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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 N a t io n a l S e i e n e e

oF
u n d a -

it o n ,

以下简称 N S F )是美国联邦政府的一个独立机

构
,

成立于 19 5 0 年
,

主要负责资助全美大学和其他

学术机构的基础研究
、

教育和基础设施建设
,

确保美

国科学与工程各学科的全面
、

协调发展
。

除了大约 5 % 的管理费用和 3 % 的委托项 目之

外
,

N S F 经费的 90 % 以上通过以质量为基础的竞争

性评审机制 (m er it r ve le w )来确定资助对象
,

其中
,

负

责组织同行评议的项 目官员 ( p or g ar m o iff ce r )发挥

着重要的作用
。

近十多年来
,

N S F 受理的科学申请

数量急 剧 上 升
,

从 2 0 01 财年的 31 942 份增长 到

200 5 财年的将近 42 000 份〔’ ]
,

然而其编制基本没有

变化
,

N S F 是如何解决工作量的问题呢 ? 秘诀在于
“

流动项目主任
”

制度
。

所谓流动项目主任制度
,

就

是聘请高校或科研单位的科学专家作为非永久职员

到 N S F 工作
,

主要是负责组织基金项 目评审
,

工作

时间一般为 2 年
。

我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以下简称基金

委 )在 200 2 年也开始实行流动项目主任制度
,

成为

基金委人事管理制度的一大特色
,

并发挥了积极作

用
。

然而
,

基金委的流动项 目主任制度仍然存在一

些问题和制约因素
,

还有很大的发挥空间
,

其中
,

主

要的问题是如何吸引国内外一流专家来做流动项 目

主任
,

并且充分发挥他们的优势
,

实现
“

人尽其才
” 。

因此
,

了解 N S F 流动项目主任的招聘和待遇及其他

相关管理制度
,

对完善基金委的流动项 目主任制度
,

进而提高项目管理水平有重要意义
。

1 N s F 项目官员概况

根据 20 05 年 10 月的统计数据
,

N S F 项目官员

为 4 0 0 人
。

其中
,

永久职员 202 人
,

占 50
.

5 % ;非永

本文于 20 0 6 年 1 1 月 3 0 日收到
.

久职员 ( N o n 一

P e

mr
a n e n t ) 19 8 人

,

占 4 9
.

5 %
。

非永久

职员中有一部分是作为访问学者
、

工程师和教育工

作者从原单位借调来的
,

这部分人员即以前所称的

轮换人员 ( Rot at o r )
,

有 38 人
,

约占 10 % ; 还有一部

分是根据政府内部人事法 ( I n t e堪o v e r n m e n t a l P e r -

so n n el A ct
,

IP A )的有关条款通过对其所在单位提供

资助而雇佣的
,

有 I n 人
,

约占 2 8 % ;另有 4 9 人是其

他临时工作人员
,

约占 12 %
。

N S F 项 目官员的特征

分布如表 1 所示
。

表 1 N s F 项目官员的特征分布 ( 2 0 0 5
.

1 0
·

o 一)

项目官员 ( p r

吧 ar m Of fi e e r )
J

总数

性别 男性

女性

永久职员 ( P e

mr
a n e n t )

访 间 科学家
、

工程师与教 育者

( V S E E
,

以前叫 Ro t a t o r )

临时人员 ( eT m op ar ry )

政府内部人事法类型 人员
’

( IP A

人员 )

人数

40 0

2 4 2

1 5 8

20 2

比例 / %

10 0

6 0
.

5

3 9
.

5

5 0
.

5

n69
J.l飞ù4

11

j .二

雇员性质
9

.

5

l 2

资料来源
:
R e

因
r t t 。 t h e N a t io n a l cs ie n e e B心a r d o n t h e N a t i o n a l

cS i e n e e F o u n d a r i o n ’ 5
M iet t R e访ew P联ess F ics al Y aer 2 0() 5

,

N S压 0 6
一

2 1
.

