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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国科技发展的 经验表明 ， 国际交流在科研工的结论 ，但一般认为过低 的资助率会挫伤科研人员

作和人才培养 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
Ｗ

。 2 0 0 6 年我 国的积极性 ，迫使 他们不得不投人更多的 时 间 与精力

政府颁布的《 国家中 长期科学 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竞争科研经费 ，不利 于专注基础研究
＾

。 有 研究认

（ 2 0 0 6
？

2 0如 年 ） 》将扩大国 际和地区科技合作与交为 ，当资助率水平降至 1 0
—

1 5 ％ 时就会导致上述不

流作为建设创新型 国家的重 要政策 和措施之
一

， 提良现象
？

。 随着越来越多的科研人员参与竞争有限

出要扩大多种形式 的 国际和地区科技合作与交流 ，的科研经费 ，世界各主要科研资助机构都面 临着资

提高我国科学家参与国际学术交流 的能力
［ 3 ］

。 国家助率不 断下 降的挑 战 ， 例 如美 国 国 家科 学基 金会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以下简称 ＮＳＦＣ ）把促进基础（ＮＳＦ ） 2 0 0 9
—

2 0 1 3 年期 间 的 资助率从 3 2 ％下 降到

研究领域的 国 际合作作为主要职责之
一

，积极 开拓 2 2 ％ ［ 7
］

，德 国科学基金会 （ ＤＦＧ ）的资助率从 2 0 1 0 年

与境外基金组织 的伙伴关系 ， 鼓励和支持我 国科研的 4 2
． 5 ％下降到 2 0 1 3 年的 3 1

．
 3 ％

ｗ
。 由 于中 央财

人员 开展合作与交流 。政持续加大对基础研究 的资金投入 ， ＮＳＦＣ 得 以在

根据 1兆 8 年签署的 《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申请量持续增加的 情况下提高 资助率 ， 2 0 0 9
—

2 0 1 3

与英国皇家学会谅解备忘录 》 ，
ＮＳＦＣ 与英 国皇家学年 ，

Ｎ ＳＦＣ 各类项 目 的平均资助率分别为 1 9 ． 9 ％ 、

会 （以下简称 ＲＳ ）每年在 自 然科学领域联合征集与 2 2
．

3 5 ％ 、 2 2
． 6 3 ％ ，

2 1
．
 6 9 ％ 和 2 4

．相 比美 、

资助
一 轮 中 英两 国 科学家 之 间 的 人 员 交 流项 目 德同行 ，我 国科研人员 面对的竞争更加激烈 。

（ＮＳＦＣ－ＲＳＣｏｓ ｔ
－Ｓｈａｒ ｅ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Ｐｒ ｏｇｒａｍ ， 以 下简2 0 0 9 至 2 0 1 3

年期间 ，
ＮＳＦＣ共受理中英合作交

称 中英合作交流项 目 ） 。 该项 目 自
1站 8 年起 巳连续 流项 目 申 请数 6 0 6 项 ， 资 助 1 1 5 项 ， 总资 助经 费

开展 1 6 年 ，是 ＮＳＦＣ 对英合作项 目 的 重要 组成部
9 5 2

．
1 4 万元 ，平 均资助强度 8

．
 3 万元 ， 平均资助率

分 。 本文 以 2 0 0 9
—

2 0 1 3 年 中英合作交流项 目 的 申 1 8 9 8 ％ （表 工 ）
。

请与资助数据为基础 ，分析该项 目 的资助情况和存
＿°

在 的问题 ，并对该项 目 的絲发展 和 ＮＳＦＣ 对英合
表 1 2 0 0 9

—

2 0 1 3 年 中英合作交流项 目 申请及资助 情况

作提出政策建议 。年度受理项 目 申请数资助 数资助率

1 2 0 0 9
—

2 0 1 3 年 中英合作交流项 目 申 请与
2＿“ 1 9 1 9 ＇ 5 9

^

资助情况分析
2 0 1 05 5Ｕ‘ 5 ＇ 4

^2 0 1 1 1 1 8 1 9 1 6
．

1 0 ％

ｌ
．
ｉ 申请量与 资助率 2 0 1 2 1 5 0 3 0 2 0

．
0 0 ％

资助率是 资 助 项 目 数与 受 理 项 目 申 请数 之 2 0 1 3 1 8 6 3 3 1 7
．

7 4 ％

比
⑷

，也是反映科研经费竞争激烈程度 的重要指标 。总彳6 0 6ｕｓ 1 8
．

9 8 ％

对于资助率在什 么 水平才
“

合适
”

