 肃 省 获

得科学基金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

２．３　高等院校获各科学部资助情况及分布特点

通过前面的分 析 看 出，甘 肃 省 高 等 院 校 的 基 础

研究竞争力在不断加强。再从受资助项目分布范围

来看，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年甘肃省高等院校承担了科学基

金所有学部的项目，尤其在生命科学学部、数理科学

学部和工程与材料科学学部获得的项目数 最 多（表

３），分别占总数的２０．４７％，１８．１６％和１５．８１％，并

保持优势。一方面说明目前甘肃省高等院校科研人

员关注这３大学科领域，也表明３大 学 科 所 涵 盖 的

科研领域较其他学科具有明显的 基 础 研 究 优 势，拥

有稳定的学科带头人并聚集了优 秀 人 才，开 展 了 深

入、系统的创新性研究，形成了甘肃省高等院校比较

鲜明的学科分布特点。另一方面，管理科学、医学科

学和信息科学与三大优势学科相 比 仍 有 较 大 差 距，
但具有受到科学基金不断扶持上 升 的 趋 势，反 映 了

科学基金作为我国现有资助学科门类最全的科研资

助体系，对甘肃省高等院校学科的 均 衡 发 展 特 别 是

薄弱学科的发展起到了有利的推动作用。

图１　兰州大学２０１４年科学基金分类别项目数统计情况

Ａ：面上项目；Ｂ：青年科学基金项目；Ｃ：重点项目；Ｄ：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Ｅ：重大研究计划；Ｆ：国际（地 区）合 作 与

交流项目；Ｇ：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Ｈ：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

图２　兰州大学２０１４年科学基金分类别经费统计情况

Ａ：面上项目；Ｂ：青年科学基金项目；Ｃ：重点项目；Ｄ：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Ｅ：重大研究计划；Ｆ：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

项目；Ｇ：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Ｈ：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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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对科学基金申请的重视，高 等 院 校 获 科 学

基金项目不仅在数量上有所突破、特色不断凸显，而
且表现 出 在 保 持 特 色 的 基 础 上 综 合 发 展 的 实 力。

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年间获 信 息 科 学 学 部 和 医 学 科 学 学 部

的项目数逐 年 增 加，比 例 上 升 趋 势 明 显（表４）。总

体看来，今后甘肃省高等院校应该在信息科学、管理

科学和医 学 科 学 等 实 力 薄 弱 领 域 增 加 科 研 人 员 投

入，增强科研实力，并制定措施以鼓励相关专业科研

人员申请科学基金；依托单位也需 要 采 取 激 励 措 施

着力增加高质量的有效申请，提高 在 这 些 学 部 的 资

助率，更好地发挥科学基金对甘肃 省 高 校 基 础 研 究

的推动作用。

３　总　结

３．１　科 学 基 金 为 高 等 院 校 自 主 创 新 的 源 头 保 驾

护航

　　自科学基金成立以来的２９年，有力促进了我国

科研水平的快速提升。作为培养高水平科技创新人

才的重要场所，高水平自主创新科 学 研 究 已 成 为 高

等院校的重点任务。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年，甘肃省高等院

校获得２　０５２项资助，资助经费１０．５９亿元，占全省

总项数和经费的６３．６３％和５７．１１％以上，其中省属

高等院校获资助项目数从４０．５９％增长到５３．４８％；
经费从２９．４９％增长到４３．０１％。说明高等 院 校 逐

年增长的获批经费起到为高等院校基础研究提供源

源不断的后续力量、为自主创新 的 源 头 保 驾 护 航 的

作用。各高 校 应 继 续 立 足 国 际 前 沿 结 合 甘 肃 省 经

济、社会发展需求，借科学基金之力获得更多具有创

造性和突破性的基础研究成果。

３．２　高等院校基础研究正在走向多元化

国家自然科学 基 金 委 采 取 同 行 评 审、择 优 支 持

机制，保证了基础研究的创新性和优势学科的发展。
甘肃省高等院校基础研究的优势学科主要分布在生

命科学学部、数理科学学部和工程与材料科学学部。
另外，在信息科学、管理科学和医学科学领域虽然处

于劣势，但其占总项目数的比例逐年上升趋势明显，
说明甘肃省高等院校在这几个领域的优秀科技人才

培养及科研水平有所提升。例如，获批医学科学部

表３　甘肃省高等院校获批学科分布情况

学科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数理科学　　　 ４２　 ５６　 ６３　 ７２　 ６６　 ６６

