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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正推进科学基金系统性改革,构建新时代科学基金体

系,支撑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依托单位作为科学基金体系的中坚力量,肩负着落实科学基金

深化改革系列举措,践行高质量申请倡议,从源头上提升科学基金资助效能的使命。本文以山东大

学为例,简要介绍如何履行依托单位职责,发挥综合性大学独特的管理优势,从“学校—团队—个

人”三个维度重构科研管理体系,创新科研组织管理模式,组建新型科研管理团队,提升项目科学问

题质量,连续两年实现科学基金申请数量下降和获资助数量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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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研选题是科技工作首先

需要解决的问题”[1],是对科技发展客观规律的深刻

把握和认识。2018年开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以下简称“自然科学基金委”)党组提出以“构建

理念先进、制度规范、公正高效的新时代科学基金治

理体系”[2]为目标,以“明确资助导向、完善评审机

制、优化学科布局”三大任务为核心,加强三个建设、
完善六个机制、强化两个重点、优化七个方面的资助

管理的系统性改革方案,构建新时代科学基金体

系[3]。2023年,新一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以来,自
然科学基金委坚持“四个面向”,坚持基础研究“两条

腿走路”,持续优化科学基金资助管理体系,提升科

学基金资助效能,筑牢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基础,夯实

科技自立自强根基[4]。
面向全国、自由申请,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

下简称“科学基金”)的基本特征,随之产生巨大的申

请规 模 增 长 压 力。2017年 项 目 申 请 量 为20万

项[5],2022年突破30万项[6],且呈现出逐年增长的

趋势。激增的申请量给基金资助效能和科研管理成

本等方面带来巨大挑战[7]。自然科学基金委医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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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部发起“坚持正确价值导向,追求卓越医学创新”
的倡议,建议提高申请质量。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

一动力”,高等院校是“三个第一”的重要结合点与融

合体。高等院校如何履行依托单位职责,更好地理解

新时代科学基金改革内涵、精耕细作将“放管服”政策

和“高质量申请”倡议落地实施,服务学者、服务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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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价值[8]。特别是,依托单位如何发挥主体职能精

细化管理,避免“重两头,轻管理”“重数量,轻质量”现
象,引导科研人员正确认识科学基金的价值和责任,
主动提高科学问题凝练质量,从源头提升科学基金资

助效能,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911]。

1 基金申请中存在的问题

科学基金作为中央五类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
金等)之一,承担了我国基础研究1/4的资助任务,
也是山东大学竞争性科研经费的重要来源。1986
年山东大学成为自然科学基金委第一批依托单位,
并于当年获得35项资助,37年来,共获得科学基金

各类型项目资助8
   

277项。山东大学获得自然科学

基金委颁发的“十二五”和“十三五”先进依托单位的

荣誉称号。
在科 学 基 金 网 络 信 息 系 统(https://grants.

