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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伯杰1*  张军泽1  姜 维1  吕一河1  朱永官1,2

1.
 

中国科学院
 

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城市与区域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85
2.

 

中国科学院
 

城市环境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与健康重点实验室,厦门
  

361021

  收稿日期:2023-03-06;修回日期:2023-11-29
  * 通信作者,

 

Email:
 

bfu@rcees.ac.cn
  本文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L2142001)的资助。

[摘 要] 气候变化、健康危机和粮食安全等问题通常会超越国家间的地理边界,是典型的全球性

挑战。随着不同挑战的日益加剧,设立全球科学研究基金已成为推动科技进步、探索创新解决方案

和加强伙伴关系的重要手段。在此背景下,“研究设立面向全球的科学研究基金”是我国“十四五”
时期(2021—2025年)完善科技创新体制的重要举措。为推进这一举措落实,本文在分析主要发达

国家(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日本、澳大利亚)和欧盟针对全球挑战的科研基金资助经验和广泛

调研研讨的基础上,从人才项目、研究项目和大科学装置项目三个方面提出了我国未来设立面向全

球的科学研究基金的建议,并探讨了相应的遴选、评估和管理机制,以期促进我国科研资助体系的

创新发展,逐步提升我国在全球挑战研究中的国际影响力。

[关键词] 全球挑战;全球科研基金;资助体系;管理机制

科技强国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

要发展战略[1]。政府科研投入作为国家科技创新发

展的重要支撑,在完善资源配置和解决重大发展挑

战方面具有关键作用[2]。随着气候变化、传染病扩

散、粮食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等全球性发展挑战的加

剧,设立聚焦于全球挑战的科学研究基金已成为众

多发达国家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优先关注事项

之一[3]。
我国政府在2020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

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正式提出要研究设立面向全

球的科学研究基金,这对于我国坚持创新驱动发展,
积极应对全球面临的挑战,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有

重要意义。然而,我国对于如何管理和支撑此类研

究项目尚无经验,在项目类型、研究主题、评估和运

行机制的制定,以及经费管理和其他配套措施等方

面仍存在诸多问题和挑战。
为推进我国设立面向全球的科学研究基金,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自然科学基金

委”)咨询委员会设立了调研咨询专项项目“如何做

傅伯杰 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

学院院士、美 国 艺 术 与 科 学 院 外 籍 院 士、
英国爱丁堡皇家学会外籍院士,中国科学

院生态环境 研 究 中 心 研 究 员。现 任 中 国

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 中 心 学 位 委 员 会 主

席,兼任国 际 地 理 联 合 会 副 主 席、中 国 地

理学会监事 长 等。主 要 从 事 自 然 地 理 学

和景观生态学研究,在土地利用结构与生

态过程、景观生态学和生态系统服务、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取

得了系统性创新成果。

好面向全球的科学研究资助工作”。研究团队通过

调研国际上主要国家的研究资助机构、查阅文献和

召开研讨座谈会,对国际上有关全球挑战研究项目

的现状和发展趋势进行了调研和分析总结。基于

此,本文简要介绍了主要发达国家针对全球挑战研

究的资助模式,并提出了我国设立面向全球的科学

研究基金的建议。

1 全球挑战研究基金现状与趋势

全球挑战是世界各国普遍面临且亟需解决的重

要发展挑战,兼具阶段性和长期性的特征[4]。联合

国大学美国理事会在20世纪90年代发起的千年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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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The
 

Millennium
 

Project)①中提出了15项全球

挑战,进入21世纪以来的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和可

持续发展目标也是对不同发展阶段各项全球挑战的

关键总结[5]。总体而言,应对气候变化、环境退化和

资源短缺,缩小贫富差距以及保障粮食安全等均是

典型的全球挑战(图1)。由此可以看出,全球挑战

的另一项关键特征是复杂性,即无法通过单一学科

和单个或少数国家的努力就能有效解决[6]。因此,
设立面向全球挑战的研究基金,开展多学科和多个

国家共同参与的科学研究项目,是解决全球挑战的

重要手段,也是影响各国国际话语权的关键事项,从
而受到广泛关注[3,4]。

截至目前,以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日本、澳
大利亚等为代表的全球主要发达国家和欧盟在面向

