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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受到中国科学院战略研究与决策支持系统建设专项(2018008)的资助。

[摘 要] 开放科学正在快速、全面、深刻地重塑全球科学和创新体系,其对于推动教育发展、促进

科技进步、助力人才建设等过程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通过梳理开放科学背景下国际基金资助机

构在教育、科技、人才三大方面的战略计划及实施情况,围绕科教融合、基金项目管理、基础设施建

设、开放合作、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具体举措,深入分析科学基金在推动开放科学发展、教育发展、人
才建设等方面的地位及作用,为我国开放创新生态建设、“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布局的发展提

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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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

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

致性和相互支撑性,需要将三者统筹推进,形成推动

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三位一体”发展战略强调

将教育、科技与人才三要素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协同

发展,也突显出教育、科技、人才在我国现代化建设

进程中不可分割的内在关联性[1]。在数字技术、数
据驱动、数智赋能的科技创新变革进程不断演进的

过程中,开放科学的发展正在快速、全面、深刻重塑

全球科学和创新体系,成为国家科技创新治理体系

中的一项重要议题。开放科学以建设开放的科学生

态为目标,通过科学数据、科研成果与科学研究全过

程的开放共享与开放创新,推动科学资源最大限度

地共享与利用,实现开放范式下的科学知识创造与

传播交流,其对于推动教育发展、促进科技进步、助
力人才建设等过程发挥着重要作用(图1)。当前以

欧美为首的世界科技强国和主要科技大国都积极部

署推动开放科学发展,近年来我国开放科学进程亦

在加速发展,2021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

曲建升 中国科学院 成 都 文 献 情 报 中 心

党委书记,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副主

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地理学

会文献情报工作组组长、中国地质学会科

技情报专委会副主任等学术职务。主要从

事环境与发展战略情报、碳排放评估、情报

咨询与知识挖掘研究工作。推动建设开放

科学、开放出版、集成研究等知识管理软件
平台5个,发表学术论文140余篇,出版专著、译著16部。

技术进步法》新增“推动开放科学的发展”,同时学术

界也持续围绕开放获取、开放数据、开放科学基础设

施、元出版等开放科学有关方面开展了大量研究。
但推动开放科学从理念到实践,有力支撑教育、科
技、人才一体化发展顶层战略,仍需研究开放科学与

科学基金工作的有机融合,特别是在项目资助、科研

管理、科技政策、科技评价、人才培养以及科教融合

等方面。
开放科学背景下,世界诸多国家资助机构战略

性地分配各项资源,以促进教育、科技和人才的发

展,通过各种倡议和合作,在促进社会、经济和全球

福祉等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国内外学者已

经围绕开放科学开展了诸多理论与实践探索[24],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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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化发展的战略布局

和实践路径进行了剖析[57],但以科学基金的视角探

讨开放科学与三位一体相结合发展的研究较为匮

乏。本文通过梳理开放科学背景下基金资助机构在

教育、科技、人才三大方面的战略计划及实施情况,
深入分析科学基金在推动开放科学发展、教育发展、
人才建设等方面的地位及作用,从而为我国“教育—
科技—人才”一体化布局的发展提供借鉴。

1 教育发展

1.1 促进教育公平

作为提高社会福祉、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促进教育公平被视为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

键性因素,尤其是目标四中提及的“确保全民包容与

公平的优质教育”。随着公民素质教育的普及以及

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公民对获取科学知识甚至是

参与科学研究的意愿愈发强烈[2],科技与社会之间

的联系更加深层而紧密。在全球化和技术发展日益

激烈的背景下,开放教育资源及公民科学等举措是

提高入学率与教育水平的重要手段[8]。开放式教育

资源被定义为存在于公共领域或已被授予知识产权

许可中,允许其被自由使用和再利用的教学与研究

资源[9],保障开放教育资源已成为开放科学任务中

的重要一环。
为了实现科研资源及科技成果毫无障碍地对全

社会开放及共享,诸多国家着力推动促进教育公平

的实践。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U.
 

