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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京津冀区域是我国科技创新的重要引擎.通过梳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京津冀区域基

础研究的资助现状,识别目前存在的不足并提出下一步工作建议,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更好贯彻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有关任务部署,进一步支持京津冀区域基础研究协同发展提供政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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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津冀是中国北方经济规模最大、最具活力的

区域,拥有优越的政治支撑体制、高效的人才迭代机

制和良好的科研成果外溢环境.２０１４年２月２６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京津冀协同发展

座谈会时指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意义重大,对这个

问题的认识要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大家一定要增

强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自觉性、主动性、创造性,
增强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形成新体制的勇气,继续研

究、明确思路、制定方案、加快推进”[１].２０１５年４
月３０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京津冀协同发展规

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纲要»指出:“重视改

革驱动的作用,推动体制创新,探索京津冀协同创新

模式,突出重围,建立多样化的创新科技生态,构建

多元化、一体化、特色化的创新特区,打造京津冀区

域科技创新核心地位,进一步引领国家经济发展,在
深化改革中促进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２].２０１９年

３月５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
突出重点、把握关键,促进京津冀区域协调发展,
围绕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改革完善相关机

制和 政 策,推 动 区 域 优 势 互 补、优 化 区 域 发 展

格局”[３].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下简称“科学基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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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院长.近年来主要从事科技政策、科技

管理、大数 据 管 理 系 统、大 数 据 实 时 分 析

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先后在国内学术期刊

发表多篇研究论文,主持和参与了多项省

部级项目.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持续

优化管理机制,强化战略协同,稳定支持京津冀高

校、科研机构等科研人员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
提升京津冀区域原始创新能力[４].本文通过梳理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科学基金对京津冀区域基础研究的

资助情况,识别目前存在的不足并提出下一步工作

建议,为科学基金更好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相关

任务部署,进一步支持京津冀区域基础研究协同发

展提供政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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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科学基金支持京津冀区域基础研究的资

助现状

　　科学基金把握资助定位,通过多种项目类型持

续稳定支持京津冀区域基础研究.如表１所示,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京津冀区域共获科学基金项目资助

５１１７９项,资助直接费用(以下同)约３７６．８３亿元,
占科学基金总资助经费的２６．０４％.

表１　京津冀区域获科学基金资助概况

行政区划

(省/直辖市)
资助项数

(项)
资助金额

(万元)
金额占比

(％)

北京市 ４２７５３ ３３２５３７９．３８ ２２．９８

天津市 ６２９９ ３５２５５５．３４ ２．４４

河北省 ２１２７ ９０３１７．９７ ０．６２

小计 ５１１７９ ３７６８２５２．６９ ２６．０４

全国 ２４９００７ １４４６９６００．１０ 　—

　　注:数据资料来源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年度资助

报告(以下同)

１．１　支持北京市的有关情况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北京市各依托单位获科学基金

项目资助４２７５３项,资助金额约３３２．５４亿元,占科

学基金总资助经费的２２．９８％.
(１)依托单位获资助情况

截至目前,北京市共有科学基金依托单位５４１个,
其中中国科学院系统科研单位４８个,教育部、工信

部等部属高等院校及单位２４个,其他高等院校及单

位４６９个.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共有４６１个依托单位获

得过资助,按单位资助金额进行统计,清华大学、北
京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排在前４
位,金额累积占比超过３０％(见表２);按单位性质进

行统计,高等院校获资助金额占比５３．１８％(其中部

属高等院校及单位获资助金额占比３９．６６％),中国

科学院系统科研单位获资助金额占比３０．４３％,其
他高等院校及科研单位获资助金额占比１６．３９％.

(２)项目类型分布情况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北京市各依托单位获１７种项

目类型的资助,立项类型分布覆盖全面(见表３).
其中,获面上项目和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金额占

比合计４９．６３％,约占总资助金额的一半,低于科

学基金两类项目经费平均占比之和６１．０７％;优秀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创新研究群体项目等重点人才和团队类项目的资

助金额占比１０．６１％;资助强度较高的重点项目、
重大项目、重大研究计划项目和联合基金项目等指

南引导类项目占比２２．８１％.与科学基金整体资

助结构[５]相比,北京市各依托单位获重点人才和团

队类项目以及资助强度较高的指南引导类项目比

重更高.
(３)领域分布情况

北京市各依托单位获资助项目的学科领域分布

相对 均 衡 (见 表 ４).其 中,管 理 领 域 占 比 最 低

(３．８６％),其他领域占比在１０％~１４％左右.

