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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是我国支持基础研究的主渠道之一,在培养基础研究人才方面发挥

了巨大作用,科研平台是国家和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苏州大学近年来高度重视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管理工作,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数量保持在高位运行,质量稳步提高,有力助推了

学校科研平台的建设与发展.文章介绍了苏州大学近５年来获得自然科学基金资助情况,从科研

产出、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等方面分析了自然科学基金助推苏州大学高水平科研平台建设的情况,
供其他高校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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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加快创新型国家建

设,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

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１].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以下简称“自然科学基金”)作为我国支持

基础研究的主要来源,准确把握“支持基础研究、坚
持自由探索、发挥导向作用”的战略定位,在推动自

然科学基础研究的发展,促进基础学科建设,培养基

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优秀科技人才等方面发挥了

巨大作用也取得了显著成绩[２].本文分析了２０１４—

２０１８年间苏州大学获批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资助情

况,以苏州纳米科技协同创新中心和省部共建放射

医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为例,分析了自然科学基金助

推地方高校科研平台建设的情况.

１　苏州大学概况

苏州大学是国家“２１１工程”“２０１１计划”首批入

列高校,是教育部与江苏省政府共建“双一流”建设

高校,江苏省属重点综合性大学.学校现有２８个一

级学科博士点,２９个博士后流动站,１个国家一流学

科,４个国家重点学科.全校具有副高职称及以上

人员２４８９人,其中诺贝尔奖获得者１人,中国科学

院及工程院院士７人,发达国家院士４人,国家“杰

杨阳　２０１１年获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硕

士学位.２０１３年起就职于苏州大学纳米

科学技术学院,助理研究员.先后担任苏

州纳米科技协同创新中心学科部秘书,学

院外事、教务秘书.

刘开强　博 士,副 研 究 员,苏 州 大 学 科 学

技术研究部 科 学 技 术 处 副 处 长.长 期 从

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管理工作,先

后在«中国科学基金»«浙江档案»等学术

期刊发表多篇论文,承 担 了«无 纸 化 背 景

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 目 档 案 管 理 机 制

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依托 单 位 管 理

战略研究»等多项国家和省级课题研究.

青”获得者２７人,“优青”获得者３６人.２０１８年获

批自然科学基金３２６项,立项数位列全国高校第１９
位,连续七年居全国高校前２０位.２０１８年,共申报

专利１７４５件,授权专利１１８６件(其中国际专利申

请１５９件,授权２４件).２０１７年度三大检索收录论

文４４６０篇,其中SCIE收录论文２６５９篇,“中国卓

越国际科技论文”１２８３篇,分别位列全国高校第２３
位和第２１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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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苏州大学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期间获得自然科

学基金资助情况

２．１　自然科学基金申请及资助情况

近年来,苏州大学高度重视自然科学基金管理

工作,分管科研校领导每年９月份主持召开申报启

动会暨辅导报告会,深入各二级学院(部),召开现

场办公会,深挖资源,确保申请基数,并邀请知名

专家学者针对各类项目进行分类辅导,依据学科特

点组织不同形式的预评审,提高申请质量推进自然

科学基金申报工作,相关部门通过广泛动员,精心

组织,学校承担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数量和经费总

量保持稳定增长的势头[３].从表１看出,苏州大学

近５年自然科学基金申请数保持在１１００项以上,
资助数平均在３００项左右,平均资助率２５．３３％,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共申请自然科

学基金６３０９ 项,获得资助１５９８项,资助经费８．
６６亿元,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为学校科研经费的主

要来源.

表１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苏州大学科学基金总体情况

年度
申请

项目数

资助

项目数
资助率

资助经费
(万元)

２０１４ １１５５ 　３２３ ２７．９７％ １８４９４．３

２０１５ １１６３ ３１４ ２７．００％ １６７６５．９

２０１６ １１４４ ２９１ ２５．４４％ １４４５３．３

２０１７ １３４７ ３５８ ２６．５８％ ２０５３４．５

２０１８ １５００ ３１２ ２０．８０％ １６３９９．５

合计 ６３０９ １５９８ ２５．３３％ ８６６４７．５

２．２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类型及学科分布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期间共获得自然科学基金１５９８
项,其中面上项目７８１项,占４８．８４％;青年项目６６８
项,占４１．７８％;其他各类项目１４９项,占９．３２％,包
括创新研究群体项目１项、重大项目(含课题)４
项、重点项目１９项、“优青”３１项、“杰青”８项、重
大研究计划１４项、外国青年学者基金７项、海外及

