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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以下简称“自然科学

基金”）是基础研究科学创新的最佳载体，是体现依

托单位基础研究实力的重要标志，也是高校获得政

府资助科研经费的重要渠道之一。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在提升南医大基础研究水平、人才培育与团队

建设、学科建设和促进重大成果产出等方面发挥了

重要的支撑和引领作用［1］。面对科研领域日益激烈

的竞争和我国科技发展的迫切需求，2019年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进一步提出了以“明确资助导

向、完善评审机制、优化学科布局”为核心任务的改

革部署［2］。

南京医科大学（以下简称“南医大”）历来把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管理工作水平的提升作

为科技管理工作中的“重中之重”，本研究基于南

京医科大学 2019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报

及资助相关数据，分析该校基础研究的核心竞争

力和存在的主要问题，为实现科研管理精细化提

供思路，以期进一步提升学校基础研究水平和原

始创新能力。

一、对象和方法

本研究采用调查问卷法，调查对象为2019年以

南京医科大学为依托单位申报的自然科学基金青

年科学基金项目和面上项目申报人。调查内容包

括基金项目申报人基本情况、研究基础和历年申报

情况。部分数据来源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官网

和科学基金网络信息系统（ISIS系统）。

二、结 果

（一）总体情况分析

2019年，南京医科大学共申报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2 018项，其中，面上项目729项，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 1 201项。获资助项目数 296项，其中，面上项目

143项，平均资助率19.62%；青年科学基金项目138项，

平均资助率11.49%。

本次调查问卷主要面对 2019年度申报青年科

学基金项目和面上项目的项目申报人，发放问卷

1 930份，收回1 455份，回收率75.4%。基金项目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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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人基本情况见表 1。申报人员的性别构成，女性

和男性占比接近，女性相对较多；职称构成，中级

（36.29%）占比最高，副高级及以上（35.6%）占比次

之，初级（28.11%）占比最低；学位构成，硕士

（51.2%）占比最高，博士（45.64%）占比次之，本科

（3.16%）占比最低。从事科研工作≥10年（27.70%）

和＜3年（26.46%）的申报人员占比较高，是申报的

主力，5~ <10 年（24.81%）的占比次之，3~ <5 年

（21.03%）的占比最低。

基本信息

性别

职称

学位

从事科研工作时间（从开始工作算起）

男

女

初级

中级

副高级

正高级

本科

硕士

博士

＜3年
3~<5年
5~<10年
≥10年

频数（人）

695
760

409
528
300
218

046
745
664

385
306
361
403

百分比（%）

47.77
52.23

28.11
36.29
20.62
14.98

03.16
51.20
45.64

26.46
21.03
24.81
27.70

表1 南京医科大学2019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报人

基本情况

（二）项目申报人研究基础

科学研究需要长期的专注和坚持，项目申报人

选择当前主要研究方向的原因为，沿袭博士期间研

究方向有488人（33.54%），服从所在科研团队安排的

有 277人（19.04%），基于自由探索兴趣的有 334人

（22.96%），因为契合社会、行业的重大或迫切需求

的有 160人（11.00%），跟踪当前最新研究热点的有

196人（13.47%）。

申请人所在的科研团队情况如下，288 人

（19.79%）拥有自己的科研团队、635人（43.64%）参

加某个科研团队、532人（36.56%）独立进行科学研

究。2019年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报人科研生涯中，

曾主持的首个科研项目类别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其他国家级项目/课题、省级科研项目、本校

各类校级课题、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任务负责人、横

向项目或其他项目，具体类别分布情况见表2。
有370人（25.43%）工作后1年内成功申请到自

己主持的首个科研项目，380人（26.12%）工作1~3年
成功申请，176人（12.1%）工作3~5年成功申请，354人
（24.33%）工作 5年以上成功申请，175人（12.03%）

尚无主持的科研项目。

有 813人 2019年申报的项目选题为首次申报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占总调查人数的 55.88%。

其余642人（44.12%）所申报的项目选题在之前曾申

报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在642名曾申报过但

申报失败的项目申报人中，有438人（68.22%）针对专

家反馈的问题对申请书进行优化，对内容进行修改或

补充预实验；22人（3.43%）更改选题内容；其余182人
（28.35%）未针对之前年度的修改意见进行修改。

（三）项目申报人历年申报情况分析

通过查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科学基金网络

信息系统的申报数据，本研究将项目申报人近 5年
的申报题目进行对比分析，发现有87人申报题目重

复2次，14人重复3次，3人重复4次。

对5年内申请书题目重复2次的87人进行进一

步分析，发现有58人在2019年申报时对申请书进行

了修改或增加了预实验内容，其中有13人在2019年
获得项目资助，45人未获得项目资助。有29人未对

申请书进行修改，其中有4人在2019年获得项目资

助，25人未获得项目资助。

在 2019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报集中

受理期间，作为项目负责人，当前在研的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数为 1项的有 124人（8.52%），2项的

