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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主要科研资助机构为例,比较中美两国在政府、资助机构及研究机构层面形式审查具

体政策和举措,提出优化我国项目管理、减轻科研申报行政负担的建议.分析发现,美国联邦政府

通过颁布法案和指南,促使资助机构积极响应,建立跨机构的法规适用性保证机制、建立集中的研

究者档案数据库、统一和简化项目申请格式和程序;研究机构也为科研人员提供高质量管理服务;
我国政府也强调减轻科研人员负担充分释放科技活力,通过扩大无纸化范围、简化填写信息等措施

致力于减轻研究者行政负担.为进一步落实科研人员减负的战略任务,可以完善申报系统功能和

提示、强化对于科研诚信等核心要素的把控、加强联动改进流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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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性科研项目是科研人员获取科研经费的主

要来源,科研项目申请准备占据科研人员大量的时

间和精力.项目资助部门为保证所有项目都公平地

遵循相同的规则,确保拟资助项目与指南方向足够

的匹配度,过滤部分低质量甚至存在诚信风险的申

请,资助部门往往对申请书进行形式审查(即“初
筛”),未通过形式审查的申请不再进入正式评审环

节.被初筛的申请书多由于申请人、研究机构等对

申请要求的重视不够、培训及管理存在问题导致[１].
对申请书进行细致的形式审查已成为研究机构的重

要任务,投入了大量人力.然而过分追求项目申请

的形式要求,忽视对科研创新价值的把握,并造成的

日益繁重的行政负担(RegulatoryBurden),既不增

加科学价值,也无法监管欺诈和浪费风险,一定程度

侵蚀了可用于科学研究投入的资金,影响资助项目

的可能收益[２].
国内外科研资助机构为改善这一现象,已把减

轻科研项目申报过程中的行政负担作为科技管理改

革的积极实践.本文以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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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徐汇区医学会副会长.研究兴趣为基

于科研管理和学科建设实践的理论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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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等管理课题５项,参与多项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委托课题.

殷嘉珺　硕士,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科

研部主任助 理.长 期 从 事 医 院 科 研 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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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级科研政策研究课题.

InstitutesofHealth,NIH)、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NationalScienceFoundation,NSF)和中国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自然科学基金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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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管理、减轻科研人员行政负担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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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美国科研资助体系减轻项目申报行政负

担的实践

１．１　美国联邦政府通过颁布指南和法案要求减轻

行政负担

　　近年来,美国联邦资助机构强化了对资助项目

管理的行政和财务合规性要求,对于研究机构在确

保科学研究合规性方面提出了新要求,同时也增加

了科研人员应对这些行政法规的行政负担.２０１８
年,联邦示范合作伙伴组织(FederalDemonstration
Partnership,FDP)调查显示,科研人员花在行政任

务上的时间占其有效时间的４４％,并成为在研究过

程中最耗时的活动① .在联邦资助机构的项目申请

中,除了撰写研究计划本身之外,申请书的组成部分

还包括摘要、预算及预算合理性、科研履历、科研设

施和资源.一项研究指出,科研人员平均需要花费

３８个工作日来撰写新的申请书[３].
美国 公 共 与 预 算 管 理 办 公 室 (Office of

ManagementandBudget,OMB)于２０１４年起正式

实施«政府范围内的资助管理框架»,作为联邦资助

拨款的统一行政层面的要求,强调减轻对于联邦资

助拨款获得者的行政负担并将审计重点放在已确定

有浪费、欺诈和滥用风险的领域.２０１７年,在«美国

创新 和 竞 争 力 法 案»(AmericanInnovationand
CompetitivenessAct,AICA)框架下[４],美国科学

技术政策办公室(OfficeofScienceandTechnology
Policy,OSTP)与 OMB协调和研究,提出了减少联

邦资助项目科研人员行政负担的战略部署,在项目

申请阶段的具体改革包括建立跨机构的法规适用性

保证机制、建立集中的研究者档案数据库、统一和简

化项目申请格式和程序等[５].

