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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５２１０４１１２)、湖南省标准化项目(湘财行指[２０２０]８６号)和中南大学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２０２１JGB０５６)的资助.

[摘　要]　湖南省是我国中部地区科技创新的重要阵地,２０１８年湖南省首批加入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为科技创新更上新台阶提供了契机.本文通过系统分析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

湖南省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项目申报和立项情况,发现该联合基金很好地吸引和集聚了外省优

秀科研力量来解决湖南省的科学技术难题,这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设立宗

旨完全吻合.针对目前基金管理工作中存在的不足,本文还提出了一系列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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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是我国中部地区科技创新的重要阵地.
从周光召、陈能宽等为“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到
袁隆平院士等引领双季稻、杂交稻种植技术,再到化

工、机械、新材料等各个领域为新中国国民经济体系

和工业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作出积极贡献,湖湘文化

“敢为人先、经世致用”创新基因得到不断传承和发

扬.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高瞻远瞩,作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大部

署.借此契机,湖南省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矢志科技

自立自强,加快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
着力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１].

２０１８年,时任湖南省省长许达哲高度重视、亲
自对接、直接推动湖南省加入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以下简称 “区域联合基

金”),成为首批加入的四省之一[２].加入区域联合

基金,进一步加速集聚和培养了湖南省科技人才,
增强湖南省原始创新能力,为大力实施“三高四新”
战略、加快建设创新型省份注入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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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区域联合基金项目指南重点围绕湖南省委

省政府重大决策部署,聚焦湖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和创新型省份建设关键领域中一些“卡脖子”关键

科学问题,同时做到了突出重点、特色和优势.区域

联合基金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旨
在发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导向作用,聚焦区域经

济与社会发展特色和需求,吸引和集聚全国优势科

研力量开展跨部门、跨行业、跨区域的协同创新,解
决区域发展中的重要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问题,促
进区域创新能力提升和创新体系建立.

湖南区域联合基金申报立项工作已开展两年,
本文基于２０１９和２０２０年项目申报、立项情况进行

深入分析研究,同时分析目前管理工作中存在的不

足,并展望了下一步工作.

１　项目申报组织

２０１９年,湖南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将“加强关

键领域核心技术攻关,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以下简称“自然科学基金委”)合作,实施生态农业、
现代种业、新材料、自主可控信息技术等领域基础研

究”列为重点任务[３].湖南省通过召开专题研讨会、
网上公开征集等方式,向省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有
关行业主管部门、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社会各界

征集需求,围绕问题、需求和目标导向组织专家论

证,遴选出一批亟待解决的重点研究方向,根据湖南

省实际情况,凝练出合作领域急需解决的关键科学

问题,编制出湖南区域联合基金项目指南.
时任湖南省副省长吴桂英亲自主持召开申报动

员会,邀请与区域联合基金有关的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依托单位分管领导、专家、科技管理人员及高新技

术企业、新型研发机构科研人员等近２００人参加会

议,切实提高项目申报积极性;下发«关于组织申报

区域联合基金的通知»,层层分解项目申报任务;开
展“大宣讲”活动,主动深入到与区域联合基金有关

的项目依托单位,宣讲区域联合基金项目申报的有

关政策,当面解决科研人员申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２　申请与立项情况分析

厘清基金项目申报单位情况,是优化基金项目

管理、提升管理绩效的基础,有助于促进跨地区科

研合作和学科交叉融合[４９].根据申请项目牵头单

位和合作单位的不同,将基金项目分为:省内独立

型、省内联合型、省内—省外联合型、省外—省内联

合型及省外独立型.其中,“省内独立型”指湖南

省内科研单位独立申报的项目,“省内联合型”指
湖南省内科研单位联合申报的项目,“省内—省外

联合型”指湖南省内科研单位牵头联合省外科研单

位申报的项目,“省外—省内联合型”指湖南省外科

研单位牵头联合湖南省内科研单位申报的项目,
“省外独立型”指完全由湖南省外科研单位申报的

项目.

２．１　申报情况

２０１９年是湖南区域联合基金实施的第一年,全
国共１３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科研单位参与申

报;申报总数高达１６５个,在首批加入的四省中列第

二.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湖南区域联合基金项目申报合

作类型如图１所示.

图１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湖南区域联合基金申报项目合作类型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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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图１可见,２０１９年湖南省内科研单位独立申

报和湖南省内科研单位联合申报的项目共计７６项,
占比４６０％,省外科研单位参与的项目共计８９项,
占比５４０％,其中,省外科研单位牵头申报的项目

共计２９项,占比１７６％.由此可见,湖南区域联合

基金项目指南开放性、包容性较强,且申报动员较为

得力,较好地调动了外省优质科研力量参与申报

项目.