S.,
 

NSF)广泛投资于不同学科背

景与研究领域的教育及培训计划,以建立由科学家、
工程师、技术人员和教师组成的多元化下一代STEM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Mathematics,
 

STEM)队伍[10]。其教育和人力资源委员会(Equity
 

for
 

Excellence
 

in
 

STEM,
 

EES)更名为STEM 教育

理事会(Directorate
 

for
 

STEM
 

Education,
 

EDU),
通过引领制定关键战略,推进STEM 学习并在各地

创造机会[11]。基于不同教育层次赋予相适应的资

助与 培 养 项 目 计 划 (表 1),通 过 GK-12 项 目

(Graduate
 

STEM
 

Fellows
 

in
 

K-12
 

Education
 

Program)使STEM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能够在

K-12(Kindergarten
 

through
 

Twelfth
 

Grade)的学校

服务,加强了高等教育组织和当地学校之间的联

系[12]。同时也包括正规教育环境之外进行课外学

习教育,如博物馆、社区科学项目、数字体验项目等。
基金机构致力于扩大开放教育的参与者范围,以提

高STEM教育的质量与公平性。此外,NSF投资可

用于开放教育的网络基础设施和技术,如资助高性

能计算与网络相关的项目,促使学生等更广泛的科

学共同体能够访问并处理大型科学数据集。欧洲作

为开放科学的发源地,在开放教育方面的实践也处

于领先地位。为促进波兰的开放化教育与科学发

展,现代波兰基金会、图书馆员协会等多方组织共同

创立开 放 教 育 联 盟(Koalicja
 

Otwartej
 

Edukacji,
 

KOED)的组织伙伴关系[13]。在现代波兰基金会的

资助下,“媒体教育”“免费阅读”“开放教育周”等案

例的实施,极大地推动了波兰开放科学教育的理念

传播与实践发展的进程[14]。

图1 开放科学背景下科学基金机构推动三位一体发展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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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支撑科教融合

科教融合以资金资助、项目管理、科研教育合作

等为基础,强化科学研究和教育之间可持续发展的

协同关系,以提升科教资源配置的合理性,进而加强

科研机构与教育系统的科教创新能力,由此提高人

才培养水平,赋能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科教能力

建设中许多问题的解决都有赖于科研活动与教育活

动的有效互动,在此过程中,开放科学实践为教育质

量和科研水平的提高提供了可及性工具、资源和机

会,通过使科学知识和研究更加透明、易于获取和参

与,支持更具包容性的教育体系,帮助研究者与教育

工作者之间建立更为紧密的关联关系。
科研和教育的整合主要体现在研究机构和大学

之间互动、合作的过程[18]。科教融合的基本要求,
首先是构建高校和科研机构合作发展基础科学的有

效体系,支持一流学科院校提高其教育质量,创新人

才培养方式。科研与教育一体化的本质是在研究与

学术活动之间建立牢固的相互关系,主要依托项目

融资、管理、激励和合作等过程。科研用新知识加强

了教育工作,开发了先进的培养模式,而教育则是哺

育青年科技人员之源泉[19]。纵观全球具有代表性

的资助机构,NSF在融合科教方面有着诸多成功实

践经验。通过课程开发、教师培训和人才培养等方

面开展密切合作,NSF在所有STEM领域的科研人

员及教 育 工 作 者 之 间 建 立 了 强 有 力 的 联 系[20]。

NSF通过资助囊括本科生、研究生、博士后、企业、
教育工作者等主体在内的庞大的多群体人员,强调

教育与科研之间的有机整合,如科学技术中心的综

合伙伴关系计划为科研与教育提供了一个具有良好

互动机制的机会,探索更为高效的教育方式,并确保

科教成果能够及时孵化转移[21],从而造福于社会发

展。2023年,我国教育部多措并举推动科教融汇,提
出研建“国家科教融合创新特区”的战略计划[22],并与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自然科学基金

委”)合作,将基金资助的关口前移,加强对优秀博士

生的支持,同时在优秀本科生之间开展资助试点。

表1 NSF的STEM教育代表性项目

STEM教育类型 资助宗旨 计划/目标 资助策略

研究生教育[15] 倡导STEM 领域的创

新、包容、高质量的研

究生教育

研究生研究奖学金

计划

在职业生涯早期选择、资助具有成为高成就科学家和工程

师潜力的个人;扩大代表性不足的群体对科学和工程的参

与,包括妇女、少数民族、残疾人和退伍军人等

NRT研 究 生 教 育

创新计划

为研究生教育的改进生成潜在的信息模型,使STEM 研究

生为各种可能的STEM职业道路做好准备

Cybercorps服务奖

学金

提高美国高等教育企业培养网络安全专业人员的能力

正式和非正式环境

中的学习研究[16]

