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54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2022年

·科学基金深化改革重要举措·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成果应用贯通机制的探索与实践

冯 勇*  谢焕瑛  车成卫  王长锐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计划局,北京
 

100085

  收稿日期:2022-07-01;修回日期:2022-09-23
  * 通信作者,Email:

 

fengyong@nsfc.gov.cn

[摘 要] 探索建立科学基金成果应用贯通机制是科学基金深化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通过运用

多种成果贯通模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正在努力挖掘科学基金资助的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

研究成果价值,并持续推动实现这些成果价值的进一步增值,从而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国家科技创新

体系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本文阐述和总结了近年来成果应用贯通机制的有益探索和相关实践进

展,并提出一些思考和建议,以期促进科学基金成果应用及转化的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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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简称“自然科学基金

委”)自1986年设立以来,资助产出了一大批基础研

究优秀成果,数量与质量逐年提升,其中许多具有很

好的应用前景。如何加强科学基金资助成果的应用

贯通,更好地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成为自然科学

基金委的一项重要任务。2018年,自然科学基金委

八届一次全委会提出,要进一步探索成果应用贯通

机制,疏通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连接的快车

道,支持具有潜在应用价值创新成果的深度研发,提
高科学基金服务国家需求的效能。2020年自然科

学基金委通过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深化改革方

案》,其中促进成果应用贯通机制,作为其中的一项

重要改革举措[1]。研究成果应用贯通机制及其管理

模式,就是挖掘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基础研究与应

用基础研究项目产生的成果价值,通过多种贯通模

式的运用,实现项目成果价值的增值,从而更好地服

务于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

1 探索科学基金成果应用贯通机制

国家近年来连续出台成果转移、转化的相关法

规及政策,表明科技成果的应用已经越来越受到国

家重视。随着科学基金制的逐步完善,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管理由评审立项为主转为全过程管理并重,
如何充分利用科学基金产出是自然科学基金委面临

的重要课题,成果贯通机制的出台既是国家的要求,

冯勇 现任职于国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委 员

会计划局,工作与研究方向为科技管理与

政策。

也是科学基金制自我完善的需要。

1.1 前期工作基础

自然科学基金委为加强科学基金成果管理,促
进项目成果的共享与传播,推动科学基金服务社会,
于2015年制定并颁布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研究成果管理办法》。在成果的收集与分类、统计

与分析、共享与传播、宣传与展示、转移与转化、评估

与应用等方面进行了明确的规定。逐步建立了成果

报告制度,不断完善成果信息服务系统、优化规范成

果数据格式等,为应用好基金成果打下了良好的基

础。其中共享服务网和基础研究知识库的建设,更
是有效促进了资助成果的全社会利用,这些信息向

全社会提供免费开放获取,成为传播前沿科技知识、
促进科技进步的开放服务平台。

1.2 举措探索

(1)
 

设计成果贯通探索方案。首先在分析当前

成果管理中的若干问题的基础上,针对科学基金研

究成果的特点,建立资助项目研究成果数据库;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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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画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成果属性及特征,基于

属性及特征,根据成果的成熟程度、成果属性等特点

对成果进行科学分类,构建成果服务平台;最后根据

成果的个性化特点及在创新价值链上的定位,采取

多样化的贯通形式对不同对象提供差异化、多元化

的服务。搭建科学家与企业行业进行精准对接平

台,引导部门和地方政府对成果进行进一步培育,推
动基础研究成果获得应用类科技计划的资助[2]。

在具体实践当中,一是对位于创新链条上游的

基础类成果加强共享与传播,推动公共知识的积累

与继承,不断加强国家研究能力与视野的提升;二是

加强成果精准推送,建立与国家科技报告服务系统

之间更广泛深入的链接,加大向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等其他科技计划的推送力度和精准度,促进科学基

金成果及时得到接续支持;三是对有较强应用前景

的成果推动科学向技术的发展,或者直接转化应用

推向市场,以服务国家需求,改善民生、提高社会生

活水准。成果应用贯通路线如图1所示。
(2)

  

搭建成果信息服务平台。自然科学基金委

进一步调整优化成果数据格式,提高利用效率,建立

成果信息服务平台,对内提供分析与辅助决策功能,
对外提供成果信息服务,加快了基金成果向社会扩

散传播的渠道和速度;后续将进一步加强成果识别

与发现。在科学基金需求牵引、交叉融通等应用导

向类项目结题报告与研究成果报告中全面推广可能

应用领域的标注与成果应用刻画机制,要求项目负

责人对项目自身成果进行推荐。
(3)

 

促进基础研究信息资源的开放利用。2020
年3月上线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大数据知识管理服

务平台,对外提供包括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结题项

目、项目成果的检索和统计,项目结题报告全文和项

目成果全文的浏览,相关知识发现和学术关系检索

等服务,截至2022年6月已收录资助项目63万余

项,资助成果523万余个,全文论文数90万余篇,论
文下载202万余篇次。

(4)
 