`

根据 IP A 的规定
.

N s F 一类的联邦机构必须从与之有业务相
关性的外部机构聘用部分非永久职位人员

,

如
:

来自州政府和地方政

府
、

公立和私立大学
、

联邦资助的 R & D 中心
、

参与公共管理的非营

利组织等机构的兼职人 员
。

这些非固定人员一般聘期为两年
,

至 多

不超过 四年
。

在 I P A 雇员为 N S F 工作期间
,

N S F 以项目的形式将其

工资和福利拨至其所在机构
,

由其所在机构负责发放和管理
。

但这

部分经费必须包括在 N S F 的预算中
,

并得到国会批准
。

2 N S F 流动项目主任的种类
、

待遇

N S F C 的流动项 目主任作 为非永久职 员
,

其聘

任方式 (或来源 )主要有上文提到的三种
,

其身份
、

任

职时间
、

福利待遇等各有差别
。

2
.

1 “

访问科学家
”

型 【v i s i t i n g sc èn t i s t A p p o i n t
-

m e n t
,

也 n目v s E E 型 )项目主任

此岗位的任命遵循 N S F 的例外授权法 ( E xc 即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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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 Aut ho r it y 。 ft h eNs F A et )[ 2]
。

vs E E型项目主任

在原单位停薪保职
,

作为联邦雇员进入 N SF 工资名

册
。

他们任期通常至多一年
,

但经 N S F
、

当事人及当

事人所属单位三方同意可再延长一年
。

他们的福利

待遇如下
:

( l) 工资
。

V S EE 型项 目主任由 N S F 支付工

资
。

V sE E 型项目主任不享受每年政府的参照性工

资调整 (
c o m p a r a b i li t y p a y a

dj
u s tm e n t s )

,

但是
,

如果原

单位的工资增加
,

其在 N SF 的工资也会相应上升
。

( 2 ) 顾问费损失补偿
。

N S F 对 V SE E 型项目主

任因到 N S F 任职而损失的咨询收入提供补偿
,

补偿

标准根据其前两年的平均咨询收入来确定 (同时参

照纳税记录 )
。

项目主任接受顾问费损失补偿后
,

则

不能从事任何的咨询活动
,

其在 N SF 任职期间所进

行的任何咨询活动都必须经过 N SF 高级法律顾间

办公室 (Of f i e e o f t h e G e n e r al oC
u n s e l )的道德顾问委

员的讨论
。

( 3) 出差 日津贴
。

V SE E 型项 目主任可享受公

务出差按日津贴 ( p
e r d i e m a l lo w a n e e )

。

每年公务出

差的 日津贴金额由 N S F 根据联邦差旅条例 ( F ed er al

T r a v e l R e g u la t io n s )确定并支付
,

享受出差补贴的最

长时间为两年
。

( 4) 搬家补贴
。

可享受一次搬家往返旅费补贴
。

( 5 ) 补充报酬 ( uS p p le m e n t aP y )
。

如果基本工资

累计低于同等级别的联邦雇员的最低工资水平
,

N SF

将会上调至与该岗位的联邦工资的最低水平线齐平
。

V SE E 型项 目主任的福利由原单位负责
,

不能

享受联邦福利
。

目前的法律规定 N S F 向 v SE E 型

项目主任的原单位支付其退休金
、

人身保险和 健康

福利
。

但一些州的法律没有此项规定
。

因此
,

N S F

建议其本人与原单位负责福利的法律顾问讨论停薪

保职的后果
。

N SF 不干涉项目主任在原单位享有福

利的权益
,

因此
,

N S F 没有减免所得税的储蓄计划
。

N S F 所发工资也不代扣社会保险费用
。

( 6 ) 休假
。

遵守 ( N S F 人事手册 )所列明的联邦

雇员休假政策和程序
。

( 7) 独立研究 /发展项目 ( I R / D )
。

允许已经申

请到 I R / D 计划的流动项目主任在任职期间继续参

与该计划的学术研究
。

2
.

