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6 期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3 6 3

·

基金纵横
·

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实践与思考

余庆来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
,

合肥 2 3 0 0 3 1)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是国家创新体 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
,

面向全国
,

自由申请
,

以广泛的学科为基础
,

坚

持自由探索
,

发挥导 向作用
,

鼓励和支持基础创新
,

是科研人员发挥首创精神的大舞台
。

自设立 以来
,

资助经费不断递增
,

从 19 8 6 年的 0
.

8 亿元增加到

2 0 0 5 年的 26
.

95 亿元
,

2 0 年间中央财政拨款达 1 70

多亿元 ;资助类型也得到不断拓展
,

是我国一个管理

较为规范科学
、

评审较为公正合理的科研资助计划

体系
。

1 我院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状况

1 9 8 8 年起我院开始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申报工

作
,

1 9 9 1年获得第 1 项资助
,

截至 2 0 0 3 年仅获得 6

项资助
,

其中面上项 目 4 项 (含合作 申报 2 项 )
,

青年

基金项 目 1 项
。

而 2 0 0 4 年我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

突破
,

所申报的 2 个项 目均获得资助
,

资助经费总计

56 万元
。

通过对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申报工作的总

结分析
,

得到三点启示
:

一是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

基础性强
,

定位于应用研究和发展研究的我院在此

方面确有不足 ;二是在科学竞争中求生存的我们
,

已

经开始适应竞争的需要
,

正在发展和培养一些新兴

重点学科
,

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
,

获得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资助的比例一定会有所提升 ;三是我们在利用

自身学科优势
、

把握 申报项目技巧上不如高等院校
,

或不敢申报
,

或 申报前期准备不 充分
,

撰 写水平 不

高
。

对此笔者认为
:

一方面要练好内功
,

不断提高自

身的科研水平 ;另一方面
,

要敢于申报国家 自然科学

基金资助项 目
,

不断累积申报经验
,

提高 申请书撰写

质量
,

这样才有可能取得较好的资助率
。

2 申报及前期准备

2
.

1 注重工作基础和前期积累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的申报
,

一定要有

本文于 20 05 年 9 月 5 日收到
.

前期研究基础 和科研工作的长期累积
,

只有通过 不

断探索
,

才能激发思想火花
。

最近几年
,

我们加大了

改善科研环境的力度
,

通过各种途径
,

给任务
、

压担

子
,

鼓励我院具有博士学位的人才
,

通过有 益的尝

试
,

挖掘自身潜力
,

发挥 团队的力量和集体智慧
,

先

从争取省 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入手
,

开展一些以认识

自然现象
、

探索 自然规律和从经济社会发展中寻找

科学问题
,

获取新知识
、

新原理
、

新方法为主要 目的

研究
,

从而为申报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打下了基础
。

2
.

2 选准申报课题

选题极其关键
,

原则上应该是前人未探索过的
,

具有前瞻性
,

创新意义和研究价值特别重要的项 目
。

我院近年来引进 了不少国内外的博士
,

他们对 自己

所从事课题的国内外研 究动态十分 了解
,

只要抓住

问题所在进一步创新思维
,

引向深入
,

做深做透
,

申

报面上项 目还是很有优势的
。

2
.

3 撰写好项 目申请书

在通讯评议阶段
,

专家评审的惟一依据就是 申

请书
。

为此
,

我 们努 力做 到
:

( 1) 项 目名称 醒 目 ;

( 2) 文字言简意赅
,

针对性强
,

多讲结果
,

少说推断 ;

( 3) 目的与主题 明确
,

理 由要充分
,

围绕
`

能 引起评

审人兴趣和共鸣
”

