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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医科大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获准情况分析

邓廿庆 顾秀平

(安徽医科大学科技处
,

合肥 2 30 03 2 )

我校是安徽省属重点院校
,

是以教学为主的教

学研究型大学
。

本文简要 回顾了我校 19 88一 20 0 5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中标情况
,

从宏观上分析

我校科研情况
,

总结经验与不足
,

以期为今后的科研

管理工作指明方向
。

1 结果与分析

1
.

1 申报项目总数呈上升趋势
,

近 3 年增幅较大

表 1 表明
,

我校在 19 8 8 年到 2 0 0 5 年间
,

虽然有

些年份申报项目总数波动较大
,

但总体上还是呈 上

升趋势
。

尤其是 2 0 0 3 年到 2 0 05 年
,

申报总数大幅

度增长
,

其中 2 0 0 3 年申报 34 项
,

2 004 年申报 91 项
,

2 0 05 年申报 1 6 6 项
。

表 1 198 8一 2 0 0 5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标情况

年度 申报数 中标数 总体中标率 ( % ) 资助经费 (万元 )

1 9 8 8

1 9 8 9

1 9 9 0

1 9 9 1

1 9 9 2

1 9 9 3

1 9 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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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3 年申报项目总数大幅度增长的原因主要有

以下几方面
: ( l)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影响力越来

越大
,

资助力度越来越大川
。

( 2) 我校在申报前广

泛深入细致地做好宣传
、

动员工作
。

( 3) 我校采取

一系列激励措施
,

如自 2 0 0 3 年起对国家资助的纵向

科研项目
,

按照 1 : 0
.

5 甚至 1 : 1 给予经费匹配 ;对国

家级项目负责人给予一定的奖励
。

( 4) 各单位对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申报工作也非常重视
,

并且制定

了相应的激励措施
,

如第一 附属 医院
、

附属省立 医

院
、

口腔医学院等采取完成 1 份标书发放适当加班

劳务费的做法
。

鉴于此
,

不仅调动了广大教师和科

研人员的积极性
,

消除了他们认为国家 自然科学基

金高不可攀的思想顾虑
,

也增强了他们对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的重视程度
。

1
.

2 中标总数波动大
,

近 3 年有大幅度增长

表 1 提示我们
:
19 8 8 年到 1 9 9 6 年中标总数不

稳定
,

大起大落
。

其中 19 8 9 年申报 7 项
、

1 9 9 3 年申

报 9 项
、

19 94 年申报 6 项以及 19% 年申报 14 项
,

但

是没有一项中标
,

处于历年课题中标项 目数最低谷
。

19 9 7 年到 2 002 年中标数连续 6 年持续在较低的水

平
,

其中 1998 年和 2 00 1 年各中标 2 项
,

19 9 7 年
、

1 9 9 9 年
、

2 0 00 年和 2 0 0 2 年分别中标 1 项
。

2 0 0 3 年

到 2 0 0 5 年这 3 年中标数大幅度增长
,

其中 2 0 0 3 年

中标 6 项
,

2 0 0 4 年中标 1 3 项
,

2 0 0 5 年中标 19 项
。

我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中标数经历了大起大

落
、

持续低谷
、

大幅度增长三个阶段
。

值得一提的是

近 3 年中标数的大幅度增长与我校科研管理部门努

力提高申请书质量的做法分不开
:

( l) 在国家 自然

科学基金申报前
,

各单位主动聘请校 内外专家就申

报中的有关问题开展专题讲座 ; ( 2) 科技处组织 专

家进行项 目初评和严格的形式审查 ; ( 3) 聘请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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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于 2 0 0 6 年 10 月 2 6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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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现场指导
。

在申报 2 0 0 5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的过程中
,

科技处聘请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专家以

具体标书为例
,

现场为项目负责人进行标书点评
。

1
.

3 总体中标率呈现大起大落现象
,

近 3 年面上项

目中标率偏低

19 88一 2005 年我校项目总体中标率大起大落

现象明显 (见表 1 )
。

尤其是近 3 年在中标数量大幅

度增加的情况下
,

项目中标率却逐年下降
,

低于同期

全国平均水平
。

2 003 年申报课题 34 项
,

其中
“

国家

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

申报 1 项
,

面上项目申报 33 项 ;

中标 6 项均 为面 上项 目
,

面 上项 目中 标率 为

18
.