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４项、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

制项目１项、联合基金项目１４项、国际(地区)合作

与交流项目３０项、专项基金项目２项以及应急管

理项目１４项.从获得资助的项目来看,苏州大学

具备开展基础研究的条件,近５年承担自然科学基

金重点、重大项目的能力进一步提高,涵盖了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自然科学基金

委”)大多数项目类型,获得人才项目方面也取得

了较大的进步.
所有资助项目共涉及自然科学基金委的８个

科学部,其中数理科学部１４１项,占８．８２％;化学

科学部２０８项,占１３．０２％;生命科学部１８６项,占

１１６４％;地球科学部４项,占０．２５％;工程与材料

科学部１９９项,占１２．４５％;信息科学部１５９项,占

９９５％;管理科学部３１项,占１．９４％;医学科学部

６７０项,４１９３％.统计结果显示,苏州大学医学和

化学学科项目数最多,占全校５０％以上;工材、信
息、数理学科项目数相当,占全校１０％左右;管理和

地球学科合计仅占２％左右.建议今后进一步加强

优势学科建设力度,同时给予管理学科和地球学科

更多的政策支持和建设力度,促进各学科均衡协同

发展[４].

２．３　项目负责人年龄及学位分布

对获资助项目负责人的年龄、学位等的统计结

果显示,３５ 周岁以下的占 ４８．３７％,３６~４５ 岁占

３２１％,４５岁以上的占１９．５２％;具有博士学位的项

目负责人占 ９０．２４％,硕士学位的项目负责人占

９０７％,学士学位及其他占０．６９％.统计结果显

示,３５周岁以下人员获得项目的比例逐年提高,显
示了近年来苏州大学师资队伍年轻化建设取得了一

定的成效,青年教师独立开展创新性研究的能力不

断增强.

３　自然科学基金助推苏州大学科研平台建设

３．１　苏州大学科研平台概况

苏州大学现有国家２０１１协同创新中心１个,
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１个,国家工程实验室１
个,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２个,国家级国际合

作联合研究中心２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３０个,省
部级公共服务平台１１个,省部级工程中心４个,市
级重点实验室４３个,校级重点实验室９６个.省部

级及以上科研平台数量从２００８年的１１个增长到

２０１８年的５２个,增长３．７３倍.科研平台的快速

发展,为各领域专家学者开展合作研究与交流提供

了重要平台,也为学校科技发展水平的提升提供了

重要支撑.

３．２　助推苏州纳米科技协同创新中心建设情况

分析

　　苏州纳米科学协同创新中心(以下简称“协同中

心”)为国家首批“２０１１计划”协同创新中心之一,按
照“国家急需、世界一流”的总要求,充分发挥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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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行业企业的资源优势,以纳米产业发展重大瓶

颈、共性问题研究为导向,以人才队伍建设为根本,
以体制机制创新为核心,推进高校与科研机构、行业

企业之间的贯通互动,实现高端实验设备、人力资

源、公共资源、应用需求、重大技术等方面的共享合

作与集体攻关,全面提升区域纳米技术创新能力与

产业化水平.自协同中心２０１３年认定以来,截至

２０１８年８月底,获批各类科研项目６９１项,其中国

家级项目３６８项,总经费１１．６９亿元.在获批的３６８
个国家级项目中,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２８４ 项,占

７７１７％;资助经费１００万元以上的项目１１５项,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５３项,占４６．０９％.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成为协同中心项目的主要来源.

３．２．１　助推协同中心科技人才快速成长

人才是促进科研平台发展的关键因素和根本保

障.由于自然科学基金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科技人才

培养资助链,包括设立青年科学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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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项

目类型,针对不同年龄和科研职业发展阶段人才科

研需求,构建了不同形式和层次的人才资助体系,其
完整的人才项目资助链对协同中心科技人才特别是

青年科技人才的培养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促进作

用[５].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协同中心共７２人获得青年

科学基金、１２人获得“优青”、７人获得“杰青”、３人

获得创新研究群体项目,促进了协同中心的高水平

人才和团队建设(表２),极大地激发了科研人员的

创新潜力和工作热情,进一步提高了承担其他层次

的重点、重大项目的能力,协同中心共获批自然科学

基金重点、重大项目２６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项

目(含课题)５６项.此外,还获批国家高等学校学科

创新引智基地、国家创新人才培养示范基地,加速了

协同中心科技人才的汇聚和成长.

