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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依托单位是科学基金事业健康稳定发展的基石,也是科学基金队伍建设不可缺少的一

环,在科学基金管理体系和运营机制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文首先对２０１８年获科学基金资助

的依托单位从省域、学部方面进行了统计分析,之后选取获资助数排名靠前的２００家依托单位作为

研究对象,依据最新国家文件精神对其科学基金管理工作进行分析发现:(１)依托单位高度重视科

学基金管理工作,管理制度体系较为健全;(２)科学基金经费管理较为规范,间接经费使用逐渐放

开;(３)科研诚信体系建设逐步推进,科研诚信氛围仍需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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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８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以下简称“自
然科学基金委”)发布«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关于进一步加强依托单位科学基金管理工作的若

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强调依托单位在科学

基金资助管理工作中的主体责任,指出要加强权责

管理、改善科研氛围,推动依托单位深入落实科技

领域“放管服”改革、贯彻执行自然科学基金委“放
管服”改革的具体措施[１].因此,依托单位需要及

时贯彻文件精神、转变管理思想以及提升服务能

力,与自然科学基金委一道为全面加强我国基础研

究,全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做出更大

的贡献.本文根据依托单位科学基金的管理工作

报告和实地调研,对２０１８年依托单位科学基金资

助情况和管理工作绩效进行分析,并结合«意见»
的最新精神对依托单位２０１８年的基金管理工作进

行评估.

１　２０１８年获科学基金资助的依托单位总体

情况分析

　　科学基金事业经过３０余年的发展取得了辉煌

的成就.截止到２０１８年,被批准的依托单位共有

３１１１家,其中２０１８年度获科学基金资助的共１５０９

家,获资助项目４２７２３项,资助金额为２２１．９３亿元.
为了更加具体、全面的展现获科学基金资助的依托

单位的最新情况,本文分省域、学部两个方面来进行

统计分析,数据来源于２０１８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资助项目统计资料»[２].

１．１　按省域统计获科学基金资助的依托单位概况

本文统计了２０１８年度不同省市的依托单位数、
项目申请数、项目资助数等指标,进一步了解２０１８
年度各省市依托单位的受资助情况,并对其资助特

点进行分析.表１为２０１８年度不同省域获科学基

金资助的依托单位具体情况,图１则为对应的２０１８
年度各省域获科学基金资助的依托单位资助金额

统计.
如表１所示,２０１８年度各省域获科学基金资助

的依托单位数相差较大,呈不均衡分布.其中北京

获科学基金资助的依托单位数居全国首位,为３０２
家,占比２０．０１％.排名第二、第三和第四的省份分

别为广东、江苏和上海,但这３个省份获科学基金资

助的依托单位数之和低于北京获科学基金资助的依

托单位数,可见北京获资助的依托单位数远高于全

国其他省份.西藏、宁夏和青海三省获资助的依托

单位分别为５家、１１家和１２家,均不到全国获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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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依托单位总数的１％.从获资助金额来看,北京

获资助金额远高于其他省份,约４４．０５亿元,西藏、
宁夏、青海和海南四省获资助金额数均不到１亿元.
由此可见,各省域的获资助金额分布不均衡,东部沿

海省份和中西部省份“贫富”差距悬殊.图１中的平

均资助金额为各省市获资助金额与依托单位数之

比,其中平均获资助金额最高的省市是上海,为

３３２０．８３万元每家,其次是江苏、湖北、安徽等地,而
北京由于院校众多导致其在依托单位平均获资助金

额上并不突出,只处于中游水平.

