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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１５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立项特征研究

李建辉　刘　鑫　李永新
（西京学院理学院，西安 ７１０１２３）

摘　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是我国支持基础研究的重要渠道之一。为了对重点项目的发

展现状进行定量观测，本文使用定量研究的方法对重点项目的总体情况、学科分布特征、研究人员

构成和资助地区分布与演变情况进行了分析与总结。研究结果表明：２００５—２０１９年，该类项目的

立项项数与资助金额持续增长，资助强度不断增大；医学科学部立项项数与资助金额均领先于其他

科学部；项目主持人的平均年龄服从近似正态分布；资助地区分布差距较大。在此基础上，本文给

出了相关建议，以便为重点项目的组织与管理和相关科技工作提供数据支撑和参考依据。

关键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正态分布；资助强度；地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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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技术是国家重要的战略资源，国与国之

间的竞争逐渐上升到科技实力的比拼。为了推动

我国科学技术体制改革，变革科学研究的经费拨

款方式，国务院于１９８６年批准成立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员会，确立“科学民主，鼓励创新，平等竞

争”的制度体系，以发挥“稳定、激励、导向”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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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经过多年的不断钻研、探索与发展，已经形成

包含“项目”“人才”“环境条件”三大系列、二十

多类资助项目的多样化资助格局［１］。

学者们利用文献计量和数据分析等方法，在

基金项目相关问题的研究中取得了丰硕成果。张

志强［２］等通过对国际主要的科学基金进行系统

分析，总结了地学资助的战略特点，并给出了对我

国地球科学资助战略的启示与建议；蒋颖［３］等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的资助情况进行分析

研究，给出了科技论文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相

关关系，并对消除基金项目资助地区分布差距等

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付宁［４］等以年度资助项目

为重点，对２０１１—２０１９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的

音乐类项目按数据侧重点进行分析，从中归纳出

音乐类项目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的价值和意

义；韩兆州［５］利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统计学项目

的相关数据，对我国统计学发展导向问题进行了

探讨；段依竺［６］等通过对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资

助项目成果管理现状的分析，结合实际情况，给出

了成果管理等问题解决方案和新思路；蔺晓源［７］

等通过统计和分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高血压项目

的相关数据，了解到其研究目的及意义；辛督

强［８］等以２００３—２０１６年核技术及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研究立项项目为样本，总结了核技术研究的

发展状况及存在问题，并给出了相关建议；吴闻

川［９］等运用国防科研院所项目管理能力评价指

标体系的构建研究，总结了该领域研究过程中所

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不足；陈挺［１０］等利用数据统

计分析与文本挖掘等方法对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ＮＳＦ）材料学部

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十年基金资助项目的态势及趋势进

行了深入分析；耿树青［１１］通过对部分已出版的基

金资助成果图书进行引用影响力分析，发现了基

金项目对于学术发展的推动作用；王丽伟［１２］等以

２０１６—２０１９年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

区划研究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报和资助情

况为研究对象，总结和剖析了人才培育和学科建

设等相关问题。这些成果对科研基金项目的管

理、评价和实施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和总结。然而，

却鲜有从数据分析的角度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

点项目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进行深入分析和

观测。

自１９８６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设立以来，重点

项目始终是基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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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型研究。其特点是

有限目标、有限规模、重点突出，重视学科交叉与

渗透，要求科研人员有效利用国家和部门科学研

究基地的条件，积极开展实质性的国际合作与交

流。重点项目主要资助科学技术人员进行深入、

系统的创新性研究，促进学科发展，从而推动若干

重要领域或科学前沿取得突破。作为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重要层次，对推动科技进步，促进经济、社

会的发展等方面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重点项

目的现状及发展趋势、学科分布、研究人员情况和

地域分布等方面进行实时有效的观测，可直接促

进全面掌握重点项目的综合信息，有助于重点项

目申报和管理等方面经验的累积与借鉴，有利于

优化重点项目时空布局等。鉴于此，本文使用探

索性数据分析方法对２００５—２０１９年重点项目的

立项项数与金额、科学部的分布、研究人员情况及

地区分布等现状及发展趋势进行了统计分析。

１　立项数据的描述统计

１．１　总体分析

２００５—２０１９年，重点项目的立项总数７，７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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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其中高等学校５，６４４项，科研院所２，０５３项，其