通过在正式和非正式

学习环境中推进前沿

知识和实践,所有年龄

段 STEM 学 习 效 率,
促进所有STEM 学科

的学习和教学创新研

究、开发和评估

DR
 

K-12
 

通过研究和开发创新的资源、模式和技术,使学生、教师、管
理者和政策制定者在STEM学科的K-12学生和教师学习

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学生和教师的创新

技术体验项目

让学生和教师在学校和其他学习环境中的STEM 学习经

验的背景下,参与信息技术的创造性使用

面向所有人的计算

机科学项目

为所有美国学生提供机会,让他们在pre
 

K-12水平上参与

高质量的计算机科学和计算思维教育

本科教育[17] 促进面向全体学生的

卓越本科STEM教育

提供领导力 开发新的实践和想法;帮助制定国家优先事项,以进一步推

动教育创新和研究;努力增加STEM社区的多样性等

支持课程开发 激励和支持学习研究;促进教育示范材料和策略的开发;支
持模型评估方案和实践;教学法和教材的广泛且有效传播;
实现有效活动的长期可持续性

培养队伍 支持下一代STEM 专业人士的多样性、规模和质量的增

加;投资国家未来的K-12教师劳动力;支持评估和改善劳

动力举措的基金研究

促进交流合作 促进跨越学科边界的交流;建立从K-12到研究生院的所有

教育层次之间的联系,以及学术界、工业界和专业社团之间

的联系;鼓励教师将教学与基于学科的研究相结合;与研究

社区和NSF研究理事会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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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科技进步

2.1 创新基金项目管理模式

开放科学势必将在重塑科学生态系统方面的表

现出巨大潜力。科学知识的共享机制将超越现有的

模式,建立由科学界主导的开放获取体系,使知识资

源更易获取,这一变化预示着科学由现有的多学科

整合演变为更广泛、开放的广义科研工作者的交叉

合作交流。科学学科之间的传统界限将被削弱,通
过跨界研究催生新的领域。此外,科学资源的配置

将不再受到传统、封闭的结构和局部失衡的限制,而
将转变为更加灵活的开源模式,强调高效的资源配

置和最大化科学资源的溢出效应。最后,科学的评

估体系将摆脱传统的单一标准评估,回归科学研究

和技术创新的根本,坚持开放、透明、标准多元化,确
保评价全面且公正[23]。

基金资助机构是推动开放科学实践的重要主

体。以美国、日本为代表的科技强国、大国已经在项

目评审、成果传播等基金管理全流程中就开放科学

做出了诸多探索性实践。开放科学倡导在项目评审

阶段提高评审过程及评审主体之间的透明度,并将

研究成果的非学术影响纳入项目评价标准,重视对

其社会、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社会影响的衡量,然
而目前在这一环节的开放科学实践仍处于初步探索

阶段,尚未形成具有影响力和代表性的实践成果。
此外,诸多国际组织、全球知名高校和研究机构通过

国际合作项目、海外科学基金项目等方式对全球学

者开放资助。例如,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U.
 

S.,
 

NIH)的补充与整合

健康研究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Complementary
 

and
 

Integrative
 

Health,
 

NCCIH)明确指出,“除非

计划公告或申请要求特别注明,否则外国机构有资

格申请大多数类型的研究项目拨款”。在学科交叉

融合的背景下,NIH 于2007年设立共同项目负责

人模式,鼓励跨学科和其他学科团队共同参与生物

医学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成果[24]。
在项目成果管理阶段,科研资助机构为支持开

放获取及开放科学行动队资助项目成果的开放性做

出了要求,受资助者被赋予一项关键责任,即向社会

公开分享其研究成果,以确保资助成果惠及更为广

泛的群体。例如,2017年,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

基于国内外最新开放科学趋势,制定了关于《科学出

版物和研究数据管理的开放获取政策》[25],将项目

产出的研究数据纳入开放获取的范围,并将论文存

储及提交数据管理计划规定为强制要求。芬兰科学

院作为积极践行开放科学行动的组织之一,其认为

研究中产生和使用的包括出版物、数据、方法在内的

所有成果及其元数据应开放共享且被广泛重用[26]。
2023年,NSF发布《公共获取计划2.0》(《PUBLIC

 