表１　２０１８年度各省市获科学基金资助的依托单位指标统计

序号 省份 依托单位数 申请项数 资助项数 资助率
获资助金额

(万元)
平均资助金额
(万元/所)

１ 北京 　３０２ ２７２２５ ６７１８ ２４．６８％ 　４４０４６８．３８ １４５８．５０

２ 广东 １２３ １７６９４ ３６３４ ２０．５４％ １７３６１０．３７ １４１１．４７

３ 江苏 ９２ ２００４７ ４１１３ ２０．５２％ ２０７６１７．５２ ２２５６．７１

４ 上海 ７２ １８５３２ ３９５１ ２１．３２％ ２２５２４０．１ ３１２８．３３

５ 山东 ６３ １０９０１ １９２３ １７．６４％ ８６６９２．９９ １３７６．０８

６ 四川 ５９ ８７８８ １５５２ １７．６６％ ８０８７８．３４ １３７０．８２

７ 浙江 ５８ １０１３８ ２０４６ ２０．１８％ １０２９０７．３９ １７７４．２７

８ 河南 ５６ ８３４８ ８６２ １０．３３％ ３１９１７．２２ ５６９．９５

９ 陕西 ５６ １１１９３ ２１０５ １８．８１％ ９９８９０．９３ １７８３．７７

１０ 湖北 ５４ １２２０５ ２５２１ ２０．６６％ １４１９５７．９５ ２６２８．８５

１１ 辽宁 ４８ ７２０２ １２２７ １７．０４％ ６３００１．０７ １３１２．５２

１２ 云南 ３８ ４６５２ ７２５ １５．５８％ ２９６６６．４ ７８０．６９

１３ 江西 ３６ ４７７０ ８４７ １７．７６％ ３２４０１．７７ ９００．０５

１４ 广西 ３５ ３９２３ ５７０ １４．５３％ ２２１６６．１１ ６３３．３２

１５ 湖南 ３５ ６５０８ １３５９ ２０．８８％ ６５３５９．３１ １８６７．４１

１６ 甘肃 ３４ ３５８６ ６３６ １７．７４％ ２９５２３．５ ８６８．３４

１７ 河北 ３４ ２９３９ ３８１ １２．９６％ １５６３５．９７ ４５９．８８

１８ 安徽 ３３ ５３７６ １０９７ ２０．４１％ ５７５２１．３８ １７４３．０７

１９ 天津 ３３ ５３８１ １０８６ ２０．１８％ ５７４３０．９７ １７４０．３３

２０ 福建 ３０ ４８６１ ９１２ １８．７６％ ４６３９８．２ １５４６．６１

２１ 黑龙江 ２７ ４９４０ ９０６ １８．３４％ ４８５７５．９５ １７９９．１１

２２ 吉林 ２７ ３９８８ ７０４ １７．６５％ ３８８９３．５４ １４４０．５０

２３ 新疆 ２７ ２６２３ ３８２ １４．５６％ １５０６６．３２ ５５８．０１

２４ 贵州 ２５ ２６９０ ４４４ １６．５１％ １７４８２．６ ６９９．３０

２５ 重庆 ２５ ４８０７ ８９７ １８．６６％ ４３０９８．４４ １７２３．９４

２６ 内蒙古 ２２ ２００７ ２８３ １４．１０％ １０７３０．０５ ４８７．７３

２７ 山西 ２２ ３０６２ ４０６ １３．２６％ １８０５５．４７ ８２０．７０

２８ 海南 １５ １０２３ １９８ １９．３５％ ８０９４．４ ５３９．６３

２９ 青海 １２ ４８６ ６３ １２．９６％ ２４０６ ２００．５０

３０ 宁夏 １１ ９５７ １５１ １５．７８％ ５６２４ ５１１．２７

３１ 西藏 ５ １０５ ２４ ２２．８６％ １０１９ ２０３．８０

总计 １５０９ ２２０９５７ ４２７２３ １９．３４％ ２２１９３３１．６４ １４７０．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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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２０１８年度各省市获科学基金资助的依托单位资助金额统计

１．２　按学部统计获科学基金资助的依托单位概况

自然科学基金委八大学部包括“数理科学部”、
“化学科学部”、“生命科学部”、“地球科学部”、“工程

与材料科学部”、“信息科学部”、“管理科学部”和“医
学科学部”.本文统计了２０１８年不同学部获资助金

额最多的１０家依托单位,并将八大学部的这１０家

依托单位所获资助金额进行汇总,得到其占全国所

有依托单位(此处只统计资助金额超过１００万元的

单位,下同)获资助金额的比率,并进行了统计分析,
具体见表２和图２.

