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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资助方经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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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２０１１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设立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新疆联合基金.本文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新疆联合基金项目十年(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的资

助情况进行总结,系统梳理了取得的成果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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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基金项目由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自然科学基金委”)与有关

部门、地方政府和企业共同投入经费设立,旨在发挥

科学基金导向作用,引导和整合社会资源投入基础

研究,促进有关部门、企业、地区与高等学校和科研

机构的合作,培养科学与技术人才,推动我国相关领

域、行业、区域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新疆联合基金(以下简称

“NSFC—新疆联合基金”)由自然科学基金委与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于２０１１年设立,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自然科学基金委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

共安排经费６．１亿元,吸引和集聚了全国的科技人

才与新疆合作开展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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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娟　新疆大学科学 技 术 处 重 大 项 目 管

理科副科 长,助 理 研 究 员,主 要 从 事 国 家

和自治区 重 大、重 点 科 研 项 目 管 理 工 作.
主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厅项目２项,
发表科研管理相关论文２篇.

颜赛勋　新疆师范大学科技评价科科长、
助理研究员.主 要 从 事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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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篇.

并造就一批扎根新疆的优秀科技人才,有效提升新

疆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创新能力,促进新疆经济

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本文系统总结分析了 NSFC—
新疆联合基金过去１０年资助情况和项目成果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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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资助情况

１．１　总体情况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NSFC—新疆联合基金资助项

目４３３项,资助项目经费５．３２９０亿元(详见表１).
其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区内单位作为依托单位的

获资助项目２２３项,占总资助数量的５１．５０％;资助

项目经费为 ２．７８１２ 亿元,占总项目资助经费的

５２．１９％;区外单位作为依托单位的获资助项目２１０
项,占 总 资 助 数 量 的 ４８．５０％;资 助 项 目 经 费 为

２．５４７８亿元,占总项目资助经费的４７．８１％.

１．２　年度分布

总体来看,十年间立项项目数总体趋于稳定增

长的状态.２０１１年度为 NSFC—新疆联合基金申报

元年,资助率为７．８４％,２０１６年度为第二期申报初

始年,资助率为２７．５１％(详见表２).从区外和区内

单位各年度的资助项目数量可以看到,随着第二期

的深入实施,NSFC—新疆联合基金项目引起了全国

科研单位与研究人员的广泛关注,得到了来自全国

各地科技工作者的共同参与,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

同时,也表明新疆本地科技工作者竞争力与其他省

份相比还有一定差距.

１．３　领域分布

自 NSFC—新疆联合基金设立以来,分批次设

置了５个研究领域,分别为农业及生物多样性与生

物资源、水资源与矿产资源、矿产资源综合利用与新

材料、电子信息、人口与健康领域.各领域资助情况

如下:农业及生物多样性与生物资源领域１６８项,是

５个领域中资助项目最多的领域,占立项总数的

３８．８０％;水资源与矿产资源９３项,占总立项数的

２１．４８％;矿产资源综合利用与新材料领域７４项,占
立项总数的１７．０９％;电子信息领域２５项,占总立

项数的５．７７％;人口与健康领域７３项,占总立项数

的１６．８６％(详见表３).

表１　NSFC—新疆联合基金区内外单位获资助情况表

区内单位 区外单位 合计

立项数(项) 　２２３ 　２１０ 　４３３

资助经费(万元) ２７８１２ ２５４７８ ５３２９０

表２　NSFC—新疆联合基金项目年度资助情况表

年份 立项数(项) 资助经费(万元)
区内单位 区外单位

立项数(项) 经费数(万元) 立项数(项) 经费数(万元)

２０１１ ２９ ２９２５ ２０ １８５４ ９ １０７１
２０１２ ２０ ２８８２ １２ ２０４７ ８ ８３５
２０１３ ３８ ４９１８ ３１ ３８６７ ７ １０５１
２０１４ ３８ ４８７５ ２５ ３１８６ １３ １６８９
２０１５ ３８ ４０９０ ２６ ２６１３ １２ １４７７
２０１６ ５２ ６７２０ ２８ ３９７０ ２４ ２７５０
２０１７ ５４ ６７２０ ２８ ３４６８ ２６ ３２５２
２０１８ ５２ ６７２０ ２２ ３０１２ ３０ ３７０８
２０１９ ５６ ６７２０ １８ ２２１９ ３８ ４５０１
２０２０ ５６ ６７２０ １３ １５７６ ４３ ５１４４
合计 ４３３ ５３２９０ ２２３ ２７８１２ ２１０ ２５４７８

表３　NSFC—新疆联合基金５个研究领域资助情况表

年份

农业及生物

多样性与生

物资源

水资源与

矿产资源

矿产资源

利用与新

材料

电子

信息

人口与

健康

２０１１ １６ ７ ６ — —
２０１２ １２ ５ ３ — —
２０１３ １４ ５ ８ — １１
２０１４ １０ ７ １２ — ９
２０１５ １３ １１ ９ — ５
２０１６ １８ １０ — ４ ２０

