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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以“支持基础研究和科学前沿探索、支持人

才和团队建设，增强我国源头创新能力”为战略定

位，着力培育创新思想和创新人才，为建设创新型

国家作出了积极贡献［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是科

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等自主开展基础研究的主要经

费来源，而科学基金的资助情况也是衡量区域基

础研究实力和原始创新能力的重要标志［2］。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对医科大学的发展，对提供优质高

效的医疗卫生服务提供了长足的支撑作用。因此

对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的研究有助于了解学科的发

展动态和为科研选题提供导向，也有助于完善科

学基金制度［3-4］。

本文旨在通过近十年南京医科大学获批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动态分析，一方面采用客观的

方法揭示南京医科大学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的现状、分布规律和发展趋势，另一方面也希望研

究结果为科学化、专业化的科研管理提供参考依

据，并进一步提升学校科学研究水平。

一、对象和方法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门户

网站和科学基金网络信息系统（ISIS系统），截至

2017年 11月 1日南京医科大学申报与获得资助的

相关数据。

采用 SPSS20.0对所获项目的数量、类型、负责

人的性别分布和年龄分布进行趋势性分析。

二、结 果

（一）资助类型分布及趋势

根据资助项目的统计，2007—2016年南京医

科大学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数量、资助经

费总体呈上升趋势。十年间南京医科大学累计获

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各类项目 1 841项，其中面上

项目 949项，占 51.5%；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791项，

占 43.0%；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8项，占 0.4%，国

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5 项，占 0.3%；重点项目 27
项；重大研究计划（含培育项目）19项；国际（地区）

合作与交流项目 26项；专项基金项目 8项；海外及

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 3项；创新研究群体项目、

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联合基金项目、应急

管理项目、重大项目各 1项。累计批准经费 8.82亿
元。

图 1的结果显示，2007—2016年青年科学基金

项目资助数和在所有项目类型中所占的比例，都呈

现逐年上升的趋势。2007年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获

资助15项，2016年则达到132项，增长了7.8倍。在

资助项目数量增加的同时，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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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项目中所占的比例，由 2007年的 25.4%，增长到

2016年的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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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07—2016年南京医科大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

年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数与所占比例

2007 20082009 2010 2011 20122013 20142015 2016
年份

（二）项目负责人性别分布及趋势

图 2的结果显示，所有获批项目的负责人仍以

男性为主，男性所占比例在2007—2016年间均超过

50%，但是女性所占比例在十年间呈现逐渐上升的

趋势，在近五年间所占比例趋于稳定，平均 42.4%。

女性在面上项目中所占的比例，2007—2011年波动

较大，但是十年间所占比例逐渐趋于稳定，在近五

年中，平均维持在32.9%（图3）。女性在青年项目中

所占的比例，除 2010年以外，其余年份女性所占比

例均大于50%，由于2010年女性青年项目申报年龄

放宽至40周岁，2011年获资助的青年项目中女性比

例升高至58.6%，近五年，获资助的青年项目中女性

平均占比56.2%（图4）。

（三）项目负责人年龄分布及趋势

图5的结果显示，2007—2016年十年间，所有获

资助项目的负责人年龄逐年变小，由 2007 年的

（41.36±7.40）岁，下降到 2016年的（37.98±8.76）岁。

获资助的面上项目负责人的年龄，十年间围绕均值

上下波动，平均为（44.51±7.39）岁（图6）。获资助的

青年项目负责人年龄十年间逐年变小，呈现年轻化

趋势，由2007年的（33.47±2.03）岁，逐渐下降到2016
年的（31.36±3.04）岁。由于2010年女性青年项目申

报年龄放宽至40周岁，2011年获资助青年项目负责

人的年龄较 2010年有所增加，但自 2011年后又逐

年降低，呈现持续的年轻化趋势（图7）。
三、讨 论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绝对数的快速增长为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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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基金项目负责人性别分布（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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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07—2016年南京医科大学获资助的面上项

目负责人性别分布（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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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07—2016年南京医科大学获资助的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负责人性别分布（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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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07—2016年南京医科大学获资助的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负责人年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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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2007—2016年南京医科大学获资助的面上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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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科大学基础研究队伍建设提供了丰富的人才储

备。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

金数量保持稳定增长，为南京医科大学培育了一批

基础研究优秀学术青年骨干和团队。此外，创新研

究群体项目、重大研究计划、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

目等一系列重大项目为南京医科大学创新实力的

提升和应用型转化提供了明确方向。

项目负责人年轻化的趋势为学校科技创新能

力发展提供动力的同时，也对学校科技管理和科技

政策导向提出了新要求。未来将通过营造学术氛

围、加强原始创新能力的培养，全面实施南京医科

大学科技实力提升计划和加强青年项目过程管理

三个方面推动南京医科大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

发展。

（一）营造学术氛围，加强原始创新能力的培养

南京医科大学科研项目负责人年轻化趋势明显，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负责人平均年龄降低至31岁，其

