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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NSFCＧ浙江两化融合联合基金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浙江省人民政府共同设立

的基金项目.本文从 NSFCＧ浙江两化融合联合基金(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的项目申请量、资助率、资助

领域、项目负责人年龄、项目承担单位情况和项目承担单位“合作”程度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梳理分

析,展示了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获资助的重点支持项目在促进基础性研究成果产出、凝聚和培养高水平

科技人才、推动浙江省基础研究机构建设和较好地解决浙江省重点产业发展中的瓶颈问题等方面

所取得的成效.针对浙江省即将加入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提出相应对策建议,为今后该联合基

金的管理工作提供借鉴.

[关键词]　NSFCＧ浙江两化融合联合基金;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浙江省);资助情况分析;发展

对策

　　浙江省是国内首个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国

家示范区,在信息产业领域拥有一大批领先的企业

和科研队伍.２０１５年３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与浙江省人民政府签署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 浙江省人民政府两化融合联合基金(以下简称

“NSFCＧ浙江两化融合联合基金”)协议,双方约定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共安排经费２．５亿元,吸引和凝聚全

国各地优秀科学家,结合国家战略发展需要,重点解

决浙江两化深度融合国家示范区及周边区域经济、
社会、科技未来发展在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领

域中具有共性的重大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问题,促
进区域科技发展和科技人才队伍建设[１].

本文梳理分析 NSFCＧ浙江两化融合联合基金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在项目申请量、资助率、资助领域、
项目负责人年龄、项目承担单位以及项目承担单位

“合作”程度等情况,展示了 NSFCＧ浙江两化融合联

合基金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获资助重点支持项目在促进

基础性研究成果产出、凝聚和培养高水平科技人才、
推动浙江省基础研究机构建设和较好地解决浙江省

古振远　博士,现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办公室秘书处助理研究员.

重点产业发展中的瓶颈问题等方面所取得的成效,
针对浙江省即将加入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提出相

应对策建议,为今后该联合基金的管理工作提供

借鉴.

１　资助情况分析

浙江省在借鉴其他省市联合基金的基础上,充
分吸纳了浙江省科技界、产业界与有关部门的意见,
聚焦既能带动浙江重点产业发展,又具有前沿性或

国内示范意义的重大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问题,确
定了涵盖高端工业自动化、工业信息物理融合、智能

制造、智慧海洋、智慧城市和电子商务六大研究领域



　

　１０６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２０２０年

的项目指南.

１．１　申请量和资助率

NSFCＧ浙江两化融合联合基金在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

正式运行实施期间,共接受项目申请３８８项,批准资

助项目１０４项(均为重点支持项目),直接资助经费

２１０００万元,平均资助强度２０１．９万元/项.如表１
所示,NSFCＧ浙江两化融合联合基金在２０１５年申请

量达到了１０７项,是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申请量的最高

值.这可能是因为２０１５年的项目受理通告是当年

８月发布的,此时基金评审结果已基本揭晓,对项目

申请人而言又增加了一次申请重点项目的机会,而
之后NSFCＧ浙江两化融合联合基金和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同步申报,使得２０１６—２０１９年NSFCＧ浙江两化

融合联合基金的申请量有所回落(表１).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 NSFC－浙江两化融合联合基金

重点支持项目的年平均资助率为２６．８％,高于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的年平均资助率(２１．３％),
项目申请数量存在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图１).这可

能是由于自由申请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执

行期为５年,理工类项目直接经费一般为３００万元/项,
项目申请人按本人既有的研究方向便可直接选题

申请,而 NSFC－浙江两化融合联合基金重点支持

项目执行期为４年,资助强度略低(平均直接费用

为２０１．９万元/项).对项目申请人而言,自由申请

的重点项目比联合基金重点支持项目更具吸引力.
另外,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 NSFC－浙江两化融合联合基

金省外牵头申请１０９项,占比２８．１％,省外科研人

员参与项目申请的积极性也有待加强.主要原因

可能是浙江省外申请人需要结合 NSFC－浙江两

化融合联合基金项目指南的有关要求和自身的研

究工作,确定合适的选题方向并寻找熟悉浙江发展

需求的科研人员进行合作申请,前期准备工作量相

对更大.