(续表)

年份

农业及生物

多样性与生

物资源

水资源与

矿产资源

矿产资源

利用与新

材料

电子

信息

人口与

健康

２０１７ ２８ １０ １３ ３ —

２０１８ １９ １４ — ６ １３

２０１９ １９ ９ ８ ５ １５

２０２０ １９ １５ １５ ７ —

合计 １６８ ９３ ７４ ２５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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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项目类别分布

NSFC—新疆联合基金资助项目类型包括３种:
“重点支持项目”(４年期)平均资助强度２８０万元/
项,“培育项目”(３年期)平均资助强度６０万元/项,
“本地青年人才培养专项”(４年期)资助强度９０万

元/项,支持在基础研究方面已取得突出成绩的新疆

地区４５周岁以下青年科学技术人员,根据指南范围

自主选题开展创新研究.
三类项目立项数由高到低依次为培育项目２２９

项、重点支持项目１４６项和本地青年人才培养专项

项目５８项.培育项目、重点支持项目和本地青年人

才培养专项项目的平均资助额度分别为５６．４６万元/
项、２３９．１１万元/项和９３．９７万元/项(详见表４).

１．５　依托单位分布

据统计,区内单位作为依托单位的获资助项为

２２３项,主要由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新疆大学、石河子大学等１８家单位承担.其中,中
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获资助项目最多,
有５４项,占总资助项目数的２４．２１％,其次为新疆

大学３６项,石河子大学３２项(详见表５).区外单位

作为依托单位的获资助项目２１０项,其中,南京农业

大学１５项、西北农林科技大学１４项、北京大学５项

(详见表６).

NSFC—新疆联合基金中“本地青年人才培养专

项”项目共有５８项,主要由区内９所高校和科研院

所承担(详见表７).

表４　NSFC—新疆联合基金３种项目类别资助情况表

年份
培育项目 重点支持项目 本地青年人才培养专项

立项数(项) 经费数(万元) 立项数(项) 经费数(万元) 立项数(项) 经费数(万元)

２０１１ １４ ７００ １０ １７２５ ５ ５００

２０１２ ８ ４８１ １０ ２２０１ ２ ２００

２０１３ １５ ８７４ １５ ３２４４ ８ ８００

２０１４ １５ ８７０ １５ ３２０５ ８ ８００
２０１５ ２０ １０２１ １１ ２４３９ ７ ６３０

２０１６ ２９ １６２４ １８ ４６４６ ５ ４５０

２０１７ ３３ １９４７ １６ ４３２３ ５ ４５０

２０１８ ２９ １６１８ １８ ４６５２ ５ ４５０

２０１９ ３３ １８８１ １７ ４２９９ ６ ５４０
２０２０ ３３ １９１４ １６ ４１７６ ７ ６３０
合计 ２２９ １２９３０ １４６ ３４９１０ ５８ ５４５０

表５　NSFC—新疆联合基金区内依托单位情况表

序号 依托单位

立项数(项)

重点支持项目 培育项目
本地青年人才

培养专项项目
合计

资助经费

(万元)

１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１５ ２４ １５ ５４ ６４３３

２ 新疆大学 １３ ９ １４ ３６ ４９８５

３ 石河子大学 １２ １３ ７ ３２ ４１５４

４ 其他单位 ３４ ４５ ２２ １０１ １２２４０
合计 ７４ ９１ ５８ ２２３ ２７８１２

表６　NSFC—新疆联合基金区外主要依托单位情况表

序号 依托单位

立项数(项)

重点支持项目 培育项目
本地青年人才

培养专项项目
合计

资助经费

(万元)

１ 南京农业大学 ４ １１ — １５ １６０６

２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２ １２ — １４ １１８８

３ 北京大学 ３ ２ — ５ ８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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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NSFC—新疆联合基金“本地青年

人才培养专项”项目依托单位情况表

序号 依托单位 立项数(项)资助经费(万元)

１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

与地理研究所
１５ １４２０

２ 新疆大学 １４ １３１０

３ 新疆医科大学 ８ ７６０

４ 其他单位 ２１ １９６０
合计 ５８ ５４５０

表８　NSFC—新疆联合基金区内单位获资助项目情况表

单位分类 立项数(项) 资助经费(万元)

自治区系统 １０４ １３９０３
中央驻疆单位 ８５ ９４２５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系统 ３４ ４４８４
合计 ２２３ ２７８１２

　　同时,对获得资助的区内单位进一步划分为自

治区系统单位、中央驻疆单位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系统单位,各系统获得的资助项目数分别为１０４项、

８５项和３４项.通过对区内单位之间的对比,可以

看出自治区系统单位获资助项目数和经费数最多

(详见表８).