１．２　支持天津市的有关情况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天津市各依托单位获科学基金

资助６２９９项,资助金额约３５．２６亿元,占科学基金

总资助经费的２．４４％.
(１)依托单位获资助情况

截至目前,天津市共有科学基金依托单位７３个.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共有６０个依托单位获得过资助,其
中,排名前３位的均为高等院校,天津大学、南开大

学、天津医科大学获资助金额累积占比超过７０％(见
表５).

表２　北京市各依托单位(前５位)获资助情况

序号 依托单位 隶属 资助项数(项) 资助金额(万元) 资助金额占比(％) 金额累积占比(％)

１ 清华大学 教育部 ３５２１ ３９３１５３．７８ １１．８２ １１．８２

２ 北京大学 教育部 ３８９９ ３８３２９１．１５ １１．５３ ２３．３０

３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工信部 １５３９ １２９２５４．５１ ３．８９ ２７．２４

４ 北京理工大学 工信部 １２１３ １０２８４６．１０ ３．０９ ３０．３３

５ 中国农业大学 教育部 １０６３ ８６０２４．１７ ２．５９ ３２．９２

  

总计 ４２７５３ ３３２５３７９．３８ １００．０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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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北京市各依托单位获资助的项目类型分布

序号 项目类型　　　 资助项数(项) 资助金额(万元) 金额占比(％)

１ 面上项目 １９９２１ １３２８６９０．５０ ３９．９６

２ 重点项目 １１６５ ３４７９７５．１４ １０．４６

３ 重大项目(含项目和课题) ３４５ １１８５１２．５９ ３．５６

４ 重大研究计划项目 ９３８ １７０３６８．７０ ５．１２

５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４２０ １４４５８３．００ ４．３５

６ 创新研究群体项目 １５６ １２１０４２．５０ ３．６４

７ 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 １９４１ １６８０５０．３０ ５．０５

８ 数学天元基金项目 ４３４ １４６８６．００ ０．４４

９ 联合基金项目 ６８４ １２２０１９．００ ３．６７

１０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１４３３８ ３２１６０４．３１ ９．６７

１１ 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项目 １９４ ９４６２．００ ０．２８

１２ 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 １３６ １６７３３９．６５ ５．０３

１３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７３１ ８７１７０．００ ２．６２

１４ 基础科学中心项目 ７ １２５８５０．００ ３．７８

１５ 应急管理项目(专项项目) １３２２ ５１３２５．６９ １．５４

１６∗ 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 ６ ２１００．００ ０．０６

１７∗ 国家重大科研仪器设备研制专项 １５ ２４６００．００ ０．７４
总计 ４２７５３ ３３２５３７９．３８ １００．００

　　∗注:已取消该项目类型.

表４　北京市各依托单位获资助项目学科领域分布情况

科学部 资助项数(项) 资助金额(万元) 金额占比(％)

数理 ４９８６ ４８４７７１．１９ １４．７７
化学 ３２９５ ３０４２９４．１３ ９．２７
生命 ６３３５ ４８３４６６．４５ １４．７３
地球 ５７６８ ４９０９７０．００ １４．９６
工材 ６０４９ ４７８４３９．４４ １４．５７
信息 ５１６０ ４７０７４３．５５ １４．３４
管理 ２３５０ １２６６２５．３４ ３．８６
医学 ７４２８ ４４３４３９．４２ １３．５１

　　按单位性质进行统计,天津大学、南开大学隶属

教育部,获资助金额占比６１．２８％,中国科学院系统

科研单位获资助金额占比１．１９％,其他高等院校及

科研单位获资助金额占比３７．５３％.

(２)项目类型分布情况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天津市各依托单位获１６种

项目 类 型 的 资 助,立 项 类 型 分 布 覆 盖 全 面 (见

表６).其中,获面上项目和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

助金额占比合计６８．５２％,高于科学基金两类项

目平均占比之和６１．０７％;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创新研究群体

项目等重点人才和团队类项目的资助金额占比

７．１８％;资助强度较高的重大项目、重点项目、重
大研究计划项目和联合基金项目等指南引导类

项目占比１６．５５％.与科学基金整体资助结构相

比,天津市各依托单位获重点人才和团队类项目

和资助 强 度 较 高 的 指 南 引 导 类 项 目 比 重 相 对

较低.

