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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依据 2002) 2006年资助的国家

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完成和执行效果的评估材

料,分析了数理科学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

资助情况以及专家评估的结果,总结了数理科

学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运行绩效特点, 提

出了若干需要进一步改进的问题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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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是发现和培养我国基础研究

优秀人才的主渠道之一,特别是 1994年设立的国家

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为促进青年科学技术人才成长、

鼓励海外学者回国工作、加速培养造就一批进入世

界科技前沿的优秀学术带头人提供了一条有效的资

助途径。该专项基金按照 /依靠专家、发扬民主、择

优支持、公平合理0的评审原则和 /科学民主、鼓励创

新0的运行机制, 资助国内及尚在境外即将回国工作

的 45周岁以下的优秀青年学者, 在国内从事基础研

究工作。经过 10多年的实践,该项基金得到了科学

界的高度评价,产生了广泛影响, 在稳定基础研究队

伍,吸引海外留学人员回国服务, 培养和造就活跃在

世界科学前沿的中青年学术带头人, 培育创新研究

群体以及提升基础研究整体水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同时,在探索符合基础研究规律和科学人才

成长规律的科技管理模式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至 2008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数理科学

部通过严格的评审共资助了 321名杰出青年科学基

金获得者,资助领域涉及数学、力学、天文学和物理

学。目前, 数理科学领域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

资助者已成为我国数理科学基础研究领域的领军人

物或骨干力量,对数理科学人才队伍建设发挥了重

要的导向、示范和带动作用, 为提升我国数理科学基

础研究的国际竞争能力提供了人才保障。本文以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数理科学部针对 2002) 2006

年资助的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组织的集中评

估为依据, 分析总结了数理科学领域杰出青年科学

基金的运行状况,并提出若干政策建议。

二、数理科学领域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资助情况

  1994) 2008年, 数理科学部共批准资助国家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321项、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

金外籍项目 6项, 资助总经费 3. 73亿元, 占科学基

金资助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含外籍 )项目总经费

的 16. 6% (表 1、表 2)。

表 1 数理科学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历年资助情况 (不含外籍 )

年度
数学 力学 天文 物理 I 物理 II 合计

项数 经费 项数 经费 项数 经费 项数 经费 项数 经费 项数 经费

1994 3 130 1 80 1 80 2 180 1 100 8 570

1995 4 200 3 260 1 80 4 340 1 100 13 980

1996 4 200 1 80 2 160 4 300 3 160 14 900

1997 6 300 4 320 2 160 5 400 3 210 20 1390

1998 6 340 1 60 2 160 4 300 4 270 17 1130

1999 7 385 4 320 2 160 5 400 4 270 22 1535

2000 7 410 5 400 3 240 6 480 5 350 26 1880

2001 7 410 5 400 2 160 5 400 5 400 24 1770

2002 7 520 5 500 2 200 7 700 5 500 26 2420

2003 7 588 4 480 3 360 5 600 6 720 25 2748

2004 6 588 5 700 3 420 6 840 6 840 26 3388

2005 7 784 5 800 2 320 5 800 6 960 25 3664

2006 7 980 5 1000 3 600 5 1000 5 1000 25 4580

2007 6 840 5 1000 3 600 6 1200 6 1200 26 4840

2008 6 840 5 1000 3 600 5 1000 5 1000 24 4440

合计 90 7515 58 7400 34 4300 74 8940 65 8080 321 36235

  * 数据来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历年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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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数理科学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外籍 )历年资助情况

序号
科学

处

项目

批准号
负责人 依托单位

资助

金额
起止年月

1 数学 10588101 岳澄波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

系统科学研究院
112

2006. 01

) 2009. 12

2

3

4

物理 I

10688401 翁征宇 清华大学 200
2007. 01

) 2010. 12

10588402 张卫平 华东师范大学 160
2006. 01

) 2009. 12

10888401 高世武
中国科学院物理

研究所
200

2009. 01

) 2012. 12

5

6

物理 II

10588503 卢建新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160
2006. 01

) 2009. 12

10888502 程  旭 上海交通大学 200
2009. 01

) 2012. 12

  * 数据来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数理科学部提供。

  从资助项目和经费的年度变化情况看, 1994)