２　资助成果成效

２．１　产出了一批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原始创新能力

不断提高

　　在 NSFC—新疆联合基金项目的资助下,区内

项目依托单位科研创新能力不断提升,产出了一批

高水平的科研成果.中国科学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

所团队在国际上首次设计、生长出具有较大非线性

光学系数和双折射率的新型非线性光学晶体材料

Bi２ZnOB２O６,为非线性光学晶体材料的高产、优质、
高效产业化提供了新途径.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

地理研究所团队研究发现了荒漠藓类“干而不死、死
而复生”的极端耐干关键基因介导的分子机制,成果

直接用于作物抗逆分子育种.突破荒漠生物结皮人

工培育技术,为荒漠化防治提供支撑,为结皮应用于

防沙固沙实践提供了方法论参考和理论基础,部分

研究成果于２０１６年在中央电视台走进科学栏目«荒
漠地毯»播出.新疆大学团队围绕新疆煤炭资源的

高附加值利用,提出了一维煤基碳纤维的可控制备

方法,研究成果获２０１９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技进

步奖(自然科学类)一等奖,有效支撑了学科发展和

高水平科研平台建设.２０２１年２月获批省部共建

碳基能源资源化学与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此外,

新疆大学团队结合新疆多语言环境的特点,对新疆

地区多语言环境下网络信息传播动力学建模、分析

与控制,谣言传播规律模型的构建与预测,网络信息

安全,新疆网络舆论引导策略等进行研究,研究成果

获２０１８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技进步奖(自然科学

类)一等奖,为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提供了理论

支持和解决方案.新疆医科大学团队通过对小鼠和

人类的研究,证实了 LIMA１是调节肠道胆固醇吸

收的关键蛋白,LIMA１突变携带者除胆固醇水平降

低以外,各项指标健康,提示 LIMA１可以作为新的

降胆固醇药物研发靶点,加深了对人体胆固醇代谢

稳态的认识,为治疗高脂血症提供了新的可能,成果

发表在国际顶级期刊Science,标志着新疆生命医学

研究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

２．２　培养凝聚了一批高水平的科技人才,形成了一

支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队伍

　　NSFC—新疆联合基金“本地青年人才培养专

项”项目作为仅针对新疆科研人员的项目,培养了一

批４５岁以下的本地优秀青年科技人才,为稳定边疆

科技队伍,营造积极的科研环境起到了非常重要的

作用[２].通过“本地青年人才培养专项”项目的支持

与培养,以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新疆

大学、石河子大学、新疆医科大学、中国科学院新疆

理化技术研究所等为代表的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
在生物多样性、矿产资源、化学、新材料、信息安全、
人口健康等学科领域培养和凝聚了一批高水平、高
素质的科技人才,积累了较好的研发基础和人才团

队,成为新疆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

２．３　促进了高水平科研平台建设,提升了科技创新

能力

　　NSFC—新疆联合基金的持续资助,对区内依托

单位建设一批高水平科研平台起到了积极促进作

用[３].区内依托单位已建设国家级重点实验室３
个,分别为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荒漠

与绿洲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新疆医科大学省部共

建中亚高发病成因与防治国家重点实验室和新疆大

学省部共建碳基能源资源化学与利用国家重点实验

室.此外,有力地支撑了自治区(兵团)重点实验室

的建设,已建设新疆绿洲生态实验室、新疆心血管病

研究重点实验室和现代农业机械兵团重点实验室等

６８个自治区(兵团)重点实验室.

２．４　促进了与其他省份高校和研究院所的交流合

作,提升了科研竞争力和影响力

　　NSFC—新疆联合基金鼓励新疆与区外高等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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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科研院所合作申请,越来越多的科研人员在申请

项目时,更加注重与其他省份科研人员的合作,这为

新疆的科研人员参与国内高水平的学术研究搭建了

良好的学习与交流平台.在培育项目和重点支持项

目中,有２个以上单位合作申请的项目从２０１１年的

２５２项增加到了２０１９年的４２０项.NSFC—新疆联

合基金的实施,促进了新疆高层次科技人才区内外

的合作与交流,借力促进了新疆科技队伍的建设,提
高了基础研究的能力和水平,提升了科研竞争力和

影响力.

３　小　结

NSFC—新疆联合基金自２０１１年创立迄今的两

期已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新疆科技事业的发展

进步离不开国家的全力支持和其他省(区、市)的深

入合作.NSFC—新疆联合基金项目的设立实施,吸
引和凝聚了全国及新疆的优秀科学家,加强了与区内

外高校与科研院所的合作与交流,重点解决了一批

关系新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科学问题和关

键技术难题,推动了新疆的科技发展和人才队伍建

设,提升了新疆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创新能力,对新

疆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支撑引领作

用,对创新驱动新疆基础研究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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