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6 8中 国 科 学 基 金 2(洲片年

·

基金纵横
·

绩效评估—
切实加强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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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 田 黄海军 李若药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
,

北京 l《X x ) 8 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已经连续

7 年对结题一年的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 目进行了绩

效评估
,

也称为项 目后评估
。

目的是为了切实加强

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 目的后期管理
,

以绩效评估促

进创新
,

并通过评估以及后续工作扩大优秀研究成

果的显示度与影 响力
,

从而促进管理科学的人才培

养与学科发展
。

1 基金项目绩效评估的定位与作用

管理科学部将基金面上资助项目绩效评估定位

为对结题项 目研究结果的水平与工作质量等进行比

较全面的检查与评价
。

它包括对已结题项 目的学术

水平
、

创新性
、

人才培养
、

应用效益
、

获奖情况以及国

际合作交流等内容进行逐项考核与综合的评定
。

其

目的重在科学部对每项基金项 目完成情况进行工作

检查
。

经过几年实践
,

我们认为
,

开展项目后评估的

作用可归纳为以下几方面
:

对项目主持人
:
促使主持人提高责任意识

,

使之

更加重视基金资助项 目完成的质量 ;有利于绩效挂

钩
、

奖优罚劣以及对优秀的工作和人才予以连续性

资助
,

从而鼓励多出成果
,

出高质量的成果
。

对承担单位
:
促使基金资助项 目承担单位认真

加强对项 目管理的力度
。

对科学部的科学处
:
有利于及时总结与发现项

目执行中存在的普遍性问题
,

以利于进一步选择好

项 目
、

管理好项 目 ;通过评估发现新的学科生长点与

有创新思想 的研究领域
,

有利于对优先资助领域与

重点项 目的遴选
。

对科学部
:
通过评估及时掌握总体绩效

,

发现优

秀研究成果
,

有利于加强成果宣传与展示力度
,

也有

利于提供更有效的咨询服务 ;同时
,

通过评估检阅了

研究队伍
,

有利于发现有创新思想与潜力 的人才
。

同时
,

也是科学部工作人员了解学科进展
,

熟悉与掌

握学科前沿的难得机会
。

基于上述认识
,

管理科学部提出了对作好结题

项 目后评估的四点基本原则
。

时间宜早不宜迟
:
评估在结题 1年后即进行

,

既

为成果发表留有一定时间
,

又保证了后评估工作的

高效率
。

评估宜粗不宜细
:
指工作性的检查与评估不同

于评奖
、

鉴定等
,

相对而言
,

后评估还是在有限时间

内的一种 比较粗线条的评价工作
。

指标宜简不宜繁
:
指评估指标体系要 比较简明

、

方便
、

有效
。

工作宜实不宜虚
:
指对评估工作要想方设法

、

实

实在在地去做好
,

而不要光说不练
,

做了总比不做要

好
,

不足之处可在实践中逐步去完善
。

2 科学基金面上结题项 目绩效评估的基本

工作程序

基金面上资助项 目在按批准时限完成研究工作

后
,

项 目主持人向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有关部

门报送《资助项 目总结报告》与财务决算表
,

经审核

批准后
,

视为结题
。

项 目结题一年后
,

主持人向管理科学部报送全

部研究结果材料一式两份
,

包括
:
研究报告

、

所有公

开发表有标注的论文
、

专著等
,

以及成果应用
、

引用
、

获奖或鉴定
、

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情况和说明
。

其中
,

《研究报告》不同于结题时报送的《资助项 目总结报

告 》
,

它是根据项 目申请书与任务书中提出的研究目

标与内容
,

从学术角度系统地描述研究结果
,

特别是

有创新性的结果以及学术界的反映和引用情况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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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处处长及项目主任要对所报送材料的有效性进