１．２　NIH 降低科研项目申请中行政负担的具体

举措

　　NIH 是全球最大的生物医学研究经费来源,也
是受理申请量最大、财政经费拨款最多的资助机构,
每年从美国国会获得约３００亿美元的财政经费拨

款,在２０１９财年共资助了超过５万个科研项目.

NIH 认为,作为公共资源的管理者,不仅需要支持

创新研究,还需要通过加强个人和集体的科学化管

理来促进研究事业的整体创新,并维持科学的人力、
科研诚信与社会责任[６].对于 AICA法案中提出的

减少行政负担的改革框架,NIH 也采取积极的措

施,在保持机构必要监督作用的前提下,尽可能优化

系统,对项目资助过程中的多个环节进行了更新,促
使科学家将注意力优先集中在科学研究本身,减轻

由于管理引起的行政负担.
在建立集中的研究者档案数据库方面,NIH 作

为体量最大的研究机构,是 AICA 法案中建立集中

的研究者档案数据库的实施主体,与多个非盈利组

织及其他合作机构试点了多个项目,以解决标准化

系统的范 围、有 效 性、资 助 信 息 等 优 化.举 措 包

括:与 开 放 科 研 人 员 和 贡 献 者 识 别 组 织 (Open
ResearcherandContributorID,ORCID)[７]合作,扩
展其论文数据库,扩展到科研项目、讲授课程、学术

演讲、大学服务和其他研究产出.目前 NIH 的eRA
申报系统可与ORCID建立实时链接,允许科研人员

将 ORCID与eRA帐户相关联,同步科研人员的简

历数据.NIH 与基于 DOI实现文献引文跨出版社

服务平台链接的参考链接服务系统 CrossRef合

作② ,创建通用的资助标识符,来有效、准确地跟踪

论文引用.通过建立集中的研究者数据档案,NIH
可以验证科学家的身份及贡献,发现可能的利益冲

突,并衡量研究资助的影响力,使研究资助更有效率.
在统一和简化项目申请格式和程序方面,NIH

在进行科学审查组评估创新价值前,对项目申请书

进行形式审查.关于项目申请的要求,NIH 网站上

发布了详细说明与指导文件[８],包括多媒体形式的

申请指导、完整公开且及时更新的资助政策声明[９],
提供附带详细注释的申请书范例,同时对申报过程

中的常见问题作了清晰的解答.在申请文件的设置

上,对于一些关键问题设置突出提示,如关于临床研

究、胚胎干细胞技术、脊椎动物的使用等的许可,作
为强提醒避免遗漏.人员简历方面,提供了基本格

式,保留了人员简历的灵活度,在客观经历撰写的基

础上,更强调基于科学贡献及可能带来的价值.

NIH 通过 Grants．gov与eRACommons两个

在线系统完成项目发布、申请、评议、报告和管理等

程序[１０],并实现项目信息、文件和程序的标准化.
申请人在系统中提交项目申请后,在线系统将提供

全面的校验审查,并即时报错提示.NIH 要求申请

人在申报截止时间前２个工作日完成首次提交,确
保系统检出的问题可以得到及时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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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NSF降低科研项目申请中行政负担的具体

举措

　　与NIH 类似,NSF制定了PAPPG(Proposal&
AwardPolicies& ProceduresGuide)指南,用于指

导申请人进行项目 NSF项目申报[１１].指南涉及了

申请书的准备、提交、项目获得资助及管理等与课题

相关的各个环节,向申请人提供每个环节的准备和

注意事项.对申请人、申请时间、途径、申请书格式、
项目评审、资金管理、项目过程管理等方面进行了详

细说明和指导.指南通俗易懂,细致详实,且每位申

请人可根据指南独立完成课题申报.此外,指南会

根据当前的政策和进行每年更新修订,且会将更改

的地方进行标注说明,方便以往使用指南的申请人.
由于绝大部分问题指南中都有清楚介绍,申请人申

报项目的效率和申请书形式上的准确性得以极大的

提高.同时,NSF通过 Grants．gov与 FastLane两

个在线系统进行项目发布、申请、评议、报告和管理

等.FastLane系统可对申请书可以进行自动形式

审查,按照不同项目类型的不同要求,系统可逐项进

行自动筛查,并给出相应审查结果.申请人可根据

审查结果进行及时更改[１２].FastLane系统通过对

申请书的内容组成、篇幅、预算、及伦理、申请书版本

等自动形式审查,可减少申请人申请书形式审查的

不合格率.通过详细的指南说明,以及在线系统的

自动审查,减轻了申请人、申请机构以及 NSF工作

人员在项目申报和审查中的行政负担.

