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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是我国基础研究领域的主要资助基金,对于青年科研人才的成长具

有重要的影响。本文选取2011—2020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与面上项目申请资

助数据,从年度、学科、性别、职称等多维度系统分析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成长为面上项目获得者的

特征规律,研究发现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资助显著提高了青年科研人员申请面上项目的竞争性与

成功率,但也面临着面上项目成功转化率逐年降低与各科学部、性别、职称的申请者在成功转化率

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等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加大基金资助力度、强化项目绩效评价、完善女

性青年科技人才激励机制、构建多元资助模式等优化资助策略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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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和人才是发展的主要动力,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接续奋

斗。党和国家高度重视青年科技人才成长,习近平

总书记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把培育国家

战略人才力量的政策重心放在青年科技人才上,支
持青年人才挑大梁、当主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作

为我国基础研究的主要资助来源,近年来,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自然科学基金委”)通过

一系列改革探索,为科学研究和青年科研人才培养

提供了重要的经费保障。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序列中,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和面上项目是基础性资助项目,也是助力

青年科研人才成长的主要资助项目。青年科研人员

往往先获得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进而再申请面

上项目逐步成长为该领域的中坚骨干人才。近年

来,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在发挥促进人才成长载体作

用的同时,也存在着资助率持续下降、“青年转面上”
转化率逐步降低、竞争愈发激烈等问题。由此,如何

激发青年科研人才创新活力与创新质量,挖掘科研

人才由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成功过渡到面上项目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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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省部级项目。

高阵雨 国家自然科 学 基 金 委 员 会 计 划

局人才处 处 长,副 研 究 员,主 要 从 事 科 技

管理研究。

得者的成长规律,对提升科学基金资助的成效、进一

步优化资源配置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基于上述背景,本文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信息

数据库中2011—2020年20
   

988项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转化为面上项目的获得者为样本,从年度、学科、
性别、职称等多维度系统分析青年科研人才成长特

征,探讨科学基金资源配置优化策略,以期为科学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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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未来人才资助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1 研究方法与数据

1.1 研究方法

为了分析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成长为面上项目

获得者的特征,本文主要按照如下步骤开展研究。
第一,分析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面上项目整体申请、
资助情况,考察两类项目的资助现状与特征。第二,
以2011—2015年的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为研究对

象,观测在获得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后的五年期

限内成功获得面上项目资助的情况,本文称之为青

年科学基金项目到面上项目的“成功转化项目”,用
以反映青年科研人员的成长性。第三,基于面上项目

的转化率,从年度分布、学科分布、性别分布、职称分

布等多维度分析成功转化项目负责人的特征,揭示青

年科研人员实现“青年”成长为“面上”项目的特征。

1.2 数据收集与处理

本文的数据来源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网络信息

系统(ISIS)中的项目信息数据库。该数据库收录了历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项目的基本信息,包括申请

者的项目名称、负责人年龄、依托单位、申请金额、是
否立项、项目计划实施年限、资助金额等重要信息,能
够满足本文的研究需求。本文按照以下原则进行数

据筛选:(1)
 

选择申请类别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
“面上项目”的项目;(2)

 

选择申请时间为2011—2020
年的项目。基于以上筛选原则,共获得753

   