如表２所示,２０１８年度各学部获资助金额前１０
的依托单位不尽相同.不同依托单位具有不同学科

方面的优势,并在相应学部中有较大的竞争力和影

响力,也体现了一些依托单位的行业和学科特点十

分显著.再者,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等依

托单位在各学部获资助金额前１０榜单中出现的频

率最高,体现了其强劲的科研综合实力.此外,八大

学部获资助金额前１０的依托单位主要以高等院校为

主,共出现６５次,科研机构出现１４次,医院出现１次.
从图２中可以看出,２０１８年度所有依托单位在

工程与材料科学部获得的资助金额最多,为９．２９亿

元,在医学科学部、信息科学部获得的资助金额次

之,分别为８．５３亿元、８．４８亿元,主要原因是这三

个学部在２０１８年度获得了较多的面上项目和重点

项目的资助,体现了这三个学部在原始创新和基础

研究方面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支持.管理学科一般购

置仪器设备和实验材料的费用比较少,每个项目的

资助金额相对有限,依托单位在管理科学学部中获

得的资助金额仅为１．４６亿元,位于八大学部之末.
图２中的折线表示各学部获资助金额前１０的依托单

位与全部依托单位的资助金额之比,从中可以看出,
八个学部中有７个资助金额比率超过４０％,其中比例

最高的管理科学学部为４９．３０％,最低的地理科学学

部为３９．２１％,这反映了我国各学部的基金资助金额

多集中于少数依托单位,整体分布上不够均衡.

２　对依托单位科学基金管理的分析评价

２．１　高度重视科学基金管理工作,管理制度体系较

为健全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的颁布实施确立了依

托单位制度,并对依托单位在组织与规划、监督与管

理等环节中提出了具体要求[３].«意见»中则进一步

指出,依托单位在科学基金资助管理工作中承担着

重要的主体责任,要重视和加强依托单位科学基金

管理工作.
通过对２００家依托单位年度管理报告统计分析

发现各依托单位高度重视科学基金管理工作,其中

有１２６家依托单位在２０１７年至２０１８年间对本单位

现有科学基金管理制度体系进行了补充或者修订,
如上海理工大学、河南科技大学、河北工业大学等对

原有的科学基金管理的具体办法进行了修订.在

２０１８年调研和座谈的３５家依托单位中,有２７家依

托单位专门提到了本单位科学基金管理制度体系的

构建、发展及完善,如深圳大学对科学基金的管理制

度体系进行了精心设计,在项目管理、成果管理、档
案及其他管理等方面出台了１６条相关办法;宁夏大

学出台并修订了管理规章制度与激励机制,包括从

直接经费到间接经费,从科研差旅到学术会议等一

系列规章制度,科研创新管理体系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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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０１８年度八大学部获资助金额最多的１０所依托单位统计

序号 单位名称 金额(万元) 单位名称 金额(万元)

学部 数理科学部 化学科学部

１ 北京大学 ５１９４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４１２８．７５

２ 清华大学 ４８９５ 中山大学 ３３１０

３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３７４４ 清华大学 ３０５５

４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３２５５ 北京大学 ３０５０

５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２９６７ 南京大学 ２６８０

６ 南京大学 ２９００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２４５５

７ 复旦大学 ２４７５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２１７５

８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 ２４４５ 厦门大学 ２１７１．０４

９ 北京理工大学 ２２３０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１８３６

１０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１９０４ 华东理工大学 １８１５
学部 生命科学部 地球科学部

１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６９８７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４４６２．４３

２ 清华大学 ５１７７ 北京大学 ２８２４．５

３ 浙江大学 ３５２８ 南京大学 ２１３０

４ 复旦大学 ３５０３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２０８４

５ 华中农业大学 ３０４８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 １９９５．３８

６ 北京大学 ２８４８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１８８１

７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２１０７ 中国海洋大学 １８２３

８ 中国农业大学 ２０２２ 武汉大学 １８２２．８５

９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１９７５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１７９１

