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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双一流”建设工程是我国在高等教育领域开展的重大国家战略,其开展与实施对学科

人才队伍建设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并为抢占学科前沿高地与提高国际话语权提供了强有力的

支撑。地理科学是理学门类的重要基础学科,其核心研究内容是人—地关系及其相互作用机理,并
在“生态文明建设”“一带一路倡议”“乡村振兴”“全球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等国家重大需求中发挥着

至关重要的学科作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是地理科学基础研究的主要资助机构,从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管理角度审视当前“双一流”建设高校地理科学学科的建设情况,可为学科建

设的优化布局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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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进一步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综合实力与国际竞

争力、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16年启

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以下简称“双一

流”)的新一轮国家高等教育建设战略[1]。经过五年

的初步探索与建设,随着2022年第二轮“双一流”建
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的公布[2],我国的“双一流”
建设工程逐步进入新阶段。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自然科学

基金委”)是我国基础科学领域研究资助的主渠

道[3],其项目申请与资助情况可从一定程度上反映

我国高等院校学科建设过程。因此,从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申请与资助的角度分析我国学科建设的

动态过程,既可全局了解我国地理科学学科的动态

变化过程,也可透视各“双一流”建设高校研究队伍

的建设现状。
地理科学学科是自然科学基金委地球科学部的

七大分支学科之一,涵盖地理学、测绘科学与技术和

遥感科学与技术三个研究生教育一级学科①,包含

熊巨华 国家自然科 学 基 金 委 员 会 地 球

科学部一处 处 长。研 究 领 域 主 要 包 括 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管理等。

高阳 国家自然科学 基 金 委 员 会 地 球 科

学部一处综 合 自 然 地 理 学 项 目 主 任。研

究领 域 主 要 包 括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项 目 管

理等。

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信息地理学等众多二级学

科[4]。因此,地理科学有着较强自然科学与人文科

学的交叉属性[5]。国内开设地理科学学科的高校众

多,且涉及“双一流”建设的多个学科。本文将从自

然科学基金委视角透视我国“双一流”建设高校地理

学学科的发展现状,剖析当前“双一流”建设过程中

地理学学科发展的不足,为进一步优化我国地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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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双一流”建设提供决策支撑。

1 自然科学基金委与“双一流”建设高校

截至2022年底,我国共有普通本科学校1
   

239
所,其中有147所高校属于“双一流”建设高校。为

明晰“双一流”建设工程对我国高等院校学科建设的

作用,本文选择了2000—2022年的统计数据进行分

析比对①。2000—2022年间,共有122所“双一流”
建设高校的7

    

845位科研人员向自然科学基金委地

理科学学科(申请代码D01)提交了21
    

854份项目申

请(表1),占学科申请总量的38.92%,申请项目涉

及地理科学学科所有二级申请代码;共有117所“双
一流”高校的3

    