nsfc.gov.cn)采集山东大学2018—2023年集中申

报期的申请数据和获资助数据,分析发现,2018—

2021年山东大学申请量与全国科学基金申请量数

据趋势一致,也呈现迅速增加的态势,从2018年的

1
   

879项增长到2021年的2
   

931项,增幅55.99%。
而获资助率从2018年的20.92%下降到2021年的

17.20%。申请量的激增给依托单位的科研管理和

资源调配带来一系列压力,如项目初筛、科研诚信及

服务效率等[12]。
通过申报数据和座谈调研等方法分析山东大学

申请量增加和获资助率下降的现象,详细解码项目

激增的数据特征,发现申报过程中存在着诸多原因,
大致可分为两个层面。第一,个人层面:申请人缺乏

专业指导,对科学基金的指南内涵及申请书体例了

解不深入;申请人盲目跟风申请,偏离学科资助范

畴;专业不对,错报申请代码。第二,依托单位层面:
申请书质量总体偏低,低水平重复性研究较多;学科

历史及项目类型间差异,申请人之间信息屏蔽,同一

专业领域的申报集中于某一学科。
如何提高申请质量,降低科研管理成本,实现从

源头提升科学基金资助效能,既是自然科学基金委

重点关注的问题,也是山东大学急需破解的难题。
特别是,如何做到既不伤害申请人的积极性,又能切

实提高申请质量。因此,创新科研管理思路,探索高

校科研组织新模式迫在眉睫。

2 科研管理改革实践探索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面对诸多的政策措

施,如何破题高质量申请? 2019年开始,山东大学

以科学基金全流程服务为中心,将“放管服”政策与

科学基金改革举措有机地整合到学校科研管理体

系。探寻高质量凝练科学问题的路径,从学校、团
队、个人三个层面重构山东大学的科研组织,创新科

研管理模式、组建新型管理团队、聚焦提升科学问题

质量,从源头上提升科学基金资助效能。

2.1 创新科研管理模式

2.1.1 构建“一纵一横一面”三维矩阵管理体系

山东大学将“一校三地,八校园”进行一体化统

筹,打破原有校区和附属医院相对独立的科研管理,
特别是将附属医院融入大学,科学基金信息更加完

整。为适应科研一体化管理,提升科学基金组织质

量,服务科学基金全生命周期,探索构建“一纵一横

一面”三维矩阵科研管理模式(图1)。

图1 “一纵一横一面”三维矩阵管理模式图

一纵,即项目管理,是科研管理部门的基本职

责。以项目全生命周期(立项→实施→结题)为主

线,优化平台资源,协调成果转化。沿项目、平台和

成果纵深开展专业化服务,建立全流程、节点式、无
限延伸的业务管线。核心特征是专业性与时效性。

一横,即学术管理,是科研管理部门的核心工

作。横向统筹学科、学者与学生,整体谋划学系、学
团与学组等学术研究单元,创新人事制度,打破二级

单位成果归属。组织形式开放、宽松、灵活,利于孕

育原创思想,积累发展势能。核心要求是前瞻性与

融合性。
一面,即行政管理,是科研管理部门的行政系统。

建立项目、转化、科技园等功能单元,边界清晰又动态

交叉,保障执行效能。对接国家、省部、科研院所及校

内单位的科研信息,建立科技规划、科研组织管理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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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和科技战略委员会。核心特征是指导与咨询。

2.1.2 实施人才培育计划,助力科研人员成长

科学基金申请前给予种子资金,科学基金获资

助后给予延续资金,提高科学问题的基础支撑强度。
山东大学借助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支持学系、
学团与学组开展前瞻性自主科研。不断细化人才体

系梯队建设,设置“讲席教授”“特聘教授”“杰出中青

年学者”“齐鲁青年学者”“未来计划学者”五梯次人

才项目。形成与科学基金资助体系既协调又错位、
相互补充的校内资助体系,协同支持从事基础研究

的科研工作者“十年磨一剑”,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和

科学基金申请竞争力。
另外,医学领域的附属医院也出台与学校相对

应的人才支持政策,使不同年龄阶段的人才均可得

到与其发展相适应的稳定支持。强化医疗服务为价

值尺度的“破五唯”,拓宽医生成长路径,从根本上减

少盲目申请。

2.1.3 信息化保障“放管服”,为科研人员减负

将科学基金的“放管服”改革措施,融入山东大

学科研管理体系,激发广大科研人员创新创造活

力[13,
 

14]。贯彻科研经费要为人的创造性活动服务

的改革精神,山东大学落实自然科学基金委《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资金管理办法》(财教(2021)

177号),做到“能放则放,应放尽放”。解决科研经

费政策存在的“旧”“重”“散”“繁”等难题,整合推出

《山东大学科研经费管理办法》(十二合一)、《山东大

学经费报销管理办法》(七合一)等制度文件,建立了

适合科研活动规律的无接触科研经费服务流程。
适配科学基金全面无纸化的要求,服务科学基金

的各个要素。山东大学用信息化支撑科研管理,将科

研、人事、财务、设备等数据共享,实现各部门业务系

统互联互通,精准刻画申请人科研图谱,提高科研管

理的效率。让科研人员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

教学与科研工作中,从而推动高水平成果的涌现。

2.2 组建新型管理团队

2.2.1 专业型管理团队

学校层面设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部,组建具有

前瞻性、专业性以及国际视野的新型科研管理团队。
提出“全程、提前、有组织”“人才、重点、一对一”的工

作理念,着力提升科学基金的精准化服务,特别是针

对人才类和重点类的项目,全周期个性化对接每位

申请人。同时,按照“规则、专业、谋划、格局”的工作

原则,要求科研管理工作人员坚持底线思维和红线

意识,提供规范化及专业化服务,并能充分了解国家

需求、国内外前沿进展以及学科发展动态,主动导引

和布局临床与基础融合交叉,及时凝练重大科学问

题,组织团队申报科学基金相关专项和重大科技任

务,推动科研组织工作“提档升级”。

2.2.2 高效敏捷式保障

高效落实基金改革举措,高效回应科研人员需

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部要求每位管理员都是“申
请人”且“首诊负责制”,熟悉科学基金18类项目的