１．４　研究机构层面为科研人员提供高质量服务

美国研究型大学大多采用校、院二级管理模式,
校级科研项目管理机构一般包括资助或项目管理办

公室,对全校的科研项目及经费进行全过程管理,院
系层面负责科研项目的具体事项.依据科研项目的

生命周期,科研管理部门进行项目申报、审批、合同

签订、合规管理、成本管理、预算管理,以及项目过程

中的进度控制、成果验收及转化、结项等方面进行管

理和监督,以最大程度服务科研人员为宗旨,提供专

业化的科研服务[１３].
以 约 翰 霍 普 金 斯 大 学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JHU)为例,该大学是历年获得 NIH 资

助项目数与经费数榜首的高校,２０２０财年共获得

NIH 资助项目数１４４７项,总资助经费约８．０７亿美

元[１４].JHU成立研究管理中心(JHURA),负责审

查每份申请书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以及对大学和资

助机构政策和程序的合规性[１５].JHURA开发了自

有的Coeus系统,所有科研人员的申请文件必须通

过Coeus系统提交.针对 NIH 项目的形式审查,

JHURA制作了形式审查清单(Checklist)供申请人

自查,列出了常见问题供参考.JHURA 明确列出

工作人员将进行审查的时限与环节,如:若提交时

间比截止时间提前３天以上,学校将从申请书整体

内容、预算等进行全面检查;剩余２天时,将对文件

完整性作审查,但如仅有１天的窗口时间,则仅进

行机构提交的确认,为形式审查工作划定了职责

范围.
在服务本校科研人员的同时,美国高校也积极

投入到联邦程序优化的顶层设计中.前文所述美国

联邦示范合作伙伴组织(FDP)是由１０个联邦机构

(包括主要资助机构如:NSF、NIH 等)和１５０多个研

究型大学组成的合作组织① ,定期进行研讨,致力于

简化联邦机构资助项目的管理.该组织对资助机构

的新政策或业务流程及试点项目进行管理测试,验
证新的管理模式对科研整体效率的影响,正在进行

的项目包括实施科研人员档案的中央资料库、改良

SciENcv简历格式系统等.高校是该组织合作模式

的主要参与方之一,与资助机构双向沟通及反馈讨

论,有利于评估资助机构政策的实际应用效果,最终

利于减轻科研人员的行政负担.

２　自然科学基金委减轻项目申报行政负担

的实践

２．１　国家要求减轻科研人员负担,充分释放科技

活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重要讲话[１６]中

指出:“不能让繁文缛节把科学家的手脚捆死

了,不能让无穷的报表和审批把科学家的精力耽误

了”.中央、部委至地方及单位层面,均在减轻

科研人员负担、释放创新创造活力中积极布局.

２０１８年７月,国务院发布«关于优化科研管理提升

科研绩效若干措施的通知»[１７],明确要求建立完善

以信任为前提的科研管理机制,减轻科研人员负担,
充分释放创新活力.２０１８年至２０２０年,多部委联

合相继印发“减负行动”１．０与２．０[１８],切实推动有

关精神和政策落地,持续减轻科研人员负担;２０２１
年８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改革完善中央财政科研

经费管理的若干意见»[１９]中,大大放宽了申报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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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预算编制要求.优化科研项目管理、简化科研项

目申报过程,成为资助机构的一项重要任务予以

实施.