图１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NSFCＧ浙江两化融合联合基金重点

支持项目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资助率情况

　　基于以上现象及分析,建议通过增加直接费用

资助强度、拓宽合作[２４]和成果转化渠道等方式进一

步吸引全国更多的优秀科学家加入到区域创新发展

联合基金(浙江省)队伍中来.

１．２　资助领域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 NSFCＧ浙江两化融合联合基金

重点支持项目的资助领域涉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地球科学部、工程与材料科学部、信息科学部和

管理科学部.如表２所示,获资助项目在智慧制造

领域所占的比例最大,达到了３０项,其次是在工业

信息物理融合系统和高端工业自动化领域.NSFCＧ
浙江两化融合联合基金资助领域较为灵活,地球科

学部的智慧海洋、管理科学部的电子商务领域分别在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和２０１５年接受项目申请,智能制造、
高端工业自动化、工业信息物理融合系统和智慧城

市领域在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接受项目申请.

１．３　项目负责人年龄

图２展示了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 NSFCＧ浙江两化融

合联合 基 金 重 点 支 持 项 目 负 责 人 的 年 龄 分 布.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 NSFCＧ浙江两化融合联合基金重点

支持项目负责人的平均年龄为４６．４岁,其中５０岁

表１　NSFCＧ浙江两化融合联合基金(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

项目申请与资助情况

年度
申请项数

(项)
资助项数

(项)
资助金额∗

(万元)
资助率

(％)

２０１５ １０７ ２１ ４２００ １９．６
２０１６ ６６ ２０ ４２００ ３０．３
２０１７ ６８ ２１ ４２００ ３０．９
２０１８ ８１ ２１ ４２００ ２５．９
２０１９ ６６ ２１ ４２００ ３１．８
总计 ３８８ １０４ ２１０００ ２６．８

　　∗ 均为直接费用

表２　NSFCＧ浙江两化融合联合基金(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

在学科领域资助情况(资助项数)

年度
智慧

海洋

智能

制造

高端工业

自动化

工业信息

物理融合

系统

智慧

城市

电子

商务

２０１５ — ４ ３ ８ ４ ２
２０１６ ４ ５ ５ ３ ３ —
２０１７ ５ ５ ３ ４ ４ —
２０１８ ４ ７ ４ ５ １ —
２０１９ — ９ ２ ９ １ —
总计 １３ ３０ １７ ２９ １３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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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的项目负责人共计７３人,占比７０．２％.这也

说明了NSFCＧ浙江两化融合联合基金重点支持项目

负责人的年龄结构整体上较为理想,同时在３１~４０岁

的青年人才储备上具备一定的优势.

１．４　项目承担单位情况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NSFCＧ两化融合联合基金吸引

了全国科技人员参与申报,项目承担单位涉及了全

国１１个省区的３４所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高等院

校共承担９１项 NSFCＧ两化融合联合基金重点支持

项目,占比８７．５％,其中以浙江大学承担的项目数

最多(３２项).来自浙江省外的项目承担单位共计

２０家,其中涉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

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北京航空航

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山东大学、
中南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哈尔滨工

程大学、中央财经大学、郑州大学等１６家“双一流”
建设高校及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中国科学院

沈阳自动化研究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苏州研究院

等３家科研院所.

１．５　项目承担单位“合作”程度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NSFCＧ两化融合联合基金共接收

项目申请３８８项,其中省内牵头２７９项,占比７１．９％.
在批准资助的１０４项重点支持项目中,浙江省内外

合作研究６８项,年平均比例达到了６５．４％,同时

每年浙江省内外合作研究的占比稳居６０％以上

(图３).２０１５年工业信息物理融合系统领域的８个获

资助重点支持项目中有６个均为浙江省外依托单

位主持.这些体现了 NSFCＧ浙江两化融合联合基

金在坚持“立足浙江,面向全国,引导多元投入”的
同时吸引和凝聚全国范围的优秀科学家申请和承

担项目,积极推动资源共享,促进多方合作.