ACCESS
 

PLAN
 

2.0》),确保公众能够开放、即时和

公平地获得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的研究。
2.2 完善开放科学基础设施

作为构建开放科学生态体系的关键性工作,开
放科学基础设施为提高科研效率、推动成果开放共

享提供了基础保障。全球从欧洲发端并不断扩大,
陆续开展了一系列加强开放科学基础设施建设的

举措。基金资助机构为研究项目所需基础设施、科
学设备和尖端技术等开发提供资金支持,自2007
年开 始,欧 盟 通 过 框 架 研 究 计 划 (Framework

 

Programme,
 

FP)、欧洲结构与投资基金(European
 

Structural
 

and
 

Investment
 

Funds,
 

ESI)、欧洲投资

银行(European
 

Investment
 

Bank,
 

EIB)和其管理的

欧洲战略投资基金(European
 

Fund
 

for
 

Strategic
 

Investments,
 

EFSI)等以项目资助的形式支援科研

基础设施建设[27],先后资助了包含 Open
 

AIRE、
Open

 

AIRE
 

plus、PEER、SOAP等在内的诸多开放

基础设施。这些项目多以科学数据共享和开放获取

的基础设施建设为目标,旨在从不同角度促进科学

数据的存储、共享和复用。NSF投资于超级计算

机、地面望远镜等最为先进的研究设施与基础设施,
以帮助研究人员应对诸如生物安全、美国竞争力、气
候变化以及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全球挑战[28]。2023
年,法国国家开放科学基金(French

 

National
 

Fund
 

for
 

Open
 

Science,
 

FNSO)宣布为开放科学服务全

球可持续联盟(Global
 

Sustainability
 

Coalition
 

for
 

Open
 

Science
 

Services,
 

SCOSS)的四个国际基础设

施提供财政支持,设施项目评估过程保证透明性,并
承诺科学界共同参与治理[29]。此外,开放同行评议

是开放科学实践的重要环节,科研资助机构对生命

医学、多学科领域发布了诸多开放同行评议政策与

平台。例如,由爱尔兰国家卫生部、惠康基金会与比

尔 梅林达盖茨基金会合作资助成立的机构健康研

究委员会(Health
 

Research
 

Board,
 

HRB)于2017
年推出支持开放同行评议的开放研究平台(HRB

 

Open
 

Research)[30],受邀同行专家的评议报告、作
者回复及注册用户的评论,将随文章一同发布。

不同于欧美国家的开放获取政策,日本在开放获

取政策上先制定机构知识库运营政策以推动机构知

识库建设,在2018年发布的知识创新白皮书中将数

据基础设施建设列为发展重点[31]。为促进科研成果

的广泛获取,实现多库资源共享,我国建立了包括中

国科 学 院 机 构 知 识 库 网 格(Chinese
 

Academ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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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s
 

Institutional
 

Repositories
 

Grid,CASIRGRID)、
中国高校机构知识库联盟(Confederation

 

of
 

China
 

Academic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CHAIR)等在内的

机构知识库联盟,中国科学院科技论文预发布平台、
Pubscholar公益学术平台学术资源分享与交流平台,
以及国家数据中心集群等,构建了我国开放科学基础

设施的资源布局。
2.3 创造开放合作文化环境

建立开放合作的文化环境对于开放科学和科学

研究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推动支撑知识创新

及科技进步的价值观的转变。通过提高科学研究的

透明度、促进科学共同体之间的合作、扩大科学成果

传播的范围等途径,不断优化科技、教育等资源利用

并促进高效创新。最终,这种文化转型也将对社会

发展产生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为营造开放共享的科学交流与合作文化氛围,

基金资助机构通过设立开放科学专项基金、强调产

学合作、推动众筹科学等途径推动开放合作新格局

的建立。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为美国开放科学中心

(Center
 

for
 

Open
 

Science,COS)提供资金,为科研

人员和公众接受并实践开放科学提供了良好的集成

平台环境[32]。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OSTP)将2023年

定义为开放科学年,并推出“开放科学表彰挑战

赛”[33],旨在突出开放科学服务社区、促进教育、推
进全球解决方案、推动技术进步、促进创新、促进跨

学科合作等特定挑战的项目背后的故事和团队。以

法国高等教育、研究与创新部为代表的欧洲诸多资

助机构已经在面向开放科学的项目管理方面做出了

较为全面的战略部署,其创立开放科学基金,负责征

集国家开放科学项目并提供资金支持[34]。此外,许
多国家资助机构设立联合研究基金项目,资助应对

气候变化和流行病等全球共同挑战的研究。通过培

育创新和创业文化,鼓励初创企业和小企业蓬勃发

展,最终创造更多元的就业机会,促进经济多样化

发展。通过为创业公司提供资金,以鼓励学术界和

工业界之间的合作,并促进新兴技术的采用。例

如,英 国 国 家 科 研 与 创 新 署(UK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UKRI)通过产业战略挑战基金促进学