18 %
,

低于同期全国面上项 目 2 0
.

00 % 的平均中

标率
。

2 0 0 4 年申报课题 91 项
,

其中
“

国家杰 出青年

科学基金
”

申报 1 项
,

面上项目申报 90 项 ; 中标 13

项均为面上项目
,

面上项目中标率为 14
.

44 %
,

低于

同期全国面上项目 19
.

44 % 的平均中标率
。

2 0 0 5 年

申报课题 1“ 项
,

其中
“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

申

报 1 项
, “

海外或港
、

澳青年学者合作研究基金
”

申报

2 项
,

重点项 目申报 4 项
,

面上项目申报 159 项 ;中

标 19 项
,

列安徽省内高校第三
,

其中 18 项为面上项

目
,

1 项为重点项目
,

面上项目中标率为 1 1
.

32 %
,

同

期全国面上项目平均中标率为 18
.

47 %
。

近 3 年面上项 目中标率偏低
,

一方面说明了课

题申请人的申请书在质量上仍存在一定差距
,

竞争

力有待进一步提高 ; 另一方面是受申报数量大幅度

增加的影响
。

1
.

4 近 2 年资助力度显著增加

20 0 4 年我校获得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258

万元
,

比 2 0 0 3 年增加了 1 7 4 万元
。

2 00 5 年我校获

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61 9 万元
,

达到 历史最高

水平
,

列省内高校第二
,

比 2 0 0 4 年增加了 3 61 万元
。

2 0 0 5 年我校张学军教授的一项重点项目就获得 资

助 16 0 万元
。

2 对策与建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是我校每年各类科研项

目中资助经费数额较大
、

涉及教师较多的基础及应

用基础研究项目
,

对我校学科发展和 人才培养具有

极为重要的作用
。

回顾过去
,

既有成功的经验
,

也有

失败的教训
,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要按照新时期科

技工作方针
,

从以下几个方面准确把握工作重点
,

加

强我校的基金管理能力
,

提高我校 国家 自然科学基

金申报项目的中标率
。

2
.

1 继续做好申报前期的宜传动员工作

申报前期的宣传动员工作的重要性不亚于 申报

过程 中的组织工作
,

只有前期工作扎实
,

后期的组织

工作才能顺利进行
。

如果这些工作能落实到每个申

请者身上
,

将有利于增加基金项 目申报数量川
。

我

校近两年特别重视这方面的工作
,

如
:
在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工作启动前
,

举办基金申报工作动员大会 ;科

技处组织各单位各部门负责人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申报工作会议
。

近两年申报数量的大幅度增长
,

是对我们工作的肯定
,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要进一

步深入宣传
,

营造氛围
,

增加信心
。

2
.

2 继续围绕提高申报质 t 开展工作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书是评价课题水平
、

确

定是否给予资助的重要依据
。

申请书的撰写既是一

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
。

在今后的工作中
,

我们要继

续重点把好以下几关 3[,
4〕 :

( 1) 把好选题关
。

科学的

选题是成功的一半
。

利用科学基金申报动员大会
,

介绍自然科学基金委的资助政策
、

动态和方向 ;邀请

有关专家讲解重点资助领域和申报要求 ;要求申报

人员在原有工作的基础上认真查新
。

( 2) 把好论证

审查关
。

利用专家的智慧对项 目进行初评
,

避免低

水平项目上报
,

提高项 目申报质量 ; 申请书上报前各

单位和部门要对申请书进行严格的形式审查
。

通过

强化以上的工作
,

争取克服申报工作中存在的
“

广种

薄收
”

现象
,

提高我校申报中标率
。

2
.

3 认真分析项目落选原因
,

正确对待未获资助项

目

我校申报项目总体中标率偏低
,

未中标项 目数

量较大
。

目前
,

我校分析未中标项目落选原因的工

作稍显滞后
。

譬如
: 1 9 8 9

、

1 9 9 3
、

1 9 9 4 和 1 9 9 6 年中

标数处于基金申请中标项目数最低谷
,

由于当时没

有认真具体地分析落选原因
,

再加上 人员岗位的变

动
,

导致没有这 几年我校基金项 目申请情况的分析

报告
。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可以将上一年度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申报项 目的落选原 因作统计分析
,

适 当

的时候可以分部 门召开落选经验总结会
,

这 无疑会

对指导申请和 申请管理有重要的价值
。

对上年度落

选项目中得分较高的课题进行重点修改
,

优先申报
。

同时邀请有多次成功申请经验的教授传授经验和具

体指导
。

2
.