３．２．２　助推协同中心产生了一批重要科研成果

自然科学基金持续资助,为协同中心科研工作

的迅速发展起到了重要的牵引、孵育作用,为科研人

员开展国内外合作科研和交流提供了畅通的渠道,
产生了一批重要科研成果,协同中心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

共获得省部级及以上奖励３２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

奖二等奖２项,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２项,国家技

术发明奖二等奖２项,累计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

１６５２篇,其中IF＞１０论文３３０篇,Science２篇、

Nature２篇、Nature子刊２４篇.申请专利５１７项,
授权２２２项,获得中国专利优秀奖２项,省部级以上

基地平台１８个,其中国家级基地平台５个.

表２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协同中心获批高端人才、团队情况

总体概况 人才计划/项目 总数
２０１３年认

定后新增

现 有 固 定 人

员２１８人,其
中 科 研 人 员

２００ 人,认 定

以 来 新 增 人

员１１２人.

中国科学院、工程院院士 ３ １
“千人计划”入选者 ２１ １７
国家“杰青”获得者 １８ ７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７ ２
国家“优青”获得者 １４ １２
青年“长江学者” ２ ２
“万 人 计 划”—科 技 创 新

领军人才
９ ９

“万 人 计 划”—青 年 拔 尖

人才
２ ２

“青年千人计划”入选者 ２１ ６
创新研究群体项目 ３ ３
科 技 部 重 点 领 域 创 新

团队
２ ２

　　在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协同中心的中青年

科技人才通过项目竞争、开展研究、组织攻关等不

断淬炼,获得了快速成长,取得了一批原创型的重

大科 研 成 果.如:康 振 辉 教 授(２０１４ 年 国 家“优
青”、２０１７年“杰青”)在基于碳量子点的高效光催

化材料研究方面取得重要进展,研究团队设计构建

出一种非金属碳量子点—氮化碳(C３N４)复合高效

光解水催化剂,提出并示范了一种两步、两电子过

程的高效完全光解水新机制,实现了可见光下高效

的完全分解水,发表在国际顶级期刊Science上.
该研究论文被Science杂志评选为“Top１０Solar
FuelsPaperof２０１５”“２０１５年中国百篇最具影响国

际学术论文”.研究成果也入选“２０１５年度中国科

学十大进展”.
在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协同中心硕士生马

炜良以第一作者在国际顶级期刊 Nature上发表研

究论文,在天然二维材料内极化激元的各向异性传

播研究方面取得重要进展.科研团队与澳大利亚

蒙纳士大学、西班牙奥维耶多大学等国际知名高校

研究所进行合作研究,首次成功地揭示了在天然材

料的平面内各项异性传播的极化激元,并且建立了

两种各向异性极化激元的理论模型.该研究成果

入选“２０１８ 年 度 中 国 光 学 十 大 进 展 (基 础 研 究

类)”.

３．２．３　助推协同中心有关学科快速发展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体系对协同中心的基础研

究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从提供基础研究条件到推

动创新人才培养,以项目为基础,以人才队伍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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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有效地促进有关学科在学术理论方面的发展,
积累学术成果,并逐步形成优势特色,从而大力推

动协同中心相关学科发展,牵头苏州大学的材料科

学、化学、物理学等１１个学科进入世界基础学科排

名(ESI)前１％,其中材料科学、化学两个核心学科

同时进入 ESI全球排名１‰.主体学科纳米科学

与技术在２０１８“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中,名列

世界第１９位.以纳米科技为研究核心之一的“材
料科学”学科在U．S．News世界大学专业排名第

１９位,国内排名第７位.２０１７年,苏州大学“材料

科学与工程”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２０１８年

９月,材料科学的ESI全球排名上升至第４７名,较

２０１３年中心成立之前的第４１２名大幅提升,这与

协同中心近年来在自然科学基金委化学、工程与材

料科学部持续获得创新研究群体等项目的资助密

不可分.

