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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二:RCC评审机制改革试点总结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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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负责任、讲信誉、计贡献(Responsibility,Credibility,Contribution,RCC)”评审机制

试点工作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为鼓励评审专家更加积极主动遴选创新项目,弘扬负责任的

评审文化,进一步维护评审工作的科学性和公正性,树立和落实正确的资助导向而实施的重要改革

举措.该试点工作自２０２０启动以来,化学科学部环境化学学科已连续两年参与其中,积极为广大

科研工作者和有关评审专家搭建互评、互帮、互促的交流平台,显著提升了基础研究项目评审科学

性、专业性和公平性.本文对环境化学学科近两年 RCC评审机制试点工作进行了总结,分析了阶

段性成效,并对未来工作提出了一些思考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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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以下简称“自然科

学基金委”)化学科学部环境化学学科从２０２０年起

连 续 两 年 参 加 “负 责 任、讲 信 誉、计 贡 献

(Responsibility,Credibility,Contribution,RCC)”
改革试点,通过认真研究RCC试点工作中提出的指

标体系,结合化学四处环境化学特点以及往年的评

审经验,RCC评审机制试点工作初显成效,取得了

很好的评审效果,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１　RCC改革试点概况

２０２０年,化学科学部环境化学学科积极参与了

自然科学基金委首次推行的 RCC评审机制试点工

作,参与评审的项目类型为面上项目.学科在面上

项目函评通知邮件中详细说明了实施 RCC机制细

则,特别提醒函评专家要认真阅读、高度重视.
如表１所示,２０２０年度环境化学学科面上项目

申请数１０９７项(包含５项初筛项目),RCC试点项

目共１０９２项,指派函评专家２７０人(共３２７６人次),
回收专家函评意见３２７６份(１００％回收率);向申请

人反馈以上同行评审意见后,共收到 RCC调查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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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反馈意见(申请人提交的“很有帮助、有帮助、帮助

不大和没有帮助”选项不能为空的反馈意见)４５４
份.２０２１年度,环境化学学科面上项目评审继续参

与了 RCC 评审机制试点工作,面上项目申请数

１０６６项(包含４项初筛项目),RCC试点项目１０６２
项,指派函评专家２６３人(共３１８６人次),回收专家

函评意见３１８６份(１００％回收率);向申请人反馈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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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化学科学部环境化学学科RCC改革试点概况

年度

试点

项目数

(项)

指派函

评专家

(人)

专家函

评意见

(份)

有效反

馈意见

(份)

２０２０ １０９２ ２７０ ３２７６ ４５４

２０２１ １０６２ ２６３ ３１８６ １５２９

审 意 见 后,共 收 到 RCC 调 查 的 有 效 反 馈 意 见

１５２９份.

２　申请人反馈意见情况分析

２０２０年度环境化学学科回收１５２项申请人提

交的 RCC 有 效 反 馈 意 见 ４５４ 份,回 收 率 仅 为

１３８６％;２０２１年度回收５１４项申请人提交的 RCC
有效反馈意见１５２９份,回收率达到４７．９９％,同比

增长了３４．１３％.在２０２０年度的RCC反馈意见中,
“很有帮助”的比例为５０．４４％,“有帮助”的比例为

２５．５５％,这两项反馈意见总比例高达７５．９９％;“帮
助不 大”的 占 比 １０．３５％,“没 有 帮 助”的 占 比

１３６６％,这两项反馈意见总比例为２４．０１％.２０２１
年度,“很有帮助”反馈意见的比例为５４．２８％,“有
帮助”的比例为２９．８２％,这两项反馈意见总比例高

达８４．１０％,与２０２０年度相比上升８．１２％;“帮助不

大”的占比７．３９％,“没有帮助”的占８．５０％,这两项

反馈意见总比例为１５．８９％,与２０２０年度相比降低

８１２％(图１).

