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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联合基金建立的基础研究多元化资助体系,聚焦于区域、企业和行业发展中的关键科学

问题和关键技术领域中的核心科学问题,其项目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助推了我国产业技术核心

创新能力的提升和知识创新体系与技术创新体系的深度融合.因此,如何将联合基金项目进行科

学管理并发挥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持作用是联合基金管理工作中亟待解决的问题.该研究结

合国内外科学基金资助与成果管理的实践和经验,从项目成果管理和成果应用贯通路线两方面出

发,就联合基金成果应用贯通机制的实施展开探讨,并提出联合基金成果应用贯通机制建立的政策

建议.

[关键词]　联合基金;应用贯通;成果管理;机制构建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

问题的总机关.近年来,我国在科技领域的基础研

究投入不断增加,２０２０年基础研究占全国研发投入

比重首次超过６％,达１５０４亿元,与２０１０年相比同

比增长了３６３．５％① .联合基金是由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员会与有关部门、地方政府或企业共同出资

设立,在结合国家战略发展需求和行业地区发展需

要的基础上,积极引导和整合社会资源投入基础研

究,助推了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的加快、产业技术核心

创新能力的提升和知识创新体系与技术创新体系的

深度融合.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于２０００年８月与宝

钢集团有限公司正式发起成立了第一支以满足不同

主体基础研究个性化需求为目标的钢铁联合基金,
开启了我国科学基金系统设立联合基金的大幕.截

至２０１８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先后与科研及

行业部门、企业和地方政府成立了３０余个联合基

金,其中包括了与科研及行业部门、企业和地方政府

吴卫红　博 士,北 京 化 工 大 学 教 授,主 要

从事创新管理、科技政策与管理等方面的

研究.作为课 题 负 责 人 承 担 了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教 育 部 人 文 社 会 科 学 规 划 基

金、北京市 社 会 科 学 基 金、北 京 市 自 然 科

学基金、科技部项目等多项国家及省部级

项目,发表学术论文８０余篇.

共同出资设立的联合基金.为了进一步优化联合基

金多元投入机制,提高资助效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于２０１８年设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区域创新

发展联合基金”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企业创新发展

联合基金”,联合基金发展步入新时期.
联合基金飞速发展的同时也取得了丰硕的资助

成果.联合基金的一大特点是聚焦区域和行业发展

中的关键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领域中的核心科学问

题,资助开展目标导向型的基础研究.因此,如何将

联合基金经过多年发展积累的大量科技成果进行科

学管理并最终发挥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引领作用

是联合基金管理工作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基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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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通过梳理联合基金项目资助情况和项目成果

产出情况,结合国内外科学基金资助与成果管理的

实践和经验,从项目成果管理和成果应用贯通路线

两方面出发,探索构建联合基金成果应用贯通机制,
并提出联合基金成果应用贯通的政策建议.

１　联合基金资助情况和产生的项目成果情况

联合基金旨在发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导向作

用,引导与整合社会资源投入基础研究,促进我国自

主创新能力的提升.随着联合基金的发展,其在科

学研究中的推动作用愈加重要.从联合基金的资金

投入情况可以看出,自联合基金成立至今,其每年的

资金总投入都呈增长态势,在科学基金总投入的占

比也在不断增加.２０２０年２０个联合基金共接收项

目申请５８０６项,资助联合基金项目１０８４项,比

２０１９年 增 加 １５９ 项,增 幅 为 １７．１９％,直 接 费 用

２３８７５０．４０万元,比２０１９年增加５３６６０．４０万元,增
幅为２８．９９％[１].随着联合基金投入的持续增加,
联合基金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２００２—２０１９年

间,联合基金项目结题数达４７００余项,产生的成果

类型不仅包括专利、论文、软件数据库等显性成果,
还包含人才培养、潜在的社会经济效益等隐性成果.
其中,各类联合基金结题项目共获国家级、省部级及

其他奖项２２００余项,发表会议报告１２４００余篇,论
文７６３００余篇,出版专著１３００余篇,申请和授权专

利１７９００余项,软件、数据库等其他成果３６００余

项,培养中青年学术带头人、博士后、博士、硕士等人

才３２６００余名.截至２０１９年项目结题时,根据联合

基金项目结题报告数据,联合基金项目成果共创造

经济效益近２０亿元[２].
当前,在联合基金项目产生的众多成果中,已经

实现了一大批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的

转化应用,强化了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例

如,以姚红宇团队代表的“机场跑道端飞机拦阻系统

的动力学模型与实验验证项目(U１２３３２０３)”,其研

究成果已成功转化为EMAS产品,在云南省腾冲机

场实现了首次工程应用,创造了高达４００万元的产

值,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罗笑南教授团队承担的

“可 视 媒 体 智 能 处 理 理 论 和 传 输 方 法 研 究

(U０７３５００１)”,其研究成果已应用于数字家庭的相

关产品与服务中,带动了产业示范基地孵化数字家

庭相关企业的发展,促进了新产品的开发,带动了周

边地区的就业,累积产值超１００亿人民币.