， 目 前 尚缺乏确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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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年来 ， 中英合作交流项 目 的 受理项 目 申请数表 2 2 0 0 9
＿

2 0 1 3 年 中英合作 交 流项 目 受 理项 目

呈上升趋势 ，从 2 0 0 9 年的 9 7 项 申 请增加 到 2 0 1 3 年申请数位 于前 1 0 位的 学科领域

的 1 8 6 项 申 请 ，年平均增长率为 1 7 ， 6 ％ ， 高于 同 期序号 代码领域受理项 目 申请数

自 然科学基金总 申 请量 的年平均增长率 反 映 了 1Ｅ 0 5机械工程

我 国科研人员 开展对英合作的资 助 需求快 速升高 。 1Ｆ 0 2计算机科学 4 2

项 目 资助经费预算 则滞后于 申请数量的增 长 ，尽管 2Ｆ 0 3自 动化 3 9

ＮＳＦＣ 与 ＲＳ 于 2 0 1 2 年把批准项 目 数从此前的每年 3Ｆ 0 1电 子学与信息 系统 3 7

约 2 0 项提高到 每年约 3 0 项 ， 从而暂时扭转 了 资 助 4Ｅ 0 8建筑环境与结构工程 3 0

率下滑趋势 ，但是 由 于 申请数量高速增长 ， 总体而言 5Ａ 0 4物理学 Ｉ 2 4

中英合作交流项 目 的资助率低于同期 ＮＳＦＣ 各类项 6Ｅ 0 9水利科学与海洋工程2 3

目 的平均资助率 ， 申 请难 度持续提高 。
ＮＳＦＣ 需要 7ａｏ ｉ数学 2 2

继续加大 投人 ， 让更 多 的科 研人员 从 国 际交流 中 8Ｅ 0 6 工程热物理 与能 源利 用 2 0

获益 。 9Ｄ 0 1地理学1 7

1
．

2 项 目 领域分布 9Ｅ 0 2无机非金属 材料1 7

受理项 目 申请数的学科分布可粗略地反映不 同 1 0Ｆ 0 4 半导体科学 与信息器件 1 5

学科开 展 中 英合作交 流需 求 的 旺 盛程度 。
2 0 0 9

—

2 0 1 3 年期 间 ， 在受理项 目 申 请数 方面 ， 工程与 材料由 表 2 可知 ， 与 图 1 所示情况相符 ，工程与材料

科学和信息科学在 8 个科学部 中 明显领先 ， 数学与科学和信息科学 的 2 级学科代码 占据 了排名 的大部

物理 、化学 、 生命科学的数量低于工程与材料科学和 分位置 ，其 中
“

机械工程
”

、

“

计算机科学
”

和
“

自 动化
”

信息科学 ，但高于地球科学与 医学 ， 而管理科学的数
3 个学科的受理项 目 申请数甚至超过 了 地球科学和

量最低 （ 图 1 ） 。力， 禾斗 ， ｉ兑 日月 Ｓ 3巾＃ 禾斗Ｗｔ

考察 中英合作交流项 目 的第 2 级分支学科可进作资 助需求最旺 盛 。 数学 、 物理学 Ｉ 和 地理学是在

一

步揭示 中英合作与交流的热点领域 。 当前 ， Ｎ ＳＦＣ工程与材料科学和信息科学之外的 3 个受理项 目 申

共有 2 级学科代码 8 6 个 。
2 0 0 9

—

2 0 1 3 年期 间 ＮＳ－请数较多 的学科 ，值得引 起 Ｎ ＳＦＣ 与 ＲＳ 的重视 ，特

ＦＣ 受理的 中英合作交流项 目 所 属 领域涵盖 了其 中 别是数学与 物理学作 为基础科学 中 的基础 ，其重要

的 7 1 个 ，其中有 3 3 个学科收到了 5 份 以上的 申请 。胃胃？ 。

表 2 为受理项 目 申 请数排名前 1 0 的学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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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理 化学生命地球 工材 信息管理 医学

