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38卷 第5期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891   

·管理纵横·

基础研究薄弱地区项目资助政策优化路径
———以地区科学基金项目为例

钮宇恒1 陈亮京2 高阵雨3 郝雨萱1 侯晓敏4
 

杨利军5 赵良渊5 王 军5 秦小江5,
 

6*
  

1.
 

山西医科大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太原
 

030001
2.

 

山西医科大学
 

第二临床医学院,太原
 

030001
3.

 

国家自然基金委员会
 

计划与政策局,北京
 

100085
4.

 

山西医科大学
 

基础医学院,太原
 

030001
5.

 

山西医科大学
 

医学科学院,太原
 

030001
6.

 

山西医科大学
 

公共卫生学院,太原
 

030001

  收稿日期:2023-09-07;修回日期:2024-07-25
  * 通信作者,Email:

 

sph@sxmu.edu.cn

[摘 要]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经过近35年的发展,在资助区域不断扩大的同

时,地区之间科学研究水平发展的不均衡现象却愈加明显。本文根据近5~10年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资助数据,研究地区科学基金项目资助绩效及地区间科研水平发展差异,分析我国地区科学

基金项目在促进基础研究薄弱地区发展方面可能存在的问题,提出针对基础研究薄弱地区资助政

策和促进我国区域均衡发展的合理优化建议。

[关键词] 地区科学基金;基础研究;区域平衡;政策优化;地区差异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自然科学

基金委”)于1989年设立地区科学基金项目(以下简

称“地区科学基金”),旨在资助部分基础研究薄弱地

区提高研究水平,缩小与基础研究发达地区之间差

异,同时培养并扶持地区科研人员,为欠发达地区凝

聚人才,促进基础研究薄弱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

区域创新体系与社会、经济、科研的发展。如今,地
区科学基金的资助范围已由1989年的7个省(自治

区)扩大到如今的19个省(自治区)市(自治州)。然

而,随着地区科学基金资助规模的不断扩大,科研经

费和资源向基础研究实力较强地区倾斜[1]的现象日

益显著,并且我国仍有部分基础研究薄弱的地区尚

未被纳入地区科学基金资助范围。
现有的研究多基于资助绩效,对资助人员的学

历、学科、地域等特征进行统计和研究[1];或对地区

基金项目在人才培养方面的效果进行研究[2,
 

3];或
提出新时代背景下优化地区基金政策的建议[4];或

秦小江 山 西 医 科 大 学 教 授,博 士 生 导

师,科技处 副 处 长,山 西 省 科 技 创 新 团 队

带头人。主要 研 究 方 向 为 环 境 暴 露 与 血

管疾病;科技政策与科研管理。主持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项,省部级、企业横向

课题等项目15项,发表科研论文60余篇。

钮宇恒 山西医科大 学 第 一 临 床 医 学 院

硕士研究生。研 究 领 域 主 要 包 括 科 技 政

策、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管理等。

对于在某地区的地区科学基金资助特征进行分

析[5,
 

6];或从区域创新视角研究地区科学基金的影

响[7,
 

8]。而对当前地区科学基金资助体系下地区之

间基础研究水平不平衡现象的分析和研究还相对欠

缺,缺少对地区科学基金资助范围外的基础研究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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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地区发展需要的分析。本文通过对近5~10年地