4 加强中期管理

中标课题的中期管理工作关系到中标课题的进

度和能否顺利完成
,

直接关系到申请单位的管理水

平
、

声誉和信誉
。

课题中期管理的重点是 了解研究

条件是否有保证
、

研究计划是否如期进行
、

研究 内容

是否有重要突破 [ 5 ]
。

在进行课题中期管理工作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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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建忠
,

于新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申报的组织管理
.

科

技进步与对策
,

20 0 3
,

10 月号 (下半月)
:
84 一 85

.

徐迪雄
,

周来新
,

汪小平等
.

加强科学墓金项目管理
,

促进军

队医院科技发展
.

中国科学基金
,

200 1
,

( 3) : 186 一1 88
.

徐迪雄
,

周来新
,

汪小平等
.

国家自然科学墓金的管理
.

解放

军医院管理杂志
,

2 0 0 1
,

s ( 3 ) : 2 0 0一 20 1
.

苏均平
,

殷学平
.

郑兴东等
.

加强基金的全面质量管理提高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获准率
.

中华医学科研管理杂志
,

20() 1
,

1 4 ( 9 ) : 1 5 1一 1 5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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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注意发掘可以申报重点项 目和重大项目的项 目
。

我校 1 9 8 8一 2 0 05 年唯一一项获得资助的重点项目

就是在 2 003 年面上项目研究的基础上组织申报获

得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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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和完善人才培养资助体系

吸引海外优秀科学家回国服务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在国家杰出青年科学

基金成功实践的基础上
,

适时启动了国家杰出青年

科学基金 (外籍 )资助工作
,

旨在吸引和稳定海外杰

出人才在国内从事科学研究
,

着力提升我国基础研

究的实力和水平
。

该项基金是 2 005 年设立的一类

人才基金项目
,

用于支持 4 5 岁以下具有较高学术水

平和 良好发展潜力的外籍华裔科学家全时全职在中

国内地开展自然科学领域的基础研究工作
。

该项基

金的设立和资助工作的开展
,

在国内外科技界引起

广泛关注
。

这项工作涉及 面广
,

复杂度高
,

政策性

强
,

为进一步做好该类项目的资助工作
,

我们对首批

10 名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外籍 )获资助者的执

行情况进行了调研
。

调研显示
:

(一 )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外籍 )

的设立对吸引华裔科学家回国服务起到 了积极的引

导和促进作用 ; (二 ) 获资助者研究工作开展顺利并

不同程度地取得了一定进展 ; (三 ) 依托单位为获资

助者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支撑和资源配置
,

创造了 良

好的科研环境
。

获得资助者提出的建议是
: (一 ) 加大国家杰出

青年科学基金 (外籍 )的资助力度 ;( 二 ) 修改基金研

究经费的使用管理办法
,

提高聘用研究人员的经 费

比例 ; (三 ) 减少高层次科学家的行政工作 ;( 四 ) 加

强学术道德建设和规范管理
。

获得资助者和所在单位特别提出要加强学术道

德的建设
,

加大惩处学术作假和学术腐败
,

在国家层

面上建立完善
、

公平和透明的学术监督机制 ;国家在

科研的投入尤其是 巨大项 目和课题的投入上
,

加强

部门之间的联系
,

增加透明度
,

并与产学研相结合
,

尽量减少重复资助和盲目投资
。

此外
,

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外籍 )获得者们还就

社会荣誉
、

社会福利
、

子女教育
、

医疗保险等问题提

出了具体的建议和要求
。

总之
,

在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外籍 )的资助

下
,

一年来获资助者们都能全身心的投入到科学研

究中
,

全时全职在国内工作
,

并在所在单位和有关部

门的支持下经过 自己和研究团队的努力
,

在不长的

时间内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

(计划局 供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