1999年,资助项目数在 20项左右, 单项资助强度在

70万元左右; 自 2000年以来, 每年资助项目数稳定

在 25项左右,但单项资助强度逐年增加, 由 2000年

的 72万元增加到了 2008年的 185万元。可见,近年

来,国家财政对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支持力度在不

断加大 (图 1)。

图 1 1994) 2008年数理科学领域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资助情况

  从资助项目的学科分布来看 (图 2) ,数学、物理

I、物理 II领域获得资助较多, 分别为 90人、74人和

65人。从资助强度来看, 除数学学科资助强度为 84

万元, 其它各学科单项平均资助强度都在 120万元

以上。这一资助格局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数理

科学领域拔尖优秀青年学者的学科分布状况。

三、评估分析

  2008年 11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数理科

学部在杭州召开了数理科学部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

金学术交流会暨专家咨询委员会扩大会议, 会议邀

图 2 1994) 2008年数理科学各学科领域杰出

青年科学基金的资助情况

请了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和部分评审专家共 44人,

对 2002) 2006年期间批准资助的已结题的 49位国

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的工作进行评估, 对在

研的 79位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的工作进

行中期检查。本文主要依据这次集中评估会议的专

家意见以及数理科学领域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

得者提交的总结报告或进展报告, 分析和总结了数

理科学部资助的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含外籍 )项

目的绩效特征。这次集中评估的样本情况参见表 3。

表 3 2002) 2006年数理科学部批准资助的国家杰出

青年科学基金 (含外籍 )项目评估的样本情况

评估类型 数学 力学 天文 物理 I 物理 II 合计

结题评估 (项数 ) 13 9 5 12 10 49

中期检查 (项数 ) 21 15 7 18 18 79

小   计 34 24 12 30 28 128

  专家对每一个被评估项目的总体评价除给出定

性评价意见外,还需按优 ( A)、良 ( B)、中 ( C )、差 ( D)

4个等级给出评价的结果,这次评估的总体结果情况

参见表 4。

表 4 2002) 2006年数理科学部资助的国家杰出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评估结果统计

学科 项数 专家数 A频次 B频次 C频次 D频次
优秀率

(% )
优良率

(% )

数学 34 10 248 91 1 0 73 99. 7

力学 24 10 180 60 0 0 75 100

天文 12 6 63 9 0 0 87. 5 100

物理 I 30 7 87 106 16 1 41. 4 92

物理 II 28 9 211 36 5 0 83. 7 98

总计 128 42 789 302 22 1 70. 8 97. 7

  从评估结果看, 2002) 2006年数理科学部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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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的 128个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含外籍 )项目

的完成和执行情况良好,优秀率达 70. 8% ,优良率达

97. 7%, 只有 1个项目得到 1次 /差0的评分。从 5

个学科的评估情况看, 数学领域国家杰出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的优秀率为 73%、优良率为 99. 7%, 其中,

34名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中有 7人获得 10位

专家全 A的评分,占 20. 6%; 力学领域国家杰出青年

科学基金项目的优秀率为 75%、优良率为 100%, 其

中, 24名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中有 4人获得 10

位专家全 A的评分,占 16. 7% ;天文领域国家杰出青

年科学基金项目的优秀率为 87. 5%、优良率为

100%,其中, 12名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中有 4

人获得 6位专家全 A的评分,占 33. 3%; 物理 I领域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优秀率为 41. 4%、优

良率为 92%, 其中, 30名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中有 7人获得 7位专家全 A的评分,占 23. 3%;物理

II领域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优秀率为

83. 7%、优良率为 98%,其中, 28名杰出青年科学基

金获得者中有 8人获得 9位专家全 A的评分, 占

28. 6%。总之,评估专家对各学科国家杰出青年科

学基金项目的完成和执行情况给予了高度的认可。

  从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的个人成长和取得

的重要科技奖励情况看, 数理科学国家杰出青年科

学基金取得了显著成效。如, 2002年以来数理科学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中有 7位当选中国科