图１　２０２０和２０２１年化学科学部环境化学

学科RCC有效反馈意见情况

进一步分别对未获资助/获资助的面上项目的

RCC反馈意见情况进行分析.在２０２０年度,共１１０
项未获资助面上项目申请人提交有效反馈意见３３０
份,其中“很有帮助”的比例为３８．４８％,“有帮助”的

比例 为 ２９．７０％,这 两 项 反 馈 意 见 总 比 例 为

６８１８％;“帮助不大”和“没有帮助”两项反馈意见占

比为３１．８２％.２０２１年度,共３５０项未获资助面上

项目申请人提交有效反馈意见１０３７份,其中“很有

帮助”的 比 例 为 ４１．１８％,“有 帮 助”的 比 例 为

３５９７％,这两项反馈意见总比例高达７７．１５％,同
比上升８．９７％;“帮助不大”和“没有帮助”这两项反

馈意 见 占 比 ２２．８５％,与 ２０２０ 年 度 相 比 下 降 了

８９６％(表２).
从获资助面上项目申请人提交的 RCC有效反

馈意见的统计结果来看,在２０２０年度,共４２项获资

助面上项目申请人提交有效反馈意见１２４份,其中

“很有帮助”的比例为８２．２６％,“有帮助”的比例为

１４．５２％,“帮助不大”和“没有帮助”这两项反馈意见

占比为３．２３％.到了２０２１年度,共１６４项获资助面

上项目申请人提交有效反馈意见４９２份,其中“很有

帮助”的 比 例 为 ８１９１％,“有 帮 助”的 比 例 为

１６８７％,“帮助不大”和“没有帮助”这两项反馈意见

占比仅为１．２２％,这四项比例与２０２０年度相比无

明显变化(表２).

３　申请人对项目函评意见认可度统计分析

基于 RCC试点工作中未获资助项目的申请人

反馈意见的统计结果,进一步分析了未获资助项目

申请人对函评意见(“有帮助”和“很有帮助”)认可度

情况.在２０２０年度,共１１０项未获资助项目的申请

人提交了有效回馈意见,其中,评审意见得到３条均

为“很有帮助”或“有帮助”的项目有 ３７ 项(占比

３３６４％,化学部面上项目指派专家数为３位/项),
得到２条和１条“很有帮助”或“有帮助”评审意见的

项目分别有 ４７ 项(占比 ４２．７３％)和 １０ 项(占比

９０９％).２０２１年度,在３５０项未获资助的项目申

请人提交的有效回馈意见中,评审意见得到３条均

为“很有帮助”或“有帮助”的项目达到１７１项(占比

４８．８６％),得到２条和１条“很有帮助”或“有帮助”
评审意见的项目分别有１２１项(占比３４．５７％)和４５
项(占比１２．８６％).总体来看,２０２０年度共９４项未

获资助项目得到了１~３条“很有帮助”或“有帮助”
的评审意见(占比８５．４５％),２０２１年度共３３７项未

获资助项目得到了１~３条“很有帮助”或“有帮助”
评审 意 见 (占 比 ９６．２９％),与 ２０２０ 年 相 比 增 幅

１０８３％(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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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０２０和２０２１年化学科学部环境化学学科未资助和资助项目RCC有效反馈意见情况

年度 科目
未获资助项目 获资助项目

很有帮助 有帮助 帮助不大 没有帮助 很有帮助 有帮助 帮助不大 没有帮助

２０２０
意见(份) １２７ ９８ ４３ ６２ １０２ １８ ４ ０

比例(％) ３８．４８ ２９．７０ １３．０３ １８．７９ ８２．２６ １４．５２ ３．２３ ０

２０２１
意见(份) ４２７ ３７３ １１０ １２７ ４０３ ８３ ３ ３

比例(％) ４１．１８ ３５．９７ １０．６１ １２．２５ ８１．９１ １６．８７ ０．６１ ０．６１

表３　函评专家得到申请人认可的回馈意见情况

年度 科目
得到申请人认可的回馈意见(份)

