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9 卷 第 4 期 自 动 化 学 报 Vol. 39, No. 4

2013 年 4 月 ACTA AUTOMATICA SINICA April, 2013

自动化领域科学基金十年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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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2003 年∼ 2012 年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项目统计》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信息中心提供的数据
为依据, 详细分析了近十年间信息科学部自动化领域科学基
金项目的申请与资助情况, 平均资助强度与资助率的变化情
况, 以及项目负责人的年龄层次和依托单位隶属关系的分布
情况, 并在此基础上给出了几点建议, 供有关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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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manuals of annual statistics of the Na-

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SFC) from 2003

to 2012 and the data provided by the Information Center of

NSFC, we analyze the problems detailedly on several important

aspects of the projects in the automation domain during the last

decade, which include the situations such as applications and ap-

provals, changes of average funding per project and funding rate,

age levels about the project leaders, as well as the affiliations of

the support organizations, etc.. Then, based on above analyses,

we provide some suggestions to the concerned researchers and

managers.

Key words Automation domain,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SFC), the average funding per project,

the funding rate

Citation Chao Li , Cheng-Hong Wang, Su Song, Ren-Quan

Lu. Analysis on situation of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

tion of China in automation domain during last decade. Acta

Automatica Sinica, 2013, 39(4): 461−468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

tion of China, NSFC) 作为我国支持基础研究的主渠道, 自

1986 年建立以来始终遵循 “支持基础研究, 坚持自由探索,

发挥导向作用, 发现和培养科学技术人才, 促进科学技术进

步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的宗旨[1], 择优支持具有良好研究

条件和较强研究实力的高等院校与科研机构中的科研人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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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领域, 开展基础研究、前瞻性探索研究以及面向国

民经济和国家安全的应用基础研究. 近十年来,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对自动化领域在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系统科学与系

统工程、人工智能与智能系统等方面的蓬勃发展起到了积极

的推动作用.

本文以《2003 年∼ 2012 年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项目统计》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信息中心提供的数据

为依据, 归纳比较了近十年间自动化领域面上项目、青年项

目、地区项目、重点项目与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申请与

资助情况; 探讨了平均资助率和平均资助强度的变化规律及

变化原因; 总结了 2012 年新设立的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的申报与资助情况; 分析了项目负责人的年龄层次结构和依

托单位隶属关系的分布情况; 最后总结了科学基金对于自动

化领域基础研究的引导和支持作用,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几

点建议, 可供相关部门人员参考.

1 自动化领域各类基金项目申报与资助总体情况

统计与分析

2003 年∼ 2012 年,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在自动化

领域的控制理论与方法、系统科学与系统工程、导航制导与

传感技术、模式识别、人工智能与知识工程、机器人学及机

器人技术、认知科学与智能信息处理等不同领域[1], 累计资

助了 4 528 项各类项目, 资助经费总额超过 18 亿元. 其中,

2003 年共资助 190 项, 总计 4 183 万元; 2012 年仅 1 月∼ 10

月就资助了 846 项, 资助经费超过了 5 亿元. 近十年间, 年度

资助项目总数增长了近 4.5 倍, 年度资助经费总额增长超过

了 12 倍, 推动和促进了自动化领域基础研究的发展.

1.1 面上项目

面上项目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研究项目系列中的主要部

分, 支持科技人员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范围内自主选题,

开展创新性基础研究[1]. 十年来, 自动化领域共有 2 193 个面

上项目1 得到资助.

2003 年∼ 2012 年, 自动化领域面上项目的申请数量呈

逐年稳步上升态势 (图 1). 2003 年申请项数仅为 512 项,

2012 年已达 2 164 项, 十年间增长了 4 倍多. 资助项数也由

2003 年的 111 项增长至 2012 年的 368 项, 增长了 3 倍多.

随着国家财政投入的逐年增加, 2003 年∼ 2012 年自动

化领域面上项目的平均资助强度也大体呈现出逐年增加的

趋势 (图 2), 2003 年的平均资助强度为 18.95 万元, 2004 年

超过 20 万元, 2008 年首次超过 30 万元, 2011 年一举达到

58.48 万元, 2012 年又猛增至 78.73 万元, 增势明显.