表５　天津市各依托单位(前３位)获资助情况

序号 依托单位 隶属 资助项数(项) 资助金额(万元) 资助金额占比(％) 金额累积占比(％)

１ 天津大学 教育部 １８８１ １３４７７７．４２ ３８．２３ ３８．２３

２ 南开大学 教育部 １１８５ ８１２５９．６３ ２３．０５ ６１．２８

３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市 ８９８ ４４５１４．６７ １２．６３ ７３．９０

  

总计 ６２９９ ３５２５５５．３４ １００．０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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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天津市各依托单位获资助的项目类型分布

序号 项目类型 资助项数(项) 资助金额(万元) 金额占比(％)

１ 面上项目 ２８１５ １８２４７０．１０ ５１．７６

２ 重点项目 １００ ２９３５３．３０ ８．３３

３ 重大项目(含项目和课题) １９ ８０９３．９５ ２．３０

４ 重大研究计划项目 ７９ １０４３０．００ ２．９６

５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３５ １１８０５．００ ３．３５

６ 创新研究群体项目 ６ ５０２５．００ １．４３

７ 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 １７９ １２２１８．３９ ３．４７

８ 专项基金项目 ６７ １３１０．００ ０．３７

９ 联合基金项目 １１７ １０４３４．００ ２．９６

１０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２６７０ ５９０８７．４０ １６．７６

１１ 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项目 ２３ ５９０．００ ０．１７

１２ 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 １０ １０４６６．７０ ２．９７

１３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７０ ８４７０．００ ２．４０

１４ 应急管理项目 １０７ １８５１．５０ ０．５３

１５∗ 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 １ ２００．００ ０．０６

１６∗ 国家重大科研仪器设备研制专项 １ ７５０．００ ０．２１
总计 ６２９９ ３５２５５５．３４ １００．００

　　∗ 注:该项目类型已取消.

　　 (３)学科领域分布情况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天津市各依托单位获资助项目的

学科领域分布差异较大(见表７).其中,工材领域

(２４．５１％)占比最高,地球领域(４．０１％)、管理领域

(４．７６％)占比最低.

表７　天津市各依托单位获资助项目学科领域分布

科学部 资助项数(项) 资助金额(万元) 金额占比(％)

数理 ６４０ ３０７２１．６０ ８．７５
化学 ９１０ ６１７０５．５０ １７．５７
生命 ６１６ ３２９５２．８５ ９．３８
地球 ２５２ １４１０１．８０ ４．０１
工材 １２９３ ８６１０２．５５ ２４．５１
信息 ７７８ ４４２７１．９５ １２．６０
管理 ３４２ １６７３０．６８ ４．７６
医学 １３５２ ６４６６９．７７ １８．４１

１．３　支持河北省的有关情况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河北省各依托单位获科学基金

项目资助２１２７项,资助金额约９．０３亿元,占科学基

金总资助经费的０．６２％.
(１)依托单位获资助情况

截至目前,河北省共有科学基金依托单位８１个.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共有５４个依托单位获得过资助,其
中,排名前４位的均为高等院校,燕山大学、河北医

科大学、河北师范大学、河北大学获资助金额累积占

比超过５０％(见表８).按单位性质进行统计,河北

省无教育部直属高校,中国科学院系统科研单位获

资助金额占比３．４４％,其他高等院校及科研单位获

资助金额占比９６．５６％.

表８　河北省各依托单位(前４位)获资助情况

序号 依托单位 隶属 资助项数(项) 资助金额(万元) 资助金额占比(％) 金额累积占比(％)

１ 燕山大学 河北省 ３９７ ２０１９１．２０ ２２．３６ ２２．３６

２ 河北医科大学 河北省 ２５４ １０６１８．８０ １１．７６ ３４．１１

３ 河北师范大学 河北省 ２０１ ９３８８．８４ １０．４０ ４４．５１

４ 河北大学 河北省 １９７ ８６５２．９０ ９．５８ ５４．０９

  

总计 ２１２７ ９０３１７．９７ １００．０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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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项目类型分布情况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河北省各依托单位获资助的项