他单位５９项；资助金额总计 ２，０４９，７２６万元，其

中高等学校１，４９７，８０６万元，科研院所 ５３６，７９４万

元，其他单位１５１，２６万元。高等学校在重点项目

研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主导地位较为明显，其

发展趋势与总体趋势同步，变化率与总体变化率

基本持平。从立项数据的变化趋势来看，１５年

间，重点项目立项数与资助金额显著提高／稳步增

长：立项数增长１３１３５％，年平均增长率７０８％；

资助金额增长３５４６２％，年平均增长率１２８８％

（图１）。

平均资助强度，即平均每项的资助金额在１５

年间发生了巨大变化：“十一五”期间均值为

１６２１５万元，标准差为３１０７；“十二五”期间均值

为２９６１３万元，标准差为２０４４万元；“十三五”

期间均值为 ２８８２５万元，标准差为 ７９４万元。

平均每项资助金额的变化几乎与“五年规划”同

步发生跳跃性增长，１５年对应的３个“五年计划”

时期内的均值越来越大，而标准差越来越小，这表

明增长逐渐趋于稳定（图２）。要说明的一点是，

２０１５年之后的平均经费较２０１４年都有所下降，

其原因是自２０１５年起基金委采用的经费预算模

式发生了变化，直接经费和间接经费分开预算，数

据库查询到的仅是项目的直接经费，并不包括间

接经费［６］。

１．２　各科学部的项目分布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由数理科学部、化学科

学部、生命科学部、地球科学部、工程与材料科学

部、信息科学部、管理科学部和医学科学部组成，

２００５—２０１９年，各科学部的立项项数均呈递增趋

势，年平均增长率依次为７５０％、６５３％、３８６％、

８３４％、５７９％、９１３％、７８７％和７７６％，变化趋

势见图３。要说明的是，医学科学部是为了适应

医学科学前沿发展的趋势，于２００９年从生命科学

中独立出来的。这便是生命科学部的立项项数在

２００９年之前均是遥遥领先，而之后却有所下降的

原因。２００５—２０１９年，各科学部立项项数与资助

金额的分布存在明显差异（图４），立项项数排序

为：生命科学部 ＞工程与材料科学部 ＞地球科学

部＞数理科学部＞信息科学部＞医学科学部＞化

学科学部 ＞管理科学部，且资助金额与立项项数

高度相关。出现此种分布差异性的原因是各科学

部对应的学科领域不同，研究科学问题的角度不

同，有些侧重于理论、思想、方法和手段的探索，有

图１　立项项数和资助金额变化趋势

Ｆｉｇ．１　ＣｈａｎｇｅＴｒｅｎｄｏｆ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Ａｐｐｒｏｖ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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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各科学部立项项数和资助金额

Ｆｉｇ．４　Ｔｏｔａｌ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Ａｐｐｒｏｖｅｄａｎｄ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ＳｕｂｓｉｄｙｆｏｒＥａｃｈＳｕｂｊｅｃｔ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图２　平均资助强度的变化趋势

Ｆｉｇ．２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ＴｒｅｎｄｏｆＡｖｅｒａｇｅＦｕｎｄｉｎｇ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些则注重研究科学现象、揭示事物内在规律和本

质等，这便导致各科学部对于资金需求有所不

同，且自２０１１年至今均处于相对稳定的态势。

２　项目研究人员的情况分析

２．１　项目主持人的年龄分布分析

对２００５—２０１９年重点项目支持人的年龄进

行统计（表１）可见，主持人在２６岁以上的不同年

龄段均有分布，有约９５％分布在区间［３６，６５］，约

８５％分布在区间［４１，６０］，约 ７３％分布在区间

［４１，５５］。观察数据的变化规律，可得到如下结

论：１）年龄在４６～５０岁的比例最高，那么年龄众

图３　各科学部立项数量变化趋势

Ｆｉｇ．３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Ｔｒｅｎｄｏｆ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Ａｐｐｒｏｖｅｄｂｙｔｈ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表１　项目主持人年龄分布统计

Ｔａｂ．１　Ａｇ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Ｐｒｏｊｅｃｔ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ｏｒｓ