２　联合基金项目成果应用贯通机制的建立

可以看出,联合基金项目成果在促进我国产业

技术转型升级、推动创新能力提升和经济高质量发

展中做出了积极贡献.但与此同时,联合基金项目

仍然存在大量有价值和应用前景的成果躺在成果

库中、未能真正发挥其对于社会经济的现象.为了

改善这一情况,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于２０１９
年提出建立成果应用贯通机制,为加强科学基金资

助产出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对接、提升科学基金服

务国 家 需 要 效 能 提 供 了 一 个 切 实 可 行 的 行 动

方案[３].
基础研究成果通常需要长时间的积累,一个有

效的成果应用贯通机制在满足成果转化应用的同

时,还应当有意识地推动项目成果的持续产出进而

形成良性循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基金项目的资助

效能.因此,我们认为联合基金成果应用贯通机制

的构建应从以下两个维度出发:一是联合基金项目

成果的管理;二是联合基金项目成果的应用贯通

路线.

２．１　联合基金项目成果应用贯通的前提—成果

管理

　　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研究成果管

理办法»,规范和加强联合基金项目成果管理,不仅

能够科学地反映联合基金的资助成效,也能够推进

项目成果的共享与传播、促进项目成果的转化和使

用.基金项目成果管理所涉及的内容众多,但考虑

到联合基金项目需要满足不同资助方的多元需求、
助推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本文主要从成果需求谋

划、成果收集和成果评估反馈三个内容展开,探讨联

合基金项目成果应用贯通机制的运行条件.

２．１．１　以需求为导向的项目指南形成机制

２０２０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指

出,“研究方向的选择要坚持需求导向,从国家迫切

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真正解决实际问题.”基础研

究作为科技创新的源头,坚持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

是其更精准地解决实际问题的重要前提.近年来,
随着我国创新型国家战略的持续推进,我国科技和

产业“两张皮”的现象逐渐凸显[４].如何加快形成以

需求导向、问题导向的项目指南形成机制成为基金

项目成果管理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国外发达国家所建立的需求导向项目指南形成

机制为有效缓解科研和产业“两张皮”问题提供了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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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这类项目企业为科研主体,通过加强研究机

构与企业间的联系与合作,为项目成果的产业化奠

定了良好的基础.例如,德国弗劳恩霍夫协会通过

采用“合同科研”的合作机制,以企业作为需求方提

出研究项目,并指定德国弗劳恩霍夫协会下的相关

研究院所进行有针对性的研发[５];法国政府与企业

共同出资设立“卡诺研究所计划”,以成果应用为导

向,实施动态标签认证管理和末位淘汰机制,将应用

型公共科研机构联合起来,推动与产业界的交流与

联系[６].
可以看出,联合基金提出年度项目指南建议时

的做法与发达国家的做法具有相似性.联合资助方

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就相关研究领域的实际

需求共同商议形成项目指南,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

联合基金成果的应用.但是,该项目指南形成机制

仍存在以下两方面问题,一是由于联合资助方多为

地方政府、行业部门和国有企业,如何将现实需求准

确凝练成科学问题也需要深入思考;二是项目指南

的制定还需要进一步优化,其创新需求和方向的凝

练还不够全面准确.上述问题的解决可以一定程度

上避免部分研究成果缺乏转化应用的通道.

２．１．２　规范化和多元化的成果数据收集

全面、准确、高效地实现项目成果的收集,是实

现项目成果共享与传播、成果应用与转化的基本前

提.由于联合基金资助范围广泛、涉及学科领域众

多,因此其产生的成果类型也是多样的,如何对众多

研究成果进行科学有效的收集并进行分类管理是基

金成果应用贯通机制的重要前提.
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研究成果管

理办法»,联合基金的数据搜集工作是由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员会、依托单位和项目负责人共同承担.
其中,基金项目负责人负责项目成果原始记录的采

集和保存工作;依托单位负责审核项目成果报告的

真实性,建立项目成果档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负责组织项目成果的收集和相应的成果管理工

