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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 以下简称基金项 目) 全程管理包括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
。

前期

是指从申请受理
、

评审到批准阶段
,

后期是从批准到项目结束阶段
。

纵观两个阶段的管理
,

国

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以下简称科学基金会 ) 通过多年的探索与实践
,

不断完善
、

充实
,

已

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和科学的管理制度
。

特别是建立了遍及全国
、

学科齐全和

老
、

中
、

青相结合的同行专家评议系统
,

每个学科都组建了知名度较高
、

公正的学科专家评

审组
,

充分发扬 了
“

依靠专家
、

发扬民主
、

择优支持
、

公正合理
”
的评审原则

,

确保了基金

项 目资助的公正性
、

民主性和权威性
,

是我国 目前各类科研项目管理中运用竞争机制较好的

范例
,

在全国享有较高的信誉
,

特别是赢得了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普遍重视和称赞
,

基层单位

在如何提高申报质量方面积累了较成熟的经验
。

相比之下基金面上项目的后期管理则显得薄

弱
,

存在的主要 间题有
:

基层单位重视申请管理
,

轻视获准后管理的现象比较普遍
,

在后期

管理中只是填报年度进展
、

经费决算
、

结题报告等
,

没有象抓申请那样在质量上下功夫
,

对

后期管理探索不够
、

经验积累不足
;
科学基金会没有真正将竟争机制引入到面上项目的后期

管理之中
,

具体表现为面上项 目进行中及结束后没有评估标准
,

已建立的专家评议系统没参

与对在研和结束项 目质量的评估
,

某种程度上使项 目负责人有
“

申请难
、

结题易
”
的感觉

。

完

成项 目的质量好坏没有明显的档次差距
,

更没有与新申请项目的评审挂钩
,

甚至某种程度上

造成人力
、

财力
、

物力的浪费
。

这在一些有相当获准数量的单位表现就更突出
。

可见探索基

金面上项目后期管理
,

摸索出一套提高研究质量的作法十分必要
。

我校到 1 9 9 3 年底已获准基

金项 目 3 24 项
,

其中结束 1 92 项
,

在研 13 2项
,

为了发挥科学基金的作用
,

我们于 19 8 8 年建

立了对基金在研和结束项 目的校内评估制度
。

通过几年的实践
,

不断修改和完善
,

取得了较

好的效果
。

一
、

签金项 目管理的特点和评估指标的建立

基金项 目属基础性研究
,

具有探索性强
、

自由度大
、

未知因素多等特点
。

在管理上应抓

住关键点
,

采取 比较宽松的措施
、

灵活多样的交流方式
,

创造良好学术环境
,

引入竞争机制
,

并配之相应的鼓励政策等
,

增强项目负责人的竞争意识
。

概括起来讲
,

基金面上项目后期管

理应以利用现有工作条件为基础
,

以贯彻
、

执行科学基金会的办法和制度为保证
,

以提高研

究质量为核心
。

目标应是学术水平要求有创新
、

有特色
。

具体讲应是论文和专著等知识化理

论成果的科学价值
。

参比标准不但要与国内同类研究相比
,

而且还与国外同类研究相比
。

为

此我校在基金项 目后期管理中结合学校实际建立了一套较科学的评估体系
。

为操作简便
、

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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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

我们把评估体系以 《评估指标表 》 (简称评估表 ) 的形式具体化
。

《评估表 》 参照科学基

金会的有关办法
、

制度及有关评估的指标
,

把主要评估内容条理化
,

并分成四个档次
,

每档

给予一定的分值
,

《评估表 》 在结构层次上分为非学术和学术两部分 (附表 1
、

2 )
。

第一
:

非学术部分评估
,

是对基金面上项 目正常开展研究所需要的基本条件和 日常管理

所涉及的主要因素的评估
,

共计 40 分
。

科研基本条件
:

包括人员到位时数
,

利用实验条件等
,

这是完成基金项 目的基础
,

如果不具备相应的人力和物力条件就会影响基金项 目的正常进行
,

甚至影响基金项 目正常结题
。

日常管理
:

包括项 目组负责人负责程度
;
经费使用是否合理

;
报

送各种报告的时间及质量
,

是否遵守科学基金会的办法和制度等
。

按时按质报送各种报告
,

是

衡量承担单位和项 目组管理水平的标志之一
。

第二
:

学术部分评估
,

是对基金项 目研究进展或结题取得结果水平的评估
,

共计 60 分
。

一般基金面上项目研究周期 2一 3 年
,

个别项 目 4一 5 年
,

详细 内容和预期 目标在申请书中已

写明
,

项 目组按批准通知书中的要求进行修改
、

补充
、

调整
,

并写在计划任务书中
,

这是评

估时唯一的依据和参比要求
。

项 目研究进展及结果
,

包括能否完成年度计划任务
,

是否有新

发现或新苗头
,

对学科的作用和对教学的影响
,

发表论文数量和质量
,

鉴定获奖级别或等级
,

培养研究生层次
。

这些都是衡量项目进展快慢和完成质量高低的核心指标
,

也是基金项 目管

理特点的集中体现
。

二
、

评估办法实施的效果

我校对基金面上评估的具体实施过程是
:

将 《评估表 》 发给基金项 目负责人
,

表内各项

内容由项 目组 自行填报
,

也可称
“

自评估
” ,

然后交科研处
;
根据项 目交来的年度进展和结题

报告
,

参考 自评估结果
,

项 目的非学术部分评估由科研管理人员完成
,

学术部分由院 (系 ) 组

成的专家组评定
,

最后科研处汇总
。

我校 1 9 8 8一 1 9 9 3 年基金项 目据此方法评估结果见表 1
。

实践证明
,

评估是基金面上项 目研究过程 表 1 1 9 88 一 1 , 93 年基金项目评估结果 (% )

中质量控制的关键环节
,

同样也适用于结束项

目的评估
,

特别是 目前科学基金会对获准项 目

和结束项 目没有进行评估的情况下
,

承担单位

进行评估就显得相当重要
。

通过 5 年评估收到

如下较好效果
:

1
.

评估是贯彻
、

执行科学基金会管理办法

和制度的好形式
,

它加速了 日常管理的秩序化

年年 度度 优优 良良 中中 差差

111 9 8 999 l 333 6888 1222 777

111 9 9 000 1 777 7333 888 222

111 9 9 111 2 777 6999 444 000

111 9 9222 2 lll 7 333 666 000

111 9 9333 2 999 6 555 555 lll

进程
,

促进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密切配合
。

目前
,

我校项目负责人基本能 自觉地做到遵守

科学基金会的办法和制度
,

按时把在研究项 目和结束项目的年度进展和结题报告
、

经费决算

表和项目变更手续等报告送交科研处
,

这为全校按时上报科学基金会的各种材料做好了较充

分的准备
。

近几年没有无故拖延上报年度进展和结题报告的项 目
,

从管理上没发生漏洞和违

反规定的现象
。

能做到提前报送各种材料
,

满足质量要求达 98 %以上
,

受到科学基金会有关

科学部的好评
。

2
.

通过评估
,

促进基金面上项目研究与实验室运行的有机结合起到缓解经费不足的矛盾

的作用
。

近几年我校受资助的项 目利用部级开放实验室和国家重点实验室条件的不断增加
,

提

高了实验室的开放度
,

小而全 的倾向得到初步抑制
,

整体效率有所提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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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评估有利于发挥校 内同行专家的咨询
、

指导作用
,

使项 目负责人对项 目的研究方向更

明确
,

完成年度的计划任务更有把握
,

做到心中有底
,

减少秋后算总帐的弊端
。

4
.

把竞争机制引入到项 目后期管理之中
,

增强项 目负责人的竞争意识
,

促进研究项 目高

质量地完成
,

推动了学科的发展
。

在历年评估中获得优
、

良的项目享受学校一些优惠政策
,

如

增加科研编制
,

扩大实验室用房
,

发表论文给予版面费或提供外汇额度
。

这样使进展好
、

质

量优的项目得到校内同行的公认
,

大大提高了基金项 目在校内的声誉
。

对评估结果较差的项

目共同分析原因
,

找出对策
,

采取弥补措施
,

帮助解决有关的困难等
。

这样做起到鼓励先进
,

促进后进的作用
。

同时
,

巩固了 已有优势
,

增强了再申请项 目的竞争力
。

近三年来再次申请

新项 目
,

并获准资助的 32 个项 目中
,

有 20 项是连年评估获得优良的项 目
。

如我校有三分之

二评估为优
、

良的面上项 目
,

通过相互交叉
、

渗透
、

发展形成显著的特色
,

积累了一定的基

础
,

而获得重点项 目或重大项目的资助
。

在 1 9 9 3年申报农业部部级重点学科时
,

所获准的 7

个重点学科中都有基金面上项 目
,

其中 4 个学科有重点项 目
。

5
.