年龄区间 人数 百分比／％
２６～３０ ３ ０．０４
３１～３５ ８９ １．１５
３６～４０ ５５０ ７．０９
４１～４５ １３５４ １７．４６
４６～５０ ２３３５ ３０．１１
５１～５５ １９８６ ２５．６１
５６～６０ ８６５ １１．１５
６１～６５ ３２１ ４．１４
６６～７０ １３０ １．６８
≥７１ １２３ １．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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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应落在区间［４６，５０］中；２）由于主持人年龄在

２５～４５岁的比例为２５７３％，年龄在２５～５０岁的

比例为５５８４％，那么年龄中位数也应落在区间

［４６，５０］中。

由于年龄众数与中位数均落在区间［４６，５０］

中，于是有理由猜测年龄均值是否也在区间［４６，

５０］之中。经研究发现主持人年龄序列在２０１０年

出现了变点，即序列均值发生变化，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年平均年龄序列均值为４９岁，２０１１—２０１９年平

均年龄为５０岁。但从总体数据来看项目主持人

的平均年龄为５０岁，标准差为０８４岁，具体变化

趋势见图５。

图５　项目主持人平均年龄时间序列图

Ｆｉｇ．５　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ＡｇｅｏｆｔｈｅＰｒｏ

ｊｅｃｔＬｅａｄｅｒ
为了进一步探索年龄分布情况，对数据进行

了详细地统计分析。由图６可见，频率分布曲线

与正态分布的概率密度函数曲线较为相似。加

之，根据前面的分析，项目主持人年龄的众数、中

位数和均值三者分布较为集中，因此可认为项目

主持人的年龄近似服从正态分布。

２．２　项目组成员的情况分析

项目组成员由在职专业技术人员、博士后和

研究生组成，从总体上来说，２００５—２０１９年间共

计２３６，８１０人，其中在职专业技术人员按职称分

为高级职称（６９，０８２人，占比２９３７％）、中级职称

（２８，８３０人，１２１４％）和初级职称（６，１０９人，

图６　项目主持人年龄分布频率图

Ｆｉｇ．６　Ａｇ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ｊｅｃｔ

Ｌｅａｄｅｒ
２６０％），研究生按层次分为博士后（１０，２７１人，

４３２％）、博士生（６９，９７４人，２９５１％）和硕士生

（５２，５４４人，２２０６％）。项目组成员构成情况随

时间在一个相对稳定的范围内变化，具体变化趋

势见图７。高级职称人员和博士生占比均比较

高，事实上重点项目主持人以高级职称居多，而

博士生则是项目组的中流砥柱。

为具体观测人员构成的变化，对专业技术人

员与博士后和研究生的人数进行对比分析结果

显示：专业技术人员的占比在４０％ ～５０％范围内

浮动，总体随时间呈递减趋势，由４９２９％下降至

４４１０％；博士后和研究生占比５０％ ～６０％范围

内浮动，总体随时间呈递增趋势，最低５０７１％，

最高５９０８％（图７）。这说明博士后和研究生在

重点项目研究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

是研究队伍人员构成的鲜明特征，也是重点项目

研究队伍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３　基于地区的数据分析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区域产业特征和区域科

技基础等是影响我国科技资源空间分布的主要

原因［１２］。本部分将对重点项目地区分布及其原

因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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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重点项目的地区分布

表２中给出了２００５—２０１９年各地区重点项

图７　项目组成员构成比例及其变化趋势
Ｆｉｇ．７　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ｊｅｃｔＴｅａｍＭｅｍｂｅｒｓ