239项青年

科学基金项目及828
   

073项面上项目的申报项目数据。
为了研究青年科研人员从青年科学基金到面上

项目的成长特征,本文运用跨平台编辑器 Visual
 

Studio
 

Code(版 本:1.59.1)和 计 算 机 编 程 语 言

Python(版本:3.7.2),采用爬虫技术抓取2011—

2015年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在五年内申请面上项

目的信息,实现从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到面上项

目资助两组数据的匹配,从而确定具体成功转化项

目,共获得20
   

988项成功转化项目数据。

2 青年科学基金与面上项目总体资助概况

2.1 青年科学基金资助概况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支持青年科学技术人员在基

金资助范围内自主选题和开展基础研究工作,旨在

推动学科基础发展、培养青年科研人才,为青年学者

提供研究平台与研究机会。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作为

培育青年科学技术人员的“种子基金”,对基础学科

发展、青年科研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梯队形成发挥

着重要作用[1]。

2011—2020年间,我国从事基础研究领域的青

年学者数量快速增长,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申请量

也逐年递增,如图1所示。2020年,青年科学基金

项目申请数量较2011年翻一番,由54
   

091项攀升到

112
   

642项,年均增长率达12.03%。青年科学基金

项目资助数量虽然也从13
   

238项增加至18
   

276项,
但年均增长率仅4.23%。相较之下,申请量的增速

远大于资助量的增速,导致资助率不断下降,竞争日

趋激烈。从历年数据来看,2014年基金资助率最

高,为25.47%,但到2020年仅为16.22%。申请数

量与资助数量在增长率上的差异反映出青年科研人

员数量快速增长,我国基础研究领域未来创新潜力

巨大,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策略亟待持续优化。

2.2 面上项目资助概况

面上项目支持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技术人员在

科学基金资助范围内自主选题,开展创新性的科研

工作,促进各学科均衡、协调和可持续发展。2011—

2020年,面上项目申请数量呈现先降后升的走向,
如图2所示。出现该现象的主要原因是自然科学基

图1 2011—2020年青年科学基金申请及资助概况(资料来源:科学基金网络信息系统,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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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11—2020年面上项目申请及资助概况(资料来源:科学基金网络信息系统,作者整理)

金委于2012年出台了“面上项目连续两年申报未获

资助需暂停一年申请”的限项政策,导致面上项目申

请数量由2011年的76
   

062项下滑到2014年的59
   

169项。但该政策的影响较为短暂,可以看到2015
年开始,面上项目申请数量又迎来了新一轮增长,

2020年面上项目申请数量达到112
   

885项。
从面上项目资助情况看,各年资助数量增长较

为缓慢,从2011年的15
   

712项资助数增至2020年

的19
   

357项资助数,年均增长率仅为2.58%,这也

与自然科学基 金 委 的 计 划 资 助 数 受 限 相 关。在

2011至 2020 年 间,面 上 项 目 基 金 共 计 支 持 了

174
   

703人次开展基础研究,年均资助率21.10%,
平均资助金额63.08万元。就资助率而言,2012—

2014年受限项申报政策影响,申报基数下降,资助

率显著提升。但2015年起,面上项目资助率接连递

减,到2020年下降为17.15%。申请数量的大幅度

增加导致了整体资助率的逐年下降,与2011年相

比,2020年资助率减少约3.5%。这一方面反映出

面上项目的资助已经是全国科学研究范围内广泛认

可、最受关注的基金种类;另一方面体现在立项竞争

的激烈程度上,高质量的项目虽然会受到专家的认

可而得到资助,但想完全脱颖而出难度越来越高,这
使得科研人员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打磨申

请书。

3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成长为“面上项目”
的特征分析

相对于其他类型基金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限制了申报者年龄,且一位科研人员最多只能获得

一次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申报难度相对较低[2]。
因此,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往往成为基础研究领域青

年科研人员的第一个国家级科研课题。在完成青年

科学基金项目的基础上,青年科研人员会进而申报

面上项目,并进一步进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国
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等青年人才项目[3]。

3.1 年度特征分析

为分析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资助能否有助于提

高青年科研人员获得面上项目资助的成功率,本文

选取2016—2020年面上项目申请、资助者数据,根
据申请者五年内是否曾获青年科学基金资助,将样

本分为两类(曾获青年科学基金资助者、未获青年科

学基金资助者),识别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对面上

项目申报是否起促进作用,如图3所示。

2016—2020年面上项目申请者中,曾获青年科

学基金资助的申请人成功率均显著高于未获青年科

学基金资助者,且通过1%显著性水平下的单因素

方差检验。表明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为青年科研人员

成长铺垫了前期基础。但是,由于科研人员成长环

境日渐激烈进而导致面上项目申请数量的大幅增

加,近年来,两类科研人员在申请面上项目成功率上

均呈现出明显下降趋势。

图3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对面上项目申请成功率的影响

(资料来源:科学基金网络信息系统,作者整理)