组织机构保障。为更加有力地开展科学基

金成果转移转化工作,自然科学基金委2020年新增

内设事业单位科学传播与成果转化中心,承担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发展战略、资助政策与资助绩效传播,
资助成果宣传、推广与转化,《中国科学基金》等出版

物编辑出版等工作,有力推动了科学基金成果向社

会的辐射传播。

1.3 探索与实践情况

(1)
 

自然科学基金委积极拓宽渠道,与地方科

技主管部门或应用部门加强合作,联合举办科学基

金成果推介活动,加强了科学基金资助产出成果与

图1 成果应用贯通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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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对接,加快了科学基金资助的具

有应用前景的成果落地,进一步提高了科学基金服

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效能。
2018—2022年,自然科学基金委先后与浙江

省、北京市、广东省、辽宁省等地先后举办了多次科

学基金成果对接活动。根据项目成果应用转化的成

熟度,结合地方行业及企业需求,自然科学基金委推

荐了科学家与资助项目成果,通过成果展示、路演、
座谈及实地考察等多种形式,与地方的企业、创投机

构、科技中介等进行交流对接,累计有200余项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优秀资助成果,直接与当地企业、投资

机构等2
  

000余家单位对接,这些成果主要分布在数

字经济、生物医药、新能源与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

等领域,研究成果处于领域前沿,技术相对较为成熟,
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市场潜力和较高的孵化价值,3
~5年内可转化为行业关键技术或实现转移转化。多

项优秀成果现场达成合作意向或实质性签约。
(2)

 

充分发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基金的联

合资助方在成果转化与落地应用中的作用,自然科

学基金委逐步开通各联合资助方在科学基金网络系

统中的有关权限,联合资助方可及时了解和跟踪项目

的进展情况,同时鼓励各联合资助方参与项目的中期

检查和结题验收,做好项目成果的后续需求对接,为
推进联合基金项目成果的应用和转化奠定基础。

2 存在的问题及分析

通过近几年对成果贯通机制的探索,自然科学

基金委取得了一些良好的成果及经验,但在实施过

程中,由于对成果应用机制的研究不足,以及现实情

况的复杂性,还存在许多问题,这既有体制机制应对

发展不足的问题,也有从事成果转化专业人员匮乏

的问题,还有缺乏成果转化技术工具的问题。
(1)

 

科学基金成果的体现形式仍然以文献产

出、专利、获奖和人才培养为主,在成果应用、产业化

和社会经济效益等方面相对较少(如图2、图3所

示)。数量众多的科学基金资助成果,如何准确分类

是关键问题。科学基金成果是否具有应用前景、技
术成熟度如何等问题还缺乏科学高效手段判别,许
多基础研究成果距离市场化的距离也需要具体个案

分析,在成果贯通实践中,既有应用性很强的专利直

接转化的例子,也有仅凭一篇期刊论文就赢得企业投

入的例子。只有建立完善合理的成果分类、成果属性

刻画体系,才能完成向全社会各类用户的精准推送。
(2)

  

成果转移转化模式难以复制。每一个成功

的成果转化案例往往都具有很强的个性化特征,如
何在这些个性化的案例中寻找共性特征,建立带有

普适性的成果转化模型也是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
(3)

 

成果转化专业人才缺乏。在成果对接活动

中发现,科学家与企业的沟通中存在一定障碍,科学

家对成果的价值判断有时与企业的判断差距很大,而
对于已经对接成功的案例也有转化失败的情况。究

其原因,一是对接阶段没有专业的成果转化机构与人

才介入,科学家与企业之间的分歧难以消除;另一方

面,实验室技术到产业化制造之间有个很长的研发阶

段,科学家难以全身心投入企业工作,缺乏既懂技术又

懂企业运行规律的人才全程参与也易导致转化失败。

图2 近5年(2017—2022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成果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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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成果匹配度偏低。行业、企业对于技术的需

求呈现多样化,有的企业需要能直接转化、即刻见效

的技术成果,有的企业则看好未来科技,需要较为基

础的理论成果作为企业战略技术储备。而基础研究

行为更多是科学家的兴趣激发,科研目的大多距产业

化较远,得到的成果更偏向理论分析,比如针对某种

新材料,科学家研究主要是材料结构、理化性质等,而
企业关心的则是原材料获取难易程度、成本价格高

低、制备工艺是否复杂等问题,导致研究成果很难直

接应用于企业发展,企业更多情况下需要人来解决某

一具体技术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成果的对接与转化

还需多角度发力,企业既需要找到直接应用的成果,也
需要合适的科学家解决企业实际技术难题。

3 思考与建议

成果应用贯通机制是一个从成果全过程管理出

发,以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为导向,由多方利益相关者

共同参与,在促进项目成果的转化、共享和传播,提
高科学基金服务国家需求效能的管理模式[3]。审视

过去几年的工作,我们在整体工作定位、顶层设计及

工作实施中还需要继续优化及完善,未来应该坚持

科学基金深化改革,加强服务观念、提升服务水平,
以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科技创造美好人民生活