＋ 受理项 目 申请数＋ 资助数资助率

图 1 2 0 0 9
—

2 0 1 3 年 受理 和 资 助 的 中 英合作 交流项 目 学 科分布

① 根据 《国 家 自 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年度报告 》
，

2 0 0 9 年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共受理全国各类 申请 1 0
．  2 万余项 ，

2 0 1 3 年共受理各类 申

请 1 6 1  8 8 8 项 ， 年平均增长率约 1 2 ．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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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3 年合作交流项 目 （ＮＳＦＣ
－Ｒ Ｓ

） 申请与资助情 况浅析 1 4 1

中 英合作 交流项 目 采用 ＮＳＦＣ 与 ＲＳ 各 自 评科学与信息器件
”

等学科 同 时还是 申 请数量集 中 的

审 、共 同协商的方式确定资助结果 ， 只有在双方评审热 门领域 ，反映 了 这些学科 中英合作需求大 、 双方研

中均进人优先资助清单的项 目 申 请才有机会最终得究实力 强 、合作基础好 ，可 以成为 ＮＳＦＣ 与英方资 助

到资 助 。 ＮＳＦＣ 的 评审标准包 括 ： 交流计划是否 紧机构培育 中英科学家之间 长期合作的重点领域 。

密结合依托在研基金的 研究 内容 、 双方项 目 负 责人
“

机械工程
”

、

“

数学
”

、

“

无 机非金属 材料
”

和
“

地

和研究团队的 能力 和水平 以 及双方合作交流的必要理学
”

等学科虽 然 申 请量较 高 ， 但资助项 目 数却很

性和 已 有合作基础 。
Ｒ Ｓ 的评审标准则 包括 ： 双方项少 ，值得 引起 申 请人和 ＮＳＦＣ 的 注意 。 申请人在撰

目 负 责人的研究背景 、 申请人及依托单位在所 申请写 申请书时 ， 应根据 ＮＳＦＣ 和 Ｒ Ｓ 的评审标准 ，更加

研究领域的研究实力 、 申请书本身的科学水平 、合作突 出 交流活 动对双方的 必要性和 互惠性 ， 列 出 充实 、

是否互惠互利 、 是否 具有发展 为长期 合作的 潜力 以详细的互访计划 和工作安排 。 而 ＮＳＦＣ 在与 ＲＳ 协

及促进英 国科 学发展的 潜力 。 由 此可 见 ， 双方在评商资助项 目 时 ， 应进一步考虑对 2 级学科 的平衡 资

审 中均重视强强联合 、优势互补 ，但也强调本 国科学助 ，对上述 申 请 量高但 资 助量低 的 学 科予 以倾 斜

发展 的需要 。 此外 ，
ＮＳＦＣ 在遴选优先 资助项 目 时支持 。

还注意保持各科学部的相对均衡资助 ，
ＲＳ 则未对项 1

．
3 申请人情况

目 申 请进行学科上 的 区分 ， 而是直接根据评 审得分中英合作交流项 目 的 申 请人多具有高学历 、高

对全部 申请进行排序 和划定优先资助分数线 。 从资职称 。
9 5 ％ 以上的 申请 人都有博士学 位 ， 正高 级职

助结果来看 ， 8 个科学部的资助率保持了较为接近 的称的 申 请人为 3 5 6 人 ， 占 5 8
．
 7 ％ ， 副 高级职称的 申

水平 ，其中化学的资助率较高 ， 为 2 4 ． 1 9％ （见 图 1 ） 。请人为 1 9 2 人 ， 占 3 1
．
 7 ％ ， 中级职称的 申请人为 5 8