２０２０年,全国共有１１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科研单位参与申报湖南区域联合基金;申报总数为

１５３个,虽同比稍有回落,但在加入的１６个省中列

第三.

２０２０年湖南省内科研单位独立申报和省内科

研单位联合申报的项目共计７５项,占比４９０％,省
外科研单位参与的项目共计７８项,占比５１０％,其
中,省外牵头申报的项目共计２９项,占比１８９％
(图１).这些外省科研单位主要有中国科学研究

院、武汉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等国内著名

科研院所.由此可见,湖南区域联合基金项目较好

地吸引和集聚外省优质科研力量解决湖南省关键科

学技术问题,这与区域联合基金设立宗旨完全吻合.

２０１９年,仅４省份加入区域联合基金,２０２０年,加入

省份增加到１６个,这些均印证了设立区域联合基金

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２．２　立项情况

２０１９和２０２０年湖南区域联合基金立项项目合

作类型如图２所示.按各省合作投入的经费规模计

算,湖南省获立项的比例最高[１０].

２０１９年,湖南区域联合基金项目总立项２８项,
其中,省内独立型４项,省内合作型５项,省内—省

外型１１项,省外—省内型８项,省外科研单位参与

的项目共计１９项.２０２０年,湖南区域联合基金项

目总立项３９项,其中,省内独立型７项,省内合作型

９项,省内—省外型１６项,省外—省内型６项,省外

型１项,省外科研单位参与的项目共计２３项.进一

步分析发现,２０１９年和２０２０年立项的湖南区域联

合基金项目中,有湖南省外单位参与的项目共计４２
项,占比６２７％;由湖南省外单位牵头开展的项目

共计１５项,占比２２４％.由此可见,湖南区域联合

基金开放度较高,导向作用较好.

２０１９年湖南区域联合基金立项率为１６９７％,

２０２０年立项率为２５９４％.２０１９和２０２０年湖南区

域联合基金详细立项率分析如表１所示.

２０１９年,除了省外型项目立项未获突破外,省
内—省外型项目立项率为１８３３％,省外—省内型

项目 立 项 率 为 ２７５９％,均 高 于 平 均 立 项 率

１６９７％;省内独立型项目立项率为１０２６％,省内

合作型项目立项率为１３５１％,均低于平均立项率

１６９７％.２０２０年也可见相同的规律.２０２０年,除
了 省 外 型 项 目 因 申 报 量 较 少、项 目 立 项 率 为

１６６７％外,省内—省外型项目立项率为３２６５％,
省外—省内型项目立项率为２６０９％,均高于平均

立项 率 ２５９４％;省 内 独 立 型 项 目 立 项 率 为

１８９２％,省内合作型项目立项率为２３６８％,均低

于平均立项率２５９４％.由此可见,有省外科研单

位参与的湖南区域联合基金项目的立项率均高于没

有省外科研单位参与的项目的立项率,这也侧面反

映出外省科研单位优秀科研力量的加入,更有助于

推动解决湖南省的关键科技难题.
对比２０１９和２０２０年湖南区域联合基金立项率

可知,除了省外—省内型项目立项率基本持平外,其
他四种类型项目立项率均大幅提高,例如,省内合作

型项目立项率由１３５１％提升到了２３６８％,省内—
省外型项目立项率由１８３３％提升至了３２６５％.

图２　湖南区域联合基金立项项目合作类型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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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湖南区域联合基金立项率对比表

省内

独立型

省内

合作型

省内—
省外型

省外—
省内型

省外型

２０１９年 １０．２６％ １３．５１％ １８．３３％ ２７．５９％ 　０．００％
２０２０年 １８．９２％ ２３．６８％ ３２．６５％ ２６．０９％ １６．６７％

与２０１９年相比,２０２０年湖南区域联合基金立项率

较大幅度提高,主要原因有:(１)在基金管理部门、
科研院所及申报者的共同努力下,项目申报质量稳

步提升;(２)项目申报人更加理性,同一单位扎堆申

报某几个重点研究方向的情况急剧减少;(３)通过

与自然科学基金委的沟通,２０２０年湖南区域联合基

金在原有的生物与农业、环境与生态、新材料与先进

制造、电子信息等４个合作领域的基础上,增加了人

口与健康合作领域,增幅达到２５％,较好地扩大了

合作领域.