２　资助绩效分析

NSFCＧ浙江两化融合联合基金重点支持项目资

助期限为４年,本文以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获资助的６２个重

点支持项目为例进行绩效分析,结果表明 NSFCＧ浙

江两化融合联合基金总体运行情况良好,在促进基

础性研究成果产出、凝聚和培养高水平科技人才、推
动浙江省基础研究机构建设和较好地解决浙江省重

点产业发展中的瓶颈问题等四个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

２．１　促进基础性研究成果产出

截至２０１８年５月,围绕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的科学

问题研究,NSFCＧ浙江两化融合联合基金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

获资助的６２个重点支持项目已累计发表４２４篇

SCI/SSCI论文,３０２篇 EI论文,获得１项国家级科

技奖励,７项省部级科技奖励.
在高端工业自动化领域,２０１６年浙江大学高

翔团队承担“燃煤烟气污染物超低排放的智慧优化

控制方法与关键技术”项目,该项目在智慧环保方

面的研究成果是２０１７年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获奖

项目“燃煤机组超低排放关键技术研发及应用”的
重要组成部分.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严义团队研发

的嵌入式可编程控制器平台软件技术获得了浙江

省技术发明一等奖.在工业信息物理融合系统领

域,杭州电子科技大学骆建军团队成功研发一系列

固态存储和计算机接口方面的国产化芯片,获得了

浙江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其产业化基地华澜微电子

成为我国芯片设计企业的新星.在智慧海洋领域,
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黄大吉团队针对东海

缺氧演 变 开 展 机 理 分 析 研 究,阶 段 性 成 果 在J．
Geophys．Res．,Prog．Oceanogr．,Limnol．Oceanogr．,

OceanSci．等国际著名海洋期刊发表,提高了对

物理 化学 生物耦合过程及其对缺氧演变定量贡

献的 认 识,为 东 海 缺 氧 灾 害 预 报 奠 定 了 良 好

基础.

图２　NSFCＧ浙江两化融合联合基金(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
项目承担人年龄分布情况

图３　NSFCＧ浙江两化融合联合基金(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
省内外合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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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凝聚和培养高水平科技人才

NSFCＧ浙江两化融合联合基金的设立意在吸

引和聚集全国一流的科技人才共同解决浙江省工

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中的重大基础研究科学问

题.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 NSFCＧ浙江两化融合联合基金

以跨地域、多学科的方式,成功吸引了６位院士、

９位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获得者、２位优秀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获得者、６位国家千人计划人才

和７位长江学者参与项目,而且每年省内外合作

研究的占比稳居６０％以上.
浙江大学吴飞教授在２０１５年承担“城市智慧安

监的相关基础理论和视觉分析技术”项目,２０１６年多

媒体分析项目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
“Catching the Temporal RegionsＧofＧInterest for
VideoCaptioning”获得 ACM Multimedia２０１７最佳

论文提名,其团队一名成员获得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资助.２０１５年浙江大学徐兵教授承担“智能型液

压阀基础科学问题研究”项目,２０１６年入选教育部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２０１８年入选国家第三批“万人

计划”,２０１７年获批“共融机器人基础理论与关键技

术研究”重大研究计划重点支持项目１项.浙江工业

大学姚建华教授在２０１５年承担“基于超音速激光沉

积的金属增材制造技术基础研究”项目,２０１７年获得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和浙江省“一带一路”国际科

技合作项目资助,２０１８年入选首批浙江省“万人计

划”杰出人才,浙江工业大学２０１８年获批建设高端装

备激光再制造浙江省工程研究中心.