ａｎｄＩｔｓ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Ｔｒｅｎｄ

表２　按地区统计数据

Ｔａｂ．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ｂｙＲｅｇｉｏｎ

序号 地区 项数 金额／万元
１ 北京 ２，５１７ ６４７，１３３
２ 上海 ９９９ ２６４，３７１
３ 江苏 ６６３ １７７，０２５
４ 广东 ４３１ １１５，３３３
５ 湖北 ４２２ １１１，６１９
６ 陕西 ３３６ ８９，６３５
７ 浙江 ３１２ ８３，５３８
８ 辽宁 ２３７ ６３，６６６
９ 四川 ２１２ ５６，４０７
１０ 天津 ２１６ ５６，０６５
１１ 安徽 ２０８ ５４，８５３
１２ 山东 １８２ ４８，２８７
１３ 湖南 １６５ ４４，７５７
１４ 吉林 １４７ ３８，７７２
１５ 福建 １３８ ３５，３２６
１６ 黑龙江 １２８ ３４，８１８
１７ 重庆 １２８ ３４，３７６
１８ 甘肃 ９６ ２５，３１４
１９ 云南 ６２ １５，５６２
２０ 山西 ３２ ８，８３１
２１ 河南 ３０ ８，０００
２２ 河北 ２４ ６，２３３
２３ 贵州 ２２ ６，０１３
２４ 江西 １６ ４，６４５
２５ 新疆 １３ ３，６３９
２６ 广西 ９ ２，６１５
２７ 内蒙古 ８ ２，２０４
２８ 青海 ３ ６９０

目的立项项数和资助金额，涉及到的省级地区共

有２８个，立项项数和资助金额均有较大差异，北

京最多（２，５１７项，６４７，１３３万元），青海最少（３

项，６９０万元）。

为了从总体上分析重点项目的地区分布，在

此采用洛伦兹曲线［１３］和基尼系数［１４］从不同的角

度对各地区１５年间的资助金额进行分析，以衡量

区域内资源配置的均衡度等问题［１５］。洛伦兹曲

线越接近对角线说明分配越均衡，反之越不均

衡，由图８可见，各地区分布的差异较为明显，同

时１５条曲线分布较为集中，这说明１５年间地区

的差异性无明显改善。

图８　各地区项目经费的洛伦兹曲线

Ｆｉｇ．８　ＬｏｒｅｎｔｚＣｕｒｖｅｏｆＰｒｏｊｅｃｔ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ｉｎ

ＥａｃｈＲｅｇｉｏｎ

基尼系数是一个［０，１］区间上的指数，越接

近０说明分配越均衡，越接近１说明分配越不均

衡。按照国际惯例，区间［０，０２）内表示分配绝

对均衡，区间［０２，０３）内表示分配比较平均；

［０３，０４）表示分配相对合理；区间［０４，０５）内

表示分配差距较大，基尼系数落在区间［０５，１］

以内则表示差距悬殊。基尼系数的计算方法很

多，在此参照文献［１６］来计算基尼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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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重点项目的立项数据资助金额与科研单位数量矩阵散点图

Ｆｉｇ．１０　ＰｒｏｊｅｃｔＡｐｐｒｏｖａｌＤａｔａａｎｄＦｕｎｄｉｎｇ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Ｋｅｙ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ａｎｄＳｃａｔｔｅｒ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Ｎｕｍｂｅｒ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Ｍａｔｒｉｘ

Ｇ＝
∑
Ｎ

ｊ＝１
∑
Ｎ

ｈ＝１
∑
Ｎｊ

ｉ＝１
∑
Ｎｈ

ｋ＝１
ｙｉｊ－ｙｈｋ

２Ｎ２μ
（１）

其中，Ｎ表示地区数，μ表示 Ｎ个地区资助金额

的平均值，Ｎｊ表示整体的子区域个数，μｊ表示Ｎｊ
个子区域资助金额的平均值，ｙｉｊ表示第ｊ组中第ｉ

个地区的资助金额。

由式（１）可计算得到１５年间资助金额对应

的基尼系数，这样针对资助金额进行分析的原因

是立项项数与资助金额的的变化规律基本相同，

相关度较高，二者对应的基尼系数仅存在细微差

别。由图９可见，１５年间，２００５年的基尼系数最

小为 ０５９４１，２００７年最大为 ０６８８１，平均值为

０６６１２，这表明一直以来重点项目的地区分布都

存在很大差异。

３．２　科研力量与重点项目的相关性

造成地区差异如此之大的可能原因是各地

区的科研力量差距较大，每个地区的高等学校和

科研院所数量和规模参差不齐。为了验证其相

图９　２００５—２０１９年各地区项目经费的基尼系数

Ｆｉｇ．９　Ｇｉｎｉ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ｏｆＰｒｏｊｅｃｔＦｕｎｄｓｏｆＥａｃｈ

