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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命科学部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项目旨在集聚全国优势科研力量,面向粮食安全、人
口健康和生态文明等国家重大需求,解决区域发展的核心科学问题。本文全面分析了2020—2021
年度生命科学部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的指南领域、学科分布和研究方向,回顾了项目的申请和资

助情况,为今后进一步完善联合基金项目指南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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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落实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国家发展战略,面
向国家需求,引导多元投入,2018年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自然科学基金委”)与地方政

府共同出资设立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以下简称

“区域联合基金”),旨在发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导

向作用,吸引和集聚全国优势科研力量,推动我国区

域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13]。截至2021年底,已经

有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加入区域创新发展联合

基金,初步形成了新时期区域联合基金资助体系[2]。
不同于早期的联合基金,区域联合基金强化统筹管

理,统一经费使用,统一发布指南,统一评审程序,统
一项目管理[4]。在此过程中,项目指南的论证环节

显得尤为重要。新时期生命科学部联合基金面向粮

食安全、人口健康、生态文明等国家重大需求,坚持

问题和需求导向,以期通过加强指南论证提高联合

基金资助效能。本文对2020、2021年生命科学部区

域联合基金的指南领域、学科分布、研究方向进行分

析,结合项目的申请和资助情况,为今后联合基金项

目指南的制定提供参考,以加强指南的规范性、科学

性和包容性。

1 申请情况分析

1.1 指南领域及申请概况

区域联合基金共分7个领域发布指南,项目申

请由8个科学部分别负责受理,部分领域的指南涉

及跨学科研究,在 多 个 科 学 部 均 有 受 理 项 目[5]。

2020、2021年生命科学部区域联合基金以重点支持

项目的形式予以资助,在“生物与农业领域”“环境与

生态领域”及“人口与健康领域”三大领域下发布指

南。生命科学部区域联合基金受理项目申请的研究

方向主要集中在生物与农业领域,占同期生命科学

部发布研究方向总数的95%以上。

2020年生命科学部区域联合基金共受理了16个

联合资助方设立的115个研究方向的项目申请,接收

申请项目261项,占全委区域联合基金申请总数的

16.5%。2021年生命科学部区域联合基金新增了山

西省、福建省、河南省和甘肃省等4个联合资助方,共
计受理20个联合资助方设立的137个研究方向的项

目申请,接收申请项目352项,占全委区域联合基金

申请总数的19.3%。与2020年度相比,2021年生命

科学部区域联合基金研究方向数量增幅为19.1%,申
请量增幅为34.9%,反映出生命领域区域联合基金得

到了科研界更多的关注,科研人员申请的积极性增

强,科学基金的导向作用得到进一步提升。

1.2 申请量按学科分布情况

对申请量按学科分布进行分析,2020年生命科

学部区域联合基金申请项目涉及19个学科,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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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申请项目涉及21个学科。各学科申请项目占比