分析受资助项 目 在第 2 级 分支学科 的 分布可人 ， 占 9 ． 6 ％ 。 而在获资助项 目 的 负责人 中 ，拥有博

知 ，
2 0 0 9

—

2 0 1 3 年期间 ， 共有 4 7 个代码所代表的学士学位的 比例 高达 9 6 ．5 ％ ， 正 高级职称为 7 7 人 ， 占

科获得 了 资 助 ， 其 中受 理项 目 申 请 数在 1 0 以 上 的 6 7 ％ ， 副高级 职称为 3 5 人 ， 占 3 0 ． 4 ％ ， 中级职称 获

2 0 个学科的受理和资助情况见 图 2
。 其 中

“

物理学资助者仅 3 人 ， 占 2
．

6 ％ 。 尽 管具有正 高级专业技

Ｉ

”

等 1 0 个 学 科 的 资 助 率 高 于 平 均 水 平 （ 即术职务的科研人员在 中英合作交流项 目 的评审 中有

1 8 ． 9 8 ％ ） ， 说明这些学科的项 目 申 请表现 出较高 的明显的优势 ，但并没有垄 断该项 目 的资助 。 副高级

研究水平和合作必要性 ， 因 而受 到 双方评审人的 青职称的 申 请人获资 助 的 比例与 申 请 的 比例基本相

睐 。 进一步与表 2 对照 可知 ，

“

物理学 Ｉ

”

、

＂

水利科学符 ， 中级职称的 申请人在竞争 中 的难 度较大 ， 资助率

与海洋工程
”

、

“

工程热物理与 能源利用
”

和
“

半导体仅为 5 ％ ，但优秀的项 目 申 请仍可脱颖而 出 。

4 5
「

＂

＾

4 5

4 0
？


－

 4 0

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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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项 目 申 请数■■■ 资助数 — 资助率

图 2 2 0 0 9
—

2 0 1 3 年 中英合作交 流项 目 受 理项 目 申请数在 1 0 以上 的 学科领域 的 受 理和 资 助 情况

Ｆ 0 2 计算机科学 ；
Ｅ 0 5 机械工程 ；

Ｆ 0 3 自 动化 ；
Ｆ 0 1 电 子学与信息系统 ；

Ｅ 0 8 建 筑环境与结 构工程 ； Ａ 0 4 物理学 Ｉ
；
Ｅ 0 9 水

利科学 与海 洋工程 ；Ａ 0 1 数学 ； Ｅ 0 6 工程热物 理与 能源 利用 ； Ｅ 0 2 无机 非金 属 材料 ； Ｄ 0 1 地 理学 ；
Ｆ 0 4 半导 体科 学与信 息器

件 ；
Ｂ 0 6 化学工程 及工业 化学 ；

Ｅ 0 1 金 属 材料 ；
Ｅ 0 7 电 器科学 与 工程 ；

Ｂ 0 3 物理化学 ； Ａ 0 2 力学 ；
Ｆ 0 5 光学 和光 电 子学 ；

Ｄ 0 2 地

质学 ； Ｃ 0 3 生 态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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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 0 0 9
—

2 0 1 3 年 中英合作 交 流项 目 受 理项 目 申 请与 资 助 情况 （ 按 申 请人 年 龄统计 ）

统计项 目 申 请 当年 申 请人 的 年龄 可 知 （见 图ＮＳＦＣ 强调对女性科研人才 的扶持 ， 明确提 出 在各

3 ） ，
3 0
—

5 0 岁 的 中青年科研人员 是 中 英合作交流项类项 目评审 中注意把握在 同等条件下女性科研人员

目 申 请和 获得资助 的 主体 。 值得 注意 的是 ， 在受理优先的资 助政策
［

1 °
］

。 未来 ＮＳＦＣ 也应在 国际交流

项 目 申请数和 资助数方面 ， 3 5 岁 及 以下 的青年科研项 目 中 对女性 申 请人予 以 倾斜 ， 支持她们 更多地开

人员 所占 比例呈上升趋势 （见表 3 ） 。 同 期 国 家 自 然展 国 际合作 。

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 的 申 请量从 2 0 0 9 年的 1 ． 4 依托 单位情 况