１０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１７２５ 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 １３５２
学部 工程与材料科学部 信息科学部

１ 四川大学 ８００８．５３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１０５３２．７８

２ 清华大学 ７３５１．３ 清华大学 ５４６８

３ 哈尔滨工业大学 ４０６５．９９ 北京理工大学 ２７６２

４ 浙江大学 ３８８５．４６ 北京交通大学 ２６４２

５ 上海交通大学 ３５０４ 华中科技大学 ２６１９

６ 华中科技大学 ３４９６ 北京大学 ２５４６

７ 西安交通大学 ３１２０．１１ 上海交通大学 ２２２９

８ 北京科技大学 ２２１５ 浙江大学 ２１６２

９ 武汉大学 ２１４３．６ 东南大学 ２１３９

１０ 东南大学 １９５０ 北京邮电大学 ２０３５
学部 管理科学部 医学科学部

１ 华中科技大学 １４２５ 华中科技大学 ９２０３．４７

２ 浙江大学 ９７０ 上海交通大学 ４４１６

３ 南京大学 ８４０．８６ 中山大学 ４０５３

４ 中山大学 ６４０ 复旦大学 ３７７２

５ 清华大学 ６２０ 北京大学 ３３０５

６ 复旦大学 ６１０ 浙江大学 ３２７０．２１

７ 北京交通大学 ６１０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 ３０７７

８ 北京大学 ５２５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２７０７．６７

９ 同济大学 ４８５ 四川大学 ２６６８

１０ 上海财经大学 ４８５ 南京医科大学 ２６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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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２０１８年度八大学部获资助金额前１０所依托单位占全部依托单位比率统计

　　从整体层面看,依托单位已经建立起了较为完

善的科学基金管理制度体系,但也有部分依托单位

的科学基金管理制度体系更新速度较慢,难以适应

当前国家和学校科研项目管理的需求.因此,依托

单位应关注最新政策动态,深入学习指导文件精神,
并合理根据科学基金管理工作的需求变化及时、准
确的对本单位的制度体系进行调整,切实承担好科

学基金管理工作的主体责任.

２．２　科学基金经费管理较为规范,间接经费使用逐

渐放开

　　间接费用是指依托单位在组织实施项目过程中

发生的无法在直接费用中列支的相关费用[４],主要

用于补偿依托单位为了项目研究提供的现有仪器设

备及房屋,水、电、气、暖消耗,有关管理费用,以及绩

效支出等.«意见»中第十九条中指出要加强间接费

用统筹管理使用,结合科研人员实际贡献公开公正

安排绩效支出,充分发挥绩效支出的激励作用,向绩

效突出的团队和个人倾斜.
通过分析本年度依托单位管理报告与实地调研

发现,大部分依托单位都出台了专门的间接经费管

理办法,间接经费的使用标准和范围更加明确宽松.
中山大学在基金经费管理方面规定将间接经费的

３０％作为学校管理费,其余的７０％下拨到各二级单

位,根据具体方案开支绩效、水电、房租等;榆林学院

在财务经费方面,明确了项目负责人制度,１万元以

下支出由项目负责人直接审批,其中间接经费的

６０％用于奖励课题组.这些间接经费使用的规定极

大的调动了科研人员在申报项目、执行项目时的工作

积极性.由此可见,科学基金经费管理逐渐规范,间
接经费的使用向着更加明确合理的趋势发展,体现了

依托单位的服务意识不断增强、责任担当不断强化.