１１ １０ ９ ８ ７ ６ ５ ４ ３

２０２０
专家(位)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５ ５ ２４

比例(％) ０ ０ ０ ０ ０ ０．３７ １．８５ １．８５ ８．８９

２０２１
专家(位) １ ６ １３ １６ ３１ ３９ ４２ ３６ ２９

比例(％) ０．３８ ２．２８ ４．９４ ６．０８ １１．７９ １４．８３ １５．９７ １３．６９ １１．０３

图２　未获资助项目申请人得到函评专家对其科研

工作提出的指导性意见情况

４　函评专家评审工作情况分析

近两年的数据表明,RCC评审机制试点工作得

到了评审专家的高度认同与支持,评审效率得到提

升,评审质量得到改善,没有出现诸如“严重延误后

拒评”“严重延误评审意见提交”“评审意见过于简

单”等现象.２０２０年度有５位专家(５份申请项目),

２０２１年度仅有２位专家(３份申请项目)出现了评审

意见“张冠李戴”现象,且基本都是由专家本人发现,
并及时申请了重置.

通过统计函评专家得到申请人认可的回馈意见

(“很有帮助”或“有帮助”评审意见)的份数可以看

出,２０２０年度有１位函评专家得到了６份所评项目

申请人认可的反馈意见(占０．３７％),有５位专家得

到５份认可的反馈意见(占１．８５％),有５位专家得

到４份认可的反馈意见(占１．８５％),有２４位专家得

到３份认可的反馈意见(占８．８９％).２０２１年度,得
到１１份申请人认可的反馈意见的有１位专家(占
０３８％),得到１０份申请人认可的反馈意见的有６
位专家(占２．２８％),得到９份申请人认可的反馈意

见的有１３位专家(占４．９４％),得到８份申请人认可

的反馈意见的有１６位专家(占６．０８％),得到７至３
份申请人认可的反馈意见的函评专家较多,分别有

３１人(占１１．７９％)、３９人(占１４．８３％)、４２人(占
１５９７％),３６人(占１３．６９％)和２９人(占１１．０３％).
与２０２０年指派专家人数(２７０人)相比,２０２１年指派

专家数略有下降(２６３人),而得到申请人３份以上

认可反馈意见的专家总数从２０２０年度的３５人,增
加到２０２１年度的２１３人,得到好评的专家占比从

１２．９６％增至８０．９９％(表３).这充分说明 RCC评

审机制试点工作对函评专家的评审工作起到了很好

的正向激励作用.
另一方面,从函评专家得到申请人不认可的回

馈意见(“帮助不大”或“没有帮助”的评审意见)统计

结果来看,２０２０年度得到４份申请人不认可的反馈

意见的有２位专家(占０．７４％),得到３份申请人不

认可的有５位专家(占１．８５％).在２０２１年度,得到

５份申请人不认可的有１位专家(占０．３８％),得到４



　

　９２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２０２２年

表４　函评专家得到申请人不认可的回馈意见情况

年度 科目
得到申请人不认可的回馈意见(份)

５ ４ ３

２０２０
专家(位) ０ ２ ５

比例(％) ０ ０．７４ １．８５

２０２１
专家(位) １ ８ １４

比例(％) ０．３８ ３．０４ ５．３２

份申请人不认可的有８位专家(占３．０４％),得到３
份申请人不认可的有１４位专家(占５．３２％).２０２０
年得到３份以上申请人不认可反馈意见的函评专家

总数为７人,２０２１年上升到２３人.与２０２０年度相

比,２０２１年度不被认可的函评专家占比从２．５９％增

加到８．７５％(表４).由此说明,函评专家评审工作

的科学性仍有提升的空间.

５　总结与展望

自然科学基金委开展的 RCC评审机制改革试

点工作,旨在以正向激励为导向,更好地激发评审

专家负责任地做好评审工作的积极性.经过两年

试点工作的有序推进,环境化学学科 RCC改革试

点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试点工作已得到科研工作

者和评审专家的高度认同与支持,评审热情得到提

高、评审效率得到提升、评审质量得到改善,初步

建立起良好的 RCC运行机制,起到一定的示范作

用.从近两年 RCC试点工作情况统计结果来看,

环境化学学科函评专家队伍专业素质高、学术判断

准确、项目评审规范,达到了 RCC评审机制试行的

要求.