区科学基金资助数据的深入分析,首次从地区科学

基金范围内和全国范围内的基础研究水平不均衡问

题入手,综合分析地区和其他科学基金数据,揭示基

础研究薄弱地区亟需地区科学基金支持发展基础研

究、实现区域平衡发展的现状。该视角能够更全面

地了解基础研究薄弱地区当前所面临的发展困境,
为优化相关基金政策、促进地区间科学研究协调发

展以及促进科学共同繁荣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建议。

1 地区科学基金资助现状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设立之初,资助范围只包括

新疆、内蒙古、青海、西藏、宁夏、海南、广西7个省

(自治区)。如今,地区科学基金的资助范围已经增

加到了19个省(自治区)市(自治州),除前述7省

(自治区)外,新增了贵州省、江西省、云南省、甘肃

省、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四川省凉

山彝族自治州、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四川省阿坝

藏族羌族自治州、陕西省延安市和陕西省榆林市。
自1989年地区科学基金设立以来,每年的资助

项目数由89项逐步增长到2023年的3
  

538项。资

助经费也从1989年的259.44万元[9]增加到2023
年的11.21亿元。分析近十年的申请与资助情况发

现,从资助数量来看,2015—2020年,地区科学基金

每年的申请量迅速攀升,但资助量却保持在每年

2
  

960项左右,导致该时期的资助率由21.48%急速

下降到14.30%。直至2020年之后,地区科学基金

资助量按照每年200项左右缓慢抬升,才出现资助

率相对稳定的态势(图1)。从资助金额来看,2014
年地区科学基金的资助总额曾突破13亿元,但之后

的六年,资助总额一直保持着11亿元左右的较低水

平。2015—2020年,地区科学基金每年资助额和资

助量均无很大波动,致使项目平均资助强度维持在

相对稳定的水平;2021—2022年,地区科学基金的

资助总额增加到了每年11.51亿元左右,但随后也

出现了下滑趋势。由于资助总量不断上升,而资助

经费却没有呈现出明显的增长态势,无法适应资助

总量增长的需要,导致平均资助强度持续下滑到

31.70万元/项,只有十年前项目平均资助强度的

66.7%(图2)。

2 地区科学基金资助体系出现的“二次集

中”现象

2.1 资助地区分布二次集中

近十年地区科学基金资助绩效表明,我国地区

科学基金项目存在很大的地区分布差异,具有明显

的“二次集中”特征,即江西、云南、广西是地区科学

基金项目的主要集中区域,无论是获批项目数量还

是获批项目经费,都接近资助总数和经费总额的

50%,而西藏、青海、海南、宁夏等基础研究实力相对

薄弱的地区每年获批的地区科学基金项目数几乎都

在200项以下,经费均未超过8
  

000万元,仅占近十

年资助项目总数的11.36%和资金总额的10.95%
(出于严谨考虑,将吉林、陕西、湖北、湖南、四川等只

有部分地区在资助范围内的省份排除在外),见
表1、表2。2023年,仅江西、云南和广西三省(自治

区)获批的地区科学基金项目数总和就超过了其他

图1 2014—2023年地区科学基金申请与资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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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个地区的资助总量,这一现象与我国地区科学基

金项目“采取倾斜政策减小地区基础研究水平差距”
的初衷存在一定程度的背离[10]。虽然地区科学基

金面向基础研究相对薄弱的地区,但在实际资助情

况中,仍然存在地域分布的第二次集中。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是受资助区域获得国家级项

目的重要渠道[9],根据自然科学基金委地区科学基

金申请政策,各地区的中央所属单位不得申请,因
此,在研究国家级项目时,应当排除各地区中央所属

单位的影响,以便更精准地研究和比较各地区基础

研究能力。如图3所示,从近五年各地区获资助地

区科学基金经费占基金项目总经费比重看,除吉林、
陕西、湖南、湖北和四川这些只有个别地区在资助范

围内的省份外,其他地区获得的地区科学基金经费

在基金项目总经费中的占比均在40%以上。对比

表3可知,在排除各地区中央所属单位的影响后,近
五年地区科学基金经费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总

经费比重并不高的江西、广西和云南获资助的国家

图2 2014—2023年地区科学基金经费投入与平均资助强度情况

表1 2014—2023年各地区每年地区科学基金资助金额

年份

地区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总计

(万元) 占比

江西 25
  

516.0021
  

312.5622
  

231.8021
  

643.5023
  

093.4022
  

808.9023
  

232.0724
  

127.5025
  

009.0023
  

954.70232
  

929.4320.56%
云南 19

  