２．３　科研诚信体系建设逐步推进,科研诚信氛围仍

需加强

　　２０１８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对科

研诚信体系、流程、制度和机制建设等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５].随后自然科学基金委发布的«意见»中第七

条指出要加强科学基金科研诚信管理,有效防范和

严肃惩戒科研不端行为.
近年来,各类学术不端事件的报道时常见诸媒

体,对相关单位形象以及我国科技创新和学术繁荣

造成了不良影响[６].通过实地调研和对依托单位年

度管理报告统计分析发现,依托单位对于学术不端

事件十分重视,积极推进科研诚信体系建设,工作机

制、制度规范、教育引导、监督惩戒等方面都有了较

大改善,但某些环节仍略显薄弱,相关科研人员违背

科研诚信要求的行为仍时有发生,追究惩戒机制不

够完善.某项目负责人在其原依托单位因涉嫌学术

不端导致基金项目被撤销,但现依托单位对此并不

知情,致使现依托单位并未收到该项目拨款,却被全

额扣缴了该项目经费.导致该事件发生的原因有

二,其一是项目负责人瞒而不报,其二是依托单位与

自然科学基金委信息沟通不畅.因此,为完善科研

诚信体系、杜绝学术不端事件,除依托单位自身要加

强科研诚信监督管理,也需要加强与自然科学基金

委的沟通,及时对失信科研人员进行处罚并予以

公告.

３　讨论与小结

本文从省域、学部两方面对获科学基金资助的

依托单位进行了统计分析发现:首先,科学基金资助

呈现区域分布不平衡的特点,尤其是东部沿海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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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西部省份的依托单位在受资助数和受资助金额

方面差距巨大,但是与 ２０１７ 年相比有缩小的趋

势[７];其次,理工科和医学学科获资助的基金项目位

于各学部前列,各学部的获资助金额多集中于该学

部内少数依托单位,依托单位之间的获资助金额总

量差距较大.
经过对２０１８年度获科学基金资助总体情况的

分析,本文选取获资助数排名靠前的２００家依托单

位作为研究对象,依据«意见»精神对其科学基金管

理工作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１)依托单位高度

重视科学基金管理工作,管理制度体系较为健全;
(２)科学基金经费管理较为规范,间接经费使用逐

渐放开;(３)科研诚信体系建设逐步推进,科研诚信

氛围仍需加强.总体来说,依托单位在学习«意见»
精神、落实“放管服”改革方面取得了初步的成效,服
务意识不断增强,制度保障体系日益完善.

在未来的基金管理工作中,依托单位应进一步

深化“放管服”改革,做到“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

服务”三者的有机结合;加大违规行为惩处力度,提
高对学术不端人员的处理效率;强化宣传和培训工

作,在制度办法、成果产出和科研诚信方面都要切实

加强宣传教育,充分发挥依托单位在科学基金事业

健康稳定发展中的基石作用.

致谢　本研究受科技部评估中心项目“２０１８年度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绩效报告及依托单位绩效专题研

究”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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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ftheNSFCfundprojectsandmanagementeffectivenessof
thesupportingunitsin２０１８

WuWeihong　　LiuJiaming　　FengXingkui　　ShengLiying
(SchoolofEconomicsandManagement,BeijingUniversityofChemicalTechnology,Beijing１０００２９)

Abstract　Supporting unitisthecornerstoneofthehealthyandstabledevelopmentofthescience
foundation,andisalsoanindispensablepartoftheconstructionofthescientificfundteam．Itplaysan
importantroleinthescientificfundmanagementsystemandoperationalmechanism．Thispaperfirstly
statisticalanalyzessupportingunitgotNSFCＧfundedprojectsbyregionanddepartmentin２０１８,then
selectsthetop２００supportingunitsintermsofNSFCＧfundedprojectsasresearchtarget．Thispaperalso
analyzesthesupporting unitsfund management workaccordingtothespiritofthenationallatest
documents．Ourresultsshowthatthesupportingunitattachesgreatimportancetothemanagementof
sciencefunds,the managementsystem isrelatively sound;thesciencefund managementis more
standardized,theuseofindirectfundsisgraduallyliberalized;theconstructionofscienceresearchcredit
systemisgraduallyadvanced,butthescientificresearchintegrityatmospherestillneedstobeenhan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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