601位科研人员获得了5
    

471个项目

资助,占地理科学学科资助数总的43.23%。因此,
“双一流”建设高校是我国地理科学学科研究的优势

力量,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是其科研经费的主要资助

来源之一。

  ① 数据来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地球科学部地球科学一处。

2 自然科学基金视角下“双一流”建设高校

地理科学学科建设情况

2.1 “双一流”建设高校地理科学学科的整体活力

特征

  面上项目和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以下简称“青年

项目”)是自然科学基金委接收申请和资助数量最

多、接续性最强的两个项目类型,其申报与资助是科

研队伍的整体活力特征的直观体现。

  青年项目是自然科学基金委培养基础研究后继

人才的基础类项目,主要用于培养青年科学技术人

员独立主持科研项目的能力,通过资助青年科学技

术人员开展创新性研究,激发其创新思维。因此,青
年项目的申请与资助情况可大致体现科研单位的青

年科研群体的储备力量。统计结果显示,2000—

2009年,“双一流”建设高校青年项目在地理科学学

科的申请量从27项增长至309项,年均增加28项。
但随后的七年间,“双一流”建设高校的青年项目申

请量仅 增 长 了30项,年 均 仅 增 加4项(图1)。

2017年启动“双一流”建设后,青年项目的申请量

大幅度增加,由2017年的413项增长至2022年的

683项,年均增加40项,表明“双一流”建设高校青

年项目申请表现出强劲的增长态势。因此,2017
年启动的“双一流”建设促进了相关建设高校的青

年人才队伍建设,进一步优化了科研队伍的年龄

结构。

2000—2003年间,“双一流”建设高校和其他依

托单位资助率并未表现出明显的规律特征(图2)。

2004—2016年间,“双一流”建设高校的青年基金资

助率整体表现出上升态势,且与其他依托单位的资

助率相近。2016年“双一流”建设启动后,“双一流”
建设高校与其他依托单位资助率的差异逐渐拉大,
表明“双一流”建设高校对优秀青年科研人员的吸引

力逐渐增强。

表1 2000—2022年“双一流”建设高校地理科学学科的主要类型基金项目申请与资助情况 单位:项

项目类型 面上项目
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地区科学

基金项目

优秀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国家杰出青年

科学基金项目
重点项目 重大项目

重大研究

计划项目

申请项目数 11
    

774 7
    

352 1
   

162 519 414 485 51 55

资助项目数 2
    

743 2
    

309 234 40 30 84 12 15

图1 2000—2022年“双一流”建设高校地理科学

学科青年项目申请数量

图2 2000—2022年“双一流”建设高校与其他依托

单位青年基金资助率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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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上项目突出强调科研人员的自主探索能力,
其申请与资助情况反映了科研队伍的整体活力。统