为34人（2.34%）。

三、讨 论

（一）获资助项目数量趋于稳定，但竞争形势严峻

1. 强化内涵建设，促进申报数量逐年增长

南京医科大学基金申报项目数从 2015 年的

1 049项增长到 2019年的 2 018项，增长了 92.37%。

特别是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从 2015年的 522项增

长到 2019年的 1 201项，增长了 130.08%。近 5年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经费资助总数屡创新高，重点

项目、重大项目及人才类项目的组织申报成果显

著。近年来，南京医科大学基金项目申报量的上

升得益于学校强化内涵建设，顺应科技新常态，积

极响应国家科研战略与政策的变化，出台了一系

列激励政策及全面有效的宣传动员，有力提升了

项目类别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其他国家级项目/课题

省级科研项目

各类校级课题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任务负责人

横向项目

其他项目

目前暂无主持任何项目

项目数

186
008
185
416
002
011
472
175

百分比（%）

12.78
00.55
12.71
28.59
00.14
00.76
32.44
12.03

表2 项目申报人曾主持的首个科研项目类别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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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校科研工作者的热情和动力，营造了较好的学

术氛围。

2. 科技管理部门积极作为，破除基金项目“滞

涨”难题

南京医科大学曾于 2015年获批 281项基金项

目，创当年历史新高，此后 2016—2019年大致维持

在接近 300项的水平，立项数虽然连续 6年位居全

国独立设置医科大学第 1位，但基金项目资助数量

进入“滞涨”阶段。随着国内各大医学院校对基金

项目工作愈加重视，如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上海

交通大学医学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等院校

通过引进人才、挖掘潜力、狠抓申请书质量等措施，

其2019年度立项数均较上一年度有较大幅度增长，

继续保持高位攀升。此外，2019年度资助经费数已

不再处于优势，基金项目工作遭遇发展瓶颈。尤其

值得警惕的是 2019年青年基金项目资助率仅为

11.5%，比医学科学部平均资助率低2.5%；面上项目

资助率仅比医学科学部平均资助率高3.5%。

基于现况，南京医科大学需要通过提升申请书

质量、减少无效申请等措施提高资助率。通过对上

一年度未立项申请书的调查研究发现，在得到上一

年度专家意见反馈后，申报人员能否及时补充预实

验、修改申请书内容对第二年资助率有较大影响。

因此，对于未获资助的项目，组织并督促申报人对

评审专家意见进行学习和总结，及时发现不足，补

充预实验，是科技管理部门的重要工作之一［3］。对

缺乏预实验经费的，加大校级项目的资助力度，为

申报人提供充足经费开展预实验；对有基础、有潜

力的科研人员，分学科、分领域、分类别组织专家进

一步开拓其科研思路、凝练科研问题、聚焦研究方

向，实现有的放矢、精准帮扶；打通校院边界，深入

实施教授互聘制度，试点部分基础学科与临床学科

实质性地开展首席研究员交叉任职，促进基础与临

床更紧密融合。

（二）打造均衡的人才梯队，客观开展人才评价

1. 营造良好环境，支持人才快速成长

从统计数据看，南京医科大学的申报人员中，

中级职称占比最高，从事科研工作 5年以内的占总

申报人数的47.49%，青年科技人员已逐渐成为学校

科技发展的主力军，整体研究队伍呈现年轻化趋

势，青年科技人才为学校科技创新工作提供了强大

的发展动力［4］。33.54%的研究人员沿袭博士期间的

研究方向，科学研究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较高比

例的研究人员沿袭博士期间研究方向有利于科学

研究的完整性和连贯性，能够聚焦某一具体科学问

题并持之以恒地进行探索。19.04%的科研人员服

从所在团队的安排，说明加强科研团队建设的重要

性，学校应加大对高水平博士的引进力度和激励措

施，尤其是来自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或海外名校的人

才。因此，南京医科大学着力为青年科技人才创造

更良好的科研环境，坚持引进和培育相结合，尊重

人才成长的规律，关心爱护人才的成长，实施创新

人才培育机制；博士后作为基础研究的新生力量，

近年来该群体申报基金项目的积极性和资助率都

远高于其他人员，因此深入推进博士后招聘工作，

加大对博士后人才的培育和支持，有利于建设具有

国际竞争力的科研队伍［5-7］；鼓励附属医院加大投

入，做好医学科学家和专职科研人员两支队伍建

设；鼓励二级单位发挥主观能动性，引导新入职人

员主动融入学系课题组，高级职称专家主动扶持青

年科技人员，发挥“传帮带”的优良传统。2019年

度，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的 138人
中，有42人近5年曾获得南京医科大学科技发展基