2 8  5 2 7 项大幅度增至 2 0 1 3 年 的 6 0  9 7 0 项⑷ ，说明我 2 0 0 9 年至 2 0 1 3 年期 间 ，
ＮＳＦＣ 受理的 中英合作

国从事基础研究的青年科研人员基数庞大并且在近交流项 目 申请来 自 于 国 内 2 0 0 个 申请单位 ， 分布于

年来高 速增长 ， 3 5 岁及以下青年 申请人在 中英合作全 国 2 6 个省 、 自 治 区 和直辖市 ， 但突 出 集 中 于 我 国

交流项 目 申请总数 中所 占 比例 的上升符合青年科研东 、 中 部教育和 科研资源集 中 的 经济发 达地 区 。 其

人员 申请量增长 的大背景 。 受资助 的 中 英合作交流中北京在 申请单位数量 、 受理项 目 申 请数和 资 助项

项 目 中 ， 3 5 岁及 以下 的青年 申请人所占 比例保持 了目 数方面均 处于绝 对领先 的 地位 ， 分 别 占 总量 的

相应的增长 ，有效支持 了青年科研人员 开展对英科 2 4 ％ 、
2 7 ％ 和 3 1 ％ 。 上海的 申 请单位数量 占 全部的

研合作 。
 8

．
5 ％ ， 而受理项 目 申请数和资助项 目 数均 占 总量的

2 0 0 9
—

2 0 1 3 年期间 ， 中英合作交流项 目 的 中 方 1 3 ％ ， 突 出 显示 了上海的 申 请单位在 中英合作方面

申 请人 中 ， 男性为 4 7 9 人 ， 约 占 7 9 ％ ， 女性为 1 2 7 人 ，

的竞争力 。 江苏 、 广东 、 湖 北 、 辽 宁 、 湖 南 、 浙江 、 山

约 占 2 1 ％ 。 而在 获资助 项 目 的 负 责人 中 ， 男 性 为西 、山 东 、 天津 、 福建和 四 川 等省 市在 中英合作交流

1 0 0 人 ， 占 8 7 ％ ，女性为 1 5 人 ， 占 1 3 ％ 。项 目 的受理 号资助 中 处于 中 间位置 ，其受理项 目 中

除 2 0 1 0 年外 ， 男性 申请人的资助率均高于女性请数一般与 申请单位数呈正 比 ， 而获资助 的 比例略

申请人 ＾ 而在 2 0 1 1
—

2 0 1 3 年 ，女性 申请人资助率已有差别 ， 以 辽 宁和福建较高 ，分别为 3 0 ％ 和 4 5 ％ ，而

跌至 1 0 ％左右 。 大量研究发现 ， 女性科研人员 在开 湖北 、 湖 南 和 山 西较 低 ， 分 别 为 6 ． 3 ％ 、 8 ． 7 ％ 和

展 国际合作时处于 明显 的 劣势 ，无论是在 国际合作
1 0 ％ 。 安徽 、 甘肃 、 海南 、 黑龙江 、 吉林 、 云南等省 的

率还是合作人数方面都低于男 性科研人员 ， 原 因 为 受理项 目 数和资助项 目 数都较少 ， 反映 了 这些地 区

女性相对于 男性更缺乏开展 国际合作所需经费和 相
的 申请单位在对英科研合作方面还处 于起步 阶段 ’