通过评估可为科学基金会提供在研项 目的进展和结题项目的完成情况
,

亦可使学校的

管理人员对全校基金项目有详细了解
,

做到心中有数
,

跟踪管理
,

提高了校
、

院 (系 ) 管理

人员的责任感和科研人员的使命感
。

初步转变了管理人员重前期管理
、

轻后期管理的
“
一头

沉
”

式的管理方式
。

使从事基金项 目研究的人员
,

特别是项 目负责人基本克服了
“

钱难拿
、

差

好交
”

的思想
,

使校
、

院 (系 ) 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认识到
,

今后要在竞争中取胜
,

立于不

败之地
,

必须狠抓研究质量的提高
。

三
、

设想与建议

科学基金制在我国趋于成熟
,

管理也在延伸
。

在这迅速发展的形势下
,

为保证基金项 目

的顺利完成
,

我校要在后期管理中继续完善基金项目评估指标体系
。

我们在实践中发现
,

以

院 (系 ) 为单位组成的专家组进行评估
,

学科面较窄
; 以学校学术领导小组评估

,

学科差别

较大
,

操作比较繁琐
。

为此设想今后评估时
,

按学科密切程度
,

将基金项目划分成若干评估

组
。

初步设想分成 7 组
:

农作物和园艺作物栽培与育种
、

食品贮藏与加工
、

植病与昆虫为一

组 ; 植物生理生化
、

植物营养
、

作物生理为一组
;
生物技术

、

分子生物学为一组
;
农业环保

、

生态
、

气象
、

土壤为一组 ; 畜牧和兽医为一组
;
农业应用化学和农药

、

兽药为一组 ; 农业经

济和农村发展为一组
。

评估时
,

本组内学科专家 6一 7 名
,

组外学科专家 3一 2 名
,

科研处 1 人
,

研究生院 1人组成专家小组
。

在原有操作步骤基础上
,

增加项 目负责人当场答辩 15 分钟
。

另

外
,

在相应的政策上也要增加力度
,

促进后期管理水平和质量的不断提高
。

几年来
,

我们感到仅靠本单位评估虽然有一定作用
,

但是动力不足
,

刺激不够
。

为此笔

者建议科学基金会建立对在研和结束项目的评估系统
,

并与连续申请项目的评审联系起来
。

制

定与申请项 目评审指标类似的在研项 目和结束项目的评估指标
。

评估可与每年对新申请项 目

进行同行专家评议同步进行
。

对项 目进展好的或完成质量优的
,

可考虑追加经费或进一步的

资助
。

如果已承担项 目进展不好或完成质量差
,

应不考虑新申请项 目的立项
。

为了真正做到

对项 目优选
,

逐步形成有目的地对优势学科或研究集体给予连续资助
,

促进学科的稳定发展
,

笔者认为
:

是否可从现有的资助经费中划出一定 比例用于资助已结题
、

经评估认定为优的
、

进

一步提出申请的项 目
。

这样
,

将新申请项目的评审与原基金项 目完成质量的评估有机联系起

来
,

一方面会促进在研项 目更好的完成
,

同时也可避免有些优势学科由于暂时得不到资助
,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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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断奶少粮等不应发生的现象
,

使后期管理与前期管理相呼应
、

相协调
。

另外
,

科学基金会

的评估可与受资助单位的评估相结合
。

目前由于基金面上项 目面广量大
,

为了稳妥起见
,

可

先选择有代表性的受资助单位搞试点
,

成功之后逐步推广
。

附表

项 目编号
:

北京农业大学获准自然科学墓金面上项 目评估指标 (非学术部分 )

项 目负责人
:

起止年月
:

19 一 19 评估 日期
:

项项 目目 评 估 内 容容 分值值

一一
、

课题组组 1
.