作.当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在成果数据收

集方面做出了诸多努力,例如建立了基于大数据的

智能化、专业性、高水平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大数据

知识管理服务门户① 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基础研究

知识库② ,优化了以价值导向的项目成果分类管理

模式.但是,有关联合基金项目成果统计信息填写,
依然存在格式不统一、信息缺失、对于不同类型的成

果信息收集缺乏规范化的元数据储存标准等情况.
就上述问题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为我们提供了

一个可供参 考 的 示 范.美 国 国 家 科 学 基 金 会 于

２０１１年修订的«资助与管理指南»中明确提出,凡是

在２０１１年１月１８日及其以后申请美国国家科学基

金会资助的项目申请书必须附带一个两页的“数据

管理计划”来说明数据管理的内容,包括了数据类

型、数据与元数据形式及内容标准、获取与分享政

策、再利用规定、存储数据计划等内容,并且这份数

据管理计划需接受同行评审[７].“数据管理计划”的
实施帮助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加强对数据收集内

容、时间、方式等的管理,以一种合同的方式保证科

研项目数据得到有序、有效、规范的管理,并构建完

善的科学数据分类分级管理机制.

２．１．３　多维度的项目成果评估与反馈

成果评估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行使自身

管理职能的重要手段.一方面能够充分掌握基金资

助的资金使用效益和效率,形成以资助效果评估结

果为导向的基金资助体系,另一方面能够为日后基

金资金的投入方式、资助规模和支持方向等决策提

供参考依据,优化资助管理.同时,联合基金的“多
元资助”体系还要求项目成果的评估与反馈既要服

务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管理的要求,也要

满足联合资助方对于资助资金的能效需要,从而不

断深化双方的交流与合作.
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往往需要一个长

期的过程,这意味着结题成果报告难以真正体现一

项成果的科学价值和社会经济效益.因此,建立一

个多维度的成果评估和反馈机制才能够较为准确、
全面地衡量联合基金项目成果的实际价值.在这一

方面,我们可以参考借鉴国外经验.例如,日本学术

振兴会建立的评价指标和评价体系,将第三方评估

和跟踪评估相结合,明确了科技项目的进展、成果贡

献度及其成果的社会经济效益,不仅对过去评价的

有效性进行核实,还能够为未来科技项目的遴选改

进提供参考[８].澳大利亚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
内外部评估相结合的方法,通过成立不同学科领域

的评估小组,对利益相关者进行调查和访谈,分析和



　
增刊 吴卫红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基金项目成果应用贯通机制的探索与构建 ４３　　　 　

评估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所资助项目带来的经济效

益和社会价值.充分发挥内外部评估的共同作用,
以促进科学研究的发展,完善科研资助管理制度[９].

此外,根据评估反馈的结果,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一方面可以为有突出贡献的项目承担者在后

期项目申请时提供一定的倾斜,完善激励制度,另一

方面有助于在科技成果的实际应用时发现和总结新

的问题和需求,从而进一步促进新的需求产生.

２．２　联合基金项目成果应用的贯通路线

联合基金项目成果应用贯通机制的顺利实施离

不开成果需求谋划、成果数据收集、成果评估与反馈

等成果管理工作的支持.与此同时,项目成果能否

成功实现应用贯通一方面与其本身的特征有关,另
一方面也取决于成果宣传推广的方式和途径.为了

促进联合基金项目成果更快更好地发挥其具有的科

学价值和经济价值,需要根据不同成果的内在特征

以及可能适用的潜在受众来设计成果应用贯通路线

图(见图１),以明确成果应用贯通的对象、流程、形
式以及在此过程中涉及的相关利益方等等.

根据联合基金项目成果的科学价值和社会经济

价值的不同,我们将联合基金项目成果划分为典型

成果和非典型成果.而根据项目成果的应用贯通目

标的不同,我们将应用贯通分为成果共享与传播,成
果宣传、展示与推介以及成果转移与转化三个环节.

成果的共享与传播作为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的有效手段,是所有基金成果均需要实现的目标.
因此,在这一环节中,项目成果应当完成对包括社会

公众、科学界、政府、联合资助方和企业等利益相关

者在内的所有公民的开放,其开放的手段包括但不

限于依托信息化技术的成果数据库和成果共享服务

平台.
对于典型成果而言,由于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

和社会经济价值,往往需要更高强度、更有针对性地

向外界宣传.因此,有关政府部门有必要通过门户

网站、微博、微信公众号等社交媒体平台加强成果向

社会公众、科技界、政府、企业和联合资助方的推送.
例如,浙江省科技厅和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分别

注册名为“创新浙江”“上海科技”的公众号和微博

号,不定期推送相关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以及知识

科普文章,极大地拉近了科技知识与社会公众的距

离.在众多典型成果中,具有潜在应用价值的专利

成果是国家和社会关注的重点.通过提高成果转移

转化的数量和效率,能够为我国高质量发展提供强

劲动力和有力支撑.目前,如何在政府的主导下,通
过中介机构、金融机构和依托单位的协同合作,将联

合基金项目成果与有需求的企业和联合资助方进行

精准对接成为成果应用贯通的重点工作.