２．３　推动浙江省基础研究机构建设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 浙 江 省 依 托 单 位 获 资 助 ８１ 项

NSFCＧ浙江两化融合联合基金重点支持项目(表３)和

１５７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二者的比例达到

了１∶１．９.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NSFCＧ浙江两化融合联合

基金的项目负责人中共有１５位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重点项目和重大项目８项、国家重大科技专项１项、
国家重点研究计划重点专项１３项.

２０１８年５月,Nature杂志推出“聚焦浙江”专题,
以“将研究成果转化为高产业价值”为题,报道了浙江

大学、温州医科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

程研究所的发展情况[５].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中国科学

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承担了７项 NSFCＧ浙

江两化融合联合基金重点支持项目,大部分项目负责

人是在回国后不久就获得资助,这极大地激发了他们

的科研热情,强化了该所国内外高层次创新人才的集

聚效应.NSFCＧ浙江两化融合联合基金以浙江省相

关领域发展的重大需求为牵引,吸引和集聚全国优秀

的科学家与浙江省内高校、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跨区

域、跨部门、跨行业、跨学科的基础研究协同创新,有
力地促进了浙江省源头创新能力的提升.如表３所

示,NSFCＧ浙江两化融合联合基金在浙江大学、杭州

电子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

所等高校及科研院所“遍地开花”的同时,也“帮助”浙
江警察学院、浙江工商大学、浙江科技学院、浙江海洋

大学实现了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零的突

破,为浙江省内高等院校及科研院所基础研究能力的

提升提供了重要的支持渠道和难得的发展机遇.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 NSFCＧ浙江两化融合联合基金的项

目合作单位共计８８家,其中浙江省内企业就占了

２５家,占比２８．４％.这有助于浙江省基础研究机

构实现“产学研”一体化,推动科研成果落地.

表３　NSFCＧ浙江两化融合联合基金(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浙江省依托单位获资助情况

序号 依托单位 资助项数(项) 序号 依托单位 资助项数(项)

１ 浙江大学 ３２ ８ 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 ３

２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１１ ９ 中国计量大学 ２

３ 浙江工业大学 １１ １０ 浙江海洋大学 １

４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

与工程研究所
７ １１ 浙江警察学院 １

５ 浙江理工大学 ４ １２ 浙江工商大学 １

６ 温州大学 ３ １３ 浙江农林大学 １

７ 宁波大学 ３ １４ 浙江科技学院 １



　
第３４卷　第１期 古振远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浙江省人民政府两化融合联合基金项目资助情况分析与对策研究 １０９　　 　

２．４　较好地解决浙江省重点产业发展中的瓶颈

问题

　　NSFCＧ浙江两化融合联合基金项目指南来源于

浙江省工业和信息产业的实际问题,具有较强的实

用性.虽然NSFCＧ浙江两化融合联合基金启动的时

间较短,但是截至２０１８年５月,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获资

助的６２个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已在浙能嘉兴发

电有限公司、浙江吉利汽车研究院有限公司、南瑞集

团等２０多家企业得到应用.NSFCＧ浙江两化融合

联合基金的项目负责人已申请国内专利３１８个,获
授权６７个;申请国际发明专利５个,获授权１个.

在智能制造领域,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

工程研究所杨桂林团队的“面向复杂作业环境的模

块化移动操作机器人关键技术研究”项目,研制的

全向移动机器人已在吉利汽车发动机车间得到了

应用,柔顺操作臂也有望实现产业化.温州大学薛

伟教授针对海工装备的抗生物附着污损、减阻需

求,开展典型船用金属材料的超快激光加工复杂构

件表面超疏水微织构关键技术研究,与承担中国万

米级载人深渊器、南极科考母船“张骞号”设计与

制造业务的上海彩虹鱼科考船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浙江天时造船有限公司协作开展挂海性能测试研