计结果显示,2000—2012年“双一流”建设高校的面

上项目申请数量稳步提升,由2000年的150项增长

至2012年的758项,年均增加47项。但2012年出

台具有高级职称的申请人限项申请的相关规定后,

2013—2016年间面上项目申请量年均减少12项

(图3)。2016年“双一流”建设工程启动以来,相关

高校的面上项目申请数以年均增加67项的速度迅

速增长(图3),表明受“双一流”政策的有利引导,当
前“双一流”建设高校地理科学学科研究队伍扩容

明显。
此外,“双一流”建设工程实施前后,“双一流”建

设高校与其他依托单位历年面上项目资助率差异存

在拉大趋势(图4),表明“双一流”建设高校科研队

伍的整体活力得到了较大的提升,科研人员在学科

范围内的自由探索积极度较高。

图3 2000—2022年“双一流”建设高校

面上项目历年申请数量

图4 2000—2022年“双一流”建设高校与其他依托

单位面上项目历年资助率变化

2.2 “双一流”建设高校地理科学学科领军人才建

设情况分析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项目(以下简

称“优青项目”)、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以下

简称“杰青项目”)、重点项目、重大计划项目和重大

项目(五类项目合并简称为“重要类型项目”)是针对

有一定科研能力的研究人员或科学家群体,在学科

前沿科学问题中探索而设立的相关项目类型,其申

报与资助特征直观体现了学科领军人才的培养及

建设成果。2000—2022年,“双一流”建设高校累

计申报各类重要类型项目1
   

524项,其中181项获

得资助。历年项目申报结果表明:自“双一流”建
设工程启动以来,相关建设高校的重要类型项目申

报量均超过100项(图5)。值得注意的是,2020—

2022年的重要类型项目申报量维持在150项左

右,比“双一流”建设工程启动前有明显提高。上

述结果表明,“双一流”建设高校均突出强调了对

学科前沿科学问题的探索以及对学科领军人才的

培养。

图5 2000—2022年“双一流”建设高校重要

类型项目历年申请数量

在自然科学基金委“青年项目—优青项目—杰

青项目”人才序列资助中,“青年项目”旨在强化学科

人才储备,为青年科研工作者事业起始提供第一桶

金,而“优青项目”和“杰青项目”两类人才项目则强

调对申请人科研能力积累和未来科研潜力的考量,

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项目依托单位的人才培养能

力。将某一依托单位获得资助的杰青项目/优青项

目数量与青年项目数量相除,以度量该依托单位人

才培养孵化的能力。自2012年优青项目设立以

来,在“双一流”建设高校中,每百个青年项目可以

“孵化”优青项目2.28项,远高于其他依托单位的

1.43项。杰青项目也表现出了类似特征,“双一

流”建设高校每百个青年项目可以孵化优青项目

1.19项,而其他依托单位仅0.74项。可见,“双一

流”建设高校是地理科学学科领军人才的主要孵

化池。
综上所述,自2017年“双一流”建设工程实施以

来,“双一流”建设高校各类项目的申报量均有明显

提升,表明“双一流”建设高校在人才队伍规模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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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中取得了突出成绩。值得注意的是,“双一流”
建设高校在注重队伍规模提升的同时,其重要类型

项目资助率的波动特征与学科平均资助率波动特

征相似(图6),重要类型项目资助率一直处于低位

徘徊,未体现出明显的优势。在重要类型项目申报

量增长的大背景下,“双一流”建设高校应进一步

加强对科研队伍整体质量的关注,提升人才培养

成效。

2.3 地理科学学科“双一流”学科建设情况分析

教育部、财政部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

2017年和2022年公布的“双一流建设学科”名单中

涵盖自然科学基金委地理科学学科下属的两个一级

学科,分别为地理学一级学科(北京大学、北京师范

大学和南京师范大学)和测绘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

(武汉大学和同济大学)。统计结果显示,“双一流”
建设启动前(2012—2016年),这五所高校的项目申

请数呈现下降趋势。然而,随着“双一流”建设工程

的实施,上述五所高校的项目申请量明显上升(图

7)。其中,北京师范大学和武汉大学的项目申请占

比较多,同济大学的项目申请占比较少。北京大学

近20年来的项目申请占比降幅明显,北京师范大学

近20年来的项目申请占比增幅最大。
历年资助率统计结果显示,五所地理学“双一

流”学科建设高校的青年项目(图8,蓝色线条)和面

上项目(图8,红色线条)资助率均呈波动状上升趋

势,且资助率都明显高于其他“双一流”建设高校的

青年项目和面上项目资助率(图2、图4)。但来自五

所地理学“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重要项目类型资助

率(图8,灰色线条)与其他“双一流”建设高校重要

类型项目资助率以及学科平均资助率相比,未体现

出明显的优势(图6)。

3 后续资助意见及建议

3.1 注重以老带新,实现“质”“量”双升,推动“双一

流”高校地理科学研究队伍整体布局

  人才强国战略是党和国家实施的一项重要战

略。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需要深入实施科教兴国

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建设规模宏大的人才队伍。人

才队伍建设作为“双一流”建设工程的核心内容[6],
其建设成效决定着“双一流”建设工程的成败。当

前,经过第一个“双一流”建设周期的探索,相关建设

高校在科研队伍建设上取得了重要进展,地理科学

学科各类项目的申报数量都明显提升。质量工程作

为“双一流”建设的基石工程,是决定“双一流”建设

成败的关键因素。通过梳理和回顾2000—2022年

“双一流”建设高校地理科学学科的各类项目资助情

况可以发现,近五年来“双一流”建设高校地理科学

学科的各类项目资助率均出现下滑。这既反映了团

队新生力量实力发育缓慢的现状,也表明当前“双一

流”建设高校在地理科学学科建设过程中需要着重

提升队伍质量。2022年教育部、财政部以及国家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发布的《关于深入推进世界

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指出,

图6 2000—2022年“双一流”建设高校重要类型项目

资助率与学科平均资助率

图7 2000—2022年五所高校历年申请总数及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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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2000—2022年五所高校的青年项目、
面上项目和重要类型项目资助率