２．２　自然科学基金委优化科研项目申报的改革

实践

　　自然科学基金委作为国内申请体量最大、最具

有代表性的科研资助机构,近年来,将“持续优化项

目管理”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列入科学基金深化改革

方案中,也作为推动“放管服”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
努力减轻科研人员负担,推动项目规范管理[２０].在

项目申报管理中,改进形式审查工作成为减轻科研

人员、研究机构以及资助机构本身的行政负担,提高

行政效率的突破口.

２０１８年前,自然科学基金委形式审查未通过的

主要原因为纸质申请书的缺页错页、签字盖章错误、
版本号错误等与科学价值本身无关的原因.近年

来,科学基金委结合申报系统的优化,在项目申报阶

段推行了一些重要改革举措:
(１)更新优化指南和通知文件,将延续多年的

项目申报指南版面格局进行调整,之前分散在不同

处的形式审查要求(包括申请须知、限项要求、资金

要求等)集中,申请人可更清晰地掌握整体和细节

要求.
(２)进一步扩大无纸化申报的项目类型,从青

年项目开始试点,到目前实现了全面无纸化,减少申

报过程中因纸质申请书中的签章和签字错误、打印

错误等引起的项目不予受理;
(３)提升申报系统前端控制功能,对于是否符

合限项规定、规范填写项目起止时间等无需人工审

查的要素,系统实现了自动化提示;
(４)简化填写信息,统一相关附件要求,如青年

项目无需填写参与人、杰出青年与创新群体无需学

术委员会推荐意见等;加强附件材料审核的系统前

端提示,提供同行专家推荐信、导师同意函等附件模

板,供申请人规范填写;
(５)推行代表作制度,设定个人简历的代表性

论著与其他代表性成果的上限,取消人才项目的论

文收录与引用情况表,引导评审专家更多关注代表

性成果本身的质量和科学价值.

２．３　研究机构采取措施服务科研人员

研究机构作为科研人员和资助机构的链接,是
直接服务科研人员和项目管理的前端,感知和服务

于科研人员的需求,灵活采取多方面措施,优化科研

项目申报内部流程,提供支持方案,有效地提升了科

研人员申报体验[２１,２２].研究机构在组织申报过程

中,不断累积及迭代更高效而适应变化的管理支持

模式,制定全年的申报工作时间节点,为项目申请人

提供申请书培训辅导,通过数轮预评审提高申请书

的写作水平.同时,根据指南编制一系列形式审查

要求及自查文件,利于申请人了解最新要求,在申报

过程中自行核对检查;对于共性的要求(如承诺函、
伦理批件等)集中组织、批量办理、减轻申请人在形

式文件准备上的负担.在申请人正式提交后,科研

管理部门还将组织集中的形式审查申请书进行数次

检查,减少因申请人遗漏而被初筛的可能性.
经过自然科学基金委、研究机构和申请人数年

的努力,在２０２０年、２０２１年的集中接受期不予受理

率将至０．７９％和０．６２％,连续创下历年新低,有效

降低了在申报阶段的行政负担.
然而,与美国主要资助机构在申报过程中的做

法和实践对比,仍有进一步可完善之处,如在国家层

面上集中研究者档案库、制定清晰和准确的引导文

件、系统化形式审查等方面尚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３　对进一步减轻科研人员行政负担的建议

３．１　进一步落实国家层面为科研人员减负的战略

任务

　　从美国的创新力法案,到我国的深化科技体制

改革,世界主流科技强国纷纷将创新科研管理方式、
提升效能、为科研人员减负作为一项战略任务加以

布局.机制体制的改革依托于顶层设计中政策的引

导及资源的保障,有赖于政府、资助机构、研究机构

及科研工作者全链条的协力推进.从国家整体层

面,可优先考虑加以布局之处包括:整合不同资助机

构的填报系统及要求、建立集中的研究者档案库等,
增强跨部门协同,避免研究者多头填报、重复工

作.本文探讨的项目申报过程仅是科研项目全生

命周期中环节之一,在其他环节如执行过程的监

管、结题验收程序,以及后续的成果转化中由于行

政管理引起的负担,也应得到足够的重视和进一步

的研究.