中大部分尚不具备导师资格，缺少研究生协助开展

研究工作，学校因此出台《南京医科大学科研平台

向本科生开放办法》等一系列管理措施，鼓励科研

平台向本科生开放，着力培养本科生的创新型思

维，培养本科生对于科学问题的凝练、科研设计和

有序实施，为青年人才的连续培养和青年基金项目

的完成提供条件。

设立金陵医学论坛，通过学科小组讨论、学院

沙龙和校级论坛三个层面推动科研人才原始创新力

的培养［4］，以项目后补助方式支持邀请校外知名专

家、院士、学者参加校内学术活动。学科小组讨论，

针对具体某一学科领域内，以拟解决的关键科学问

题为导向，对研究中出现的科学和技术问题进行探

讨和交流。学院沙龙，主要支持围绕医学及相关领

域的前沿、创新和热点问题举办全国性中型学术会

议，通过学术讨论，多角度了解学界动态，加强学院

与外界的学术交流，促进和提升学院教师科研水

平。校级论坛，主要支持围绕我校重点研究领域的

前沿、创新和热点问题举办全国或国际性大型学术

会议，邀请校内外知名专家学者进行学术报告，探讨

学术研究前沿与热点，推进校际科技人员的合作。

（二）全面实施南京医科大学科技实力提升计

划，侧重培育人才类基金项目

实施南京医科大学科技实力提升计划，设立一

般培育项目（包括青年科学基金培育项目和面上培

育项目）、高层次科技人才培育项目（包括优秀青年

科学基金培育项目和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培育

项目，以下简称“优青”培育项目和“杰青”培育项

目），着重培养青年科技人才。

一般培育项目，以鼓励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面上项目为导向。青年科学基

金培育项目，鼓励青年科技人员自由探索、培养自

主创新能力，独立主持科研工作，优先支持新兴、交

叉学科。面上培育项目，鼓励开展探索性的基础研

究与应用基础研究，凝练研究方向。资助学术思想

新颖，创新性强，立论依据充分，研究方法先进和技

术路线合理、可行的项目，为申请面上项目打下扎

实的前期研究基础。

高层次科技人才培育项目，以培养具有创新能

力和发展潜力的国家高层次青年科技人才为目标，

资助优秀青年科研人员开展基础性、战略性和前瞻

性创新研究，为争取高层次人才项目、培育高水平

科研成果、承接国家重大科研需求提供坚实基础。

“优青”培育项目，支持已有一定研究基础、未来几

年在基础研究方面可能取得较好成绩的青年科技

人员，自主选择研究方向开展创新研究，促进青年

科学技术人员的快速成长，培养有望进入世界科技

前沿的优秀学术骨干。“杰青”培育项目，支持在基

础研究方面已取得突出成绩，在其研究领域有明确

学术建树和国内外影响的青年学者，自主选择研究

方向开展创新研究，促进青年科学技术人员的成

长，培养和造就一批进入世界科技前沿的优秀学术

带头人。实现以高层次科技人才培育项目为支点，

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培育原始性创新成果，为申请

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国家杰出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储备人才。

（三）加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过程管理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完成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

着后续项目的获批，只有项目负责人认真执行研究

计划，开展基础研究积极探索，取得一定的研究进

展和研究成果，才能为继续获得科学基金项目资助

奠定基础［5］。

加强项目申请组织与过程管理，实现项目申请

—项目执行—项目结题的全过程管理，尝试建立青

年科学基金项目—面上项目—重点项目的基础科

学研究良性循环机制，以及青年科学基金项目—面

上项目—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杰出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的科技人才培养模式。努力实现项目负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图 7 2007—2016年南京医科大学获资助的青年科

学基金项目项目负责人年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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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人项目申请—获批—执行—结题—再申请的科

学研究持续发展方式［5］。

推行科研顾问制，以《南京医科大学临床科研

顾问实施办法》和《关于提升附属医院科学研究水

平的指导意见》为指导，建立了科研顾问专家库。

临床科研顾问制的实施有力地促进了学校临床医

学相关学科的快速发展和整体实力的提升，也可为

学校科技发展提供新的增长点，为学校科技工作稳

步提升奠定良好的基础。激发青年人才从事基础

科学研究热情，加强培养力度，成为学校提高承担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能力的切入点［6］。

推行学校—附属医院科研管理一体化（校—院

科研管理一体化）。南京医科大学拥有24所附属医

院，承担了全校三分之二以上的项目量，附属医院

是自然科学基金管理体系中的重要部分，因此建立

校科技处—附院科教科—科技人员三位一体的基

金管理模式，有利于基金管理的科学化、常态化、规

范化、精细化。首先，每年由校科技处主办基金工

作培训会，通过宣讲基金政策、分享管理经验等方

式，加深校—院两级科研管理人员对基金政策和基

金动态的认识。其次，开展基金年度进展学术交

流，交流项目进展情况，遇到科技人员提出的个性和

共性问题，由专家现场予以解答，分别提出可行的解

决办法。再次，加大基金项目组织力度，开展拟申报

项目的论证工作。申请人就科研选题、科学假说、研

究目标和内容、技术路线等方面介绍基本思路，科研

管理部门邀请专家现场点评，给出明确的指导意见，

帮助科研人员完善申请书。最后，加强基金项目绩效

考核力度，在校内试点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结题考核工

作，对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完成情况全面评估。将项目

完成情况分为好、中、差三类，在项目绩效和校内科研

奖励方面予以分层分级对待。

综上所述，近十年来南京医科大学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的发展趋势良好，成为学校科学研究和

学科建设的重要推动力，尤为突出的是，项目负责

人呈现出年轻化趋势。针对这一趋势和特点，学校

采取了一系列的针对性管理政策。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首先由于总样本量

的限制，本文未从学院角度进行趋势分析，在后续

研究中将进行典型性分析，为二级单位提供管理的

指导意见。其次，由于篇幅所限，将在后续研究中

就某一学科领域进行分析，为学科发展提供科学指

导。总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科学化管理，

需要进一步分析项目管理的数据和开展一系列针

对性的推进项目，从而为南京医科大学的科研管理

水平提升提供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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