行认定
,

包括研究时限是否正确
、

是否有标注
、

是否

有相关性等
。

绩效评估以专家组会议评议方式进行
。

评估专

家由科学部选定
。

评估专家应具有比较全面的专业

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
,

熟悉本领域国内外研究现状

与学科前沿发展趋势
,

热心科学基金工作
,

坚持原

则
,

学风高尚
。

评估会上由专家审读报送的项 目研究成果材

料
,

每一个项目由二位专家独立进行主审
,

并根据评

价指标得出相应的评价结果
。

若两位主审专家评价

意见一致
,

且均为良
,

则认定所评出的结果
。

若被评

为特优
、

优
、

中或差
,

还须经评审组集体审议
,

认定主

审专家的评价结果
。

若两位主审专家的评价结果不

一致
,

则由其分别阐述各自意见
,

再经评审组集体讨

论
,

按多数专家意见决定最终确定评价结果
。

评估会后
,

科学处处长及项目主任将绩效评估

的结果整理并审核
,

报科学部领导签署意见
。

科学

部综合处负责将评估结果通知项目承担单位与项目

主持人
,

并允许在异议期内提出申述
,

而后
,

适时在

管理科学部的网页和有关出版物上公布
。

3 绩效评估的评价指标体系

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数

量
、

质量与影响力三个方面
。

管理科学部 目前使用

的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包括对项 目的学术创新
、

政策
_

建议
、

效益
、

国际交流
、

人才培养等进行逐项的和综

合的评价 (详见表 1 )
。

科学基金项 目属基础性研

究
,

追求学术创新
,

其成果表现形式多为高水平的论

文
、

专著
,

以及相关应用性成果
、

政策建议等
,

因此
,

学术创新指标的权重高于其他指标
。

表 1 管理科学部面上资助项目评价指标体系表

项项 目编号号号 主持人人人

项项目名称称称

指指标名称称 指 标 内 容容 评分参考考 得分分

报报告论著著
a

.

在国外重要期刊或有重要影响的国际会议上发表论文及作特邀报告
;;; a

.

10 一 9 ;;;;;

bbbbb
.

在重要的国内期刊上发表论文或出版专著 ; c
.

较好地完成了研究报告 ;;; b
.

8 一 6 ; e
.

5 一 4 ;;;;;

ddddd
.

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或一般完成研究报告 ; e
.

无报告
、

无论文 ;f
.

专家加分分 d
.

3 一 l : e
.

0 ; f
.....

学学术创新新
a

.

提出创新观点并获国际同行承认
,

或获国家级奖励
;;; a

.

14 一 11 :::::

bbbbb
.

提出创新观点并获国内同行承认
,

或获省部级奖励 ;;; b
.

10 一 6 ;;;;;

ccccc
.

研究报告
、

论文有新意
,

或获有关奖励 ; d
.

无创新 ; e
.

专家加分分
e

.

5 一 l ; d
.

0 ; e
.....

政政策建议议
a

.

对国家宏观决策产生重要影响
; b

.

对部门
、

地区
、

企业决策或管理产生重要影响 ;;; a
.

10 一 9 ; b
.

8 一 5 ;;;;;

ccccc
.

对决策
、

管理产生影响 ; d
.

无政策建议或虽有而无影响 ; e
.

专家加分分
e

.

4 一 l ; d
.

0 : e
.....

效效益水平平
a

.

取得相当大的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 ; b
.

有较大 (含潜在 )的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 ;;; a
.

8 一 7 ; b
.

6 一 4 :::::

。。。
.

有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
; d

.

无效益 ; e
.

专家加分分
e

.

3 一 1 : d
.

0 ; e
.....

国国际交流流
a

.

项目推进了有实质内容的国际合作 ; b
.

在开展项目研究中与国外有交流 ;;; a
.

4 一 3 ; b
.

2 一 l :::::

ccccc
.

无国际交流
; d

.

专家加分分
c ·

0 ; d
.....

人人才培养养
a

.

在项目研究中培养出学术带头人
; b

.

有博士生
、

硕士生参与项目研究 ;;; a
.

4 一 3 ; b
.

2 一 l :::::

ccccc
.

无人才培养
; d

.

专家加分分
c ·

0 : d
.....

专专家加分分分 总评分分分

评评 价价 特优
>
31 优 21

一
30 良 11 一

20 中 6 一
10 差

< 666

评评议人签字
:::

学学部意见见

学学部主任签字
:::

评价指标的设定一方面必须标准明确
,

另一方

面应给专家评定留有余地
。

实际上对某一项 目来

说
,

并不要求每项成果指标均获得高度的评价
,

只要

有某几项指标获得较好评价
,

如确有创新性
、

在国际

权威杂志发表论文
、

获重要奖项等就可 以得到较高

的评价
。

基础研究成果评价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课题
,

对

不同的学科应有不同的标准
。

对管理科学的不同学

科而言
,

其评价指标也不尽相同
。

如何更有效地开

展绩效评估
,

并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

是一个值得长

期探索的课题
。

4 绩效挂钩与成果宣示

管理科学部对绩效评估评为特优的项目主持人

或连续两项被评为优秀的项 目主持人再次申请新项

目时
,

若同行评议基本通过
,

将给予一次连续资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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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参与评估 ; (3 ) 提交一般性教材
、

讲义应付评估 ;