目前环境化学学科 RCC改革试点工作虽已取

得了初步成效,但仍需从以下几方面继续推进自然

科学基金委的RCC改革:
(１)加强RCC评审机制改革试点的宣传工作.

项目申请人和评审专家对 RCC政策的解读不够深

入,限制了改革试点工作的推进步伐.要充分利用

各种媒介、多种形式宣传RCC评审机制试点工作的

重要性,解释 RCC 评审机制试点工作的目的和要

求,引导项目申请人和评审专家充分了解 RCC评审

机制对于维护评审工作科学性和公正性的重要性,

广泛听取科研人员意见,积极主动吸纳有益建议,携

手构建理念先进、制度规范、公正高效的新时代科学

基金管理体系.
(２)引导项目申请人积极参与 RCC评审机制

试点工作.２０２１年度环境化学学科有效反馈意

见回收率为４７．９９％,虽 然 同 比 ２０２０ 年 增 长 了

３４１３％,但仍约有５０％项目申请人未提交有效

的 RCC反馈意见,反馈意见统计结果尚未覆盖全

部函评专家,申请人参与度和完成度有待进一步

提升.
(３)健全 RCC评审试点工作机制.目前申请

人在反馈意见表中主要通过文字陈述对于函评专家

评审工作的综合意见,该方式既不便于申请人简单、

快速且理性地对函评专家的工作进行客观评价;也
不利于学科管理工作人员进行数据统计和多维度分

析.为了更准确和客观地评价函评专家的评审工

作,建议细化 RCC反馈意见表,以倡导性规范所提

倡的通讯评审中应有的态度和行为为切入点,构建

完整的专家评价体系表格,包括:评审意见的科学

性、政策性、无私性、保密性、公正性、尽责性和包容

性,对函评专家进行客观且系统地综合量化评估,

并进一步将统计结果与专家数据库匹配,完善专家

数据库,为后续项目评审时专家的指派工作提供

依据.
(４)推动落实“讲信誉”“计贡献”评审机制.

RCC评审机制作为紧密连接项目申请人、函评专家

和项目管理者的重要环节,为项目申请者和评审专

家搭建互评、互帮、互促的交流平台,促进基础研究

项目质量快速提升.将 RCC反馈意见的量化统计

结果及试点工作中采集的评审专家“负责任”和“计
贡献”等相关信息(对外严格保密),及时通过邮件善

意地告知参与函评的专家,实现正向评审、反向提

醒,探索实施双通新渠道,确保科学基金择优遴选优

质项目.

环境化学学科将继续参与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RCC评审机制深化改革,科学地推进 RCC各项试

点任务的落实和具体方案的实施.随着改革试点工

作的积极推进,试点工作定会得到不断完善,我们相

信在不远的将来,RCC评审机制必将进入项目评审

的正式管理流程,以确保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评

审机制深化改革任务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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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pilotworkofRCCevaluationmechanismasanimportantreform measurewasimplemented
byNationalNaturalScienceFoundationofChina,aimingatencouragingexpertstomoreactivelyselect
innovative projects,promoting a responsible evaluation culture, maintaining the scientificity and
impartialityofevaluationworkandensuringtheimplementationoffundingguidanceinanewperiod．Since
thepilotworkwaslaunchedin２０２０,environmentalchemistrydisciplineofthedepartmentofChemical
ScienceshasparticipatedinthepilotworkofRCCevaluationmechanismfortwoyearsandachievedphased
results．RCCpilotworkevaluationmechanismhasbuiltanexchangeplatformforresearchersandexperts
toevaluate,helpandpromotewitheachotherforsignificantlyimprovingthescientificity,professionalism
andfairnessofbasicresearchprojectevaluation．ThispapersummarizedthepilotworkofRCCevaluation
mechanisminenvironmentalchemistry,analyzedthephasedresultsandproposedsomesuggestionsthrough
thoughtforfuture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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