720.0016
  

585.1815
  

839.8017
  

506.0016
  

343.8017
  

888.2016
  

491.0016
  

137.4016
  

585.0015
  

482.10168
  

578.4814.88%
广西 19

  

260.0016
  

298.4615
  

352.0015
  

058.5015
  

095.2516
  

125.8015
  

177.5016
  

004.7016
  

265.0016
  

947.30161
  

584.5114.26%
贵州 9

  

615.00 8
  

768.00 9
  

942.7010
  

293.5011
  

504.4011
  

258.0014
  

081.0015
  

116.0016
  

058.0014
  

435.20121
  

071.8010.69%
新疆 17

  

332.0013
  

837.6013
  

107.3011
  

730.5011
  

183.20 9
  

947.80 9
  

502.00 8
  

423.90 9
  

678.00 9
  

155.10113
  

897.4010.05%
甘肃 10

  

601.0010
  

198.10 8
  

847.60 9
  

251.00 9
  

623.90 8
  

925.70 9
  

301.93 9
  

626.00 7
  

972.00 8
  

966.40 93
  

313.63 8.24%
内蒙古 10

  

472.00 7
  

833.00 8
  

165.40 8
  

492.50 8
  

479.45 8
  

746.90 7
  

776.00 8
  

483.10 7
  

444.00 7
  

260.70 83
  

153.05 7.34%
海南 4

  

112.00 3
  

883.00 4
  

099.10 4
  

126.00 4
  

379.70 4
  

518.10 5
  

063.50 5
  

882.30 6
  

294.00 7
  

465.80 49
  

823.50 4.40%
宁夏 6

  

520.00 5
  

470.10 5
  

115.80 5
  

087.50 5
  

001.00 4
  

602.60 4
  

384.00 4
  

779.30 4
  

081.00 3
  

833.60 48
  

874.90 4.31%
青海 1

  

933.00 1
  

291.00 1
  

889.00 1
  

840.50 1
  

678.00 2
  

066.00 1
  

370.00 2
  

017.10 1
  

931.00 1
  

240.00 17
  

255.60 1.52%
吉林 2

  

321.00 1
  

436.00 1
  

679.50 1
  

451.50 904.00 901.00 1
  

107.00 1
  

072.20 752.00 734.20 12
  

358.40 1.09%
陕西 50.00 175.00 766.00 1

  

076.00 1
  

204.70 790.50 1
  

341.00 1
  

448.00 1
  

598.00 1
  

212.70 9
  

661.90 0.85%
西藏 1

  

493.00 1
  

037.00 890.00 843.00 747.00 776.00 744.00 717.00 579.00 360.00 8
  

186.00 0.72%
湖南 976.00 855.00 596.00 762.00 486.20 443.00 753.00 591.00 386.00 567.00 6

  

415.20 0.57%
湖北 742.00 620.00 528.00 319.00 456.00 540.50 277.00 512.50 382.00 370.20 4

  

747.20 0.42%
四川 87.00 0.00 0.00 39.00 153.00 147.00 137.00 102.00 66.00 186.00 917.00 0.08%



 

 894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2024年

表2 2014—2023年各地区每年地区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数

年份

地区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总计

(项) 占比

江西 543 552 591 602 618 615 669 705 768 758 6
  

421 21.48%
云南 416 427 418 482 436 483 471 467 510 488 4

  

598 15.38%
广西 407 421 407 418 406 431 439 464 496 535 4

  

424 14.80%
贵州 202 229 263 287 312 308 403 437 488 454 3

  

383 11.32%
新疆 359 355 342 323 296 264 273 244 295 286 3

  

037 10.16%
甘肃 222 261 227 249 249 234 265 278 243 284 2

  

512 8.40%
内蒙古 219 201 212 229 221 230 221 245 229 229 2

  