关资 源 、更需要对家庭投注时间 和精力 、在 国 际合作 而河北 、山 西 、重庆 、河南 、 江西 、广西 、新疆等省 、 市 、

中需要跨越更大的文化障碍 以及难 以融人整体上仍 自 治 区仅有零星 申请且没有获得 资 助 ， 说明这些地

由 男 性主导 的 科研社会关系 网 络等 ［
9
］

。 近 年来 ，

区的 申请单位在对英合作方面较为薄弱 。

自 Ｎ ｅｗｍａｎ 、
Ｂａ ｒａｂ ａ ｓｉ 等 发表科研合作 网 络拓

表 3 2 0 0 9
－

2 0 1 3

扑结构的研究成果后 ［
ｕ ］

，科研合作 网络 巳 成为科研



与狐她幅战 例
合作的研究热点 ， 国 内也已开展 了对科研合作 网络

年份 2 0 0 9 2 0 1 0 2 0 1 1 2 0 1 2 2 0 1 3的广泛研究 ［
1 3

］

。 科研合作 网络 由 节点 和边组成 ， 通

1 8
．  5 6 ％ 2 1

． 8 2 ％ 2 8
．  8 1 ％ 3 4 ． 0 0 ％ 3 3 ． 3 3 ％常 以科研人员 或科研单位为节点 ， 以 合作关系 为边 。

申 1

以 网络 的视角研究科研合作 ，主要关注节点之 间 的
资雌 1 5 － 7 9 ％ 2 8 ． 5 7 ％ 咖—

相互关系 ， 以 及网络结构 如何影响节点 的行为 。 在



第 2 期李 文聪等 ： 国 家 自 然科学基 金委员会与英国 皇家学会 2 0 0 9
—

2 0 1 3 年合作交流项 目 （Ｎ ＳＦＣ－ＲＳ） 申请与资助情况浅析 1 4 3

表 4 2 0 0 9
—

2 0 1 3 年中英合作交流项 目科研合作网 络 中度 中心性位于前 1 0 位 的中英依托 单位

中方依托单位度 中心性 受理 申请数资助数英方依托单位度中 心性 受理 申请数 资助数

清华大学 2 74 0 9剑桥大学 2 5 2 9 9

上海交通大学 2 5 3 3 8帝 国理工学院 2 2 3 0 7

南京大学 1 3 1 5 5伦敦大学学院 2 1 2 5 6

大连理工大学 1 1 1 3 4利 物浦大学1 6 2 0 0

中南大学 1 1 1 1 1南安普顿大学 1 6 1 7 3

天津大学 1 1 1 1 1曼彻斯特大学 1 5 1 7 4

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 1 0 1 5 3谢菲尔德大学 1 4 2 1 5

北京大学 9 1 3 3诺丁汉大学 1 4 1 7 6

四川大学 9 1 3 4利兹大学Ｗ 1 6 3

西安交通大学


9



1 0



1斯特拉思克莱德大学 1 3



1 5



3

反映网络结构的参数 中 ，节点 的 度 中心性指与某个 2电铁与ＭＭ
节点相连接的边数 ，度中心性越高 ，说 明节点在 网络

￣
— 《

中 的合作者越多 。 有研究认为 ， 节点的度 中心性 与回顾 2 0 0 9
—

2 0 1 3 年 中英合作交流项 目 的 申请

其科研绩效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 1 5 ］

， 因此度中 心性与资助情况可以发现 ，近年来我国科研人员 开展对

是衡量节点在网络中影响力 的有效指标 。英 国合作与交流的需求正快速增长 ， 申请人呈 现高

联合 申请项 目 是科研合作的
一

种具体形式 。 本 学历 、高 职称和年轻化 的 趋势 。 通过 ＮＳＦＣ 与 ＲＳ

文选择 2 0 0 9
—

2 0 1 3 年期 间联合 申 请 中英合作交流
的共同努力 ， 中英合作交流项 目 的资助量有所提升 ，