见图1,申请项目覆盖学科范围较广,学科分布较为

集中,主要集中在农学相关学科,占生命科学部接收

项目总数的70%左右。

图1 2020—2021年度生命科学部区域联合

基金申请量按学科分布情况

对生命科学部各领域的项目进行分析,“生物与

农业领域”的申请项目集中在农学学科,占该领域生

命科学部接收项目总数的80%以上,少部分项目涉

及基础生物学学科;“环境与生态领域”的申请项目

集中在生态学、林学与草学学科,占该领域生命科学

部接收项目总数的60%以上;“人口与健康领域”的
项目申请量不多,分布在基础生物学、动物医学等相

关学科。

1.3 申请量按领域和研究方向分布情况

2020年生命科学部区域联合基金涉及的指南

共发布115个研究方向,共计接收申请261项,申请

热度(申请量/研究方向数)为2.3,大部分项目申请

了“生物与农业领域”下的研究方向,项目数占比

72.0%。从申请项目研究方向分布(研究方向申请

量/总申请量)来看,“湖南特色作物优异性状基因挖

掘与育种基础”研究方向申请量最高(10项),占总

申请量的3.8%。有86个(占比75.7%)研究方向

的申请量低于5项,14个(占比12.2%)研究方向的

申请量为0(表1)。2021年生命科学部区域联合基

金涉及的指南共发布137个研究方向,共计接收申

请352项,申请热度为2.6,申请“生物与农业领域”
下的研究方向的项目占比75.9%。“湖南特色经济

作物重要性状基因挖掘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研究方

向申请量最高,为13项。超过2/3的研究方向申请

量为1~3项,有118个(占比86.1%)研究方向的申

请量低于5项,1个(占比0.7%)研究方向的申请量

为0(表1)。对不同省份所发布指南的申请热度进

行分析(图2),申请热度最高的是湖南省。对比

2020和2021年项目指南,连续两年重复设立的研

究方向有5个。
由此可见,随着更多联合资助方的加入,区域联

合基金发布的研究方向数量逐年递增,申请热度不

断升温,吸引了全国更多科研力量加入。大部分研

究方向申请量过低,可能原因如下:(1)
 

该研究方向

确是区域急迫解决的问题,但相关领域研究团队少,
导致申请热度低;(2)

 

该研究方向的范围较为狭窄。
因此,在指南的论证环节,仍需拓宽研究方向的包容

性,对于连续两年重复发布但申请量一直偏低的研

究方向,需加强论证其重复设立的必要性。

1.4 项目合作申请情况

促进联合资助方与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合作,
推动区域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是区域联合基金设

立的宗旨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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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内科研单位独立申报的

项目(以下简称“省内独立型”)、省内科研单位牵头

联合省内科研单位申报的项目(以下简称“省内合作

型”)、省内科研单位牵头联合省外科研单位或者省

外科研单位牵头联合省内科研单位申报的项目(以
下简称“跨省合作型”)、以及完全由省外科研单位独

立申报的项目(以下简称“省外独立型”)。2020、

2021年生命科学部区域联合基金申请项目合作类

型如图3所示,占比最大的是跨省合作型项目,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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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20—2021年度生命科学部区域联合基金申请量按领域及研究方向分布情况

年度 领域名称

涉及生命科学部

的研究方向数量

(个)

申请量

(项)

申请量

占比*

(%)

申请量为0的

研究方向数

(个)

申请量少于5项

的研究方向数

(个)

申请量少于5项

的研究方向占比*

(%)

2020年

生物与农业领域 71 188 72.0 1 58 81.7
环境与生态领域 33 57 21.9 10 20 60.6
人口与健康领域 11 16 6.1 3 8 72.7

合计 115 261 100.0 14 86 74.8

2021年

生物与农业领域 103 267 75.9 0 89 86.4
环境与生态领域 17 60 17.0 1 12 70.6
人口与健康领域 17 25 7.1 0 17 100.0

合计 137 352 100.0 1 118 86.1
  *申请量占比=生命科学部在该领域下接收的区域联合基金项目申请数/生命科学部当年接收的区域联合基金申请总数