相比之下, 近十年来面上项目的资助率没有与平均资助

强度同步变化, 由于面上项目逐年申请数和计划资助项目数

增长的不确定和不协调性, 资助率变化较为剧烈, 在 16%∼
22% 之间上下震荡, 且总体呈下降趋势 (图 2). 例如, 2007

年面上项目申请项数较前一年增长超过 100 项, 但资助项

数仅增加了 3 项, 造成资助率下降至近十年最低值 16.47%;

12003 年∼ 2006 年《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统计》中, “面上项目”

包括自由申请项目、青年项目和地区项目三类. 为保持统计数据的连续性和可比性,

本文中 2003 年∼ 2006 年间的 “面上项目” 数据是指相应的 “自由申请项目” 数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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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申请项数较前一年增长了近 300 项, 但资助项数仅增

加了 19 项, 资助率下降至 17.01%, 为近五年最低值.

1.2 青年项目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人才项目系列的

重要类型, 支持青年科技人员自由选题, 独立主持科研项目,

自主开展基础性和创新性研究[1]. 2003 年∼ 2012 年间, 自动

化领域累计有 1 519 名科技人员获得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资

助.

图 1 2003 年∼ 2012 年面上项目申请数和资助数变化趋势

Fig. 1 The variation trends about applications and approvals

of general project from 2003 to 2012

图 2 2003 年∼ 2012 年面上项目平均资助强度和

平均资助率变化趋势

Fig. 2 The variation trends about average funding per project

and funding rate of general project from

2003 to 2012

十年来, 自动化领域青年基金项目的申请项数和资助项

数均呈单调递增趋势 (图 3); 平均资助强度 (图 4) 在 18∼ 25

万元之间, 其中 2012 年达到十年最高值 24.38 万元; 项目资

助率 (图 4) 则在 2005 年的最高值 23.61% 与 2007 年的最低

值 17.80% 之间波动. 这种波动同样是由项目申请数和计划

资助数逐年增长的不确定和不协调性造成的.

1.3 地区项目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人才项目系列中

快速发展的一种项目类型, 支持特定地区部分依托单位的科

技人员开展创新性基础研究. 该项目的定位是稳定和培养欠

发达地区的科技人员, 扶植和凝聚优秀人才, 支持他们潜心

探索, 为区域创新体系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服务[1]. 最近十

年, 自动化领域共资助地区项目 141 项, 有力支持了相应地

区自动化领域的基础研究.

图 3 2003 年∼ 2012 年青年项目申请数与资助数变化趋势

Fig. 3 The variation trends about applications and approvals

of young scientists project from 2003 to 2012

图 4 2003 年∼ 2012 年青年项目平均资助强度和

资助率变化趋势

Fig. 4 The variation trends about average funding per project

and funding rate of young scientists project from 2003 to 2012

随着地区经济发展和基础研究水平的提高, 地区项目申

请和资助数量的快速增加, 自动化领域的地区项目申请项数

由 2003 年的 9 项增至 2012 年的 221 项, 资助项数也从 2 项

逐年增加至 48 项, 增长幅度高达 24 倍 (图 5).

图 5 2003 年∼ 2012 年地区项目申请数与资助数变化趋势

Fig. 5 The variation trends about applications and approvals

of less developed region project from

2003 to 2012

十年中, 自动化领域内地区项目的平均资助强度呈波动

增长趋势, 2011 年的平均资助强度为历年最高, 达 48.53 万

元, 较 2003 年最低时的 16.5 万元增长了近 3 倍 (图 6); 地

区项目的资助率呈波动下降趋势, 2005 年最高, 达 27.27%,

2009 年降至 17.24%, 为近十年最低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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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2003 年∼ 2012 年地区项目平均资助强度和

资助率变化趋势

Fig. 6 The variation trends about average funding per project

and funding rate of less developed region project from

2003 to 2012

1.4 重点项目

重点项目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研究项目系列中的一种重

要类型, 主要支持科技工作者结合国家需求, 针对我国已有

较好基础和积累的重要研究领域、对学科发展具有重要推动

作用的领域或新学科生长点开展深入、系统的创新性研究 [1].

2003 年∼ 2012 年期间, 自动化领域共资助重点项目 105 项,

资助经费总额近 2.5 亿元.

如图 7 所示, 近十年来, 自动化领域重点项目的申请和

资助项数整体上呈震荡增加趋势, 其中 2010 年申请项数最

多, 达 63 项, 2011 年资助项数最多, 达 17 项.