全球挑战的科研项目资助方面已有几十年的经验积

累,同时也在不断依据全球挑战的变化和前沿进展

调整项目布局,以支撑其在科学研究和国际合作方

面的领导地位[2,
 

7,
 

8]。从资助模式来看,现有针对全

球挑战的基金项目主要有研究项目和人才项目两种

类型,并且不同国家各有侧重。下文将基于以上两

种类型对国际上面向全球挑战的研究基金进行简要

分析总结,包括其设立目的、管理机制、实施效果以

及主要问题,为我国建立面向全球的科学研究基金

提供借鉴。

1.1 研究项目

研究类基金项目是指具有明确科学研究目标和

图1 代表性的全球挑战

问题的项目,其通常聚焦于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研

究热点和难点问题。此类项目普遍涉及跨学科的研

究,并鼓励通过跨国家和跨学科的广泛合作来开展

科研攻关,以应对复杂的全球挑战。表1展示了国

际上面向全球挑战的代表性研究类基金项目。其

中,欧盟研究和创新框架计划(The
 

EU
 

Framework
 

Programme
 

for
 

Research
 

and
 

Innovation)自1984
年起就已设立,当时的第一版被称为第一框架计划

(FP1)。自此,每隔几年会启动一个新的研究框架

计划,每个计划通常为多年期,覆盖多个科学和技术

领域。当前最新的版本为“地平线欧洲”(Horizon
 

Europe),计划期间为2021至2027年。“地平线欧

洲”继承了前一版本“地平线2020”(Horizon
 

2020)
的成功经验,并提出了更多雄心勃勃的目标,以应对

全球性挑战、推动创新和科技领域的发展[9]。
与此类似,英国政府于2015年11月发布了全

球 挑 战 研 究 基 金 (Global
 

Challenges
 

Research
 

Fund,GCRF)。该 基 金 属 于 英 国 官 方 发 展 援 助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的 一 部

分,由英国商业、能源和产业战略部(Department
 

for
 

Business,
 

Energy
 

and
 

Industrial
 

Strategy,
 

BEIS)负
责管理,旨在确保英国在解决“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

问题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引领发展中国家利用“英
国世界领先的专业知识”加强对危机的抵御和应对

能力[7,
 

10]。目前,国内学者对GCRF的管理机制进

行了较详细的分析,并且 GCRF第一批资助计划

(2016—2021年)已完成,共资助超过了500个项

目,分布于120多个国家和地区②。BEIS于2022年

2月宣布,目前仍在运行的项目会继续得到资金支

持,但未来GCRF与牛顿基金、国际合作基金一起,
将会改变资助形式,具体细节暂未公布。

此外,联合国或者私人基金会也都有许多针对

全球挑战的研究项目设立,例如联合国全球环境基

金、联合国绿色气候基金和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

金会等[11,
 

12]。总体而言,各类研究项目的设立目标

均是解决全球性挑战,包括健康、环境、气候变化和

可持续发展等。尽管不同项目的管理机制多样,包
括分层管理结构、政府部门管理、多边合作协议等,
但这些项目均已取得了积极的实施效果,包括推动

科研创新、提高全球环境状况、改善发展中国家生活

质量等。然而,各类项目也面临着不同的问题,例如



 
第38卷 第1期 傅伯杰等:

  