*申请量少于5项的研究方向占比=涉及生命科学部的申请量少于5项的研究方向数/该领域下涉及生命科学部的研究

方向总数

图2 2020、2021年区域联合基金各省份申请热度情况

图3 2020—2021年度生命科学部区域联合

基金申请项目合作类型情况

年此类项目占比69.0%,其中省内单位作为牵头单

位的项目占比53.2%;2021年这两项比例分别为

66.2%、52.8%。由此可见,生命科学部区域联合基

金吸引和集聚了外省优质科研力量,这种跨省合作

申请形式体现了区域联合基金聚焦本地问题、联合

省外依托单位集中优势科研力量联合攻关的初衷。
从单位组成来看,申报的主力仍是省内依托单位,区
域联合基金的开放度需要进一步提高,以在凝聚全

国科研力量方面发挥引导作用。
对合作单位的性质进行分析,2020年有10个

项目申请的合作单位为企业,占比3.8%;2021年有

12个项目申请的合作单位为企业,占比3.4%。对

这些企业的主营业务进行分析,发现多为种业公司

和药物研发企业,表明区域联合基金促进了科研院

校与企业的合作,有助于推动基础与应用的融合,有
利于成果转化应用体系建设。

2 资助情况分析

2.1 整体资助情况

自然科学基金委会同各联合资助方严格按照相

关管理办法的要求,按照时间节点保质保量完成评

审工作。经评审,2020年度生命科学部资助了67
项区域联合基金项目,占全委同期资助项目总数的

16.2%,资助直接经费17
  

422万元,平均资助强度为

260万元/项,资助率为25.7%。2021年度生命科

学部资助了101项区域联合基金项目,占全委同期

资助项目总数的19.3%,资助直接经费26
  

259万

元,平 均 资 助 强 度 为 260 万 元/项,资 助 率 为

28.7%。与2020年度相比,2021年度资助直接经

费增幅为50.7%,资助率增加了3.0%。这表明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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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新时期联合基金管理机制的不断完善,区域联合

基金项目的资助项数和资助总经费都大幅增加,充
分体现了区域联合基金在引导多元投入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

图4 2020—2021年度区域联合基金申请与

资助项目科学问题属性分布情况

2.2 申请和资助项目的科学问题属性分析

科学性是科学基金的根本,科学的资助导向是

科学资助机构的首要命题。为落实新时代科学基金

资助导向,自然科学基金委于2019年确立了基于四

类科学问题属性(“鼓励探索、突出原创”“聚焦前沿、
独辟蹊径”“需求牵引、突破瓶颈”“共性导向、交叉融

通”)的项目分类管理机制,并在部分基金项目试行

分类申请与评审。区域联合基金虽暂未纳入分类评

审试点范围,但申请人可在申报项目时选择最相符、
最侧重、最能体现申请项目特点的一类科学问题属

性。根据申请人的属性选择情况(图4),选择“需求

牵引、突破瓶颈”属性的申请是最多的,分别占比

76.6%(2020年)、83.2%(2021年),其次是选择“聚
焦前沿、独辟蹊径”属性的申请,分别占比11.5%
(2020年)、12.8%(2021年),选择较少的是“鼓励探

索、突出原创”和“共性导向、交叉融通”属性的申请,
分别占比6.1%(2020年)、1.7%(2021年);5.7%
(2020年)、2.3%(2021年)。从项目资助情况来看,
选择“需求牵引、突破瓶颈”属性的项目获资助最多,
分别占比86.6%(2020年)、80.2%(2021年);其次

是选择“聚焦前沿、独辟蹊径”属性的项目,分别占比

9.0%(2020年)、16.8%(2021年),“鼓励探索、突出

原创”和“共性导向、交叉融通”属性的申请较少。从

申请和资助项目情况来看,大多数申请人认为申请

的项目符合“需求牵引、突破瓶颈”这一属性,契合区

域联合基金旨在解决区域发展的重大需求和瓶颈、
聚焦关键领域中的核心科学问题这一定位。

2.3 项目负责人情况分析

2020年生命科学部区域联合基金获资助的67
位项目负责人中,主持过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创新研究群体项目、重
点项目、重大项目、重大研究计划项目、联合基金重

点支持项目、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等(以下将这

几类项目统称为“高资助强度项目”)的有15人(占
比22.4%),主持过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以下简称“面青地项目”)的有

50人(占比74.6%),未主持过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

有2人。2021年获资助的101位项目负责人中,主
持过高资助强度项目的有33人(占比32.7%),相
比2020年比例增高,主持过面青地项目的有65人

(占比64.4%),未主持过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有3
人。由此看出,区域联合基金吸引了越来越多资深