2 “ I P A
, ,

型项 目主任【I P A 灿
s i g n m e n t )

在国家和地方政府部门或者高等教育机构
、

印

第安裔政府
、

以及其 他合法组织任职的人员均可申

请在 N S F 担任
“
I P A’

’

型项 目主任
,

只要这种聘任使

双方单位互利互 惠
。

受聘者仍然是原单位的雇员
,

由 N S F 以项目的形式将其工资和福利拨至原单位
,

由原单位负责发放和管理
。

但 N S F 要求 IP A 型项

目主任的原单位至少承担 巧 % 的工资和福利
,

另外

N S F 不负责间接的和行政管理方面的支出
。

I P A 型

项目主任不属于联邦雇员
,

但必须遵守联邦雇员的

道德和行为法律3[]
。

IP A 型项目主任的起始任职时

间最多两年
,

可以中断后再续任
,

半职或全职均可
。

任期一般最多可以延长至三年
,

若要延长至四年需

征得 N sF 副主任的同意
。

依照法律规定
,

I P A 型项

目主任不能超过四年任期
。

他们的福利待遇如下
:

( l) 工资
。

美国大学教授的工资通常按一年 9

个月计算
,

但作为 I PA 型项目主任
,

其工资通常按一

年 12 个月计算
。

N S F 拨付的工资和福利补贴可以

随着原单位的工资或福利增加而上调
,

但增加额不

能超过年度联邦工资的 3%
。

( 2) 顾问费损失补偿
。

与 V S E E 型项目主任一

样
,

N S F 也给 IP A 型项 目主任提供顾问费损失补

偿
,

但有一个上限
,

每年最多 1 万美元
。

I以 型项目

主任接受这部分补贴后
,

不能从事任何咨询活动
。

在

N SF 任职期间所进行的任何咨询活动都必须经过

N SF 高级法律顾问办公室的道德顾问委员的讨论
。

( 3) 出差日津贴
。

基本上与 V S E E 型项目主任

的相同
。

( 4) 搬家补贴
。

与 v SE E 型项目主任的相同
。

( 5) 补充报酬
。

与 V SE E 型项目主任的相同
。

( 6) 休假
。

因为不是联邦雇员
,

年假和病假参

照原单位的休假条例
,

但是休假申请必须经 N S F 上

级核准
。

原单位负责休假管理 ;暑假和其他长假周

期在 N S F 属于工作周期
。

( 7 ) 独立研 究 /发展项目
。

与 V SE E 型项 目主

任的相同
。

2
.

3
` ,

I在时例外服务
”

型 ( T e m训 ar yr E x e e p t曰 s e r ·

v i c e A p p o i n tm e n t )项目主任

此岗位的任命遵循 N S F 例外授权法
。

如果应

聘成功
,

非公务员或无复职资格的人士不能获得公

务员身份 ;而且必须放弃某些特定的公务员权益 [’]
。

一年以上任期的项 目主任可 以申请公务员普通福利

(退休金
、

健康福利
、

人身保险 )
,

临时项 目主任的任

期不超过三年
。

3 N SF 流动项目主任制度的特点与管理优势

通过按需引入流动工作人员
,

向全社会公开招

聘高素质专家来管理项 目评审
,

N S F 的人力资源不

仅可以实现 自我更新
,

而且成本低
,

避免机构臃肿
。

更为重要的是
,

流 动项 目主任是来自科研与教育第

一线的优秀专家
,

他们的加入使 N S F 不断引入新观

念和新视野
,

有利于 N S F 从不同角度和背景推进研

究与教育事业的进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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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N SF 项 目官员得到同行科学家的高度认

可
,

N SF 的流动项目主任岗位总是能聘任到在科学

界学术地位和知名度都比较高的教授
、

系主任甚 至

是院长
。

同时
,

N S F 给予流动项 目主任的工资待遇

和工作条件也具有较高的吸引力
。

N S F 的流动项目

主任制度具有以下特点和管理优势
:

( l) 流动项目主任工作时间灵活
。

虽然 N S F 规

定
“

早八晚五
”

的上班时间
,

但流动项目主任可以弹

性安排
,

不受 8 小时坐班制的硬性规定的约束
。

只

要在规定期限内完成 自己负责的项目评审组织工

作
,

剩余时间可自由支配
。

平均来看
,

一个项目官员

每年要处理 10 5 个申请
,

55 % 的时间用于同行评议
,

包括对会评等级和内容的审查
、

准备资助名单以及

与 N sF 上级管理层讨论资助名单等 [5 〕
。

(2) N SI 矛
的一系列劳资薪酬政策

,

保障了流动项

目主任的个人利益没有损失
。

N SF 按照流动项目主任

在原单位的工资水平发放工资
,

在此基础上
,

还可以适

量增加
,

这取决于 N S F 与项目主任本人之间的协商
。

N SF 流动人员的工资计算是非常灵活的
,

在遵

循联邦政府规定的薪酬等级制度的基础上
,

注重人

力资本的
“

市场价
” ,

一位重要学术人物担任流动项

目主任
,

其年薪远远高于上级领导 (处长甚至是副主

任 )的情况并不少见
。

流动项目官员的一切要求都

可以跟 N S F 商谈
,

并且 以合同形式最终确定下来
。

一位大学教授在 N S F 当流动项目主任
,

拿到的工资

收人与在大学里相差不多
。

( 3) 具有较好的利益回避机制
。

除了受制于美

国完备的信用体系外
,

一般来说
,

为了利益回避
,

流

动项目主任在受聘于 N S F 期间
,

他们自己的国家科

学基金项目必须另外聘请人来代替他们主持
,

由此所

增加的项目经费支出
,

可以通过协商由 N SF 承担
。

( 4) 流动项目主任的任职经历可以进一步提高

个人的学术声望和地位
。

在 N S F 工作期满后
,

大部

分流动项目主任返回了原单位
,

只要工作中没有出

现大失误
,

一般都能摇升
。

也有一部分流动项目主

任直接到其他大学另谋高就
。

制度
,

并且对流动项目主任的任职条件
、

工作条件和

待遇等有关问题都做了规定
。

实践表明
,

流动项 目

主任制度有利于及时跟踪和掌握学科发展动态
,

有

利于加强与科学家的沟通与交流
,

有利于促进科学

基金管理人员的流动
,

有利于提高科学基 金管理工

作的透明度
,

有利于缓解科学基金项目管理 队伍人

力的不足
。

同时
,

应该看到流动项目主任制度还有

进一步改进的空间
。

例如
,

流动项目主任面临招聘

难的问题
,

各个科学部很难招到科研领域的一流专

家
,

而在岗的流动项 目主任也由于待遇 和工作环境

的限制难以充分发挥 自身优势和积极性
。

参考 N S F 的做法
,

我们建议
,

基金委可以从我

国实际出发
,

进一步完善流动项目主任的招聘
、

岗位

设置
、

待遇等问题
,

实行更加多元化和有吸引力的引

人
、

用人制度
,

以人为本
,

为流动项目主任制度实施

营造更好的环境和条件
。

比如
,

可以结合项 目主任

的实际情况
,

与原单位协商更具有激励作用的待遇

保障机制
。

在保证工作质量的前提下
,

基金委可以

允许流动项目主任弹性安排工作时间
,

如每年基金

项目评审高峰期以外的 10 月至次年 2 月
,

流动项 目

主任可以定期地返回原单位处理学术工作
。

通过这

些政策措施对流动项目主任制度进行创新
,

从而打

造项目主任的品牌优势
,

吸引一线的优秀科学家来

管理科学基金
。

致谢 本文的调研工作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人事局
、

计划局
、

政策局相关同志的支持
,

在

此表示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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