对2011—2015年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五年内

面上项目的转化率进行分析,如表1所示。从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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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11—2015年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转化为

面上项目获得者分析

年份

转化一个

面上项目

概率

转化两个

面上项目

概率

转化三个

面上项目

概率
  

方差 P 值

2011年 30.93% 2.76% 0.04% 0.2236
 

<0.01

2012年 27.18% 2.44% 0.01% 0.2085
 

2013年 24.53% 2.00% 0.01% 0.1950
 

2014年 23.56% 1.72% 0.00% 0.1889
 

2015年 23.21% 1.64% 0.01% 0.1869
 

平均值 25.65% 2.08% 0.01%
  资料来源:科学基金网络信息系统,作者整理。

上看,2011—2015 年 青 年 科 学 基 金 获 得 者 中 有

25.65%实现了至少一个面上项目的成功转化,有

2.08%实现了两个面上项目的成功转化,更有9位

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在五年内获得了三项面上基金

的资助。这意味着存在一定数量具有更强的创新能

力、科研实力的科研人员,通过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与

面上项目的持续资助,取得了较高水平的科研产出。
同时,也应该看到2011—2015年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的平均转化率呈现明显缩减趋势,由2011年的

30.93%下降为2015年的23.21%,且通过1%显著

性水平下的单因素方差检验。主要原因是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与面上项目申请数量激增,项目竞争激烈,
转化率逐年降低。

进一步观察2011—2015年青年科学基金获得

者结题当年、结题后1年、2年和3年申请面上项目

获资助情况,如图4所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结题

当年与结题后1年的转化成效最优,两年合计占

2011—2015年总转化人数的68.81%,说明青年科

研人员通过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资助积累了一定的

研究基础和较好的学术能力,“趁热打铁”继续申请

面上项目的成功率相对较高。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结

题后2年与3年的转化率开始逐步下降,反映出随

着科研经费的缺失,一定程度上开始影响青年科研

人员持续性成果的产出,导致申请面上项目时理论

基础和支撑成果较为薄弱,从而走入一个恶性循环。

3.2 学部特征分析

自然科学基金委自1986年设立以来,经过三十

余年的建设与发展,已经形成了由数理、化学、生命、
地球、信息、工程与材料、管理、医学、交叉等组成的

九大资助学部。通过探究2011—2015年各科学部

(交叉学部除外)资助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数量的变化

发现,资助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如图5所示。管理

科学部资助的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数量始终最少,而
医学科学部资助的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数量稳定

第一。

2011—2015年各学部的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转

化率呈现出两个特征。第一,各科学部的转化率均

不同程度出现下降;第二,各科学部五年的平均转化

率通过1%显著性水平下的单因素方差检验,呈现

出明显的科学差异,如表2所示。具体而言,管理科

学部五年的平均转化率最优,达到32.09%;地球科

学部为28.92%,信息科学部为28.43%,分列各学

部的第二、三名,反应出这三个科学部青年科研人员

具有相对较好的研究延续性。相较而言医学科学部

五年平均转化率最低,仅有22.16%。造成医学科

学部转化率偏低的可能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虽然

医学科学部在各大学部中占比最大,资助数量最多,
但医学学科门类复杂,竞争尤其激烈,学术资源向重

点院校集中趋势明显,呈现“金字塔结构”与“马太效

应”[4];另一方面,对于医学科学领域来说,青年科研

人才的培养需经历相对较长的周期,尤其对于临床

医学来讲,从学历学位教育再到临床实践过程中的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专业医师培训和继续教育等,
在同样的年龄条件下,取得突出科研成果的要求更

高、难度更大[5],这也导致了其转化率偏低。

图4 2011—2015年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各阶段转化为面上项目情况分析(资料来源:科学基金网络信息系统,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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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2011—2015年各学部青年科学基金资助情况(资料来源:科学基金网络信息系统,作者整理)