236 7.48%
海南 87 100 109 113 117 121 145 171 192 236 1

  

391 4.65%
宁夏 137 143 136 142 133 124 126 139 125 121 1

  

326 4.44%
青海 41 33 49 50 44 53 39 58 59 39 465 1.56%
吉林 48 38 45 41 25 25 32 31 23 23 331 1.11%
陕西 1 5 20 29 32 21 38 42 49 38 275 0.92%
西藏 30 26 23 22 19 21 21 21 18 11 212 0.71%
湖南 21 22 16 20 13 12 22 17 12 18 173 0.58%
湖北 16 16 14 9 12 14 9 15 12 12 129 0.43%
四川 2 0 0 1 4 4 4 3 2 6 26 0.09%

图3 2019—2023年各地获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经费占基金项目总经费比重(排除中央所属单位)

表3 2019—2023年地区科学基金资助地区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总额和平均资助率(排除中央所属单位)

年份

地区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总计

(万元)
平均

资助率

总经费

全国排名

江西 34
  

769.00 34
  

335.87 37
  

792.90 38
  

610.04 37
  

027.20 182
  

535.01 14.82% 8
云南 28

  

653.23 25
  

632.00 25
  

516.90 28
  

747.00 28
  

533.10 137
  

082.23 13.72% 10
广西 24

  

017.60 24
  

860.40 25
  

919.10 26
  

481.00 25
  

707.30 126
  

985.40 12.21% 12
贵州 14

  

382.10 16
  

916.00 19
  

969.00 20
  

696.96 19
  

127.70 91
  

091.76 12.03% 21
新疆 12

  

820.40 12
  

420.00 10
  

143.90 11
  

820.00 12
  

385.10 59
  

589.40 12.28% 24
甘肃 10

  

933.90 11
  

192.93 14
  

340.57 10
  

971.00 11
  

600.40 59
  

038.80 12.41% 25
内蒙古 12

  

088.03 10
  

651.00 10
  

943.64 11
  

671.00 12
  

716.70 58
  

070.37 13.30% 26
海南 6

  

470.60 7
  

240.50 9
  

803.30 14
  

369.00 16
  

509.30 54
  

392.70 16.28% 27
宁夏 5

  

020.10 5
  

735.00 6
  

081.30 7
  

003.00 6
  

447.60 30
  

287.00 12.77% 29
青海 2

  

380.00 2
  

088.00 3
  

015.50 2
  

677.00 2
  

563.00 12
  

723.50 12.06% 30
西藏 914.00 2

  

061.00 1
  

469.00 1
  

390.00 767.00 6
  

601.00 16.65%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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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基金总经费在受地区科学基金资助的地区

中排名前三,在全国处于中上游水平。这一现象表

明在地区科学基金的资助下,江西、广西和云南等地

基础研究水平已有很大提升,基础研究平台建设初

有成效,已有一定能力参与到其他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竞争中。贵州、新疆和甘肃的地区科学基金

经费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总经费中的占比都大于

75%,且获得的基金项目总经费低于江西、广西和云

南,在全国的排名中也较为落后,说明地区科学基金

当前仍旧是这些地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

主要形式,还需投入时间和经费建设其基础研究平

台,提升自身科研实力。
除上述地区之外,宁夏、西藏、青海和海南四省

(自治区),无论每年获批的地区科学基金项目数,还
是每年获资助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总经费,在所有

被地区科学基金资助的地区中均处于下游水平。其

中,宁夏获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经费占基金项目总经

费比重甚至超过70%。除此之外,在近五年全国各

地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经费排名中,宁夏、
青海和西藏持续处于最后三位,表明这些地区基础

研究水平依然相对落后,科研基础仍旧薄弱,在地区

科学基金资助范围内,没有足够的实力与江西、云
南、广西等科研实力较强的地区竞争地区科学基金

项目;在全国范围内,也无法在其他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的竞争中占据优势。
长此以往,科研实力较强的地区或将独揽地区