项 目负责人和主要参加人员年参加时间满八个月以上上 1 000

人人员实际参参 2
.

项 目负责人和主要参加人员年参加时间满八个月至六个月月 666

加加研究工作作 3
.

项 目负责人和主要参加人员年参加时间满六个 月至 四个月月 444

时时间间 4
.

项目负责人和主要参加人员年参加时间不满 四个月至二个月月 222

二二
、

负责人人 1
.

项 目负责人认真负责
,

按时上报年度进展或结题报告等报表表 l 000

日日常管理情情 2
.

项 目负责人较认真负责
,

基本上按时上报年度进展或结题报告等报表表 666

况况况 3
.

项 目负责人未按时上报年度进展或结题报告等报表
,

有确切的理由由 444

44444
.

项 目负责人未按时上报年度进展或结题报告等报表
,

无确切的理由由 222

三三
、

年利用用 1
.

利用本室条件
,

充分利用部门级开放实验室和 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条件件 1000

实实验条件件 2
.

利用本室条件
,

较充分利用部门级开放实验室和国家重点实验 室的条件件 666

33333
.

利用本室条件
,

利用部门级开放实验室室 444

44444
.

只利用本室条件件 222

四四
、

经费使使 1
.

按计划使用合理
,

专款专用
,

帐目清楚
,

严格遵守财经制度度 1000

用用情况况 2
.

使用尚合理
,

能专款专用
,

帐目一般
,

较严格遵守财经制度度 666

33333
.

使用不合理
,

有正 当理由
,

无违反财务制度度 444

44444
.

帐目混乱
,

严重违犯财务制度度 222

项 目编号
:

附表 2 北京农业大学获准自然科学荃金面上项目评估指标 (学术部分 )

项 目负责人
:

起止年月
:

19 一19 评估日期
:

项项 目目 评 估 内 容容 分值值

五五
、

完成任任 1
.

超过计划任务
,

理论上发现新的苗头
,

并得到证实
,

研究特色突出出 2 000

务务和创造性性 2
.

完成计划任务
,

理论上发现新的苗头
,

初步证实
,

研究特色校突出出 l 555

贡贡献献 3
.

基本完成计划任务
,

理论上可能有新发现
,

有待进一步证实
,

研究有特色色 1 000

44444
.

未完成计划任务
,

理论上无发现
,

研究一般化化 555

六六
、

对学科科 1
.

推动
交交
卜学科的发展并渗透到其它学科

,

充实教学内容并更新教学内容容 l OOO

的的作用和对对 2
.

推动
又又
阵学科的发展并渗透到其它学科

,

充实教学内容容 888

教教学的影响响 3
.

推动
又又
卜学科的发展并渗透其它学科科 666

44444
.

推动
又又
阵学科的发展展 444

七七
、

年发表表 1
.

出版了著作
,

国内外已发表论文两篇和 1 篇
,

培养 1 名以上博士或 3 名硕士士 1 000

论论著和培养养 2
.

国内发表一篇论文
,

国际会议宣读 1 篇论文
,

培养 2 名硕士士 888

人人才情况况 3
.

国内发表一篇论文
,

培养 1 名硕士士 666

44444
.

待发表一篇论文
,

国内会议宣读一篇论文文 444

八八
、

成果和和 1
.

获国家级各种奖励励 2 000

结结果果 2
.

获省
、

市
、

部
、

委级各种奖励励 1 555

33333
.

获厅
、

局
、

校级各种奖励励 1 000

44444
.

通过鉴定无获奖
,

有成套总结材料
,

提供标本或样机等等 555

总总 分分 非学术部分十学术部分分分

注
:

表 l 和表 2 汇总结果
,

优
:

90 一 10 0 分
; 良

:

70 一 80 分 ;
中

:

60 一 69 分
; 差

:

59 分 以下
。

E X P L O R A T IO N A N D P R A C T IC E O F L A T E R S T A G E M A N A G E M E N T

O F G E N E R A L P R O J E C T S F O R F U N D I N G

Zh a n g X i n p i n g B a iy u l ia n g L i D i n g

( B e ij 纽 9 A g 、 u lt u

arj U n 勿er s . 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