究.在高端工业自动化领域,浙江大学陈曦教授围

绕化工产品高端自动化制造基础理论和方法进行

了实践性研究,阶段性成果在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落地,并于２０１８年通过工业与信息化部“导
入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评定.该课题组通过校

企合作和国际合作的深入开展,获批“流程生产质

量优化与控制”国家级国际联合研究中心.浙江大

学居冰峰团队针对微纳制造过程中的超密测量问

题开展研究,研发了跨尺度非接触测量技术及系

统,制造产出的激光条镜,平面度优于４００nm,表
面粗糙度优于２nm,满足了国际顶级光刻机制造

商 ASML的相关技术要求.在智慧城市领域,浙
江大学张宏建团队开展基于多源信息和大数据分

析的供水监测、预警和决策理论研究,在杭州、绍
兴等城市的供水系统进行了健康预警技术应用示

范,研究成果获得了第４５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最

高荣誉金奖—评审团特别嘉许金奖.

３　存在问题与对策建议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１６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在北京举行“加强基础研究多元投入座谈会暨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区域/企业创新发展联合基金协议签

署仪式”,以希望与地方、企业以及高等院校、科研院

所紧密结合,进一步加强需求导向、目标导向的应用

基础研究,发挥联合基金的平台作用,强化基础研究

多元投入[６].
本文通过分析,发现 NSFCＧ浙江两化融合联合

基金年度项目申请量和浙江省外依托单位申请量

占比尚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２０１９年是 NSFCＧ浙

江两化融合联合基金执行的最后一年,浙江省人民

政府将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继续合作,即将

加入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为促进区域创新发

展联合基金(浙江省)健康发展,进一步提升资助

绩效和管理水平,本文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提出以

下建议.
３．１　做好顶层设计,突出项目指南引导

联合基金的项目申请以项目指南为引导,项目

指南中科学问题是否提炼精准,导向是否明确,特色

是否鲜明是决定联合基金资助工作成效的主要环

节[７].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浙江省)的项目指南

编制可采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双结合的模

式,在注重基础科学问题与本省实际相结合的同时

充分凝练制约其发展的关键科学问题,突出自身特

色.同时明确研究项目的先后顺序,界定目标边界,
保证项目之间互相支持、有序开展和逐步推进.
３．２　积极宣传,扩大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浙江

省)知名度与影响力

　　为进一步提高申请量与资助质量,建议区域创

新发展联合基金(浙江省)在拓宽资助领域、增加

资助强度的同时积极宣传其资助领域以及资助成

效,重点宣传项目指南在加入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

金后的变化,扩大联合基金的知名度与影响力,进
一步吸引和凝聚全国优秀科研人员申请和承担

项目.
３．３　拓宽交流合作渠道,进一步调动浙江省外依托

单位的积极性

　　NSFCＧ浙江两化融合联合基金管委会办公室

每年都会收到浙江省外高水平科研团队的咨询,希
望通过“牵线搭桥”的方式与浙江省内相关单位合

作.建议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浙江省)建立省

内外高水平科研合作的便捷沟通渠道,为浙江省外

依托单位在寻找浙江省内合作单位方面提供服务

和帮助,更大程度地提高浙江省外依托单位的项目

申请量.
３．４　坚持吸引和调动社会资源,促进研究成果转移

转化

　　NSFCＧ浙江两化融合联合基金针对的是工业



　

　１１０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２０２０年

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领域中具有共性的重大科

学和关键技术问题,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 NSFCＧ浙江两

化融合联合基金的８８家项目合作单位中企业占

了２７家,虽然目前企业没有承担联合基金项目

的资 质,但 是 企 业 是 需 求 的 来 源 方,这 一 点 在

NSFCＧ浙江两化融合联合基金尤为明显.为此,
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浙江省)应进一步积极

鼓励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共同申请和承担

项目并加强平时的交流与沟通,充分发挥合作双

方的各自优势力量,切实解决浙江省在经济、社

会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重大科学问题,促进基础研

究成果的转移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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