科学基金的大部分,逐渐具备竞争其他国家级基金

项目的能力,发展愈加向好;而基础研究欠发达的地

区可能由于科研实力不足,在其他基金项目的竞争

中无法争取到足够的科研经费,长时间被困于发展

瓶颈,形成恶性循环。

3 我国基础研究发展的不均衡

解决地区差距问题、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加快落

后地区发展是关键。落后地区应积极行动起来,充
分发挥主体作用,进一步加快发展步伐[11]。在大多

数受地区科学基金资助的地区中,地区科学基金是

其主要的科研经费来源,几乎占所有基金项目资助

经费的一半及以上。在新疆、贵州和甘肃,其占比更

是超过了75%,由此可见,地区科学基金在帮助和

扶持基础研究薄弱地区的科研水平发展上有至关重

要的作用,是基础研究薄弱地区建设科研平台、开展

科学研究的基石,也是我国缩小地区间发展差异、培
养地区科研人才的有力手段。但是,地区科学基金

只针对一部分基础研究薄弱地区进行资助,放眼全

国,基础研究发展的不平衡现象依旧严重,某些地区

基础研究力量薄弱,科研经费短缺,但至今尚未被纳

入地区科学基金的资助范围,与基础研究发达地区

的发展差异可能会日渐加大,加重我国区域基础研

究发展的不均衡现象。

3.1 我国各区域基础研究差异

基础研究是指为了获得关于现象和可观察事实

的基本原理的新知识(揭示客观事物的本质、运动规

律,获得新发现、新学说)而进行的实验性或理论性

研究。在所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面上项目

支持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技术人员在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资助范围内自主选题开展研究,是科学基金最

基本的资助项目类别。各地区获得面上项目数量的

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其基础研究水平的强

弱。现将我国七大地理区域内各地区近五年所获面

上项目数作为衡量各地区基础研究水平和划分基础

研究薄弱地区的指标,同时引入标准差,分析各区域

内部基础研究水平发展差异以及基础研究薄弱地区

的科研发展需求。
从整体水平看,我国科研资源配置和发展水平

东强西弱,且东部的科研院所和高校有更多机会开

展国际交流和合作,优秀科研人才和国家重点项目

大多向东部聚集,导致我国东西部发展不均衡现象

极为明显。2023年华东各地区平均获面上项目

1
  

067.00项,而西南和西北分别仅有284.80项和

268.20项(表4)。不仅如此,我国各区域内部发展

不均衡的情况也不容忽视。从2023年各区域获面

上项目标准差统计结果来看,在全国范围内,华北区

域各地区2023年获面上项目数标准差最大,达到

1
  

380.25,表明我国华北区域内的基础研究水平差

异最为显著,科研水平的离散程度最高,基础研究发

展最不均衡;华南地区2023年获面上项目数标准差

也达到了1
  

172.04,仅次于华北地区,表明我国区域

内部发展最不均衡的状况主要集中在华北和华南地

区;而东北地区标准差值仅有116.54,是全国基础

研究水平发展最均衡、差异最小的地区(表5)。

3.2 我国基础研究薄弱地区的科研发展需求

以我国区域内科研水平差异最大的华北区域为

例,近五年北京市共获面上项目16
  

904项、天津

2
  

856项、河北801项、山西835项,内蒙古仅111项

(表4)。由此可见,华北区域基础研究发展两极分

化极为严重,科研资源分配极不均衡。北京是全国

高水平科研单位的聚集地,国内外科研人才云集,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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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研究水平强劲,在国家级基金项目的竞争中有着

