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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的设立
,

对我 国的基础研究

产生了深远影 响
,

为我国高等院校的人才培养和科

研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

目前
,

各高

等院校均把能否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视为

衡量自身科学研究能力和科学管理水平的标志
。

对

于科技人员而言
,

获得这一国 内最高水平的科研基

金的资助
,

更是其科研能力和竞争实力的客观体现
。

对于科研管理 人员而言
,

如何搞好国家 自然科学基

金课题的管理
,

帮助研究人员提高基金课题的中标

率则是其工作的关键
。

我校近几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取得 了快速

增长
,

项 目申报 数从 2 0 01 年 的 348 项上升为 2 004

年的 6 36 项
,

增长了 82
.

8 % ;项 目中标数从 2 0 01 年

的 5 0 项上升为 2 0 0 4 年的 1 1 7 项
,

增长了 1 3 4 %
。

面

上项 目资助经费全国排名从 20 01 年的第 23 位上升

到 2 0 0 4 年的第 14 位
。

取得这些成绩后
,

我们不断

反思
、

总结经验
,

深感 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资助率的高

低
,

与项 目的前期管理即申报过程管理密切相关
。

要经常深入校 内各学科
、

各科研机构以及各课题组

进行调查研究
,

结合掌握的信息资料
,

定期对学校的

科研现状和优势进行综合分析
,

挖掘潜力
,

协调并引

导研究人员参与科学基金课题的竞争
,

争取成为科

研人员的
“

活指南
” 。

1 提高科研管理人员的素质

在科学事业飞速发展和科技体制改革不断深入

的今天
,

科研管理过程中科学 的管理方式越来越重

要
。

从近年来我校 自然科学基金工作取得的成绩可

以看出
,

基金管理工作必须有学校领导的高度重视
,

科技处及各二级学院管理机构要健全
,

管理人员的

主动服务意识要强
。

同时
,

管理人员要不断努力学

习科学基金管理新办法
、

新理论
、

信息技术 的新知

识 ;对科学基金管理工作的系统性
、

科学性要有足够

的认识 ;还要勤学相关管理论著和管理文献 ;更重要

的是要将创造性思维方式引入到科学基金管理工作

中
,

不断强化科学基金管理工作的竞争意识
,

提高自

身管理素质
。

在管理实践中要主动与上级科研主管

部门
、

兄弟院校联系
,

及时掌握基金工作的新信息 ;

2 进行系统的申请书写作培训讲座

撰写一份好 的申请书并非一 日之功
,

因此我校

科研管理部门非常重视提高科研人员 申请书写作水

平的训练
。

我校每年平均有 4一 5 位专家参 加基金

课题的会议评审即
“

二审
” ,

尤其是有的专家连续几

年参加会议
,

他们见多识广
,

在申请书的写作与评审

方面有独到的见解
。

因此
,

管理部门每年都邀请这

些专家从项 目评议人的角度就如何写好 申请书进行

系列讲座
,

将不同科学部
、

不同学科经常出现的容易

引起评议人质疑的共性问题进行全面分析
,

受到科

研人员的普遍欢迎
。

作为基金管理 人
,

科技处主管

领导每年均要分校区
、

分相关学院或学科进行申请

书写作的培训讲座
,

从管理的角度介绍如何选题
、

如

何写好项 目摘要 ;如何注重立论依据的系统性和逻

辑性 ;如何辩证地描述研究 目标
、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

法 ;如何整体设计项 目的技术路线 ;如何有侧重地论

述课题组的研究工作积累和个人研 究简历 ;如何填

写经费预算等
。

通过这些努力
,

使很多申请人减少

了申请书写作过程中的心理障碍
。

从近几年我校获

资助项 目的情况及未获资助项 目的反馈意见分析可

以看出
,

我校 申请书写作的整体水平 已有所提高
,

也

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部分学科主任的充分

肯定
。

3 严格课题开题与校内评审制度

近年来我校要求 45 岁以下的申请人 申报基金

项 目时
,

原则上均要进行开题报告
,

即项 目申请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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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之前必须向本学科领域内有关专家和同行们讲

解其研究课题 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

立题依据
,

实验方

法
,

以及预期结果 ; 由学校或学院组织专家根据其报

告情况
,

当面提出修改意见并对项 目是否值得申报

直接提 出见解
。

这种面对面的交流模式使我校大 量

的申请人
,

尤其是青年基金申请人得到 了极好的标

书设 计培训
,

避免
_

r 一些低水平的重复研究项 目
,

同

时对于一些研究技术上的难点
、

设计思路上的不足
、

研究力量的薄弱环节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完善与补

充作用
。

除 了这种面对面的开题评议外
,

我校湘雅

医学院还结合医学科研中临床医学和基础医学各 自

的优势
,

将每年申报的基金项 目视不同情况选送校

内的同行专家予 以修改完善
,

尤其是 临床科研人员

的项 目申报特别注重请基础领域的专家
“

会诊
” ,

几

年来不仅提高 了基础与临床申报项 目的质量
,

同时

也加强了基础研究与临床应用研究的结合
,

有效 地

促进了我校 医学科研的发展
。

重大重点项 目
、

国家

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
、

创新群体项 目等则要进 行

反复的论证和推敲
。

科研管理部门根据专家意 见及

学科或研究室
、

所负责 人的意见决定是 否同意将其

列入当年申报项 目之列
。

特别注重以重点学科和重点实验室为依托的项 目的

论证工作
,

充分发挥这些机构 的技术
、

人才
、

仪器设

备的优势
,

集中力量抓大项 目
,

通过资源共享提升面

上项目的研究实力和竞争水平
。

近年来我校获基金

资助的重大项 目的子课题及 9 个重点项 目均在重点

学科和重点实验室 ;每年获基金资助的其他项 目也

有将近 70 % 在这些单位
。

因此
,

我校 目前已初步形

成以重点学科为主要力量
,

瞄准国家目标
,

突出 自身

优势组织项 目的申报
,

以学科优势提高申请书的竞

争力
。

4 注重依托优势学科
,

提高申请书的竞争力

设计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申请项 目
,

要充分

利用学科 自身的优势
,

紧密结合学科的发展方向
,

高

度注意研究课题的延续性和创新性
。

尤其是重点学

科和重点实验室在申报课题 时
,

要突 出学科的研究

基础和 目前 已取得的成绩
。

我们组织项 目申报时
,

5 严格申请书的规范性审查

在申报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时
,

科研管理部

门对申请书的规范性审查即格式审查
,

可 以说是对

申报工作的
“

最后把关
” ,

我校各级科研管理部门均

对这项工作予以高度重视
。

每年在申报之前
,

我们

要制定一个详细的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形式审

查要点
”

发给申报人员
,

并要求二级单位科研管理 人

员严把形式关
。

对于超项检查则采取慎之又慎的态

度
,

坚决杜绝因研究人员超项而导致 的 申请 失败
。

尽管如此
,

由于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竞争激烈
,

部

分科研人员缺乏基本的责任心
,

还是出现了冒签
、

项

目组成员身份证号码有误等不负责任的现象
,

给超

项检查造成了很大困难
,

并严重影响了学校的形象
。

因此
,

我们又建立了
“

承诺书
”

制度
,

要求项 目负责人

与二级单位科研管理人员在上报项 目的同时必须签

订承诺书
,

对本人及本单位申请的项 目承担责任
,

从

而大大减少了申请书因格式不合格而被淘汰的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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