金项目，占比达 30.43%，说明校级层面的支持对科

研人员进一步获得国家级项目有较大支撑作用。

此外，在人才梯队建设方面，南京医科大学于2017年
启动高层次青年人才“优青”培育项目和“杰青”培

育项目，营造良性竞争氛围，通过选拔资助优秀青

年人才作为国家“杰青”和“优青”的重点培育对象，

给予一定的科研经费支持，开展探索性科学研究。

科技管理部门全程跟踪项目进展情况，及时发现有

“苗头”的项目，对进展明显的项目给予持续滚动资

助。两年来效果初显，2019年度南京医科大学获得

国家“杰青”1项、“优青”项目4项，居全国同类院校

前列。

2. 摒弃传统思维，客观开展人才评价

针对现有人才评价体系中过度评价论文数量、

影响因子，而忽视标志性成果质量和创新实效等的

“唯论文”倾向，南京医科大学积极探索并建立完善

的人才评价体系，按照分类评价、注重实效的原则，

初步建立了完整、科学、可行的人才评价体系。在

评价内容上，以学术成果为指向，以同行评议为主

导，以价值判断为引领，以数据分析为支撑的复合

评价理念，在当前学术评价日益倡导破“五唯”、破

除“SCI至上”和“以刊评文”的趋势下，更加注重学

术、教学、医疗等并举的多元评价体系［8-9］。

（三）进一步推动校内外科研合作，切实提升学

科交叉研究水平

1. 正确认识差距，着力解决学科发展不平衡的

问题

近年来，南京医科大学的基础研究取得了初步

成效，但该校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书中原创内容偏

少，平均质量不高制约了基金项目工作的良性发

展，科学基金项目到了需要强化质量的关键时刻。

如 2019年南京医科大学申报重点项目 18项，仅有

3项进入答辩，2项获得资助，而同期上海交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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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进入医学科学部重

点答辩的项目均超过 15项；从纵向比较看，南京医

科大学 2019年仅获得 8项“重点或人才”项目，比

往年略少，与国内排名前列的医学院校（含综合性

大学医学部）相比差距较大。为更好地发挥科学

基金项目在科技创新体系中的引领作用，组建一

支国家级重大项目专家咨询委员会成为迫在眉睫

的需求。目前，南京医科大学已初步遴选了近百

名各学科的高水平科研人员，拟定期开展高水平

学术交流活动，部署关键领域和“卡脖子”问题基

础研究，建立重大原创成果的培育机制，突出“从 0
到1”的原创导向。通过搭建高水平学术交流平台，

开辟新领域、提出新理论、发展新方法，进行长期

厚重的知识积累与沉淀的同时，为科学家提供灵

感爆发的平台，力争取得重大开创性的原始创新

成果［10］。与此同时，借助专家咨询委员会的智慧，

把握世界科技前沿、国家战略需求，围绕重大科学

问题和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实现南京医科大学重

大项目覆盖面的突破［11］。自 2015年起，南京医科

大学已累计获得 23项重大、重点类项目，这标志着

该校在一些学科领域里已具备一定优势，能够推

动学科发展和解决部分国家战略重大科技问题，

在重点学科领域和关键技术领域持续开展科技创

新，但是这些项目大多集中在校本部或第一附属

医院，其余附属医院虽有庞大的科研队伍，却尚未

形成具备竞争实力的优势学科。针对这种结构性

失衡，应采取差异化发展战略，对现有的优势学

科，重点做好后备人才培育和引进；对目前实力较

弱的学科，应着力提升现有科研队伍的整体素质，

紧密结合学科发展需求，给予重点关注和支持，激

发现有科研人员的研究热情［12-13］。

2. 充分发挥国家重点实验室作用，开展学科交

叉研究

按照科技部等上级主管部门的要求，充分发挥南

京医科大学生殖医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创新平台作

用，突出国家重点实验室作为国家重大科技任务的提

出者和组织者的重要角色，牵头组织全国相关领域的

科技力量，进一步发挥集群优势，开展协同攻关，承担

起行业领域的辐射带动作用。此外，结合学科特色，

全面布局各学科领域基础研究，做好资助工作顶层设

计，加大校级层面的支持，完善多元化投入机制，用好

高水平大学综合奖补资金，让科研人员能够自由探索

开展学术研究；进一步推进基础—临床前后期结合项

目、东大—南医大合作项目的遴选工作，促进校内外

跨专业、跨学科、跨院系开展交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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