Ｒｅｇｉｏｎｆｒｏｍ２００５２０１９
关性，在此将立项项数和金额与“９８５”高校、

“２１１”高校、“双一流”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数量进

行相关性分析，首先利用极差平移变换对数据进

行无量纲处理，然后对处理后的数据绘制矩阵散

点图。由图１０可见，立项项数与“２１１”高校和科

研院所数量的相关度较高，“９８５”高校和“双一

流”高校数次之。

为了从量化的角度描述其相关性，在此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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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计算公式为

ρ＝
∑
ｎ

ｉ＝１
（Ｘｉ－珔Ｘ）（Ｙｉ－珔Ｙ）

∑
ｎ

ｉ＝１
（Ｘｉ－珔Ｘ）

２∑
ｎ

ｉ＝１
（Ｙｉ－珔Ｙ）槡

２

（２）

其中，ρ表示向量（Ｘ１，Ｘ２，…，Ｘｎ）和 （Ｙ１，Ｙ２，…，

Ｙｎ）的相关系数，ｎ表示样本容量。

图１１　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总经费６０００万元以上的依

托单位分布

Ｆｉｇ．１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ＵｎｉｔｓｗｉｔｈａＴｏ

ｔａｌ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ｏｆ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６０Ｍｉｌｌｉｏｎ

Ｙｕａｎｉｎ２０１７２０１９

利用式（２）计算得到立项项数与“９８５”高校、

“２１１”高校、“双一流”高校和科研院所４类科研

单位数量的相关系数依次为 ０９１３２、０９６３５、

０９１４８和０９７０７；而资助金额与其的相关系数依

次为０９１５０、０９６４３、０９１６０和０９６９４。计算结

果表明，立项项数和资助金额都与４类科研单位

数量存在高度相关性。实际上，重点项目的分布

大都集中在重点科研单位，这与文献［８］的研究

结果较为类似。图１１为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重点项目

资助总经费６０００万元以上（恰为排名前１５）的依

托单位分布，其中年平均资助金额６０００万元的单

位有５个，分别是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和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的年平均资助经费超过了 ３０００万元。

这些依托单位所在地区的重点项目分布排名基

本都在前列（表２），进一步说明了重点项目的地

区分布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重点科研单位的地区

分布。

３．３　经济发展与重点项目的相关性

重点项目的地区分布差异大、分布不均衡，

还可能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而ＧＤＰ是衡量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鉴于此，利

用回归分析的方法，对重点项目与ＧＤＰ的依赖程

度进行分析。以Ｎ表示立项项数，Ｍ表示资助金

额，Ｇ表示 ＧＤＰ年度数据，经过数据分析与数值

试验，发现ｌｎＮ和ｌｎＭ均与ｌｎＧ存在线性关系，具

体模型为

ｌｎＮ＝ａ１＋ｂ１ｌｎＧ＋ε

ε～Ｎ（０，σ２１
{

）
（３）

ｌｎＭ ＝ａ２＋ｂ２ｌｎＧ＋ξ

ξ～Ｎ（０，σ２２
{

）
（４）

其中，ε和ξ均表示回归模型中的残差，且都服从

正态分布。

使用最小二乘法求解回归模型，并代入数据

（以北京为例），得到了回归系数的无偏估计值。

为了描述模型的正确性和精确性，对模型进行了

验证。由图１２可见，两个模型的拟合效果均较

好，残差几乎都在置信区间以内。

下面将进行进一步分析和验证。对于式

（３）有

ａ^１ ＝－１４３０７

ｂ^１ ＝
{ ０５８２０

经计算，判定系数ｒ２１＝０９６５８，检验统计量Ｆ１＝

３３８９７００＞Ｆ００５ ＝４７５００，概率Ｐ１ ＝０３６５８×

１０－８＜００５，残差的方差δ１＝０３１８１×１０
－４。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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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　回归直线与残差图

Ｆｉｇ．１２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Ｌｉｎｅｓａｎｄ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Ｐｌｏｔ
些数字表明模型的显著性高，拟合效果较好。

对式（４）有

ａ^２ ＝－２６６１４

ｂ^２ ＝
{ １０９４８

相应的判定系数ｒ２２ ＝０９５６４，检验统计量 Ｆ２ ＝

２６３５２０８＞Ｆ００５ ＝４７５００，概率Ｐ２ ＝０１５６９×

１０－７ ＜００５，残差的方差δ２＝０１４４８×１０
－４，表

明模型的显著性高，拟合效果较好。

文献［１２］中提到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

科技资源空间分布的重要因素，在此也得到了的

同样的结论，地区经济的发展与科技的发展是相

辅相成的。

４　结论与建议

本文从数据统计分析的角度对 ２００５—２０１９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的总体态势与发