表2 2011—2015年各学部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转化为面上项目情况分析

学科
2011年

转化率
2012年

转化率
2013年

转化率
2014年

转化率
2015年

转化率
2011—2015年

平均转化率
方差 P 值

数理科学部 31.94% 26.15% 23.92% 21.50% 21.69% 27.89% 0.2011
 

<0.01

化学科学部 30.53% 26.96% 24.64% 21.47% 22.23% 29.72% 0.2089
生命科学部 25.01% 24.06% 23.28% 22.09% 23.06% 27.36% 0.1988
地球科学部 33.08% 29.06% 26.77% 27.40% 29.02% 30.99% 0.2139
工程与材料

科学部
30.08% 26.67% 23.34% 22.76% 21.79% 27.62% 0.1999

信息科学部 34.40% 29.71% 26.94% 25.36% 26.97% 30.37% 0.2115
管理科学部 38.60% 35.74% 32.01% 29.56% 26.18% 32.52% 0.2195
医学科学部 28.94% 24.42% 20.39% 20.90% 17.82% 23.62% 0.1804

  资料来源:科学基金网络信息系统,作者整理。

3.3 性别特征分析

与其他类型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相比,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对不同性别申请者的申报年龄有明确的限

定。为鼓励更多女性青年科研人员申报项目,自然

科学基金委从2011年起对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女

性申请人年龄限制从35岁放宽到40岁,而男性申

请人年龄要求保持不超过35周岁不变。

2011—2015年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分性别转化

率数据如表3所示。从转化率来看,无论男性还是

女性研究人员,转化率均有一定幅度下降。分性别

观察发现,男性研究人员历年的转化率均要高于女

性研 究 者。2011—2015 年 男 性 平 均 转 化 率 为

32.27%,女性平均转化率为21.29%,二者相差近

11%,且通过1%显著性水平下的单因素方差检验。
可以看到,在面上项目的转化率上,女性申报者仍然

总体不占优势,成功率偏低。
进一步对2011—2015年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成

功转化面上项目的负责人年龄进行分析,如表4所

示。男性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的平均资助年龄是

31.62岁,转化为面上项目的平均年龄为34.84岁,
平均转化需要年限为3.22年。女性青年科学基金

获得者的平均年龄是33.20岁,转化为面上项目的

平均年龄是36.33岁,平均转化需要年限为3.14
年。可以看出,女性青年科研人员虽然获得青年科

学基金项目资助的时间要明显晚于男性,成功转化

为面上项目的可能性也要低于男性。但部分女性

科研人员能够比男性科研人员更快获得面上项目

资助,这反映出部分女性科研人员具备更优质的研

究潜力,能够在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资助下快速

成长。



 
第37卷 第3期 王剑斌等:

 

青年科研人才成长特征与资助策略优化研究 493   

表3 2011—2015年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转化为面上项目获得者的性别分析

性别 年份 青年科学基金资助数 转化为面上项目数量 转化率 方差 P 值

男性

2011年 7
  

562 2
  

916 38.56%

0.2186
 

<0.01

2012年 8
  

283 2
  

813 33.96%

2013年 9
  

189 2
  

839 30.90%

2014年 9
  

786 2
  

909 29.73%

2015年 9
  

628 2
  

862 29.73%
小计/平均值 44

  

448 14
  

339 32.27%

女性

2011年 5
  

676 1
  

549 27.29%

0.1676
 

2012年 5
  

825 1
  

366 23.45%

2013年 6
  

284 1
  

267 20.16%

2014年 6
  

774 1
  

275 18.82%

2015年 6
  

677 1
  

192 17.85%
小计/平均值 31

  