这一思想组织文字 ; ( 4) 创新点不

贪多
,

一定要有 自己的研究特色
,

对研究的价值和意

义说深说透 ; ( 5) 研究方案条理性要强
,

主要介绍科

学与学术问题 ; ( 6) 拟解决的关键 问题准确恰当
,

思

路清晰 ; ( 7) 可行性分析合面
,

要从学术角度 (突出

工作基础 )
、

参加人员和条件平台的保障优势三方面

进行论述 ; ( 8) 预期结果真实
,

不能出现推理和 假

设 ; ( 9) 对提交的理论成果估计适当
,

即充分相信自

己的研究实力
,

又不求多求全
。

笔者发现
,

有的项 目在 申请书中同时提交研 究

成果专利和论文
,

岂不知对于同一研究结果 申报专

利和撰写论文往往是相冲突的
,

因为专利查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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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无相关内容的研究论文出现
。

总之
,

在撰写项 目申请书时
,

要避免发生经验不

足的毛病 ;项 目参加人员的结构层次要合理 ;作为工

作基础的展示
,

一定要有高水平的论文 ;条件平台要

与研究内容相匹配
,

作为省级科研院所这一点尤为

重要
,

因为和高校相 比
,

我院 的条件平 台相对薄弱
;

一份好的申请书应该是
“

外行看 了感兴趣
,

内行看了

有水平
” 。

3 申报单位管理部门应关注的几个问题

3
.

1 高度贡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的申报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并非高不可攀
。

从另一

个意义上讲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成功申报是单位

在这一领域科研水平的体现
,

是单位重点学科建设

的一次十分有价值的实战检阅
。

我院领导和科研管

理部门在思想上给予 了高度重视
,

认真做好宣传和

动员工 作
,

制定相关激 励措施
,

并尽量落到 实处
。

如
,

通过举办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申报及管理学

术报告会
、

对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项 目给

予一定比例的经费匹配
,

及给予承担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资助项 目的负责人研究津贴等方式
,

鼓 励中青

年科技人才不断积累研究基础
,

积极申报国家 自然

科学基金项 目
。

3
.

2 当好墓金项 目申报人的参谋

一是把好选题关
,

帮助 申请人反复推敲 申请 内

容是否符合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指南
,

是否突显

基础性 ;二是内容表达是否精练新颖
,

一语中的 ; 三

是立项依据要标注观点引用出处
,

要附主要参考文

献 目录
,

不将所谓填补国内空白作为立项依据 ; 四是

检查研究内容是否突出科学 问题
,

对拟解决的关键

问题
,

力求准确
,

严忌
“

过多
,

重点不突出
” ;五是创新

之处是 否突出了自己研究内容的创新和方法的创

新
,

研究基础部分不可将参加人文章 罗列得太 多而

冲淡负责人的工作 ;六是申请经费数额要适当
,

开支

内容应对照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经费管理办法》

和相关规定
,

帮助 申请人按 比例分列
,

不可违反规

定 ;七是组织我院获得过资助的项 目负责人及 同行

专家对申请书 内容进行斟酌
,

并提出建议
,

也邀请或

委托本省高校同行专家对拟 申报的基金项 目申请书

进行质疑和指导
。

3
.

3 把好申请书形式审查关

每次修改申请书
,

电子 版本号都会随之更新
。

因此上报的纸质基金项 目申请书要 以电子上传最终

版本为复印蓝本
,

否则版本不对应将违反申报要求
。

报送纸质申请书还应特别把好以下四关
:

( 1) 首先

进行申请人资格审查
,

对 中级职称和在职研究生等

特殊 申报 对象 要 提 醒 其 完 善相 关 手 续 及 附件 ;

( 2 ) 要求项 目参加 人本人亲笔签名
,

不能亲 自签名

的要按规定附委托签名书
,

防止 申请 人和项 目组成

员申请项目超过限数规 定 ; ( 3) 申请单位及合作单

位要盖一级法人机构行政公章
,

作为院管理部 门或

二级机构公章无效 ; ( 4) 申请书的附件材料要完整
,

与研究内容相关的证明材料要齐备
。

P R A C T I C E A N D T H O U G H T O F P R O G R A M S F R O M N S F C

Y u
Q i n g la i

( A hn
u ￡A ca de m夕 of A g o c u l t u ar l cS i e二 c

es
,

阶少毛1 2 3 0 0 3 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