管理办法、申请流程、关键时间节点等,做到既能精

准理解基金政策导向,又能准确解答申请人的具体

困惑,并能对申请书的内涵提出合理化建议,协同提

升项目选题和申请质量。

2.2.3 底线严明型服务

科研管理人员严格遵守科学基金管理的各项规

定,多途径宣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评审请托行

为禁止清单》(简称“打招呼”24项禁止行为)[15],大
力弘扬科学家精神,持续加强学风和学术道德建设。
医学领域,针对医护人员临床工作时间占比大,培
训、教育活动参与时间难以保证的特点,利用医院月

例会、新员工入职、基金动员会、专题讲座、科室调研

等机会,开展多种形式的学风建设和科研诚信宣教

活动,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申请和评审环境以及健

康的学术生态。

2.3 提升科学问题质量

2.3.1 发挥依托单位主体作用,正确履职尽责

学校层面,构建山东大学校内专家咨询体系,引
导申请人重视科学问题,不断提升科学问题凝练能

力;引导申请人聚焦“三难题”,即“卡脑子”科学难题、
“卡脖子”技术难题、“卡动脉”经济社会发展难题,提
出高质量的科学问题,适应科学基金的资助导向[9]。

针对改革的重点—医学领域,以高质量科学问

题为着力点,深入附属医院临床科室,宣传自然科学

基金委医学赛道的特色政策。如,源于临床实践的

科学问题探索研究的面上项目,共同项目负责人

(Multiple-Principal
 

Investigator,
 

M-PI)的专项项

目等。辅导医护科研人员从临床问题出发,充分利

用临床资源,开展临床问题驱动的基础研究[16,
 

17]。
组织交叉论坛、交叉基金、临床基础联合查房和研究

型病房等体系化个性化的学术活动,促进医护科研

人员和基础研究学者的交叉融合,系统提升医学领

域的科学问题质量。

2.3.2 准确把握基金政策,针对性指导

多措并举提升申请人对指南的理解和申请书撰

写质量。学校层面,宣讲科学基金的政策,详细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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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基金委的改革内涵、指南导向、人才体系、
分类申请、代码调整等内容[18]。学院层面,根据自

身学科特点,采取专家讲解和交流,侧重于申请书的

撰写质量。
医学领域,全年进行科学基金讲座,根据不同临

床专科特点与亚专科特长,邀请学科专家讲学科历

史和资助范畴。提前统计拟申报人员清单和学科分

布,细分人员类别,提供个性化辅导和支持,避免过

于集中在某一学科。如,给新入职人员匹配校内专

家,一对一全程辅导;对青年骨干进行训练营指导、
冲刺精修指导及知名专家点评指导;严把医学领域

的形式审查关,以“专家会诊”的方式对申请书进行

初筛和内容指导。

2.3.3 行政管理型向组织指导服务型转变

三维矩阵管理体系下,引导申请人系统思考,贯
通科学问题凝练与科研成果转化。引导申请人注重

科学基金的“三量”,即质量、变量、增量,实现学校科

研创新的“三高”目标,即团队高水平、科学制高点、
学术高地。

医学领域,侧重临床实践,学科交叉以临床应用

转化为重要创新目标。强调质量,支持产出基础研

究的高水平论文和高价值专利。注重变量,支持产

出符合医学特点的器械、药物、指南和手术方式等。
做好增量,利用临床应用转化实现科研经费来源的

多元化。科研管理服务临床科研成果转化,多维推

动医学基础研究的“三高”。

3 科研管理改革成效分析

采集2018—2023年集中申报期的数据,比较申

请数量、学科结构、项目类型及资助率等指标的变化

和趋势,分析2019年科研管理改革以来的效果。
整体统计分析数据显示,2018—2023年,山东

大学集中申报期申请科学基金各类项目累计15
   

544
项,其中获资助2

   

998项,总体获资助率为19.29%,
获批经费近15.35亿元(图2)。特别是获资助率呈

明显U 字形曲线,可将整个数据分为两个阶段,

2018—2021年的政策加力阶段和2022—2023年的

效果显现阶段。

3.1 政策加力阶段

2018—2021年,山东大学的申请数量从1
   

879
项增加至2

   