关于设立面向全球科学研究基金的思考与建议 195   

官僚主义、申请程序的复杂性、资源分配争议、透明

度、项目执行的监督和评估不足等,尤其是许多学者

批评了英国的GCRF项目未能有效平衡区域需求

和全球挑战的关系[13]。吸取以上经验教训对于如

何更合理地设立和管理此类基金项目具有一定的参

考意义。

1.2 人才项目

人才类项目是指资助全球不同地区和不同层次

的优秀科研人员,通过稳定的资金资助来支持和培

养科研人员的发展,以探索不同全球挑战的解决方

案。此类项目可有效促进科研人才的国际流动,从
而加强国际合作研究和知识共享。代表性全球人才

基金项目有欧盟“玛丽·居里”行动计划、美国富布

莱特项目、德国洪堡基金会洪堡研究奖学金、日本学

术振兴会“赴日本研究邀请奖学金”、澳大利亚研究

理事会“发现”计划、加拿大“班廷奖学金”等(表2)。
各类人才项目的设立通常是为了吸引和培养优秀的

全球人才,提供资金支持和机会,促进学术交流和跨

国合作[1416]。它们的管理机制一般由相关政府部

门、基金会或研究机构负责管理,通过严格的评审流

程选拔获奖者,并提供经济资助和研究资源。
当前,不同人才项目普遍取得了较好的实施效

果。首先,它们为青年学者和研究人员提供了全球

范围内的学术合作和交流机会,加强了国际间的学

术联系和互动。其次,通过资金支持和培训机会,这
些项目有效帮助了优秀科研人才开展高质量的研究

工作,提升他们的研究水平和影响力。然而,这些项

目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由于申请者众多、竞争

激烈、成功率较低,很多优秀人才可能因为条件不满

足而无法申请到相关资助;另一方面,多数项目面临

表1 面向全球挑战的代表性研究项目

基金名称 设立目的 管理机制 实施效果 主要问题

欧盟研究和创

新框架计划

旨在推动欧洲的科研、创
新和竞争力,促进国际合

作,以及培养科研人才,从
而 进 一 步 解 决 全 球 性

挑战。

采用分层管理结构,包括

欧洲委员会、研究执行机

构和国家级管理机构。项

目的申请和评审过程是公

开竞争性的。

已在健康、数字化、环境和

能源领域取得诸多成就,
促进了跨国合作,支持了

众多高水平的科研项目,
提高了欧洲在全球科研领

域的竞争力。

官僚主义、复杂的申请

程序、不平等的地域分

配、资源管理和透明度

的问题以及项目资金不

足等。

英国全球挑战

研究基金

支持英国研究机构在国际

上解决发展中国家面临的

全球挑战,如贫困、健康、
环境和可持续性。

由英国商业、能源和产业

战略部管理,资金分配通

过 开 放 式 竞 争 性 申 请

程序。

在多个领域取得了积极成

果,包括提供医疗卫生支

持、改善粮食安全、推动可

持续发展等,促进了发展

中国家生活质量的改善。

确保研究项目的长期可

持续性,以及如何平衡

本地需求和全球挑战之

间的关系。另外,与合

作伙伴国家的协调和文

化差异也存在挑战。

联合国全球环

境基金

资助全球性环境项目,以
解决气候变化、生物多样

性损失、土地退化等全球

性环境挑战。

由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

计划署和联合国环境规划

署等机构共同管理。资金

分配 通 过 多 边 合 作 协 议

进行。

资助了许多环境项目,促
进了 全 球 环 境 状 况 的 改

善,减轻气候变化影响,保
护生 态 系 统,提 高 可 持

续性。

项目复杂性、资源分配

争 议 和 项 目 成 果 的

监测。

联合国绿色气

候基金

支持发展中国家减缓气候

变 化 和 适 应 其 影 响 的

努力。

联合国制定并管理,其理

事会由代表发展和发达国

家的代表组成。基金通过

国家政府、非政府组织和

国际机构实施项目。项目

申请 和 评 审 是 公 开 竞 争

性的。

已资助了众多项目,包括

可再生能源、森林保护、气
候智能农业等,有助于发

展中国家减缓气候变化影

响,并提高其气候韧性。

资金量不足,资源分配

问题以及项目执行的监

督和评估。此外,气候

融资领域的政治和经济

挑战 也 影 响 了 基 金 的

运作。

比尔与梅琳达

·盖茨基金会

资助广泛的全球健康、教
育和发展项目,以改善生

活质量。

私人基金会,独立管理其

项目。合作伙伴包括政府

机构、非营利组织和研究

机构。

资助 了 众 多 包 括 疫 苗 研

究、传染病控制和全球健

康改善的研究项目,在全

球卫 生 领 域 发 挥 了 关 键

作用。

基金会的透明度、项目

选择 标 准 和 项 目 可 持

续性。

  资料来源:以上基金项目信息均来自于各基金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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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资金紧张和管理体系不完善等问题,导致资源分