术界和商业界融合的前沿创新,通过知识转移伙伴

关系项目促进企业提高竞争力和生产力。
2.4 加速交叉学科创新发展

在开放科学的动态格局中,长期以来分隔学科

的传统壁垒逐渐被打破,学科之间的发展呈现去边

界化与交叉化趋势。学科交叉的过程不仅极易迸发

出新的学科增长点,还可能成为抢占科技制高点的

关键路径,是解决全球复杂且多元化科学难题的重

要途径。而开放科学提倡开放协作精神,鼓励不同

领域的研究人员共同解决科技挑战,跨学科的变革

性合作方式反映了知识创造和共享方式的根本性变

化,对于推动学科发展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资助机构充分认识到跨学科项目对解决世界多

方面问题的优势,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英国研究与

创新署、欧洲研究理事会、加拿大卫生研究院等均强

调了对跨学科合作实践项目的支持,通过设立跨学

科专项资助计划、跨学科研讨会、种子基金等途径,
向跨学科研究团队或项目提供赠款与资源,以促进

跨学科创新发展。2018年,UKRI整合了七大研

究理事会以及英国创新署、英格兰研究署,宏观统

筹各学科以及从科学研究到产业发展的完整链条,
通过九个下属机构的横向联合,对重点领域的多学

科交叉项目进行资助[35]。科学基金机构对交叉学

科项目的资助机制大致包括“自上而下”引导型及

“自下而上”需求型两种模式(表2),并依据不同的

学科跨度对交叉学科项目采用不同的内设机构

设置[36]。

表2 基金机构交叉学科资助机制

交叉学科 资助机制[36] 资助机构 资助项目 资助目标

自上而下 围绕资助机构宏观引导的议

题开展多学科或跨学科研究
NSF 科学技术中心 支持创造新的科学范式,建立新的科学学科,

开发变革性技术

新兴领域研究与创

新计划

为跨学科研究人员团队提供了资助机会,以开

始快速推进基础工程研究的前沿

UKRI 战略优先基金 应对战略重点和机遇,增加高质量的多学科和

跨学科研究和创新[37]

全球挑战基金 促进以挑战为主导的学科和跨学科研究;通过

与优秀的英国研究人员合作,加强英国和发展

中国家的研究创新及知识交流能力

自下而上 由研究人员主导的面向学科

发展需求的交叉学科项目
NSF 促进跨学科研究和

教育计划

解决传统学科交叉部分最复杂和紧迫的科学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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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才建设

3.1 提高开放能力素养

开放的科学环境对科学交流模式带来了巨大变

革,也对大众的信息素养提出了新要求,如辩证性思

维的培养、数据素养的提高,以及积极参与科学研究

能力的提升。然而开放科学的利益相关者,如资助

者、决策者、研究者、管理者等,往往缺乏必要的开放

科学意识、知识和技能[38]。为此,欧盟资助了关于

开 放 获 取、开 放 数 据 和 开 放 科 学 的 培 训 项 目

(Facility
 

Open
 

Training
 

For
 

European
 

Research,
 

FOSTER),通 过 其 电 子 化 的 门 户 网 站 FOSTER
 

portal,提供了开放科学方面的最佳培训资源以及在

日常工作中实施开放科学实践的策略和技能[39]。

2020年,法国开放科学委员会联合多所大学启动了

开放科学技能培训研究项目,其在《国家开放科学计

划》中强调了培养科技工作者的开放科学技能,并颁

布了开放科学技能培训指南《开放科学博士生实用

手册》[40],以加大博士生相关技能培训力度[41]。

3.2 革新人才培养机制

在开放科学的背景下,人才培养应辐射为更广

泛的青年科研工作者,建立健全层次多、覆盖广的科

技人才培育机制,推动人才的多元化、多层次发展,
以适应现代开放科学的动态格局。并且随着学科之

间的藩篱逐渐被打破,迫切需要培养跨学科人才在

各学科领域的交叉研究中,为科技创新与科学难题

的解决做出贡献。此外,面向全球共同挑战与国家

战略需求,紧密结合科研实践发展现状,培养战略科

学家与领军人才,建立高质量人才资助培养体系,显
得尤为重要。例如,韩国科学和信息通信技术部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ICT,
 