明显优势。河北和山西科学研究基础薄弱、高水平

科研单位贫乏,又不在地区科学基金的资助范围内,
没有足够的科研经费支持发展基础研究和培养高端

人才,难以在全国性基金项目竞争中取得优势,导致

其获批项目较少。2023年,山西省和河北省获批的

面上项目数分别只有169和139项,低于受地区科

学基金资助的甘肃,略高于云南(表4);2023年,山

表4 2019—2023年各地区获面上项目数量统计

区域 地区 
近5年获资助面上项目数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总计 区域总计

华北

北京 3
  

394 3
  

380 3
  

337 3
  

517 3
  

276 16
  

904
天津 543 583 569 605 556 2

  

856
河北 152 180 166 164 139 801
山西 154 164 163 185 169 835
内蒙古 17 33 18 18 25 111

21
  

507

东北

辽宁 627 634 599 612 579 3
  

051
吉林 332 346 314 306 346 1

  

644
黑龙江 426 471 466 469 468 2

  

300
6

  

995

华东

上海 2
  

125 2
  

053 2
  

148 2
  

189 2
  

173 10
  

688
江苏 1

  

983 1
  

972 1
  

900 2
  

110 2
  

114 10
  

079
浙江 1

  

043 971 988 1
  

090 1
  

094 5
  

186
安徽 474 476 469 514 565 2

  

498
福建 449 468 431 467 465 2

  

280
江西 82 71 87 94 103 437
山东 832 891 919 929 955 4

  

526

35
  

694

华中

河南 276 306 341 345 334 1
  

602
湖北 1

  

168 1
  

217 1
  

245 1
  

326 1
  

234 6
  

190
湖南 624 661 733 704 766 3

  

488
11

  

280

华南

广东 1
  

788 1
  

856 1
  

856 1
  

999 2
  

085 9
  

584
广西 78 69 83 67 62 359
海南 22 34 37 40 48 181

10
  

124

西南

重庆 391 429 414 440 422 2
  

096
四川 673 700 693 781 808 3

  

655
贵州 32 38 51 54 45 220
云南 119 122 122 131 147 641
西藏 0 2 0 2 2 6

6
  

618

西北

陕西 950 996 1
  

047 1
  

076 1
  

090 5
  

159
甘肃 198 191 186 197 199 971
青海 6 6 10 2 7 31
宁夏 3 6 3 11 11 34
新疆 34 31 35 28 34 162

6
  

357

表5 2023年各区域获面上项目数标准差统计结果

区域
地区

数量

获资助项目

数总计(项)
各地区平均获

资助项目数(项)
σ

(标准差)

华北 5 4
  

165 833.00 1
  

380.25
东北 3 1

  

393 464.33 116.54
华东 7 7

  

469 1
  

067.00 803.79
华中 3 2

  

334 778.00 450.12
华南 3 2

  

195 731.67 1
  

172.04
西南 5 1

  

424 284.80 335.05
西北 5 1

  

341 268.20 466.20

西省和河北省获批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数分别

为481项和395项,低于受地区科学基金资助的江

西、云南、广西、甘肃等地(图4)。在不受地区科学

基金资助的地区中,山西省和河北省获批面上项目

数量最少,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数同样最少。
而同属于华北地区的内蒙古近五年获批面上项目仅

111项,2023年获批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数也

仅有326项,甚至远远落后于同属华北地区的河北

省和山西省。虽然内蒙古受地区科学基金项目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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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但根据内蒙古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绩效,地
区科学基金仍然为其主要的基金项目经费来源,其
基础研究水平在全国仍相对落后,在国家级基金项

目的竞争能力依旧不足。
随着我国经济和科技实力的高速发展,东部地

区与西部地区的科研水平差距或将越来越大,我国

各大区域内部的基础研究发展差异也愈加严重。亟

需采取有效措施优化地区项目资助政策,合理配置

我国科研资源,支持以内蒙古、山西、河北为代表的

基础研究薄弱地区提升科研水平,促进各地区科学

研究水平均衡发展。

图4 2023年各地区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数分布情况

4 思考与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协调发展是制胜要诀”。
协调是发展平衡和不平衡的统一,强调协调发展不