展趋势、学科分布特征、研究人员情况和资助地

区分布与演变情况等进行了定量分析。主要得

到以下结论：

１）立项项数与资助金额持续增长，资助强度

不断加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总体发

展态势良好，立项项数与资助金额的年平均增长

率分别为７０８％和１２８８％。平均每项的资助金

额增幅明显，基本与“五年规划”同步，呈现跳跃

式增长的趋势。

２）医学科学部持续领跑，民生大计备受关

注，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生命科学部和医学科学

部的相关学科领域的发展关系到整个国家医疗

水平的提高。为了更好地关注民生，不断提高人

民群众健康保障水平，促进经济和社会全面协调

可持续发展，重点项目对生命科学部和医学科学

部的支持持续跟进，近１０年，其立项总项数与资

助总金额均领先于其他科学部。

３）研究人员结构稳定，年富力强，分布特征

明显；人才培育跟进，研究生比例递增。重点项

目主持人的平均年龄服近似从均值为５０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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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为０８４岁的正态分布。项目组成员的构成中

高级职称人员与博士研究生占比６０％，高层次人

才持续领航；博士后、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

占比近６０％，人才梯队持续跟进，后续力量储备

充足。

４）资助地区分布差距较大，科研力量分布悬

殊。重点项目资助的地区分布不均衡，主要集中

在一些重点科研单位较多的地区，如北京、上海、

江苏、广东、湖北、陕西和浙江等地区。这些地区

有着高等教育发达、辖区内科研院所较多的共同

特点。同时重点项目资助的地区分布与各地区

的经济、社会发展相关性高。

为各科研单位更好地组织实施项目申报科

学基金，国家自然基金委员会完善科研项目管理

措施，各级政府更好地进行科研管理和部署，本

文提出以下建议：

１）重视基础研究，积累原创性基础研究成

果，促进科技全面可持续发展。一个时代的进步

和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首先在于基础研究中取

得突破性进展。基础学科的发展，对于整个学科

体系来说都有着重大意义，既是理论依据，也是

技术支撑，例如众多工程技术问题其本质上都是

数学问题，工程技术上的难题往往在于数学上难

以攻克。基础科学研究都具有厚积薄发的特点，

要提高对基础科学研究的支持力度，鼓励广大基

础科学领域的研究人员树立十年磨一剑的匠心

精神，潜心研究，多出原创性的基础科学研究成

果。同时要在重大工程技术问题的转化与凝练

上多下功夫，揭示科学问题的本质，实现多学科

交叉融合，努力探索基础科学应用新领域。

２）进一步探索差异化学科管理方式，推动学

科布局与资助的精细化管理。统一化的学科资

助政策与管理方法不利于各学科更好更快发展。

应深入分析学科特点和规律，制定更精确的学科

资助政策。在学科结构的布局与调整上实施基

础理论研究与学科应用研究相互贯通，评议方式

的变革上实施差异化和精确化，资源配置优化等

方面不断探索，持续推进管理方式的创新。

３）加强地区间交流合作，深化各地区科技协

同创新，实现多地区协调发展。由于重点项目的

地区分布差距较大，因此有必要针对现状，努力

扶持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和科学基础薄弱地

区。各地区间努力开展重点领域核心技术的深

度合作研发，以此促进落后地区更好更快发展。

深度开发服务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科学课

题，加强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等方面的地区合作，

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使落后地

区走上良性循环的道路。发挥科学研究项目在

人才培育方面的优势功能，稳定和凝聚优秀科研

人才，改善因区域经济落后而导致的人才流失。

进一步强化地区基金，努力消除科学基金项目地

区分布的马太效应带来的负面影响，最终实现多

地区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１］张恩瑜，王珏，张奇，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项目综合评价：基于 Ｖａｇｕｅ集多准则决策［Ｊ］．