MSIT)建立分层研

究数据管理系统和基础设施,以及培养数据科学专

家,实现国家研究数据共享和利用[42]。德国研究联

合会(German
 

Research
 

Foundation,
 

DFG)逐渐形

成了覆盖科研人员各个职业生涯阶段的人才计划,
不断完善配套措施,以培养和吸引优秀的科研人才。
其注重对处于职业生涯早期科研人才的资助与培

养,并不以具体年龄设限,而是以职业生涯的时期划

分人才层次[43]。我国自然科学基金委在“十四五”
发展规划中提出需加大对各学科领域各年龄段优秀

人才的支持力度,打造基础研究人才成长完整资助

链,并支持女性科研人员更多承担基础研究项目和

评审交流工作,发挥更大作用。

3.3 转变人才评价标准

开放科学对科学研究范式产生了变革性的影

响,成果传播及扩大影响的方式也随之拓展,传统的

以论文为主的人才评价标准难以为继。在新的以开

放科学为背景的科研范式下,人才评价标准应顺应

资源开放获取、成果传播途径多元化等趋势,发挥好

人才评价“指挥棒”的作用。科学基金作为各国资助

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人才培养的重要力量,在
项目评审与人才建设等方面都应综合审视多方价

值,突出科学的“开放”特征,与开放科学的发展相协

同(表3)。科学欧洲组织近期发布的《开放科学报告》
中提出,基于开放式同行评议的预印本、“研究评估的国

际科研管理联盟(International
 

Network
 

of
 

Research
 

表3 项目评审原则

基金资助机构 项目评审原则 原则阐释

NSF 学术价值 要求所申请项目在相关领域具有前瞻性和创新性,同时也要求项目申请

人、项目团队在相关方面具备深入探索的能力并具有必要的资源条件

广泛影响 项目实施过程中能够发挥促进就业、培训和教育方面的作用,增强科研基

础设施建设,促进少数社会人群(少数民族、种族、残疾人、妇女等社会群

体)参与,增强社会对于科学的认识,带来社会效应

生物技术和生物科

学研究委员会

科学卓越 包括评估申请的重要性、国际领先水平;拟议工作方案的优/劣势;工作方

案可行性

战略相关性 评估申请与本资助机构的战略是否相关

行业和利益相关者相关性 —

经济效益和社会影响 评估该项目研究产出的贡献程度

时效性和承诺 时效性的因素包括:研究是否具有紧迫性与国际竞争性等;承诺的因素包

括:该项研究是否有助于团队成员有机会在未来职业领域进行工作

效益与成本 —

项目人员培训潜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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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Societies,
 

INORMS)范围框架”和“学
术生涯认可和奖励的挪威职业评估矩阵(NOR-
CAM)工具箱”对优化评估策略具有一定价值[44]。
例如,NSF在项目评审中,除“学术价值”之外,还将

“广泛影响”作为评价标准之一,即项目在实施过程

中在促进就业、培训和教育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UKRI下属的生物技术和生物科学研究委员会强调

资助评价指标还应包括项目人员培训潜力等内

容[45],以推动研究与教育相融合。

4 对科学基金支撑和推动我国“教育—科

技—人才”一体化布局发展的思考

  开放科学作为研究和创新的催化剂、促进合作

与知识传播的重要推手,在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中

发挥着关键作用。在全球开放科学发展格局下,科
学基金管理应紧跟开放科学发展进程,从多方面加

强科学基金统筹布局,将三位一体战略需求嵌入科

学基金管理工作的全流程,支撑科教兴国、人才强

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多方位提升我国在全球科技

格局中的地位。

4.1 以开放促改革,充分利用科学基金助推教育、
科技、人才发展体制机制变革与创新

  在开放科学背景下,教育、科技、人才资源与要

素加速流动,三者发展体制机制面临革新需求。科

学基金在这一过程中主要发挥科学指引、重点任务

分配、环境营造等作用。在教育方面,通过科学基金

助推教育评价体系、师资培养体系、协同育人机制优

化与改革,推动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在科技方面,优化科学基金的评估评审、经费管理、
监督检查机制,利用基金项目引导科技创新在重点