项 目 的 中英双方依托单位数据进行分析 ， 以 2 0 0 ＋＃别保障了对青年科研人员 的支持 ，并对 8 个科学

中方依托单位和 9 4 个英方依鮮位为节点 ，以 联纟■■ 。

申请中英合作交流项 目 为边 ， 以联合 申请的次数力

边的权重 ，猶 了 中英合作交流项 目陳研合侧
的麵力度 。 2 0 1 3 年 ，两赚府

，
成立总额为 2

络 ，并利赚会 网络分析软件 Ｎｏｄ ｅＸＬ 计算 了 网自

的连通性和节点的度 中心性 。 计算结果显示 ， 中英

丨
ＨｔＡ此 Ｍ故 出 6 6 县＋

、

由
、

间的交流与合作 ’ 这为 ＮＳＦＣ 对英合作提供 了新 的

契机 。 在未来 的资助工作 中 ，

ＮＳＦＣ 可在如下几个
2 8 4 个节点和 6 0 0 条边 ，这说明 9 6

．
 6 ％ 的 中英■方面推进对英合作 ■

单位在联合 申请的过程中 自然形成了互相连通 的研⑴ 增加资金投人 ，促 进均衡发展 。 面对 中英
究群体 。 网络中 节点的 平均度 中 七、性为 3

．
 5

’ 即肖
纟作交流项 目 申 请 的持续快速增长 ， ＮＳＦＣ 需要与

个依托单位平均拥有 3
．
5 个合作单位 ，但实际上＆ＲＳ贿继续加大投人 ， 防止资 助率大 幅度下滑 ， 同

作单位数低于平 均值 的依托单位有 2 0 8 个 ’ 占 总自
时对于女性科研人员和部分 申请量大但资助率低的

的 7 0 ．
7 ％ 。 少 数节 点拥有大大高 于平 均值 的 度 中学科应给予倾斜支持 。

心性 ，说明 这些依托单位 已建立起较 为广泛 的 中英（ 2 ） 丰富资助形式 。 中英合作交流项 目 已行之

科研合作关系 ，可视为 网络 中具有较 高影响力 的依
有年 ，但仅限于资助中英两 国科研人员 的短期互访

托单位 。 表 4 选择性地列 出 了 度 中心性位于前 1 0活动 ，通过新 的项 目 形式进一步完善 ＮＳＦＣ 的对英

位的中英双方依托单位 。资助结构 ，将为我国科研人员巩固 合作 网络和深化

针对这些 已建立起广泛中英科研合作关系 的依合作关系提供更多机遇 。 ＮＳＦＣ 已 与 ＲＳ 成功设立

托单位 ，

Ｎ ＳＦＣ 应适时推动新的项 目 形式 ， 帮助这些中英人才基金项 目 ，将为两国顶尖研究人员 ，尤其是

单位巩固 以 自 身为 中 心 的科研合作 网络 ，并促使它顶尖青年研究人员 之间 的合作 提供重点支持 。 此

们在更广泛的 中英科研合作网络中发挥联系 和协调外 ，
ＮＳＦＣ 还拟与英国文化协会 （Ｂｒｉｔ ｉ ｓｈＣｏｕｎｃｉ ｌ ）联

作用 ，带动更多 的依 托单位参与和加 强对英科 研合推出 中英双边研讨会项 目 ， 并与英 国研究理事会

合作 。（Ｒ ｅｓ ｅａｒ ｃｈＣｏｕｎｃ ｉｌ ｓＵＫ）在
＇
‘

牛顿基金
”

框架下商定
．



1 4 4中 国 科 学 基 金 2 0 1 5 年

多项合作计划 ， 这些项 目 将与 中英合作交流项 目 互［ 5 ］ 沈晓宁 ． 从资助强度与资 助率谈科学基金 的合 理使用 ． 科 技

为补充 ，为中英科研人员 通过互访建立起长期实质Ｍ．ｖ ｉｅｗ
，ｐ

ｒｏ
ｇ
ｒａｍ ｏｆｆ ｉｃｅ，ａｎｄ

性合作提供稳定资助渠道 。ｓｃ
ｉ
ｅｎｃ ｅｆｕｎ ｄｉ

ｎｇ ．ＰＬｏＳＯＮＥ ， 2 0 1 1 ， 6 （ 4 ） ： ｅ ｌ 8 6 8 0
，

（ 3 ） 做好顶层设计 ，有 的放矢地推动 中英合作 。 ［ 7 ］Ｎａ ｔ ｉｏｎａ ｌＳｃ ｉｅ ｎｃｅ Ｆｏｕｎｄａ ｔｉ ｏｎ
＊
Ｒ ｅＰｏ ｒｔ ｔ 0 ｔｈ ｅＮａ ｔ ｉｏｎ ａｌＳｃｉｅ ｎｃｅ