深入推进“双一流”建设应当加强基础学科人才培

养能力,加快培养急需高层次人才以建设高水平人

才队伍。因此,建议相关高校应以第二轮“双一

流”建设为契机,通过“以老带新”等方式建立、完
善内部人才培养机制,激发人才梯队活力,加速新

生力量的培育与整合,并使之形成强有效的科研战

斗力。
重要类型项目作为自然科学基金委资助具有一

定实力的科学家及科学家团体集中攻关学科前沿问

题、抢占国际话语权的重要项目类型,其申报与资助

是“双一流”建设高校瞄准国际前沿问题、锻造学科

领军人才、锤炼学科团队实力的重要途经。“双一

流”建设高校应当以重要类型项目为契机,加快学科

的重大人才载体建设,加速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

学科团体及高层次学术领军人才。
此外,“双一流”建设高校有较强的科研水平和

研究生培养能力,他们是其他高校的主要师资来源。
因此,“双一流”建设高校在注重提升自身学科实力

及完善科研队伍的同时,应继续强化研究生教育,
严格把控研究生的毕业质量,向社会输送高素质、
高学历毕业生,以提高我国高等院校的整体科研

实力。

3.2 抢抓“双一流”建设契机,加强地理科学重大仪

器原始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打好科技仪器设备攻坚

战,要提升国产化替代水平和应用规模,要早期实现

用我国资助的科研平台、仪器设备来解决重大基础

研究问题。观测、实验作为地理科学研究的重要手

段,仪器设备的可靠性是决定观测精度及实验准确

性的重要前提。当前,国内地理学科研究对海外观

测仪器和实验仪器的依赖度较高,自主仪器设备的

缺乏是我国地理科学学科发展中长期存在的“卡脖

子”问题,“双一流”建设高校应及时抓住发展契

机,在地理科学重大仪器的国产原始创新中寻求

突破。
自然科学基金委自1986年设立以来,地理科学

学科仅资助过一项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

(2018年资助的小型化三维扫描大气二氧化碳、甲
烷同时观测激光雷达,依托单位武汉大学)。当前,
我国地理科学领域的人才培养缺乏专门的科研仪器

研发人才队伍建设规划。仪器研发人才队伍人数甚

微,也未形成规模化的队伍结构。仪器研发具有厚

积累、长周期的专业特征,这与当前人才评价方式的

匹配度较低,且对年轻科研人员的吸引度较低,使得

专业从事科研仪器研发的人才相对稀缺。此外,国
外仪器设备厂商技术迭代优化迅速,用户粘滞度较

高,进而从外部挤压了国内仪器研发人员的生存空

间。因此,从国家及学科发展的迫切需求出发,“双
一流”建设高校应加快地理科学学科仪器研发队伍

的建设,通过校内或校际间不同学科的联合,强化科

研仪器研发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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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ouble
 

world-class”
 

project
 

is
 

a
 

major
 

national
 

strategy
 

carried
 

out
 

in
 

the
 

field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Its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have
 

played
 

a
 

great
 

promoting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eam
 

development,
 

and
 

provided
 

strong
 

support
 

for
 

seizing
 

the
 

forefront
 

of
 

disciplines
 

and
 

improving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power.
 

Geography
 

is
 

an
 

important
 

basic
 

discipline
 

in
 

the
 

category
 

of
 

science.
 

Its
 

core
 

research
 

content
 

is
 

the
 

human-natural
 

relationship
 

and
 

its
 

interaction
 

mechanism.
 

It
 

plays
 

a
 

vital
 

role
 

in
 

national
 

major
 

needs
 

such
 

a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Rural
 

Revitalization”,
 

“Global
 

Chang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is
 

the
 

main
 

funding
 

institution
 

for
 

the
 

disciplin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To
 

examin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geographic
 

science
 

in
 

the
 

“double
 

world-class”
 

project
 

universities
 

under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we
 

can
 

provide
 

support
 

for
 

the
 

optimal
 

layout
 

of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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