931项,呈逐年增加的趋势(图2A)。进

一步分析年度申请数据的学部结构组成,在9个科

学部中,申请医学科学部的项目数量最多,每年占比

均在50%以上,申报其他8个学部的项目数量少、

增幅小(表1)。
资助情况分析。2018—2021年,山东大学整体

获资助数量不断上升,但获资助率不断降低,从

20.92%下降至17.20%(表2)。2018—2021年,医
学领 域 项 目 获 资 助 率 分 别 为15.88%,12.50%,

11.89%,11.31%,与数理科学部和信息科学部的获

资助率相差较大(表2)。上述结果表明,在9个学

部中,医学领域相关项目的申请量大、占比高,但获

资助率呈逐年下降的趋势。

图2 2018—2023年山东大学科学基金申报、立项情况:
A.

 

申报数量、立项数量,B.
 

立项率

3.2 效果显现阶段

2022年申请2
   

702项,较2021年峰值2
   

931项

减少229项,减幅7.81%(图2A和表1)。2023年

申请2
   

675项,比2022年减少27项,降幅1%,比

2021年减少256项,累计降幅8.73%(表1)。
学部结构分析。2022年申请医学领域1

   

222项,
比2021年减少325项,占比减少至45.23%,首次实

现医学占比低于50%。2023年申请医学领域数量进

一步减少110项,占 比 减 少 至41.57%(图2A 和

表2)。上述结果表明,医学领域的“减量”效果明显。
整体资助数据分析。2022—2023年,从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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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504项增加至2022年的548项,2023年进一步增

至558项(图2A和表1)。获资助率从2021年的

17.20%增加至2022年的20.28%,2023年进一步提

高至20.86%(图2B和表2)。上述结果表明,虽然山

东大学整体申报数量不断降低,但是获资助数量反而

增加,获资助率不断提升主要得益于申请质量的提高。
学部 资 助 数 据 分 析。从 医 学 科 学 部 来 看

(表1),2022年申请医学领域相关项目1
   

222项,比

2021年减少325项。2023年申请1
   

112项,比2022
年进一步减少110项。但是,医学科学部的获资助

率 却 从 2021 年 的 11.31% 上 升 至 2022 年 的

13.75%,2023年进一步提升至13.85%(表2)。
二级单位数据分析。齐鲁医院是山东大学最大

的附属医院,2022年获资助102项,比改革实施前

2021年增加18项,2023年继续提高至111项。医学

科学部的申请数量减少,获资助率上升,呈明显的杠杆

效应,且源于临床问题的交叉项目获资助数量增加。

4 总结与展望

新时代科学基金改革大背景下,依托单位科研

管理面临诸多挑战[8,
 

11]。山东大学以凝练高质量科

学问题为着力点,以医学领域为切入点,通过科研管

理模式、科研管理团队和科学问题提升等三方面的

改革,重构了“学校—团队—个人”科研管理体系,实
现了2022年和2023年连续两年申请数量的下降和

获资助数量的提升。特别是医学领域数据的变化推

动了山东大学整体高质量申请的实现。
山东大学的科研管理改革方案,仍然是属于技

术层面,是基于综合性大学人员结构和学科特点,通
过精细的管理、用心的服务和努力的投入实现的管

理改革目标。该改革方案的切入点是医学领域,因
此,对其他依托单位,特别是具有医学学科的高等院

校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高质量申请是提升科学基金资助效能的源头,

高水平高价值的科研产出是提升科学基金资助效能

的根本。未来,山东大学将以新时代科学基金改革

方向为指引,进一步营造宽松的科研软环境,构建高

价值尺度的科研评价指标,营造科技创新生态,助力

科学基金转化为高水平高价值科研成果,为推动科

学卓越创新发展和科技自立自强做出贡献。

表1 2018—2023年山东大学科学基金各科学部申请情况

学部
2018年申请

(占比)
2019年申请

(占比)
2020年申请

(占比)
2021年申请

(占比)
2022年申请

(占比)
2023年申请

(占比)