236 6
  

649 21.29%

  资料来源:科学基金网络信息系统,作者整理。

表4 2011—2015年分性别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转化为

面上项目获得者的年龄分析

性别 年份

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资助平均

年龄

面上项目

资助平均

年龄

转化所需

平均年限

男性

2011年 31.69 34.89 3.20

2012年 31.68 34.89 3.20

2013年 31.67 34.95 3.28

2014年 31.59 34.82 3.23

2015年 31.48 34.65 3.17
平均值 31.62 34.84 3.22

女性

2011年 33.62 36.87 3.25

2012年 33.37 36.62 3.25

2013年 33.18 36.27 3.09

2014年 32.94 36.07 3.13

2015年 32.86 35.84 2.98
平均值 33.20 36.33 3.14

  资料来源:科学基金网络信息系统,作者整理。

3.4 职称变化特征分析

职称晋升是青年科研人员踊跃申请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的重要原因之一。当前,青年科学基金

项目对于申请者职称的要求为“具有高级专业技术

职务(职称)或者具有博士学位,或者有2名与其研

究领域相同、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的科学

技术人员推荐,或在职攻读博士研究生(在职攻读硕

士研究生的除外)经过导师同意可以通过其受聘依

托单位申请”。

  2011—2015年成功转化项目负责人职称变化

表5 2011—2015年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转化为

面上项目获得者的职称变化情况

年份
中级—
副高比例

中级—
正高比例

副高—
正高比例

初级—
中级比例

其他

2011 52.42% 2.13% 6.87% 1.48% 37.10%

2012 53.55% 1.82% 5.43% 1.87% 37.33%

2013 54.27% 2.07% 4.85% 2.46% 36.35%

2014 55.16% 2.87% 4.04% 2.60% 35.33%

2015 53.44% 3.38% 3.92% 2.84% 36.42%

平均 53.77% 2.45% 5.02% 2.25% 36.51%

  资料来源:科学基金网络信息系统(ISIS),作者整理。

情况如表5所示。63.49%的成功转化项目负责人

的职称发生了晋升,其中由中级职称晋升为副高职

称的比例最高,占比53.77%;副高职称晋升为正高

职称的比例次之,占比5.02%。另有2.45%优秀青

年科研人员实现了从中级到正高职称的跨越。该结

果表明,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资助对青年科研人员

的职称晋升有着显著的助力作用,而职称的晋升又

能很好地支撑科研人员获得面上项目的资助。青年

科学基金项目对于青年科研人员的前期学术成长具

有非常重要的支撑作用。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1)

 

2011—2020年青年科

学基金项目和面上项目受申报量持续增长的影响,
导致两类项目的资助率均不断下降。(2)

 

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的资助有效提高了青年科研人员申报面上

项目的资助成功率。但近年来,受申请量激增影响,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到面上项目的成功转化率呈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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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趋势。(3)
 

各科学部在转化率上存在明显差异,
医学科学部存在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数量占比

大,但成功转化率偏低的现状。(4)
 

女性青年科研

人员在青年科学基金资助率与成功转化率上均低于

男性,但部分优秀女性科研人员成功转化所需年限

明显短于男性科研人员。(5)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转

化为面上项目的获得者中,由中级职称晋升为副高

职称的人数占比最高,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对于青年

科研人员的前期学术成长具有非常重要的支撑

作用。

4 讨论与建议

科学合理的资源配置机制是提升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资助效能的基础保障,持续优化资源配置机制

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深化改革的必然要求[6]。本文

基于上述青年科研人才从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到面

上项目获得者的成长特征分析,对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资助策略进行如下讨论并提

出相关政策建议。
第一,持续加大对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力度。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指出

要把培育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的政策重心放在青年科

技人才上,支持青年人才挑大梁、当主角。“十四五”
期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比重的逐步加大,正是国家

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有力支撑基础研究的实际作为。
当前随着青年科研人员数量快速增长,可以预见未