图 7 2003 年∼ 2012 年重点项目申请数与资助数变化趋势

Fig. 7 The variation trends about applications and approvals

of key project from 2003 to 2012

同时, 自动化领域重点项目资助率在十年间频繁变化,

2004 年最低, 为 21.74%, 2008 年最高, 达 35.71%; 重点项

目的平均资助强度稳中攀升, 从 2003 年的 152 万元增长至

2012 年的 306.25 万元, 达到了翻番的增长 (图 8).

1.5 杰出青年项目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支持在基础研究方面已取得

突出成绩的青年学者自主选择研究方向开展创新研究, 促进

青年科技人才成长, 吸引海外人才, 培养和造就进入世界科

技前沿的优秀学术带头人[1].

2003 年∼ 2012 年间, 自动化领域共有 46 位青年学者

获得了累计 8 100 万元的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 (图 9).

2006 年该项基金的资助额度从每项 100 万元增至每项 200

万元; 2003 年∼ 2012 年间, 资助率在平均值 11.21% 上下呈

交替增减的变化态势 (图 10).

图 8 2003 年∼ 2012 年重点项目平均资助强度和

资助率变化趋势

Fig. 8 The variation trends about average funding per project

and funding rate of key project from 2003 to 2012

图 9 2003 年∼ 2012 年杰出青年项目申请数和

资助数变化趋势

Fig. 9 The variation trends about applications and approvals

of distinguished young scholars project from 2003 to 2012

图 10 2003 年∼ 2012 年杰出青年项目平均资助强度和

资助率变化趋势

Fig. 10 The variation trends about average funding per

project and funding rate of distinguished young scholars

project from 2003 to 2012

1.6 优秀青年项目

2012 年, 为进一步加强对创新型青年人才的培养力度,

逐步完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人才资助体系, 在 “国家基础科

学人才培养基金”、“地区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国



464 自 动 化 学 报 39卷

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和 “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 五个 “人

才项目系列” 的基础上,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新增设了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用以支持取得一定科研成就并显

示出较大发展潜力的青年科技人员, 鼓励其在科研一线锐意

进取、开拓创新, 自主选择研究方向开展基础研究[1]. 这一项

目的设立有效填补了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国家杰出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之间的资助空白, 将起到大力促进创新型青年人才

快速成长的作用.

2012 年, 自动化领域共有 95 人申请优秀青年科学基金

项目, 最终 11 人获得资助, 每项额定资助 100 万元, 资助率

为 11.58%, 略高于同年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资助率、约

为同年青年基金资助率的一半.

2 自动化领域基金项目负责人和依托单位相关数

据统计与分析

2.1 项目负责人的年龄分布情况

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与年龄密切相关, 而相关能

力在人的一生中各有其最佳时期[2], 科研能力的高低在其职

业生涯的过程中是有变化的. 我们选择年龄层次作为指标,

依据各类基金情况, 考察我国自动化领域的科研工作者的年

龄分布情况, 并对相关数据进行分析.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规定: 青年基金项目申

请者的年龄为 “男性未满 35 周岁, 女性未满 40 周岁”; 杰

出青年基金项目申请者的年龄为 “未满 45 周岁”. 基于以

上规定, 本文在进行统计分析时, 将年龄层次分为 “35 岁以

下”、“36∼ 45 岁”、“46∼ 55 岁”、“56∼ 65 岁” 以及 “65 岁

以上” 五个层次, 对自动化领域中面上项目和重点项目负责

人进行统计分析.

图 11 2003 年∼ 2012 年面上项目负责人年龄分布变化趋势

Fig. 11 The variation trends about age levels of the project

leaders of general project from 2003 to 2012

图 12 2008 年∼ 2012 年重点项目负责人年龄分布变化趋势

Fig. 12 The variation trends about age levels of the project

leaders of key project from 2008 to 2012

“35 岁以下” 青年科技人员是科研队伍中的新生力量,

处于这一年龄层次的绝大多数人初次申请都会选择青年基

金项目. 在面上项目负责人中, 这一年龄层次科研人员的数

量相对较少但呈现出逐年上升趋势, 2003 年其所占比例为

5.41 %, 2012 年已增加至 14.40%. 形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