是搞平均主义,而是更加注重发展机会公平,更加注

重资源均衡[12]。实现区域均衡发展、支持基础研究

薄弱地区科研发展不仅是地区科学基金的主要任

务,还是我国统筹国内资源均衡配置、对基础研究薄

弱地区科研帮扶的深层次要求。随着我国基础研究

形势的不断变化,地区科学基金的发展也面临着挑

战,应当进一步明确定位、动态调整和完善针对基础

研究薄弱地区的帮扶政策,促进我国基础研究实现

协调性均衡发展。

4.1 适当调整地区科学基金资助力度

由于地区科学基金具有地区限制特性,只对特

定地区的科研人员进行资助,因此将有限的资源合

理地分配尤为重要。由上文数据可知,受地区科学

基金资助的地区中存在着“二次集中”现象,并且某

些地区(如江西省、云南省)在地区科学基金的帮

助下,基础研究水平已经有显著的提升。自然科学

基金委应当秉持地区科学基金扶持基础薄弱地区科

学研究发展的目标,适当减小对已发展起来的地区

的资助力度,鼓励其投身于其他高水平基金项目的

竞争中[4],从而提高地区基金资助的边际效益[2];与
此同时,同在地区科学基金资助范围内的西藏、宁
夏、内蒙古、青海和海南等地区获得地区科学基金资

助项目和经费较少,基础研究水平仍然相对薄弱,竞
争国家级基金项目较为困难,以当前资助标准较难

摆脱“基础研究薄弱地区”的帽子。因此,自然科学

基金委应当统筹考虑各地区的科研水平差异和资助

情况,结合新时代新形势要求,向基础研究薄弱地区

进行政策上的倾斜,加大对这些地区的资助力度、适
当降低其评估标准,缩小地区间科研水平差异,优化

资源配置方面的功能定位。
数据显示,自2015年起,地区科学基金申请量

快速上涨,资助量却维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导致资

助率持续下跌。2016—2022年,虽然资助总额稳中

有升,但资助额的上升无法适应资助项目数的增长,
导致平均资助额相对下降,2023年再次出现资助总

额的下滑。建议根据地区科学基金项目“控制规模、
提高强度、重点支持”的原则[13],适当提高地区科学

基金资助总额和单项资助经费,为基础研究薄弱地

区的科研发展提供更多资金支持,真正发挥地区科

学基金在基础研究发展方面的助推作用。

4.2 动态调整地区科学基金资助范围

科学基金设立的初衷是减小地区间科技水平差

异,面对基础研究薄弱地区进行倾斜资助[2]。但是,
不仅在我国的七大区域之间存在着发展差异,各区

域内部的发展差异同样显著。以河北、山西为代表

的基础研究薄弱地区科学研究水平弱、研究平台少、
优势项目稀缺,竞争国家级项目的能力相对不足,且
不在地区科学基金资助范围内,难以在人才成长的

关键阶段给予其足够的支持和研究动力,亟需地区

科学基金的资助来提高基础研究水平,助力当地科

研人才的培养。应精准细化地区科学基金的倾斜资

助政策,实行地区科学基金资助范围的动态调整机

制[14],将这些地区纳入地区科学基金的资助范围,
从而更好地发挥地区科学基金的“杠杆作用”[4],同
时建议具备一定竞争条件的地区和机构退出地区科

学基金资助范围,合理利用有限资源,帮助基础研究

薄弱地区降低区域发展差异,平衡自然科学基金的

整体空间布局,实现各地区间社会、经济、科技均衡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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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加强基础研究薄弱地区的国内外合作与交流

世界各科技强国都将合作与交流放在至关重要

的位置,美 国 国 家 科 学 基 金 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U.
 