目类型相对集中,共获得１２种项目类型资助(见
表９).其中,获面上项目和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

金额占比合计８９．０８％,远高于科学基金两类项目

平均占比之和６１．０７％;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国
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创新研究群体项目等重

点人才和团队类项目的资助金额占比２．０３％;资助

强度较高的重点项目、重大研究计划项目和联合基

金项目等指南引导类项目占比６．６２％.与科学基

金整体资助结构相比,河北省各依托单位获资助项

目类型的主体为面上项目和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等资

助强度较低的自主选题类项目.
(３)学科领域分布情况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河北省各依托单位获资助项目

的学科领域分布差异较大(见表１０).其中,工材领

域占比 (２９．２０％)最高,管理领域 占 比 (１．２３％)

最低.

表９　河北省各依托单位获资助的项目类型分布

序号 项目类型 资助项数(项) 资助金额(万元) 金额占比(％)

１ 面上项目 ８６０ ５５４９５．６０ ６１．４４

２ 重点项目 １１ ３２６７．００ ３．６２

３ 重大研究计划项目 １１ ８９８．００ ０．９９

４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２ ７００．００ ０．７８

５ 创新研究群体项目 １ ６００．００ ０．６６

６ 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 ２１ ６９７．６７ ０．７７

７ 专项基金项目 ３０ ３０６．００ ０．３４

８ 联合基金项目 １７ １８１９．００ ２．０１

９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１１０２ ２４９６１．７０ ２７．６４

１０ 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项目 １ １８．００ ０．０２

１１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５ ５３０．００ ０．５９

１２ 应急管理项目 ６４ １０２５．００ １．１３

总计 ２１２７ ９０３１７．９７ １００．００

表１０　河北省各依托单位获资助项目学科领域分布

科学部 资助项数(项) 资助金额(万元) 金额占比(％)

数理 ２４８ ９１４２．００ １０．１２

化学 １５６ ６１４０．７０ ６．８０

生命 ３６７ １６４７１．００ １８．２４

地球 ２０３ ８４６４．７０ ９．３７

工材 ５４９ ２６３６９．８０ ２９．２０

信息 ２２７ ９４８９．００ １０．５１

管理 ３１ １１１３．２０ １．２３

医学 ３３７ １３１１９．７０ １４．５３

１．４　天津市、河北省与北京市合作承担项目概况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天津市各依托单位共获得科学

基金资助６２９９项,资助金额约３５．２６亿元.其中有

合作参与单位的项目 １１８９ 项,占获资助项目的

１８．８８％;合作参与单位为北京市科研单位的项目

２２３项,占获资助项目的３．５４％.河北省各依托单

位共获得科学基金项目资助２１２７项,资助金额约

９．０３亿元.其中有合作参与单位的项目３３８项,占获

资助项目的１５．８９％;合作参与单位为北京市科研单

位的项目８１项,占获资助项目的３．８１％(见表１１).

对以津冀两地依托单位为主承担、北京市科研

单位参与合作的项目进行学科领域分布情况分析,

结果发现合作项目的学科领域主要集中在数理、工

材、信息和医学领域,与津冀自身优势学科领域分布

(见表７、表１０)基本一致.

１．５　京津冀区域人才、团队培养情况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京津冀三地依托单位科研人员

获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项目、创新研究群体项目和基础科学中心项目的资

助项数如表１２所示,区域间基础研究重点人才和团

队科研实力的差距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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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１　津冀两地与北京市科研单位合作项目的学科领域分布情况

科学部
天津市承担、北京市参与 河北省承担、北京市参与

资助项数(项) 资助金额(万元) 金额占比(％) 资助项数(项) 资助金额(万元) 金额占比(％)

数理 ３２ ２５２６ １４．１１ １３ ８６５ ２０．０５
化学 ８ ９９４ ５．５５ ３ １３１ ３．０４
生命 １２ ６７５ ３．７７ ８ ４８７ １１．２９
地球 １０ １３３３ ７．４５ １３ ９０６ ２１．００
工材 ３３ ５９４９ ３３．２４ １５ ５９１ １３．７０
信息 ４１ ４００４ ２２．３７ １０ ５０８ １１．７７
管理 ２２ ６９８ ３．９０ ０ ０ ０．００
医学 ３７ １７１９ ９．６０ １４ ８２７ １９．１７
合计 １９５ １７８９８ １００．００ ７６ ４３１５ １００．００