为目标,强化成果管理、促进成果应用。以下是对以

往工作的思考与建议。
(1)

 

强化顶层设计,提升整体效能。从自然科

学基金委前期探索实践的情况来看,虽然采取了多

样的手段和形式,但整体上看,各部分工作联动不

够。下一步应把围绕成果应用贯通机制的几项活动

有机结合起来,完善系统设计,从整体目标设定、政
策引导、技术支持和提升效率等方面继续优化完善,
提高大数据挖掘、成果刻画、技术预见等技术运用能

力,提升成果对接活动组织效率及绩效。
(2)

 

加强政策引导和宣传。国家和地方在近年

来陆续出台了一系列促进成果转移转化的法规政

策,但长期的思维定式难以迅速转变,还有很多科技

管理人员和科学家对此不了解或了解不够,一方面

是因为宣传不足,另一方面是对于成果转化重视程

度不够。国家还需要在这两个方面继续加强,政府

政策对提高企业与大学技术创新合作绩效有明显的

正向影响[4],自然科学基金委也应围绕在国家科技

成果转移转化体系中的定位和任务,在科学前沿和

基础研究向应用研究的连通过程中制订更合理的政

策,发挥引领与服务作用。建议依托单位设立成果

转化专门人才岗位,鼓励相关专业人才的培养,倡导

地方大力发展专业成果中介机构,保证成果贯通机

制得以顺利实施。
(3)

 

建立完善基于大数据科学的科学基金成果

应用服务平台。统筹现有成果数据服务平台,加强

成果识别与发现,完善成果分类集成;要规范成果关

键词索引及成果属性标注,同时在科学基金需求牵

引、交叉融通等应用导向类项目结题报告与研究成

果报告中全面逐步推广可能应用领域的标注与成果

刻画机制,并要求项目负责人对自身成果进行总结

和推荐;增加相关成果数量,建立基于大数据的检索

统计与资源共享利用功能,提高时效性,加大科学基

金成果的开放共享力度,增强服务能力;同时针对不

同用户群体需求,提供相应的服务工具,做到精准推

荐和个性化服务。
(4)

 

持续加强与地方科技主管部门或应用部门

的合作。定期举办科学基金成果展示、推荐、路演等

活动,形成常态化机制,并利用多种形式充分发挥科

学家的作用,加快科学基金资助的具有应用前景的

成果落地,提高科学基金服务国家需求的效能;在多

图3 近5年(2017—2022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成果技术转让情况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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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成果对接活动推荐成果所属领域表

成果对接活动时间 成果对接活动地点 推荐成果领域

2018 浙江 数字经济、生命健康

2019 北京 人工智能、信息技术、生物医药

2019 浙江 数字经济、科学仪器

2020 广东 生物医药与健康、新能源与新材料、5G通信设备、高端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精密

仪器设备、食品加工、人工智能

2021 辽宁 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碳达峰碳中和、现代农业

2022 北京 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

次与地方政府联合举办的成果对接活动中,大部分

成果推介均聚焦在如生物医药、人工智能、大数据等

高新技术产业(如表1所示),而传统产业则关注较

少,我国是一个产业门类非常齐全的国家,需要在发

展过程保持均衡,虽然新型产业有可能更容易实现

跨越式发展,但传统产业的发展不容忽视,这也是我

国在当前国际环境下现实需求。在均衡发展的基础

上,聚焦国际前沿,大力发展未来科技才能迅速迎头

赶上,实现国家自主创新的阶段性超越。
(5)

  

加强成果应用贯通相关理论研究及制度建

设。充分总结前期实践经验,进一步完善科学基金

成果的供给及应用机制,指导科学基金成果应用贯

通工作。此外在发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文化、

公共知识积累与传播等方面也要加强研究,提升国

民科学素质;在理论研究基础上,加快制定相应的管

理制度,实现成果贯通模式的管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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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an
 

important
 

task
 

of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SFC)
 

to
 

strengthen
 

the
 

application
 

of
 

science
 

fund
 

achievements
 

and
 

serve
 

the
 

national
 

needs
 

better.
 

NSFC
 

proposed
 

to
 

explore
 

the
 

achievements
 

linkage
 

mechanism,
 

so
 

as
 

to
 

excavate
 

the
 

results
 

value
 

of
 

basic
 

research
 

and
 

applied
 

basic
 

research
 

projects
 

funded
 

by
 

NSFC,
 

and
 

better
 

realize
 

the
 

value-added
 

of
 

project
 

achievements
 

through
 

various
 

linkage
 

modes,
 

for
 

serving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system
 

and
 

economic
 

social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
 

This
 

paper
 

summarizes
 

and
 

elaborates
 

the
 

exploration
 

and
 

recent
 

progress
 

of
 

the
 

achievements
 

linkage
 

mechanism
 

in
 

practice,
 

and
 

puts
 

forward
 

some
 

helpful
 

suggestion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applic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NSFC
 

achievements
 

profound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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