Ｂｏａ ｒｄｏｎｔｈｅＮａ ｔ
ｉ
ｏｎ ａｌＳ ｃ

ｉｅｎ ｃｅＦｏｕｎｄａ ｔ ｉ
ｏｎ

＇

ｓＭｅ ｒｉ
ｔＲｅ ｖｉ ｅｗ

推动 中英科研合作应始终坚持平等合作 、 互利互 惠Ｐ ｒｏｃｅ ｓｓＦｉ ｓｃａｌＹｅａ ｒ 2 0 1 3 ．
ｈｔ ｔｐ ： ／／ｗｗｗ． ｎｓ ￡

．
ｇ
ｏｖ／ｐ

ｕｂｓ／ 2 0 1 4 ／

的原则 ，服务 于我 国科技进步 和科研人才 的成长 。
ｎｓｗ 4 3 2 ／ｎｓｂｉ 4 3 2 ．

Ｐｄｆ．

［ 8 ］Ｇｅｒｍ ａｎＲｅｓｅａ ｒｃ ｈＦｏｕｎｄａｔ ｉｏｎ
．
Ｆｕｎｄ ｉｎ ｇ ｒａ ｔｅ ｓ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ｄ ｉｖ ｉｄｕ

－

在确定 中英合作领域的过程 中 ， ＮＳＦＣ应依靠专家 ，ｄ ｇ
ｒａｎｔｓｐｒｏｇ ｒａｍｂ

ｙ ｓｄｅｎｔｉ ｆ ｉｃ ｄｉ ｓｃｉｐ
ｌ

ｉｎ ｅ 2 0 1 0 ｔｏ 2 0 1 3 ．ｈｔ
－

积极发挥专家的咨询作用 ， 提高政策制定 的前瞻性ｔｐ ： ／ ／ｗｗｗ． ｄｆｇ ．ｄｅ／ ｅｎ／ ｄｆｇ
＿

ｐｒｏ ｆ ｉｌｅ／ ｅｖａｌ ｕａｔ ｉｏｎ
＿

ｓｔａ ｔ ｉ ｓｔ ｉｃｓ／ ｓ ｔａ
－

和战略性 。 对于我国科研界已具备引 领能力且具有「ｗ卞 〗

ｔｍｌ ＃

匕 9 」ｂｍ ｙｋ ｌａＺｉ

ｐｐ
ｅ ｌＫ

．Ｌｉｔ ｅｒａ ｔｕｒ ｅＲｅｖｉｅｗ ：Ｇｅｎｄｅ ｒａｎ ｄ Ｉｎｔ ｅ ｒ
－

重要战略意乂 的领域 ， ＮＳＦＣ应适时发起国 际合作ｎａ ｔ
ｉｏｎ ａｌＲｅｓｅ ａｒｃ ｈＣｏ ｌｌａｂｏｒａ ｔ ｉｏｎ ．ｈｔ ｔｐ ： ／ ／ｎｕｗｅｂ ．ｎｅｕ．ｅｄｕ／

计划 ，促使短期 、分散的科研合作 向长期 、集群的科＾
．

ｉ ｐｐ ｅｌ／
ｎａ ｆ

－

ｗｏｒｋ ｓｈｏｐ／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ｓ ．
ｐｈｐ ．

［ 1 0 ］ 王长锐 ，孟宪平 ． 国 家自 然科学基金 2 0 1 0 年 申请 与资助概况

研合作转变 。及 2 0 1 1 年新举措 ． 中 国科学基金 ， 2 0 1 1 ， 2 5 （ 1 ） ： 0 3 4
—

0 3 6 ．

－［ 1 1 ］ＮｅｗｍａｎＭＥ．Ｔｈｅｓｔ ｒｕｃ ｔｕ ｒｅｏ ｆｓ ｃｉｅｎ ｔｉｆｉｃｃｏｌｌａｂｏｒ ａｔ ｉｏｎｎ ｅ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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