管理科学学报，２０１５，１８（２）：７６８４．

ＺＨＡＮＧＥｎｙｕ，ＷＡＮＧＹｕ，ＺＨＡＮＧＱｉ，ｅｔａｌ．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ＮＳＦＣＦｕｎｄｉｎｇＰｒｏ

ｇｒａｍ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ＶａｇｕｅＳｅｔａｎｄＭｕｌｔｉ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Ｄｅ

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ｉｎ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５，１８（２）：７６８４．

［２］张志强，郑军卫．国际主要科学基金组织的地学

资助战略分析［Ｊ］．中国科学基金，２０１６，３０（２）：

１６３１７０．



科技政策与管理 世界科技研究与发展　　 ２０２０年８月

第３９８　　 页 ｗｗｗ．ｇｌｏｂｅｓｃｉ．ｃｏｍ

ＺＨＡＮＧＺｈｉｑｉａｎｇ，ＺＨＥＮＧＪｕｎｗｅｉ．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Ｓｔｒａｔｅ

ｇｙｆｏｒ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Ｊ］．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ａｔ

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６，３０（２）：

１６３１７０．

［３］蒋颖，阳宁晖，刘筱敏，等．我国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的地区分布研究［Ｊ］．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

理，２００３（３）：５１０．

ＪＩＡＮＧＹｉｎｇ，ＹａｎｇＮｉｎｇｈｕｉ，ＬＩＵＸｉａｏｍｉｎ，ｅｔａｌ．Ａ

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Ｓｕｐ

ｐｏｒｔｅｄｂｙ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ｏｆ

Ｃｈｉｎａｆｒｏｍ２０００ｔｏ２０１６［Ｊ］．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Ｓ．＆Ｔ，２００３（３）：５１０．

［４］付宁，夏兆彦．近十年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数据分

析及启示———以音乐类题材出版物为例［Ｊ］．出

版广角，２０１９（１９）：４０４３．

ＦＵＮｉｎｇ，ＸＩＡＺｈａｏｙａｎ．Ｄａ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Ｅｎｌｉｇｈｔ

ｅｎｍｅｎｔ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Ｆｕｎｄ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ｎＲｅ

ｃｅｎｔＴｅｎＹｅａｒｓ：ｉｎＣａｓｅｏｆＴａｋｉｎｇＭｕｓｉｃＰｕｂ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Ｊ］．Ｖｉｅｗｏ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２０１９（１９）：４０４３．

［５］韩兆洲，安康．我国统计学发展导向研究———基

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统计分析［Ｊ］．统计研

究，２００８（５）：３１０．

ＨＡＮＺｈａｏｚｈｏｕ，ＡＮＫａ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Ｔｒｅｎｄｏ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Ａ

ｎａｌｙｓｉ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Ｆｉｎａｎｃｅｄ

ｂｙ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ｕｎｄ［Ｊ］．Ｓｔａｔｉｓｔｉ

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８（５）：３１０．

［６］段依竺，张银玲，林振亮．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

资助项目成果管理现状、问题及对策建议［Ｊ］．

科研管理，２０１９（１０）：２７８２８１．

ＤＵＡＮＹｉｚｈｕ，ＺＨＡＮＧ Ｙｉｎｌｉｎｇ，ＬＩＮ Ｚｈｅｎｌｉａｎｇ．

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ａｎｄ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ｆｏｒ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Ｆｕｎｄｅｄ

ｂｙ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Ｊ］．

Ｓｃｉｅｎｃ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９（１０）：２７８

２８１．

［７］蔺晓源，孟盼，龙红萍，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高

血压中医药研究资助情况分析［Ｊ］．中国中医药

信息杂志，２０１９，２６（１１）：９０９４．

ＬＩＮＸｉａｏｙｕａｎ，ＭＥＮＧＰａｎ，ＬＯＮＧＨｏｎｇｐｉｎｇ．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ＦｕｎｄｉｎｇＳｔａｔｕｓｏｆ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

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Ｃｈｉ

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２０１９，２６（１１）：９０９４．

［８］辛督强，杨铜锁．２００３—２０１６年核技术及其应用

基金项目分布及趋势分析［Ｊ］．世界科技研究与

发展，２０１８，４０（２）：１４９１６１．

ＸＩＮＤｕｑｉａｎｇ，ＹＡＮＧＴｏｎｇｓｕｏ．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Ｌａｙｏｕｔ