来多年内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申报量仍将持续上

涨,如果不持续优化资源配置机制,控制青年科学基

金项目的年度资助计划数在一个合理区间内,青年

科学基金项目的资助率将会持续下降。因此,应充

分考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在我国青年科研人员成

长过程中的重要性,优化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资助

策略,浮动调整年度资助计划数,维持整体资助

率,充分激发我国基础研究领域未来创新的巨大

潜力。
第二,强化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完成绩效评价。

研究发现受面上项目竞争越发激烈的影响,青年科

研人员从获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到面上项目的成功转

化率分年度呈持续下降趋势,这与青年科研人员通

过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积累的研究基础和学术氛

围密切相关,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完成绩效将对其

后续的面上项目申请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本文建

议在面上项目立项资助时,充分考虑青年科学基金

项目的完成绩效评价,对于完成绩效评价高的青年

科学基金项目负责人,同等条件下优先获得面上项

目资助,促使优秀青年科研人才快速成长,让青年科

学基金项目真正成为科研人员科研生涯的“种子基

金”。

第三,完善女性青年科技人才激励机制。研究

发现男性青年科研人员在立项资助率、“青年转面

上”成功转化率等方面仍然是优先于女性,但部分女

性青年科研人员的面上项目转化用时要优于男性,

可以看出,当前我国女性青年科研人员中具备一批

科研优质潜力的科技人才,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对其

资助效果显著,能够充分激发其学术潜力。在当前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政策下,应考虑促进性别平

等的特别措施是对历史与现实中女性不能平等分

享资源的补偿而非降低对女性的标准[7]。在青年

科学基金项目资助政策制定时,应充分兼顾基金资

助的效率与关怀女性科研人员的激励政策。在女

性科研人员申请条件中可以进行细致考察评价,在
推进女性科研人员成长、减小科研领域性别差异的

同时提高基金项目的资助效率。

第四,积极构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多元资助

模式。研究发现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转化为面上项目

的获得者中,由中级职称晋升为副高职称的人数占

比最高。科学基金的资助对青年科研人员的职称

晋升有着显著的助力作用,而职称的晋升又能很好

地支撑科研人员获得后续科研项目的资助。反映

出科学基金尤其是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对于青年科

研人员的前期学术成长的重要性,“第一桶金”的
意义非常重大。因此,我们建议可考虑进一步加强

各级科技计划的协调衔接,在国家财政有限且充分

考虑科学基金整体资助率的情况下,进一步探索科

学基金多元资助模式。积极探索青年科学基金申

报者所在依托单位、所在省份财政配套支持,抑或

申请者自筹部分科研经费,让优者得以资助,让原

创的萌 芽 得 以 成 长,实 现 科 技 资 源 边 际 效 用 最

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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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SFC)
 

is
 

the
 

main
 

funding
 

fund
 

in
 

the
 

field
 

of
 

basic
 

research
 

in
 

China,
 

which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growth
 

of
 

young
 

scientific
 

research
 

talents.
 

Based
 

on
 

the
 

application
 

data
 

of
 

NSFC
 

and
 

general
 

programs
 

from
 

2011
 

to
 

2020,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laws
 

of
 

the
 

growth
 

of
 

NSFC
 

winners
 

into
 

general
 

program
 

winners
 

from
 

the
 

multi-dimensional
 

aspects
 

of
 

year,
 

discipline,
 

gender
 

and
 

professional
 

title.
 

It
 

is
 

found
 

that
 

the
 

funding
 

of
 

NSFC
 

significantly
 

improves
 

the
 

competitiveness
 

and
 

success
 

rate
 

of
 

young
 

researchers
 

applying
 

for
 

general
 

programs,
 

However,
 

it
 

is
 

also
 

faced
 

with
 

the
 

problems
 

that
 

the
 

successful
 

conversion
 

rate
 

of
 

general
 

programs
 

decreases
 

year
 

by
 

year,
 

and
 

there
 

are
 

great
 

differences
 

in
 

the
 

successful
 

conversion
 

rate
 

among
 

applicants
 

of
 

various
 

departments,
 

gender
 

and
 

professional
 

titles.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to
 

optimize
 

the
 

funding
 

strategy,
 

such
 

as
 

increasing
 

the
 

fund
 

funding,
 

strengthening
 

the
 

program
 

performance
 

evaluation,
 

improving
 

the
 

incentive
 

mechanism
 

of
 

young
 

femal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talents,
 

and
 

constructing
 

a
 

diversified
 

funding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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