配不均和管理混乱。
总体来看,以往全球人才类基金项目普遍通过

提供资金和机会的形式来吸引和培养优秀的科研人

才。同时,各项基金项目在选拔流程上均注重申请

者的学术能力和潜力,并通过竞争性评审制度对申

请者进行评估。此外,这些项目都侧重于推动学术

交流和跨国合作,促进跨国研究项目的实施。然而,
各个项目在资助规模、领域和申请条件等方面也存

在差异。例如,“玛丽·居里”行动计划主要关注科学

和创新领域,富布莱特项目则涵盖广泛的学术领域。
此外,不同项目的申请条件和要求也有所不同,例如

一些项目注重申请者已在某个领域取得的研究成果,
而一些项目更注重申请者的学术潜力和创新能力。

表2 代表性全球人才基金项目

项目名称 设立目的 管理机制 实施效果 主要问题

欧盟“玛丽·
居 里”行 动

计划

支持欧洲内外的研究人才,鼓
励国际流动性和跨学科合作,
以推动科学研究和创新。

由欧洲研究理事会负责管

理。资金分配是通过竞争

性 申 请 和 评 审 程 序 进

行的。

自1994年以来,已支持了14.
5万名研究人员,促进了科研

人才的流动和培训;推动了跨

国研究网络的建立。在众多

受资助者中已有12名获得了

诺贝尔奖。

竞争激烈,难以获

得资金,以及项目

持续性问题。

美国富布 莱

特项目

通过教育、人员交流、知识和

技术交换来增进美国与其他

国家的交流和相互理解。它

为学生、学者及专业人士提供

在海外学习交流的资金。项

目面向全球多数国家和地区。

由美国国务院管理,通过

50所负责机构在155个国

家和地区运作。

已资助众多国际学者和学生

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开展研究,
增强了文化交流和人际关系,
加强了国际合作和理解。

资源限制、项目选

择标 准 和 持 续 资

助问题。

德国洪堡 基

金会洪堡 研

究奖学金

旨在吸引国际科研人才到德

国进行研究,促进国际科学合

作和学术交流。

由德国洪堡基金会管理,
评审 和 选 择 程 序 是 竞 争

性的。

支持了国际研究人员在德国

高校和研究机构进行合作研

究;加强了德国与其他国家的

科研合作;截至2022年,已有

61人获得诺贝尔奖。

申请 程 序 的 复 杂

性、竞争激烈以及

可持续性问题。

日本学术 振

兴会“赴日本

研究邀请 奖

学金”

吸引国际研究人员到日本从

事高质量的研究工作,促进国

际学术合作,加强日本与其他

国家之间的科研交流。

由日本学术振兴会管理。
申请人需要在日本找到合

作研究机构和合适的研究

主题,通过竞争性申请程

序来获得资助。

鼓励国际研究人员在日本的

高等教育机构和研究机构从

事合作研究工作,推动了国际

学术合作和知识交流。这一

计划有助于日本研究机构与

国际社会建立紧密联系,促进

了科学研究的进展。

申请 程 序 的 复 杂

性、竞争激烈以及

可持续性问题。

澳大利亚 研

究理事会“发
现”计划

支持国际和澳大利亚国内的

研究人员进行卓越的基础研

究,推动科学和创新领域的发

展,以解决复杂的科学和社会

问题。

由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管

理。研究者通过竞争性申

请程序来获得资助,项目

通常涵盖多个学科领域,
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

和工程技术。

支持了广泛的研究项目,促进

了澳大利亚在国际科研社区

中的声誉。培养并吸引了高

水平的研究人员,推动了各个

领域的创新和知识发展。

竞争激烈,项目评

估过 程 的 公 平 性

和透明度。

加拿大“班廷

奖学金”
吸引国际和加拿大的博士后

研究人员在加拿大从事高水

平的研究工作。该计划的目

标是培养和吸引科研领域的

卓越人才,加强加拿大的科研

能 力,同 时 促 进 国 际 学 术

合作。

由加拿大卫生研究所、自
然科学和工程研究委员会

以及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

委员会合作管理。申请者

需要通过竞争性申请程序

获得资助。

已经支持了许多博士后研究

项目,促进了加拿大国内和国

际科研领域的合作。已培养

众多优秀的科学家和研究领

域的专业人才,提高了加拿大

的研究水平。

竞争激烈,项目评

估过 程 的 公 平 性

和透明度。

  资料来源:以上基金项目信息均来自于各基金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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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我国设立全球科学研究基金的建议