科学家的关注,发挥出集聚全国优势科研力量的作

用。对未主持过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5位项目负责

人进行分析发现,他们虽未主持过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但均有较好的产业化基础,例如:获得过省部级

科研奖励和持有多项专利、在产业应用领域有突出

成果和获得过相关奖励等,这从侧面反映出联合基

金吸引了产业界的科学家投身基础研究领域。
对项目负责人的依托单位进行分析发现,部分

负责人虽来自偏远地区的依托单位,但他们通过与

省外单位合作,借助合作单位雄厚的科研力量共同

承担项目,体现出联合基金模式促进了跨区域科研

单位的合作,吸引了省外优势科研力量帮助解决偏

远地区的关键问题。
从项目负责人年龄分布来看,2020年获资助者

年龄在41~60岁之间,平均年龄为50岁,2021年

获资助者年龄在36~60岁之间,平均年龄为49岁,
反映出区域联合基金项目的获得者需要一定的前期

研究基础和科研积累。
从项目负责人性别分布来看,2020年获资助者

中女性占比13.4%,2021年获资助者中女性占比

19.8%,2021年获资助者中女性占比得到一定提

升,但占比依然较低。

2.4 区域联合基金项目与重点项目的比较

重点项目支持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技术人员针

对已有较好基础的研究方向或学科生长点开展深

入、系统的创新性研究,促进学科发展,推动若干重

要领域或科学前沿取得突破。重点项目和区域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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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的资助强度相近,这两类项目每年都通过

项目指南发布研究方向。2020年度区域联合基金

项目共资助67项,直接经费为17
  

422万元,平均资

助强度为260万元/项;重点项目共资助113项,直
接经费为33

  

335万元,平均资助强度为295万元/
项。2021年度区域联合基金共资助101项,直接经

费为26
  

259万元,平均资助强度为260万元/项;重
点项目共资助110项,直接经费为31

  

510万元,平均

资助强度为286万元/项。可见随着更多联合资助

方的加入,区域联合基金的资助项数和直接经费大

幅增高,重点项目的资助规模反而减小。如表2所

示,2020、2021年区域联合基金的资助率均高于重点

项目。但从申请情况来看,无论是各研究方向的平

均申请项数,还是最高申请项数,重点项目都高于区

域联合基金项目,反映出重点项目各研究方向的竞

争强度要高于区域联合基金项目。

2.4.1 一级申请代码

从学科一级申请代码的角度对区域联合基金项

目、重点项目的资助项目进行分析(见表3),2020年

区域联合基金的资助项目覆盖了15个学科,无项目

获得资助的学科有6个;2021年区域联合基金的资

助项目覆盖了19个学科,无项目获得资助的学科有

2个。2020年、2021年重点项目的资助项目覆盖了

生命科学部的全部21个学科。重点项目获资助项

目的学科分布较均衡,区域联合基金获资助项目的

学科分布呈现出范围较小、重点突出的特点,多集中

在农学领域。

2.4.2 从研究对象来看

从资助项目的研究对象来看,重点项目更偏向

前沿领域的基础研究,区域联合基金项目更侧重解

决区域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和瓶颈问题,具有明显的

需求导向。较重点项目的研究对象,区域联合基金

的研究对象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区域联合基金资

助了地方特色研究对象,以满足地方特色产业发展

的需求,例如,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指南设立了“贺兰

山东麓微生物在产区葡萄酒风味特征形成中的作用

机制”研究。为响应打好种业翻身仗的需求,区域联

合基金指南里涌现出一批围绕着种质资源的研究。
这些研究有针对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研究,例如:
吉林省的指南设立东北野生大豆的研究;四川省的