S.,
 

NSF)的战略目标之一是通过

国际合作鼓励美国的年轻科学家获得国外交流的机

会[15];日本学术振兴会(The
 

Japan
 

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Science,
 

JSPS)是日本唯一以学术振

兴作为目标的资助机构,定位于促进国际学术交流、
支 援 大 学 全 球 化[16];英 国 (UK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UKRI)曾设立上亿欧元的国际合作与

交流基金,以加强英国与其他国家的创新合作[17]。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东部地区在2012—2021年间获

组织间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资助数量占全部

项目的72.2%,中部地区占11.1%,西部地区占

10.3%,东北部地区占6.4%[18]。我国科研水平较

为发达的东部地区,不仅有大量科研经费的支持,还
有更多与国际接轨、借鉴国外先进科研经验的机会,
具有极大的发展动力。而中西部和东北部基础研究

薄弱地区,高端科研人才较为短缺,科研经费少,地
区发展差异进一步加大,亟需对内政策引导和对外

强化融合双管齐下[18]建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出台

激励政策推动优秀研究人才到基础研究薄弱地区

从事基础研究,并且鼓励东部地区“双一流”高校

的优秀科研人员前往基础研究薄弱地区的高校或

科研院所开展研究和教学,共同解决科研过程中遇

到的困难和发展瓶颈,以东部地区的优秀科研力量

带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科研发展[18];对于发达

地区与基础研究薄弱地区的依托单位合作申报的

研究项目,建议自然科学基金委在政策上予以倾

斜,双方发挥各自优势,取长补短,共同冲击顶尖

课题。此外,针对获得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的依托单

位,建议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并适当降低其申请国际

合作与交流项目的门槛,使基础研究薄弱地区的科

研人员有更多的机遇涉足国际学术舞台,为这些地

区培养国际性科研人才[19],同时进一步优化国际

合作资助体系[20],以先进带后进,促进科学共同

繁荣。

5 结 语

地区科学基金是我国基础研究薄弱地区科学研

究发展和科研人才培养的基石,同时也是我国深入

实施人才强国战略、促进科技区域性均衡发展的“助
推器”。在新时代新的发展时期,地区科学基金应时

刻秉持对基础研究薄弱地区采取倾斜政策减小地区

基础研究水平差距的初衷,明确其对科研实力相对

薄弱地区的部分依托单位的科研人员进行资助的战

略定位,并根据实际资助情况和人才培养绩效适当

调整和优化其资助政策,使基础研究薄弱地区能够

在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的扶持和帮助下更好地开展科

学研究、培养优秀科研人才,迸发当地社会经济发展

的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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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34
 

years
 

of
 

development,
 

the
 

Fund
 

for
 

Less
 

Developed
 

Regions
 

of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have
 

seen
 

an
 

expansion
 

in
 

the
 

scope
 

of
 

funding
 

regions,
 

yet
 

the
 

disparity
 

in
 

the
 

level
 

of
 

scientific
 

research
 

development
 

among
 

different
 

region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evident.
 

Based
 

on
 

the
 

funding
 

data
 

from
 

the
 

past
 

5
 

to
 

10
 

year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performance
 

of
 

the
 

Fund
 

for
 

Less
 

Developed
 

Regions
 

grants
 

and
 

the
 

differences
 

in
 

research
 

capabilities
 

among
 

regions.
 

It
 

analyzes
 

the
 

potential
 

problems
 

that
 

may
 

exist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areas
 

with
 

weak
 

basic
 

research
 

in
 

the
 

Fund
 

for
 

Less
 

Developed
 

Regions,
 

and
 

proposes
 

reasonable
 

optimization
 

suggestions
 

for
 

funding
 

policies
 

in
 

areas
 

with
 

weak
 

basic
 

research
 

and
 

promoting
 

balance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China.

Keywords Fund
 

for
 

Less
 

Developed
 

Regions;
 

basic
 

research;
 

regional
 

balance;
 

policy
 

optimization;
 

regional
 

dif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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