通过对国际上有关全球挑战基金项目的分析总

结,并进一步结合专家研讨成果,本文从基金项目类

型、评估与运行机制、经费管理与配套保障三个方面

对我国设立面向全球的科学研究基金提出了相应建

议,以期为推进此类基金项目在我国的落实提供科

学依据。

2.1 基金项目类型

基于对国际上的经验总结和专家研讨成果,本
文认为我国面向全球的科学研究基金可包括三个方

面,分别是研究项目、人才项目和大科学装置项目。
不同类型的项目可在不同领域和层面上发挥作用,
下文将简要介绍这三类项目,并给出实施建议。

2.1.1 研究项目

研究项目应以全球挑战为导向,旨在前沿研究

领域实现关键突破,为解决全球挑战问题提供科技

支撑。面向全球的科学研究主题要考虑国际前沿、
国际热点、国际区域上的优先事项以及国内关注四

个方面,并应涵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等

各个领域以促进跨学科研究,同时需要全面考虑我

国与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科研合作。可在广泛

讨论的基础上,分批次资助长期(10年及以上)、中
期(5~9年)和短期(2~4年)不同类别的研究项目。
要有效识别不同期限研究项目的重合度,确保精准

资助,避免重复性资助,实现短期突破与长期进步的

结合。

2.1.2 人才项目

人才项目应面向全球不同层次、不同学科、不同

方向的人才支撑和培养,对国际人才的支持应以“引
进来、留得住、用得好”为原则,对国内人才的支持应

以“走出去、学经验、带回来”为原则,全面促进科研

人才的交流与合作,形成稳健的人才循环模式,以为

我国科研事业的创新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力量。总

体上,可依据取得博士学位的年限分别设立博士后、
青年人才、杰出人才奖励机制。青年人才奖可按照

申请人所在区域进行划分,如亚洲、欧洲、北美、非
洲、大洋洲、南美等,资助金额方面可有所不同。杰

出人才奖可按学科方向进行划分,如数学、理化生、
地球与环境科学、信息科学、工程科学、医学等,遴选

标准可有所区别。这些细分的奖励项目可分别以我

国著名学者的名字命名(可参考德国洪堡奖学金和

洪堡奖章),从而打造资助品牌,形成品牌效应,为我

国的对外文化交流提供重要窗口。

2.1.3 大科学装置项目

大型科学装置共享对突破工具限制和技术瓶颈

意义重大[17]。我国自然科学基金委早在2009年就

已设立大科学装置科学研究联合基金,以协调国内

不同科研机构的研究力量,充分发挥大科学装置的

综合平台效能。但是,已有的基金项目主要面向国

内科研机构对大科学装置的开放与共享。未来也应

考虑允许国外科研人员申请使用我国新型大科学装

置,以及支持我国科研人员申请使用国际上的大型、
重要的科学装置或实验设备,以开展“分布式”的前

沿研究和比较分析。

2.2 评估与运行机制

不同项目的评估和运行机制应各有侧重。对人

才项目而言,应以前期研究成果和未来研究设想为

参考依据,杰出人才奖励的比例应最低,并给予最严

格的评选标准;对青年人才和博士后人才奖励的资

助标准应适当放宽,提升青年人才的研究热情,加强

青年人才的循环流动。在项目的遴选评估方面,应
该充分尊重研究成果的科学意义,避免唯论文、唯影

响因子的片面评估机制,着重培养青年人才的全球

和长远视野,提升其综合研究能力。
对研究项目和国家大科学装置项目而言,应首

先关注申请书的研究内容与全球挑战的一致性,其
次要分析研究内容的实际意义,创新性以及学术严

谨性,最后要考察项目预算是否合理,同时应倡导形

成国内和国外双首席专家负责制,以便于项目的顺

利执行和有效管理。
各类项目应尽可能简化申请流程,申请书需要

重点体现以下6个方面:(1)
 

希望解决的全球挑战;
(2)

 

研究背景;(3)
 

如何组织研究工作;(4)
 

详细的

研究方案,包括(但不限于)样本选择、数据源、数据

收集、分析方法,以及如何应对潜在的研究困难等;
(5)

 

该项目的潜在学术贡献和政策影响;(6)
 

进度安

排(可以提供乐观和悲观的情况)。此外,在各类项

目的遴选和执行期间的评估审查过程中,应成立由

多学科专家组成的咨询组,并引入国际评审流程,以
切实体现国际化特征。

2.3 经费管理与配套保障

科研经费是否出境以及在出境和不出境的情况

下如何进行监督和管理是全球科研基金项目经费管

理的重要挑战,也是影响项目执行的关键因素。目

前,美国、日本、英国和欧盟等在面向全球挑战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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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和国际合作项目方面已积累了大量科研经费出入