３．２　优化指南和通知公告文件,提供清晰化引导

目前的形式审查要点内容,按照学部、学科和项

目类型的不同,分布在年度申报指南及项目申请通

知公告中的,不利于申请人整体把握有关申报要求.
同时,不同学部、学科处和不同类型项目的形式审查

要求有所不同,缺乏统一的规范.在审查要点和条

件中仅以文字的形式加以说明,缺少相应的案例,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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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尚不够清晰.自然科学基金委虽提供了申请和管

理常见问题的汇总,但是还不够完整,且缺乏及时的

更新.NIH 的详细说明与指导文件及 NSF提供的

PAPPG文件提供了一个较好的样本,自然科学基金

委可进一步优化指南和通知公告文件,为申请人提

供更清晰化的引导.
３．３　完善申报系统功能和提示,减少重复性审查

在项目申请形式审查中,一些客观的申报条件

如:推荐信等附件材料、申请人年龄等资质,均为客

观判断,可通过完善申报系统功能,实现形式审查的

自动化和即时性修改;基本信息以电子档案库形式

储存系统,且相同信息只需填写一次,避免前后多次

重复填写;基于各类项目的申报要求,在申报环节的

核心阶段予以提示,也有助于科研工作者在申请阶

段减轻工作负担,同时避免一些非原则性的错误.
资助机构的申报系统也可以保持一定的开放性接

口,使高校和科研院所可以根据所在单位的实际情

况,进行针对性的二次开发,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自

行开发的自有程序系统 Coeus,实现更完整和友善

的项目申报体验.
３．４　强化对于科研诚信等核心要素的把控

科研项目形式审查的初衷不在于限制科研人员

的项目申请,而在于保证项目申请的合规性和原则

性问题.自然科学基金委近年在申请中逐步推行代

表作制度,精简代表性成果的填报数量,使初步形式

审查的重心聚焦于成果的真实性,在研究机构和科

研人员两个层面对科研诚信提出更高要求.NIH
完善个人科研档案库的建立,除了简化填报过程,也
有助于对申请人的历年项目完成情况及真实的科研

背景进行全面的评判,杜绝科研欺诈,为我国科研资

助机构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３．５　加强科研共同体的联动,共同改进流程

资助机构、研究机构、科研人员是科技项目申报

和执行中的科学共同体,科研资助申请流程的革新,
研究机构和科研人员是最直接的影响受众,可以最

直观和真切地感受到改革实施效果.在资助机构政

策的制定过程中,吸纳直接受众的反馈,有助于客观

辨识问题、优化改革方向、评价改良效果.美国的

FDP提供了良好的范本,通过科研共同体的上下联

动,在改革过程中不断地进行“实施—反馈—建议—
优化”循环,最大程度地实现符合科研人员需要的制

度创新.

４　结　语

减轻科研人员负担、释放创新创造活力是科研

管理领域长期努力的方向.中美两国都采取了各种

策略提升项目管理的能效.本研究从项目申请形式

审查入手,对比了中美两国主个主要资助机构在形

式审查和项目管理具体政策和举措,意图见微知著,
以一个环节深入研究撬动整个项目管理程序的优化

进程,从而进一步落实科研人员减负的战略任务.
研究认为:减轻科研人员行政负担的过程中有赖于

政府、资助机构、研究机构及科研工作者全链条的协

力推进,覆盖项目的申报、执行、结题验收、成果转化

全生命周期.优化项目申报系统、简化格式要求、同
步相关科研系统信息,维护科研诚信底线,有助于减

轻行政负担.同时,科学共同体的上下联动、不断

的评价、优化、改革和循环,可促使科学家将注意

力优先集中在科学研究本身,最终实现更高的科学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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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papercomparestheformalexaminationandmeasurestakenbygovernment,fundingagency
andhostinstitutionbetweenChinaandUnitedStates(US),andputsforwardsuggestionsonoptimizing
projectmanagementandreducingregulatoryburden．ResultshowsthattheUSgovernmenthaspromo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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