表１２　京津冀区域依托单位重点人才和团队获资助情况

位次 省、直辖市

资助项数(项)

优秀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国家杰出青年

科学基金项目

创新研究

群体项目

基础科学

中心项目

１ 北京 ７３１ ４２０ １５６ ７

１３ 天津 ７０ ３５ ６ ０

２６ 河北 ５ ２ １ ０

２　存在的问题与原因分析

２．１　获资助规模分析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科学基金对京津冀区域的资助

规模约 ３７６．８３ 亿元,三地获资助规模占比约为

３７∶４∶１,马太效应明显.北京市共有４６１个依托

单位获得过资助,其中,中国科学院系统科研单位

４８个,教育部、工信部等部属高等院校及科研单位

２４个,合计占比１５．６２％,以上单位获资助金额分别

占整个北京市依托单位获资助规模的３０．４３％和

３９．６６％,“国家队”现象明显.津冀两地则主要依托

地方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为主体开展基础研究工

作,中国科学院系统科研单位所占科学基金资助的

比重很小,地域科研特征突出.

２．２　获资助结构分析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京津冀三地获资助结构差异显

著:北京市各依托单位获重点人才和团队类项目、资
助强度较高的指南引导类项目资助金额远高于全国

平均占比;而天津市与河北省各依托单位获资助项

目类型主体为资助强度较低的面上项目和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三地的科研实力以及基础研究重点人才

和团队建设差距显著.

２．３　获资助领域及合作研究情况分析

从京津冀三地获资助项目的学科领域分布来

看,北京市不同学科领域的发展相对均衡,无明显短

板,而津冀两地学科领域的发展差异较大.
北京市依托单位科研人员主要以独立研究的形

式开展项目研究.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北京市各依托单

位科研人员独立获科学基金资助的项目数占总资助

规模的８２．８５％,与北京市以外科研单位开展合作

研究的项目数仅占总资助规模的５．７８％.津冀两

地依托单位获资助项目中合作参与单位为北京市科

研单位的项目分别占区域总资助规模的３．５４％和

３．８１％,且仍主要集中于自身优势学科领域.北京

市的优势科研资源未能对津冀两地形成有效的扶持

作用.
综上所述,三地基础研究水平差距较为明显.

北京市科研力量“国家队”特征明显,但并未充分发

挥出对天津市、河北省的扶持作用.北京市集聚了

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科研机构、基础设施和优秀人

才,而津冀两地在科研机构的数量与规模、基础设施

的建设和投入以及对优秀科研人才的吸引上,都存

在明显的对位差距.充分发挥北京优势科研力量对

津冀两地的辐射带动作用,推动京津冀区域优势互

补,是实现京津冀协同创新发展的关键.

３　下一步工作建议

为更好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京津

冀一体化协同创新发展战略部署,基于科学基金战

略定位,提出以下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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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在科学基金与北京市签署“基础科学中心”
框架协议基础上,围绕京津冀区域环境、交通、安全

等城市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继续实施好“大气细

颗粒物的毒理与健康效应”“中国大气复合污染的成

因与应对机制的基础研究”等重大研究计划和“新型

城镇化导向下的城市群综合交通系统管理理论与方

法”“污水处理过程智能优化运行基础理论及关键技

术”“国家安全管理的决策体系基础科学问题研究”
等重大项目群.

二是支持京津冀三地共同加入区域创新发展联

合基金[６],聚焦三地发展中的共性难题与发展瓶颈

背后的核心科学问题,凝聚优势力量,支撑北京综合

性国家科技中心建设.
三是建议将怀柔科学城“高能同步辐射光源”

“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等大科学装置纳入大

科学装置联合基金资助范畴,充分发挥大科学装置

平台作用,支持科研人员开展前沿探索,推动仪器开

放共享[７].
四是建议在京津冀一体化协同战略框架下,在

津冀两地设立基础研究成果转化试验区,借鉴成熟

的创新创业小镇模式,通过创投机构、科技中介、孵
化器等媒介,引导三地尤其是北京市各依托单位的

优势科研成果落地,加强科学基金资助与经济社会

发展需求的对接,提高科学基金服务国家需求的

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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