３．３　助推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情况分析

２０１８年９月１０日,依托苏州大学的省部共建

放射医学与辐射防护国家重点实验室(以下简称“重
点实验室”)获得批准,成为江苏省首个省部共建国

家重点实验室.重点实验室面对核技术在医学领域

中的广泛应用,开展高水平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

究.实验室主任为中国科学院柴之芳院士,科研骨

干的专业结构合理,涵盖放射医学、辐射防护、临床

医学等多学科领域,具有开展协同创新研究的人才

和交叉学科优势.依托主体学科“放射医学”是我国

该领域唯一的国家重点学科,“辐射防护与环境保

护”为国防特色学科.实验室现有固定人员８７名,
其中研究人员６６名,技术人员１５名,包括中国科学

院院士２人、国家“千人计划”９人、国家“杰青”６人、
“优青”５人.

３．３．１　激活 了 重 点 实 验 室 科 技 人 才 队 伍 的 创 新

活力

　　由于重点实验室成员大多承担过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具备了广博扎实的科研基础和较强的科研能

力,拥有不畏失败、顽强拼搏的精神品格,进一步提

高了承担其他层次重点、重大项目的能力,产生了一

批高水平科研成果.重点实验室自２０１８年批准以

来,新增各类科研项目３７项,资助总金额７３８０万

元;国家重点研发计划１项,资助经费２９６２万元;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１３项,含“杰青”、“优青”各１项;重
点项目２项.新增“杰青”获得者王殳凹教授,１９８５

年出生,是迄今为止全国最年轻的“杰青”、“优青”获
得者.杨凯教授,２０１３年苏州大学博士毕业,２０１８
年入选“全球高被引科学家”.

３．３．２　大力提高了重点实验室基础研究水平

通过自然科学基金的持续资助与培育,帮助重

点实验室大批科研人员成长为杰出的科技人才,围
绕放射医学与辐射防护领域的关键科学和技术问

题,开展协同创新研究,产生了一批重要科研成

果,助推了放射治疗与核医学相关产业的发展和应

用.２０１８年共发表 SCI论文１１５篇,其中IF＞１０
的１７篇,一区４６篇(含 Nature子刊５篇);申请专

利４８项,授权专利３４项,获得省部级科技奖励１
项,制定了团体标准１部,以放射医学为核心的一

级学科“特种医学”在２０１８年上海软科学科排名中

位列全国第一,大量高水平论文发表在国际一流期

刊上.如:在核环境与核应急的应用基础研究方

面,合成了含铀有机无机杂化材料SCUＧ９,成功开

辟了贫铀的又一新应用,也推动了辐射探测技术的

发展;利用亚磷酸作为配体的同时又利用它的强还

原性,得到了具有＋４价铀和＋３价钒混合双金属

的亚磷酸盐,具有极其优异的酸碱稳定性和氧化稳

定性.相关成果以封面论文形式发表在德国«应用

化学»上.
综上所述,自然科学基金在推动苏州大学国家

级科研平台“纳米科技协同中心”和“放射医学国家

重点实验室”基础研究和成果产出、创新人才培养及

学科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４　结　语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自主创新是我们攀登世界

科技高峰的必由之路,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

源头,是夯实世界科技强国建设的根基.苏州大学

作为地方高校,近年来通过创新体制机制,加强高

水平人才队伍的引进与培养,获批自然科学基金数

量和质量稳步提高,基础科学研究的整体实力不断

提升,产生了一批高水平标志性科研成果,高水平

成果又支撑了高强度资助项目的获得,有力助推了

学校高水平科研平台建设,形成了良性互动的发展

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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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NationalNaturalScienceFoundationofChinaisoneofthemainchannelstosupportbasic
researchinChina,whichplaysagreatroleintrainingbasicresearchtalents．Theresearchplatformisan
importantpartofthenationalandregionalinnovationsystem．Inrecentyears,Soochow Universityhas
attachedgreatimportancetothemanagementoftheNationalNaturalScienceFoundationofChina．The
numberofNationalNaturalScienceFoundationapprovedbySoochowUniversityhasbeenmaintainedata
highlevel,andthequalityhasbeensteadilyimproved,whichhasgreatlyboostedtheconstructionand
developmentoftheuniversitysscientificresearchplatform．ThispaperintroducesthesituationofSoochow
Universitysscientificfundinrecentfiveyears,andanalysesthesituationoftheNationalNaturalScience
FoundationinpromotingtheconstructionofhighＧlevelscientificresearchplatforminSoochow University
fromtheaspectsofscientificresearchoutput,personneltraininganddisciplineconstruction,whichcanbe
usedforreferencebyother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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