化学科学　　　 ３４　 ３８　 ５３　 ６５　 ５２　 ６０

生命科学　　　 ５０　 ５１　 ６４　 ８２　 ８４　 ８４

地球科学　　　 ３０　 ３７　 ５０　 ５９　 ４３　 ６１

工程与材料科学 ２６　 ３６　 ４７　 ８２　 ６０　 ７０

信息科学　　　 １０　 ２１　 ２７　 ３７　 ２７　 ３６

管理科学　　　 ３　 ８　 ６　 ７　 １１　 １１

医学科学　　　 ６　 ０　 ２５　 ２８　 ４２　 ２８

表４　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年获各学部项目数占总数比例

年度

科学部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获各学部项目数占总数比例（％）
相关性

数理科学 ２０．７９　 ２０．９０　 １８．５３　 １６．４０　 １７．１０　 １５．８７ ｙ２ ＝０．００１８ｘ－３．５１６８
Ｒ２ ＝０．１０９４

化学科学 １６．８３　 １４．１８　 １５．５９　 １４．８１　 １３．４７　 １４．４２ ｙ２ ＝－０．００４ｘ＋８．２０８７
Ｒ２ ＝０．８４６１

生命科学 ２４．７５　 １９．０３　 １８．８２　 １８．６８　 ２１．７６　 ２０．１９ ｙ２ ＝０．０１０７ｘ－２１．３６９
Ｒ２ ＝０．６８２５

地球科学 １４．８５　 １３．８１　 １４．７１　 １３．４４　 １１．１４　 １４．６６ ｙ２ ＝０．００１６ｘ－３．１０４５
Ｒ２ ＝０．２１３４

工程与材料科学 １２．８７　 １３．４３　 １３．８２　 １８．６８　 １５．５４　 １６．８３ ｙ２ ＝０．０１０５ｘ－２１．０４５
Ｒ２ ＝０．９２２６

信息科学 ４．９５　 ７．８４　 ７．９４　 ８．４３　 ６．９９　 ８．６５ ｙ２ ＝０．００２１ｘ－４．０８８２
Ｒ２ ＝０．４５２８

管理科学 １．４９　 ２．９９　 １．７６　 １．５９　 ２．８５　 ２．６４ ｙ２ ＝０．００１９ｘ－３．７４３７
Ｒ２ ＝０．７０２７

医学科学 ２．９７　 ０．００　 ７．３５　 ６．３８　 １０．８８　 ６．７３ ｙ２ ＝０．００６２ｘ－１２．４８５
Ｒ２ ＝０．５１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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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项目 以 年 均３６．０８％的 速 度 增 加，这 与 毕 建 新 等

的研究结果相似［７］。也反映出了科学基金作为我国

现有资助学科门类最全的科研资 助 体 系，兼 顾 着 学

科的均衡发展。

３．３　鼓 励 高 等 院 校 申 请 国 际（地 区）合 作 与 交 流

项目

　　值得关注的是，为鼓励科学技 术 人 员 立 足 国 际

科学前沿，有效利用国际科技资源，开 展 实 质 性（地

区）合作研究与学术交流，达到提高我国科学研究水

平和国际竞争能力的目的，科学基金设立了国际（地

区）合作与交 流 项 目。以２０１４年 为 例，甘 肃 省 高 等

院校仅获得３项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兰 州

大学获２项，西北师范大学获１项），没 能 很 好 的 利

用科学基金提供的机会为提高甘肃省基础研究的国

际化水平营造良好的国 际 交 流 环 境。为 此，高 校 及

科研管理部门要通过完善考核和激励机制等措施营

造青年教师自主创新的氛围，积极 扩 大 对 外 合 作 与

交流，建立对外交流关系，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与

交流的新局面，提升申请及承担科 学 基 金 项 目 的 能

力，进而提高甘肃省高等院校的国际竞争力。

３．４　积极组织高等院校间开展合作

兰州大学、西北 师 范 大 学 和 兰 州 理 工 大 学 位 居

前三甲，三所高校获批项目数占总 项 目 数 比 例 过 多

半，达到７３．２１％，而在资助经费方面的比例更是高

达７９．３１％。兰州大 学 获 资 助 的 项 目 研 究 类 别 有８
类，在重点项目、优秀青年 科 学 基 金 项 目、重 大 研 究

计划、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及创 新 研 究 群 体 科 学

基金的项 目 数 占 高 等 院 校１００％。因 此，高 校 科 研

管理部门要紧密关注，研究团队也要瞄准前沿动态，
凝炼研究方向；相关管理部门要把 科 学 基 金 申 请 工

作列入工作重点，深入研究各项资助政策，组织高校

积极开展合作，结合高校特点与兰州大学、西北师范

大学、兰州理工大学等单位通过合作资源共享、充分

发挥创新平台作用等，共同组成科 研 团 队 申 报 科 学

基金，或寻求发展的有效举措来提升资助命中率，最
大程度地发挥科学基金对甘肃省高校基础研究可持

续发展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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