领域、关键环节精准发力,提升国家的科技宏观统筹

能力。在人才方面,利用科学基金引导人才培养方

向,重视对青年科学家的资助和培养,优化人才激励

机制、竞争机制和评价机制,夯实科技人才培养链条

的前端,激发人才的创新活力。总之,开放科学为教

育、科技、人才发展体制机制革新创造了机遇,科学

基金则是开放科学成果落地应用的抓手,充分利用

好、发挥好科学基金的功能,将有助于促进教育、科
技、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更加成熟健全。

4.2 以开放促转型,积极探索“教育—科技—人才”
一体化布局下科学基金资助管理新模式

  在全球开放科学发展格局下,“教育—科技—人

才”一体化布局需求应嵌入到科学基金管理工作全

流程。在经费资助与项目评审方面,对“教育—科

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关键环节进行重点关注。
如系统谋划基础研究资助模式,鼓励科研人员勇闯

科学“无人区”;瞄准学科前沿、跨学科热点及“卡脖

子”核心技术等问题进行重点资助,对科技发展进行

前瞻布局;提升对青年人才的支持力度,优化项目评

审方式,探索人才长效资助机制;我国各大高校、科
研院所也陆续设立了海外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以面向全球学者开放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等方面的

创新型研究项目资助,仍需进一步优化海外科学基

金项目管理机制,构筑国际基础研究合作平台,健全

国际合作科学基金项目管理模式,通过海外人才资

助计划布局引才引智。如在项目评审中注重科技合

作的互补性,提高立项遴选、事中评估、结题评估等

环节中的资料与流程公开程度。在项目管理与服务

方面,充分利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围绕科学数

据存储、分析、传播和应用全流程搭建管理平台,促
进科学数据开放共享。在成果评估与验收方面,更
加注重对项目成果应用价值与社会效益的评估和反

馈,建立科学的绩效评估机制。总之,应积极促进当

前科学基金管理模式转型升级,及时发现“教育—科

技—人才”一体化布局的新需求,并在科学基金管理

的相应环节进行实时调整和优化。

4.3 以开放促融合,充分发挥科学基金推动“教
育—科技—人才”有机统一的桥梁纽带作用

  全球开放创新生态逐步形成,促进了“教育—科

技—人才”的协同联动与有机统一,科学基金需要在

其中发挥重要的桥梁纽带作用。首先,通过资助跨

学科合作项目促进多学科知识交流,通过资助产学

研合作项目促进全产业链集成创新,同时加速人才

聚集,使人才链与创新链深度融合。其次,优化科学

基金支持下的人才评价机制,为教育与科技创新引

入更具竞争力的人力资源,进一步释放教育改革与

科技创新活力。第三,利用科学基金引导创新创业

教育,并以此为依托完善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体系,推
动创新驱动发展的同时培养更多德才兼备的拔尖创

新人才。总之,科学基金的合理设置与实施可以有

效促进教育、科技、人才三者的良性互动,应进一步

利用科学基金建设提升“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

布局的整体效能。

4.4 以开放促合作,全面提升科学基金对教育、科
技、人才国际交流合作的强化和支撑能力

  开放科学为全球治理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

造了良好的条件,积极依托科学基金开展教育、科
技、人才方面的国际交流合作是促进开放科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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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实践。首先,利用科学基金大力推动国际学

术合作与研究交流,助力构建更加公平、包容、高质

量的全球教育生态。其次,以全球科技治理为目标,
加强科学基金对跨国科技合作项目的支持,充分发

挥科学基金在全球科技合作网络形成中的中介和凝

聚作用,为创新要素在全球范围内有效流动提供助

力。第三,通过科学基金营造开放包容的人才合作

环境,引导激励高层次创新人才积极开展国际交流

合作,更好地发挥人才引领国际科技发展的战略优

势。总之,科学基金可以为我国深度参与教育、科
技、人才国际交流合作提供保障和支持,应拓宽科学

基金设立的国际视野,建立面向全球的基金成果共

享机制,以构建更加开放的国际合作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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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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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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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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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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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aper
 

reviews
 

the
 

strategic
 

plans
 

and
 

imple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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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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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echnolog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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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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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g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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