　　从国内多地的实践经验来看,线上多元集成的

图１　联合基金项目成果应用贯通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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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数据来源于中国浙江网上技术市场,http://www．５１jishu．com/index．do

数据平台服务和线下面对面的成果对接是实现成果

转化落地的有效方式.其中,线上成果推介的主要

形式是网上技术交易市场,例如:由科技部、国家知

识产权局和浙江省主办的中国浙江网上技术市场通

过提供“标准化＋专业化”的第三方科技成果评价服

务,形成“成果评价＋线上交易”的全链条服务,提高

了科技成果转化效率.截至２０２１年５月底,中国浙

江网上技术市场已累计发布技术需求１０．１８万项,
征集并发布科技成果２７．１９万项,成交并签约项目

４．９万项,成交金额６４６．８３亿元,入驻专家６．７万

余人,高校、科研机构３．２万多家,中介机构１．２万

家,网站注册会员达１８．５万人,成为全国访问量最

大的技术市场① .线下成果推介则包括成果路演、
成果沙龙、科技活动周等多种形式.目前,国内开展

的该类型成果推介主要包括了科技部火炬中心和各

地区政府联合主办的科技直通车成果对接活动、河
北省科技厅举办的“四大精准”系列科技成果推送活

动、浙江省人民政府展开的浙江网上技术市场活动

周、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等.其中,２０１９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科学家浙江行”系列活动

中,共征集基金资助成果２７０多项,其中１１个项目

达成现场合作意向并签约,另有超过１０项成果达成

初步合作意向[１０].
梳理我国各省市现有的成果应用贯通经验发

现,未来的发展趋势已不再是单一的线上成果对接

平台亦或是线下成果推介活动,而是应根据实际情

况,打造线上线下相结合、多方参与、各省市协同的

成果应用贯通体系.２０１６年,国务院印发的«促进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也明确指出,要构建以

“互联网＋”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为核心,以需求为导

向,连接技术转移服务机构、投融资机构、高校、科研

院所和企业等,集聚成果、资金、人才、服务、政策等

各类创新要素,打造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技术交易网

络平台.

３　存在的问题

在与联合基金项目负责人座谈交流的调研中,
我们发现了影响联合基金成果应用贯通机制构建的

一些问题.
第一,联合基金项目承担者与联合资助方缺少

稳定的沟通渠道.在联合基金项目的实地调研中发

现,直至项目结题时,大多数项目承担者和联合资助

方之间都没能形成有效的沟通,项目承担者并不了

解联合资助方的实际需求.部分项目承担者反映,
在项目结题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联合基金

资助方和项目负责人如果能够共同参与,采用会议

结题的方式,可以有效地加强联合基金项目成果的

应用贯通.但目前联合基金项目结题多数采用的还

是系统提交结题报告的形式,使得项目成果的应用

贯通存在一定阻碍.
第二,高校、科研院所等科研机构在知识产权转

移转化中的动力不足.部分联合基金项目负责人在

科研项目结题后,对于成果的转化应用没有释放出

积极的信号.这可能是由于项目负责人缺乏对于复

杂的知识产权政策工具、冗长的知识产权转化流程

和转移转化收益分配等问题的了解.从而使得高

校、科研院所等科研机构的项目负责人陷入“立项—
研究—结题”的惯性,而非以促进基础科研成果产业

化为导向.
第三,联合基金项目结题成果缺乏后续跟踪评

估.在实地调研中发现,相关部门很少针对联合基

金项目结题后成果的应用贯通情况进行后续跟踪.
对联合基金进行绩效评价时,通常采用学部、依托单

位自主上报的方式进行,难以形成对联合基金成果

应用贯通的全面认识.部分项目负责人也表示,结
题后项目成果的转移转化信息通常需要主动上报到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系统中.因此,目前对于联

合基金项目成果整体的转移转化情况不够清晰,只
能获取部分典型成果转移转化的案例.