３　现存问题

２０１９和２０２０年,在自然科学基金委的指导和

支持下,湖南区域联合基金取得了较好成绩.与此

同时,在项目管理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主要

为:一是指南意见征集效果不明显,虽然前期广泛征

求了各方意见,但真正围绕解决湖南省经济社会发

展中“卡脖子”问题的仍不够多.二是指南凝练机制

不够健全,立足湖南省战略需求和科技前沿综合评

判项目选题质量的能力有限,过于依赖相关领域专

家的意见.三是项目培育机制有待建立,湖南省自

然科学基金目前尚未资助过超过１００万元的项目,
缺少提供大项目主持经验和借鉴的平台.四是项目

成果转化渠道不畅,因地域和产业发展环境等原因,
部分成果存在异地转化现象.

４　工作展望与建议

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下一步湖南省将采取一

系列针对性举措,强化湖南区域联合基金工作成效.

４．１　建立联动工作机制

加强科技与教育、卫健、农业农村、自然资源、生
态环保等部门联动,在每年关键时间节点,将申报任

务分解到有关单位,落实到个人,并将任务完成情况

纳入年度评先评优考核.推进省内各高校、科研机

构和企业之间的联动联合,注重学科交叉和协同创

新,为更多科研人员申报创造条件,加强开放合作,
切实提高湖南区域联合基金申报质量和水平.

４．２　加大项目培育力度

摸清湖南省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人才现

状,进一步发挥省自然科学基金的培育和导向作用,
依托区域联合基金和国家基础科学中心项目的实

施,采取“保姆式”和差异化的扶持方式,启动实施湖

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揭榜,挑选、培育出“种
子选手”,积极培育一大批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和团

队,争取在区域联合基金项目上实现更大突破.

４．３　优化项目申报指南

根据湖南省新一轮高质量发展对科技的迫切需

求,把湖南省经济社会发展中一些“卡脖子”的关键

科学问题列入指南.在设置重点研究方向的时候,
注重“协同创新”与“学科交叉”,切实做到“突出重

点、特色和优势”,引导国内外优秀科技人员及团队

积极申报区域联合基金项目.

４．４　提升服务对接水平

根据行业和学科特点,有效利用科技与媒体资

源,常年组织开展专题培训、专家讲座、观摩学习、交
流年会、媒体宣传等活动,搭建沟通交流平台,开阔

科研人员的科研眼界,激发科学灵感,了解他们的需

求和呼声,不断提高区域联合基金工作服务的质量

和水平.进一步加强与自然科学基金委的沟通、衔
接,继续把推进湖南区域联合基金项目实施摆在突

出位置,从资金配套、政策倾斜等方面尽最大努力提

供优良 条 件,增 强 湖 南 区 域 联 合 基 金 项 目 实 施

效果[１２].

４．５　推进项目成果对接

逐步建立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项目成果评价体

系,为优秀项目成果遴选提供可靠依据.组织召开

优秀成果对接会,加强与高新技术企业、创投公司、
科技园区等有关机构协同对接,破解实现从基础理

论到技术突破、产品制造、形成产业、占领市场“全链

条”转化的瓶颈,推动优秀成果应用贯通的新一轮实

践,加快创新成果就近就地转化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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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unanProvinceisanimportantpositionforscientificandtechnologicalinnovationinthecentral
regionofChina．In２０１８,Hunan Provincejoinedthe NationalNaturalScienceFoundationofChina
(NSFC)RegionalInnovationand DevelopmentJointFundinthefirstbatch,whichhasprovidedan
opportunityforscientificandtechnologicalinnovationof HunanProvincetoreachanewlevel．This
researchsystematicallyanalyzestheapplicationandfundingoftheNationalNaturalScienceFoundationof
China(NSFC)regionaljointfundforInnovationandDevelopment(HunanProvince)in２０１９and２０２０．
TheresultsshowthatthejointfundforRegionalInnovationandDevelopmentoftheNationalNatural
ScienceFoundationofChinahasattractedandgatheredexcellentscientificresearchforcesfrom other
provincesandsolvedthescientificandtechnologicalproblemsinHunanProvince,whichperfectlymetwith
thepurposeoftheestablishmentoftheJointFundforRegionalInnovationandDevelopmentoftheNational
NaturalScienceFund．Inresponsetothecurrentdeficienciesinfundmanagement,thispaperalsoputs
forwardaseriesofopinionsandsuggestions．

Keywords　theNationalNaturalScienceFoundationofChina;RegionalInnovationandDevelopmentJ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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