境管理的经验[9,
 

10],但我国对此尚缺少充分了解,这
也是未来需要深入分析和讨论的重要方面。总体而

言,积极探索适合全球科学研究基金经费使用特点

的资金管理模式是推动我国科研资助体系创新发展

的必经之路,对于扩大我国国际科研资助影响力,吸
引更多全球优秀科学家参与到由我国主导的全球挑

战研究中有重要意义。
此外,为保障全球科学研究项目的顺利开展,良

好的配套保障也需给予充分重视。首先,可成立开

设全球科研基金项目管理办公室,主要职责包括:对
来华开展工作的外国科研人员在衣食住行等方面提

供协助和便利,建设并维护受资助科研人员网络,以
及跟进他们的科研工作进展并定时听取成果汇报

等。其次,依托现有的驻外机构,筹建常驻海外的

办公室,主要职责包括:为在海外工作的科研人员

提供咨询与帮助,与著名科学家建立联系,监督受

资助的研究人员在海外的研究进展(如座谈交流、
科研成果汇报等)等。通过以上措施,可以建立全

球科研支持网络和科研人才网络,扩大我国的科研

影响力。

3 结 语

当前美国、日本、英国和欧洲其他发达国家通过

设立全球科学研究基金项目,不仅在许多关键科学

问题上取得了重要突破,也有效提升了各自国家的

科研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面对日益复杂的全球发

展挑战,以及我国科技创新发展需求,加快推进我国

面向全球的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布局势在必行。本文

初步探讨了我国设立全球科学研究基金项目的可行

方案,提出了可从人才项目、研究项目和国际大科学

装置项目三个方面进行总体布局的建议,同时也在

项目的评估与运行,以及经费管理和配套保障方面

进行了若干思考。考虑到现有分析和建议仍具有一

定的局限性,为充分保障我国全球科学研究基金项

目的合理性和可行性,提升我国全球挑战研究的国

际影响力,可考虑以未来5至10年为一个周期,加
快组织第一批面向全球的科学研究基金项目,以深

入总结适用于中国的全球科研资助模式和管理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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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limate
 

change,
 

health
 

crises,
 

and
 

food
 

security
 

issues
 

often
 

transcend
 

geographical
 

boundaries
 

between
 

nations,
 

representing
 

typical
 

global
 

challenges.
 

As
 

various
 

challenges
 

intensify,
 

the
 

establishment
 

of
 

a
 

global
 

scientific
 

research
 

fund
 

has
 

become
 

a
 

crucial
 

means
 

to
 

drive
 

technological
 

progress,
 

explore
 

innovative
 

solutions,
 

and
 

strengthen
 

partnerships.
 

In
 

this
 

context,
 

the
 

establishment
 

of
 

a
 

global-oriented
 

scientific
 

research
 

fund
 

is
 

an
 

important
 

initiative
 

to
 

improve
 

the
 

institutional
 

mechanism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
 

the
 

14th
 

Five-Year
 

(2021—2025)
 

Plan
 

period.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experiences
 

of
 

major
 

developed
 

countries
 

(the
 

United
 

States,
 

Canada,
 

United
 

Kingdom,
 

Germany,
 

Japan,
 

and
 

Australi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in
 

funding
 

scientific
 

research
 

for
 

global
 

challenges
 

and
 

broad
 

surveys
 

and
 

seminars.
 

Our
 

paper
 

proposes
 

that
 

China
 

could
 

establish
 

global-oriented
 

scientific
 

research
 

funds
 

from
 

three
 

aspects:
 

talent
 

projects,
 

research
 

projects,
 

and
 

large
 

scientific
 

installation
 

projects,
 

and
 

discusses
 

the
 

corresponding
 

selection,
 

evaluation,
 

and
 

management
 

mechanisms.
 

This
 

paper
 

aims
 

to
 

promote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Chinas
 

scientific
 

research
 

funding
 

system
 

and
 

enhance
 

Chinas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in
 

the
 

research
 

of
 

global
 

challenges.

Keywords global
 

challenges;
 

global
 

research
 

funds;
 

funding
 

system;
 

management
 

mechani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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