数理科学部 90(4.79%) 135(5.12%) 169(6.22%) 161(5.49%) 196(7.25%) 197(7.36%)
化学科学部 113(6.01%) 146(5.53%) 176(6.48%) 182(6.21%) 224(8.29%) 207(7.74%)
生命科学部 141(7.50%) 192(7.28%) 229(8.43%) 226(7.71%) 230(8.51%) 266(9.94%)
地球科学部 56(2.98%) 83(3.15%) 91(3.35%) 117(3.99%) 124(4.59%) 129(4.82%)
工材科学部 246(13.09%) 309(11.71%) 350(12.88%) 349(11.91%) 357(13.21%) 368(13.76%)
信息科学部 122(6.49%) 158(5.99%) 210(7.73%) 205(6.99%) 208(7.70%) 239(8.93%)
管理科学部 72(3.83%) 96(3.64%) 114(4.19%) 133(4.54%) 123(4.55%) 146(5.46%)
医学科学部 1

  

039(55.30%) 1
  

520(57.60%) 1
  

379(50.74%) 1
  

547(52.78%) 1
  

222(45.23%)1
  

112(41.57%)
交叉科学部 / / / 11(0.38%) 18(0.67%) 11(0.41%)

总计 1
  

879 2
  

639 2
  

718 2
  

931 2
  

702 2
  

675

表2 2018—2023年山东大学科学基金各科学部资助情况

学部
2018年立项

(率)
2019年立项

(率)
2020年立项

(率)
2021年立项

(率)
2022年立项

(率)
2023年立项

(率)

数理科学部 37(41.11%) 46(34.07%) 58(34.32%) 47(29.19%) 54(27.55%) 63(31.98%)
化学科学部 33(29.20%) 39(26.71%) 44(25.00%) 38(20.88%) 62(27.68%) 50(24.15%)
生命科学部 39(27.66%) 54(28.13%) 53(23.14%) 54(23.89%) 62(26.96%) 73(27.44%)
地球科学部 9(16.07%) 21(25.30%) 26(28.57%) 24(20.51%) 28(22.58%) 25(19.38%)
工材科学部 69(28.05%) 85(27.51%) 74(21.14%) 91(26.07%) 71(19.89%) 78(21.20%)
信息科学部 27(22.13%) 43(27.22%) 45(21.43%) 58(28.29%) 73(35.10%) 76(31.80%)
管理科学部 14(19.44%) 27(28.13%) 26(22.81%) 17(12.78%) 27(21.95%) 38(26.03%)
医学科学部 165(15.88%) 190(12.50%) 164(11.89%) 175(11.31%) 168(13.75%) 154(13.85%)
交叉科学部 / / / 0(0.00%) 3(16.67%) 1(9.09%)

总计 393(20.92%) 505(19.14%) 490(18.03%) 504(17.20%) 548(20.28%) 558(2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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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NSFC)
 

has
 

promoted
 

the
 

systematic
 

reform
 

of
 

science
 

funds,
 

built
 

a
 

new
 

era
 

science
 

fund
 

system,
 

and
 

supported
 

the
 

countrys
 

high-leve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lf-reliance
 

and
 

self-
improvement.

 

As
 

the
 

backbone
 

of
 

the
 

science
 

fund
 

system,
 

supporting
 

institutions
 

are
 

responsible
 

for
 

implementing
 

a
 

series
 

of
 

measures
 

to
 

deepen
 

the
 

reform
 

of
 

NSFC,
 

practicing
 

high-quality
 

application
 

initiatives,
 

and
 

improving
 

the
 

funding
 

efficiency
 

of
 

NSFC
 

from
 

the
 

source.
 

This
 

article
 

takes
 

Shandong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to
 

briefly
 

introduce
 

how
 

to
 

fulfill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supporting
 

institution,
 

give
 

full
 

play
 

to
 

the
 

unique
 

advantages
 

of
 

comprehensive
 

university
 

management,
 

reconstruct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management
 

system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school-team-individual”,
 

innovate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model,
 

and
 

establish
 

a
 

new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management
 

team
 

has
 

improved
 

the
 

quality
 

of
 

the
 

scientific
 

issues
 

of
 

the
 

project,
 

and
 

has
 

achieved
 

a
 

decrease
 

in
 

the
 

number
 

of
 

science
 

fund
 

applications
 

and
 

an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funding
 

received
 

for
 

two
 

consecutive
 

years.

Keywords science
 

fund;
 

funding
 

efficiency;
 

host
 

institution;
 

scientific
 

research
 

management;
 

application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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