指南设立四川玉米的研究;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指南

设立丝苗型杂交水稻的研究;安徽省的指南设立安

徽特色绿茶的研究。这些研究也有针对农业动物种

质资源的研究,例如:湖南省的指南设立宁乡猪、桃
源黑猪和桃源鸡的研究;西藏自治区的指南设立牦

牛的研究;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指南设立盐池滩羊的

研究;湖北省的指南设立淡水鱼的研究;四川省的指

南设立大熊猫的研究。此外,区域联合基金还资助

了一些较难得到重点项目支持的冷门粮食作物和冷

门经济作物,例如:青稞、谷子、蓝莓、龙眼、荔枝等。
区域联合基金通过以上支持,有力带动了地方特色

经济,符合区域联合基金促进地区特色经济发展的

定位。

3 政策建议

生命科学部区域联合基金定位于“解决区域经

济与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面向粮食安全、人口健康

和生态文明等国家重大需求,推动区域科技水平和

创新能力的整体提升”。新时期联合基金统一发布

指南,根据自然科学基金委联合基金管理办公室的

统筹安排,采用“四方指南论证模式”[6],即自然科学

基金委相关科学部、科学部推荐的专家、联合资助方

和联合资助方推荐的专家共同参与指南论证过程。
针对项目指南的改进,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
 

落实“四方”管理责任,进一步优化指南论

证效果。在项目指南论证时,科学部要对指南内容的

表2 2020—2021年度区域联合基金项目和重点项目申请、资助情况

项目类别

2020年度 2021年度

资助项数

(资助率%)

研究

方向数

(个)

平均申

请项数

(项)*

最高申

请项数

(项)*

最低申

请项数

(项)*

资助项数

(资助率%)

研究

方向数

(个)

平均申

请项数

(项)*

最高申

请项数

(项)*

最低申

请项数

(项)*

区 域 联 合 基

金项目
67
(25.7)

115 2 10 0
101
(28.7)

137 3 13 0

重点项目
113
(18.6)

44 14 29 3
110
(17.6)

44 14 31 3

  *平均申请项数=申请总项数/研究方向数

*最高申请项数:申请量最高的研究方向所接收的申请项数

*最低申请项数:申请量最低的研究方向所接收的申请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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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性和申请代码的准确性把关,注意同重点项目、
重大项目立项领域进行统筹。加大对跨学科交叉领

域的支持,在邀请指南论证会的专家时既要有专业

水平高的“小同行”,又要有具备多学科交叉背景、应
用背景的“大同行”。科学部推荐的专家需对科学问

题的科学性和普适性把关,确保科学问题体现“四个

面向”。建议联合资助方系统梳理本区域科技发展

的问题,明确区域发展的急迫需要、长远需求和瓶颈

问题。联合资助方推荐的专家要站在需求方的角度

充分理解需求,精准把握背后深层次的科学问题。
此外,在指南论证时,专家与联合资助方要深入沟通,

表3 2020—2021年度区域联合基金、重点项目的

资助项目按一级申请代码分布情况

学科名称

区域联合基金项目 重点项目

2020年

资助项数

(项)

2021年

资助项数

(项)

2020年

资助项数

(项)

2021年

资助项数

(项)

微生物学 3  5  4  5
植物学 1 1 6 5
动物学 0 3 5 5
遗传 学 与 生 物

信息学
0 2 7 6

细胞生物学 1 2 6 7
发育 生 物 学 与

生殖生物学
0 2 6 7

免疫学 1 2 7 6
神经 科 学 与 心

理学
3 1 11 4

生理 学 与 整 合

生物学
1 1 2 7

生物 物 理 与 生

物化学
0 0 4 5

生物材料、成像

与组织工程学
0 0 4 5

分子 生 物 学 与

生物技术
0 1 3 2

生态学 8 10 6 6
林学与草学 3 6 4 4
农学 基 础 与 作

物学
16 14 6 6

食品科学 2 7 5 5
植物保护学 6 8 5 6
园艺 学 与 植 物

营养学
7 12 9 6

畜牧学 8 11 5 5
兽医学 4 7 5 4
水产学 3 6 3 4
合计 67 101 113 110

避免论证后的科学问题与联合资助方的初始需求不

匹配。
(2)