ａｎｄＴｒｅｎｄｏｆＮｕｃｌｅａｒ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Ｉ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Ｆｕｎｄｅｄｂｙ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ｏｕｎｄａ

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ｉｎ２００３２０１６［Ｊ］．ＷｏｒｌｄＳｃｉＴｅｃｈＲ

＆Ｄ，２０１８，４０（２）：１４９１６１．

［９］吴闻川，白思俊．国防科研院所项目管理能力评

价指标体系的构建研究［Ｊ］．世界科技研究与发

展，２０１８，４０（１）：８５９４．

ＷＵ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ＢＡＩＳｉｊｕｎ．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Ｅｖａｌｕａ

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ｆｅｎｓ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Ｊ］．ＷｏｒｌｄＳｃｉＴｅｃｈ

Ｒ＆Ｄ，２０１８，４０（１）：８５９４．

［１０］陈挺，李国鹏，姜山，等．ＮＳＦ材料科学十

年———基金项目分布及趋势变化分析［Ｊ］．世

界科技研究与发展，２０１７，３９（５）：４０１４１１．

ＣＨＥＮＴｉｎｇ，ＬＩＧｕｏｐｅｎｇ，ＪＩＡＮＧＳｈａｎ，ｅｔａｌ．

ＰａｓｔＤｅｃａｄｅｏｆＮＳＦ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Ａｎａｌｙ

ｓｉｓｏｆＬａｙｏｕｔａｎｄＴｒｅｎｄｏｆＦｕｎｄｅｄ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Ｊ］．

ＷｏｒｌｄＳｃｉＴｅｃｈＲ＆Ｄ，２０１７，３９（５）：４０１４１１．



２０２０年８月 　　世界科技研究与发展 科技政策与管理

ｗｗｗ．ｇｌｏｂｅｓｃｉ．ｃｏｍ 第３９９　　 页

［１１］耿树青．基于ＣＳＳＣＩ的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

项目（２００４—２０１６）引用分析［Ｊ］．情报资料工

作，２０１９，４０（５）：９１２．

ＧＥＮＧＳｈｕｑｉｎｇ．ＣＳＳＣＩｂａｓｅｄ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ｓｔ

ｆｕｎｄｅｄ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ｏｆ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０４２０１６）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２０１９，４０（５）：９１２．

［１２］王丽伟，刘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情

况分析和管理探索———以中国农业科学院农

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为例［Ｊ］．农业科技

管理，２０２０，３９（１）：２５２９，３９．

ＷＡＮＧＬｉｗｅｉ，ＬＩＵＳｈｕａｎｇ．Ｒｅｃｅｉｐｔ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ｕｎｄｉｎｇｂｙＩＡＲＲＰｏｆＣＡＡＳ［Ｊ］．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２０，３９

（１）：２５２９，３９．

［１３］徐建国．我国科技资源空间分布的实证研究

［Ｄ］．北京：清华大学，２００５．

ＸＶＪｉａｎｇｕｏ．Ａｎ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ｆｏ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Ｄ］．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ｓｉｎｇｈｕａ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２００５．

［１４］ＧＡＳＴＷＩＲＴＨＪＬ．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ＬｏｒｅｎｚＣｕｒｖｅ［Ｊ］．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１９７１，３９（６）：

１０３７１０３９．

［１５］ＧＲＯＶＥＳＫＩＲＫＢＹＣＪ，ＤＥＮＭＡＮＡＲ，ＰＨＩＬ

ＬＩＰＳＰＳ．ＬｏｒｅｎｚＣｕｒｖｅａｎｄＧｉｎｉ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Ｎｏｖｅｌｔｏｏｌｓｆｏｒ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ＲａｄｏｎＧａ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０９，９０（８）：２４８０

２４８７．

［１６］ＡＬＶＡＲＥＤＯＦ．ＡＮｏｔｅｏｎ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

ｔｗｅｅｎＴｏｐＩｎｃｏｍｅＳｈａｒ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ＧｉｎｉＣｏｅｆｆｉ

ｃｉｅｎｔ［Ｊ］．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０１１，１１０（３）：

２７４２７７．

作者贡献说明

李建辉：设计文章框架，数据分析，论文撰写；

刘　鑫：数据采集与整理；

李永新：文献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