学院院士;数理科学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共 24项, 其中, 数学 5

项,力学 5项,天文 5项, 物理 I 7项, 物理 Ò 2项; 物

理 Ò 学科的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获得国家

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1项。

  通过本次集中评估, 专家对数理科学国家杰出

青年科学基金绩效的综合评价结论集中反映在以下

几个方面:

  ( 1 )总体研究执行情况顺利、完成状况好。

2002) 2006年,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的已结

题的 49位获得者研究工作完成良好, 在研的 79位

获得者的研究工作进展顺利、发展势头良好。

  ( 2)研究成果显著、总体水平稳步提高, 国际影

响进一步扩大。 /杰青0项目选题先进, 对前沿问题

的把握准确;研究成果丰富且突出 (有些攻克了著名

的难题 ) ,成果质量有了一定的提高, 相当多的成果

达到了国际水平,甚至在世界顶尖的学术刊物上发

表研究成果, 并被相关领域专家引用; 国际影响明

显,相当部分的研究在国际上具有良好的显示度, 有

关问题的探讨引领了国际相关领域的后续研究; 推

动了我国基础学科的迅速发展。

  ( 3)原始创新性有了明显提高, 在国际上产生了

重要影响。为了实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 研究

单位与企业都加快了自主创新的步伐, 与国家需求

进一步结合,原始创新成绩有了大幅增长, 为我国基

础研究营造了一种自主创新的氛围。获资助的一些

/杰青0项目产生了新的思想、观点和方法; 一些项目

解决了世界性的难题;一些将理论研究与国家需求

密切结合, 解决了国家的重大科技难题等。

  ( 4)基础科学实验设备、方法的研制有所增加,

促进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发展。国家杰出青年

科学基金近年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实验研究的资助

力度,使得/杰青0获得者敢于根据自己的物理思想,

设计仪器、建造或改造设备;有的/杰青0获得者还组

织搭建了实验研究平台。

  ( 5)加强青年科技人才培养,凝聚国内外人才资

源,带动了一批创新研究群体的发展。 /杰青0作为

人才培养基金,无论在吸引优秀的国内外人才、培养

杰出的青年人才、储备发展潜力良好的研究人才, 还

是在研究团队建设方面均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杰

青0项目提升了核心研究队伍的数量和质量,为基础

研究队伍的稳定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做出了突

出的贡献。不少 /杰青0获得者已成为我国相关学科

的学术骨干、学术带头人,也成为国际上相关学术刊

物、组织的主要成员; /杰青0项目吸引了许多年轻学

者进入基础科学研究领域,培养了一批 25) 30岁优

秀的博士后、博士、硕士等, 培养成效显著; 往往以

/杰青0为中心逐渐形成了良好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学术团队、促进了学科发展。由于 /杰青0工作基础