４　政策建议

为了进一步推动联合基金项目成果应用贯通机

制的常态化和高效化,解决联合基金发展过程中存

在的问题,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４．１　构建常态化的联合基金成果对接平台,加快培

养成果应用贯通人才

　　高效稳定的成果对接平台是科研成果转化为生

产力的重要桥梁,是学科、人才交流和知识集聚的重

要窗口.联合基金项目成果应用贯通受制于从事科

技成果应用贯通的对接平台的发展和从事成果应用

贯通专业人才的缺乏.针对联合资助方的贯通而

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及相关政府部门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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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可能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构建一个贯穿“项目立

项—项目研究—项目结题”过程的人才和成果沟通

与对接机制.例如,我们可以借鉴英国知识转移计

划 (Knowledge Transfer Partnerships Scheme,

KTP)联系人培养机制.KTP项目通过个人推荐、
发布职位信息等方式招募项目联络人,经企业和研

究院所双方同意后,该联络人将参与该项目的全过

程,成为企业和研究院所双方沟通的桥梁.通过该

模式,一方面企业可以获得项目的最新进展和成果

应用贯通情况,培养潜在的合适人才,另一方面科研

院所能够实现技术的交流和研究生的培养,增加成

果应用贯通的机会.而对于联络人来说,他们在实

践中获得了良好的工程训练和开发机会,能够更快

地成长为科技成果应用贯通的专业人才,在促进了

知识和技术顺利转移的同时,为科研成果应用贯通

建立了“快车道”.

４．２　推出知识产权工具包,助力科研成果应用贯通

科研成果应用贯通是技术创新的重要环节.知

识产权保护为维护科技人员合法权益、营造良好的

创新环境、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提供了有效保障.在

项目成果的应用贯通过程中,相关政府部门应提供

政策支持,解决知识转移所带来的高昂法律成本、长
时间的协议协商和知识产权谈判难等问题.可以看

到,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在这一方面都具有成

熟的做法.例如,英国知识产权办公室推出了兰伯

特工具包,提供一对一和多方知识产权协议模板,加
速成果转移转化,促进大学和企业合作;澳大利亚政

府通过知识产权合作工具包帮助搭建研究人员和企

业的合作桥梁,保护双方利益,建立伙伴关系,助力

科研成果的转移转化.然而,我国目前还未能推出

一个统一、高效的面向科学基金项目成果的知识产

权工具包.因此,我们可以参考借鉴国外经验,修
订和完善知识产权相关法律和政策,推出面向科技

项目成果的统一化、标准化的知识产权工具包,减
轻项目负责人成果转化压力,提高项目成果应用贯

通效率.

４．３　注重多维度的资助效果评估,充分利用评估结

果优化资助管理

　　科学基金资助效果评估是机构行使自身管理职

能、提高管理水平和展示资助资金使用效益和效率

的重要手段.采用多维度的资助效果评估,有利于

充分发挥科学基金的引领作用,推动建立以资助效

果评估结果为导向的基金资助体系,为日后基金的

投入方式、资助规模和支持方向等决策提供参考依

据.针对前文述及的联合基金成果评估问题,应首

先从政策规范着手,丰富项目评估内容,考虑项目成

果成熟度、成果应用贯通的现状、产生的社会经济效

益、当前的成果需求、成果管理改进等方面,提高项

目承担者及相关利益方对成果后评估的重视程度.
其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可以成立专门小组,
定期对依托单位开展成果管理的情况进行抽查,逐
步完善抽查的具体时间要求、方法要求、内容要求和

评价标准.针对已经结题的联合基金项目,项目负

责人和联合资助方应建立长效沟通机制,定期分享

和汇报项目成果应用贯通进度,充分利用评估结果

优化资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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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diversifiedfundingsystemforbasicresearchestablishedbytheJointFundfocusesonkey
scientificissuesinregional、enterpriseandindustrialdevelopmentandcorescientificissuesinkeytechnical
fields．Theprojectresearchresultshavelargelyboostedourcountrysindustrialtechnologycoreinnovation
capabilities,theimprovementofknowledgeandtheinＧdepthintegrationoftheknowledgeinnovation
systemandthetechnologicalinnovationsystem．Therefore,howtoscientificallymanagetheJointFunds
andplayanimportantsupportingroleinsocialandeconomicdevelopmentisanurgentproblemtobesolved
inthemanagementofJointFunds．Westartfromthetwoaspectsofprojectachievementmanagementand
achievementapplicationpenetrationroute,combined withthepracticeandexperienceofdomesticand
foreignscientificfundsfundingandachievementmanagement,discusstheimplementationoftheJointFund
achievementapplicationpenetrationmechanism,andproposetheapplicationofJointFundresultspolicy
recommendationsfortheestablishmentofathorough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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