(4)随意声称是国际学术会议大会报告和重要国际

学术奖励 ; () 5存在一稿多发的问题 ; () 6上报评估材

料较为零散
,

《研究报告》不系统
。

对存在的申请书与计划任务书上申明的预期成

果几乎未完成的情况
,

还应做进一步深人分析
,

分清

是属于
“

科学研究允许失 败
”

的范畴
,

还是项 目执行

态度的问题
,

以利于今后改进工作
。

表 2 近年结题项目绩效评估结果

资助年度 评估项数 特优 良 中 差

8巧10134131357695874%8083519

优

34992993994995996997998

对评为优秀的项 目主持人的再次申请项 目
,

同等条

件下优先考虑资助 ;对被评为特优或优秀的项 目主

持人
,

其在研项 目所提出的国际合作与交流经费的

申请也优先考虑资助 ;对于绩效评估被评为中与差

的项目主持人的再次申请项 目
,

将予以严格评审
,

从

严掌握对其申请项 目的资助
。

管理科学部对绩效评估为特优
、

优及有应用价

值的研究成果通过《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成果年报》
、

《基金项 目成果汇编》以及科学部主办的
“

管理科学

论坛成果报告会
”

等方式积极宣传与推广
,

促使管理

科学研究成果为我国经济建设与科技发展做出更多

的贡献
。

5 绩效评估的结果与分析

管理科学部连续 7 年开展了结题项 目的后评

估
,

总体情况详见表 2
。

科学部对评估结果进行了

如下具体的总结与分析
。

综合评价为优秀的项 目一般具有以下特点
: ( l)

研究工作态度认真 ; ( 2) 研究成果丰富
,

较多论文在

国际期刊和国内重要期刊上发表
,

在国内外学术界

产生一定的影响 ; ( 3 )《研究报告》系统完整
、

思路清

晰 ; ( 4) 研究成果有较好的创新性
,

着力探索深层次

的科学问题
,

努力解决实际管理问题
,

取得一些有意

义的成果并得到决策部门或社会的认可 ; ( 5) 国际学

术交流与合作开展得都比较好
,

一般都有实质性的

合作成果 ; ( 6) 在人才培养方面也比较突出
。

被评为中与差的项 目主要存在以下三类问题
:

( l) 对待研究工作态度不认真
,

人员严重不到位
,

申

请书与计划任务书中的研究内容基本上没有完成
,

研究成果很少
,

且质量太低 ; ( 2) 实际研究内容与计

划任务书中确定的内容严重不符
,

提交的论著大多

数与受资助项 目没有关系 ; ( 3 )项 目主持人没有发挥

应有的主持作用
,

代表性论著中没有项 目主持人的

贡献
。

比较普遍存在的问题
:
( l )论著不标注国家 自然

科学基金资助 ; ( 2) 提交不相关或非资助期限内的论

项数总计

广「分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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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开展绩效评估是为了

更好地推动科学的发展
,

提高科学基金资助的整体

效益与科学基金成果的显示度
,

及时发现优秀人才
,

并非单纯为了绩效挂钩
,

奖优惩劣
。

基础研究 的规

律证明取得具有原始性创新的研究成果并不完全取

决于研究过程
,

很重要的是取决于创新的思想
、

思

路
,

以及良好与宽松的研究环境和条件
。

科学基金

的管理本身是一个系统工程
,

单纯地依靠项 目后评

估是难于产出具有原始性创新成果的
。

管理科学部

将继续把工作重点放在提高项 目的申请受理
、

评审
、

资助
、

管理以及后评估的质量上
。

应更加重视在立

项阶段对有创新性的非共识项目以及对项目主持人

的评价与遴选
。

科学部将通过进一步增强为科学家

服务的意识
,

在加强项 目管理力度的同时
,

注重创造

良好的研究环境与条件
,

进一步强调要重视研究工

作的创新性与规范性
,

努力促进我国管理科学研究

成果的国际化
,

从而促进基金项目完成质量的提高
,

多出高水平
、

原创性的研究成果
。

A 全
’

1
,

E R W A RD S E V A L UA T IO N

—
A刊 E全1 飞C l l VE WA Y O F S T R E N G T H E N D 心

T HE M A[ N A G E ME[ N T O F SU P P O R I
,

E D P和阂IE C T S B Y N S F C

Ch e n X i即 t ian H u an g H a
ij

u n iL R uo 抖 n

更人p
乙比阴进们￡

of M 山汉卿 , 刀巴刀 2 5 公, z更璐 ,

昭矛U
,

eB iij 嗯 1〕叉)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