好、起点高, /杰青0研究组的帮带学生模式培养的学

生人才质量也较高,促进了一批优秀青年科学家的

成长与发展。

  ( 6)国际合作交流进一步扩大与深入, 开阔了研

究视野,锻炼和培养了优秀青年人才。国际合作开

展频率有了提高,合作层次有所提升,合作方式有所

转变, 合作效果明显, 以我为主的国际合作已开始形

成。通过鼓励更多的青年人才参与国际合作研究计

划,或选派更多德才兼备、有发展潜能的研究生到发

达国家的一流大学或研究机构、师从一流的导师, 攻

读博士学位或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加快了优秀人

才的培养进程。



中国基础科学# 基金之窗

2009# 4# China Basic Science 59   

四、若干思考与建议

  尽管评估专家对 2002) 2006年数理科学部资

助的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完成与执行情况

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但针对少数项目和管理中存在

的不足也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和改进建议。

  1. 少数 /杰青0研究效果不明显

  个别人的研究工作过于零散, 文章重数量不重

质量。少数执行者研究特色和成果不明显, 原创性

和变革性的成果仍然太少。

  2. 进一步优化 /杰青0资助布局,促进 /杰青0项

目提升发展

  在符合基础研究总体规律的基础上, 根据国家

需求和各个学科的特点,优化资助布局。

  第一,目前 /杰青0资助方面仍存在重理论轻实

验的情况,近些年虽然理论和实验的资助比例有了

一定改观,但仍应继续适当增加实验项目的比例, 同

时也可适当加大实验类人才队伍的数量, 解决实验

技术方面优秀人才短缺的问题, 例如应加强对核物

理、等离子体物理、加速器、探测器、核电子学等实验

技术性人才的支持。

  第二,学科资助布局仍有待优化, 以达到各学科

的平衡,例如: 力学领域内, 从事结构研究者得到支

持的偏少,而从事材料研究的所获资助居多,这一导

向使得青年学生不愿从事结构领域的研究工作; 凝

聚态物理的地位有上升的趋势, 但比起原子分子物

理、声学比重过小; 数学中的运筹领域至今还没有

杰青。

  3. 有些 /杰青0除了从事科研工作外, 还担任了

一定的行政职务

  在担任单位或部门领导岗位的青年科学家中有

不少人本身对管理就有浓厚的兴趣, 愿意从事管理

工作, 他们不仅有一定的学术基础,而且有较强的管

理能力,并有志于在管理方面实现自身的价值。这

种情况的优点是,对团队合作研究而言便于发挥领

导、组织和协调作用, 可以开展一些重量级研究工

作; 缺点是本人的科研工作时间少、研究精力不

够用。

  4.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科学基金制, 着力营造

有利于源头创新的良好环境

  ( 1) 目前的项目受理容易倾向当下从事热点研

究、容易发文章的人选, 这对长期积累性、实验性、技

术性、应用性的人选相对不利; 并且受理申请相对偏

向于已经取得很好成绩的杰出人才, 而对于发展潜

力好的人才不利。因此建议在遴选上要注意理论与

应用项目结合、成绩与潜力结合,避免论资排辈。

  ( 2) 对于执行中的 /杰青0的中期评估力度不够,

目前只限于基金管理人员与 /杰青0单位人员交换意

见来跟踪管理。建议加强过程评估管理,提高中期评

估的标准,对于中期评估差的项目可以立即中止。

  ( 3) 评估指标的设立应更多地关注研究工作的

质量, 减轻对数量的要求,突出强调自主学术思想和

原创性成果。SCI论文数量,特别是在高影响因子刊

物上发表论文的数量,以及论文的引用率, 都是衡量

科研成果的指标,但不能将这种指标绝对化。

  5. 鼓励杰出青年从事高风险的探索研究

  对结题的杰出青年基金项目获得者 4年的工作

评估,希望着重考察在这 4年期间他们在做什么、做

得怎样,重在工作进展, 而不是简单地看是否发表了

文章, 发表了多少篇文章。对在研的项目评估,更是

看他们的工作状态和走向。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的评

估,能鼓励他们大胆探索、敢于从事 /变革性0研究的

项目以及开展风险性高的研究。

Program Assessment and Po licy Study on Nationa l

D istinguish Young Sc ientists Foundat ion in Math-

ematics and Physics

L iu X izhen, Ba iKunchao

D iv ision o f M a them atics and Phy sic s of

NSFC, B e ijing 100083

L iu Yun, L i Dapeng

Schoo l o fM anagem ent and E conom ics,

B eijing Institu te o f Techno lo gy, Be ijing 100081

  A ccording to the perform ance eva luation of theN a-

t iona l D istingu ish Young Scientists Foundation Pro jects

funded by Departm ent of M ath and Physics of NSFC

during 2002) 2006, the paper analysed the funding

status o f the pro jects and the eva luation resu lts, summ a-

rized the perform anc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ro jects as

w e l,l and po inted out som e issues and proposes tom ak-

ing the pro jects progress.

Keywords: m ath and physics; National D istingu ish

Y oung Sc ientists Foundation; pro ject evalu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