 

发挥联合资助方积极作用,统筹推进指南

论证工作。自然科学基金委要在发挥统揽全局的作

用以及科学基金的引导作用的基础上,充分调动联

合资助方的积极性。联合资助方在前期征求专家意

见立项时,不可将专家提供的研究方向直接立项,须
经过严格的论证过程。设立的研究方向要有针对

性,但不可有指向性,要避免指向特定的科研单位及

科研团队。在前期论证时,联合资助方要对广泛征

求的研究方向进行比较、筛选,对急迫解决、凝练到

位的科学问题进行立项。面对国家重大需求和瓶颈

问题的研究非短期内可完成,在立项时需考虑资助

领域的长期性和延续性;对以往以重点支持项目的

方式进行资助、已做出突出成果的关键领域,可设立

集成项目,给予更高强度的支持。
(3)

 

提高科学问题的凝练水平,保证研究方向

的包容度。当前区域联合基金指南中部分研究方向

还存在宽度过窄、研究对象的描述过于具体、申请量

低的问题,需加强科学问题的凝练。生命科学部重

点项目的研究方向具有较好包容度和竞争力,可借

鉴重点项目的立项及论证过程对区域联合基金进行

完善。为提高研究方向的包容度,在立项时针对特

定关键研究对象的研究,无需具体到研究方法和研

究手段,避免“量体裁衣”“对号入座”。
(4)

 

优化与重点项目统筹衔接,完善顶层设计。
区域联合基金项目聚焦区域发展的需求和研究成果

的应用价值,重点项目更关注前沿基础研究。从生

命科学研究的产业链来看,重点项目的研究内容偏

向生命科学“上游领域”的前沿基础理论研究,区域

联合基金项目的研究内容偏向生命科学“下游领域”
的应用基础研究。在项目指南的立项层面,可将两

者统筹,以打造“从理论研究到应用”产业链的角度

做好衔接,最终用成熟的研究成果服务于区域经济

发展。区域联合基金指南立项时,与当年重点项目

发布的立项领域统筹考虑,对同年度重点项目指南

未覆盖的关键领域,可在区域联合基金指南立项时

重点关注。此外,生命科学部区域联合基金项目将

做好顶层设计,结合自然科学基金委“十四五”发展

规划和生命科学部重点关注的领域,在指南立项层

面弥补短板、优化强项,从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

出发,支持区域发展的重大基础性、前瞻性和创新性

研究。
(5)

  

持续增强指南开放度,提升跨地区科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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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交流强度。当前生命科学部区域联合基金跨省合

作型项目占比最高,反映出区域联合基金具有较好

的开放度,符合区域联合基金集聚全国优势科研力

量的初衷。跨省合作型项目的合作单位多来自具备

优势科研力量的地区,如北京、江苏、浙江、湖北、广
东等省(直辖市),反映出区域联合基金模式对偏远

地区的科研条件和队伍建设有着较好的扶持作用。
西藏、青海等偏远地区区域联合基金指南发布的研

究方向,获资助项目依托单位多为省外单位,省内单

位较难作为依托单位获得资助。为更好建设偏远地

区当地科研平台和培养优秀研究队伍,要强化当地

依托单位与外省科研单位的合作交流强度,充分调

度当地的科研力量。建议在项目后期管理过程中,
提高联合资助方和当地依托单位的参与度,紧密围

绕解决当地经济发展的问题,对照指南当初设立的

研究方向及时纠偏,充分发挥外省优势科研单位带

动偏远地区科研力量建设的积极作用。
随着区域联合基金资助规模逐步增大,未来生

命科学部将继续完善区域联合基金指南的论证,加

强资助项目的后期管理,助力科技成果落地,关注偏

远地区科技人才培养和平台构建,更好地实现区域

联合基金带动地方基础科研的发展、服务社会的

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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