因来自三个方面: 首先, 近年来博士毕业人数增长较快, 且

由于日渐认识到人才、特别是青年科技人才的重要性, 大多

数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加大了培养和引进青年科技人才的力

度, 使青年科技人员的绝对数量、所占比例和申请基金项目

的人数都在逐年增加; 其次, 近十年来, 大多数高等院校和科

研机构逐步认识到了基金项目的重要性, 在鼓励、敦促青年

科技人员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方面给予政策和多种利益倾

斜, 相当大地提高和助推了青年科技人员申请基金项目的积

极性; 同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资助青年基金项目的

数量在逐年增多, 结题后未满 35 周岁的青年基金项目获得

者在逐年增多, 致使 35 岁以下申请并得到面上项目资助的

人数也随之逐年增多. 总体上讲, 这是一种好的局面, 它显示

出了国家各有关部门对青年科技人才培养和使用的重视, 表

明我国在基础研究方面后继有人.

“36∼ 45 岁” 是一个科技工作者的 “黄金十年”. 图 11

表明: 此年龄层次的面上项目负责人在各年度比例中都占有

最大份额, 但 2007 年后整体上呈下降趋势, 其主要原因在于

面上项目平均资助强度的不断提高加大了其对各年龄层次申

请者的吸引力, 竞争力不断提高. 图 12 表明: “36∼ 45 岁”

年龄层次的重点项目负责人在各年份比例中占据次大份额,

且 2010 年后整体呈上升趋势, 这主要由于近年来此年龄段

“杰出青年”、“长江学者” 及 “海归” 等高层次人才日渐增多,

使得此年龄段申请重点项目的人数逐年增多、竞争力也在不

断提高.

“46∼ 55 岁” 是科技工作者的 “白金十年”, 较之于前一

年龄段, 成果积累更加丰富, 科研团队更加强大, 学术影响力

更加广泛; 在面上项目负责人中, 所占比例逐年上升, 2012 年

达到 32.34%; 在重点项目负责人中, 所占比例最大, 数量占

绝对优势, 最高时达 64.71%, 但 2012 年有所下降, 其原因与

相邻两个年龄段重点项目负责人所占比例的增加有关.

“56∼ 65 岁” 是科技工作者退休前的十年. 受生理和心

理两方面影响, 此年龄段科技人员的工作重心逐渐向领导、

引导和指导优秀人才方面发展; 在面上项目负责人中, 所占

比例不大且整体呈逐年下降趋势; 在重点项目负责人中, 所

占比例在 10% 上下浮动.

“65 岁以上” 的科技工作者通常已到退休年龄, 其中少

数取得突出科研成绩的专家仍在发挥着重要作用. 由于人员

基数少, 他们在面上项目或重点项目负责人中所占的比例均

比较小.

2.2 获资助项目依托单位的隶属关系比例情况

依托单位是指科技人员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所依

托的国内高等院校或科研机构[3]. 本文将依托单位分为 “教

育部直属高校”、“中国科学院所属研究机构” 和包括其他高

校和科研机构在内的 “其他科研机构” 三类, 统计分析自动

化领域面上项目、青年项目以及重点项目的依托单位的比例

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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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教育部直属的高校有 75 所[4], 这些高校具有雄厚

的人才、资金和学科优势. 中国科学院是我国科学技术方面

的最高学术机构和全国自然科学与高新技术的综合研究与发

展中心[5], 拥有 100 多个研究院所和分支机构. 我国从事基

础研究的高水平队伍有相当数量分布在教育部、中科院所属

机构中[6]. “其他科研机构” 涉及面广、数量多, 其中不乏研

究实力非常强的著名大学和国家级科研机构, 但多数仍是科

研能力相对较弱的地方高校和研究机构.

图 13 和图 14 表明: 在自动化领域内, 分别考察资助数

量最多的面上和青年两类项目, “中国科学院所属研究机构”

所占比例较小但相对稳定; “教育部直属高校” 占据了很大的

比例, 但整体上呈波动下降趋势, 其中青年项目所占比例的

下降尤为明显; “其他科研机构” 占据了较大的比例, 且整体

上呈波动上升趋势, 其中青年项目所占比例自 2009 年起赶

上并超过 “教育部直属高校”. 形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

近十年来,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资助面上项目和青年项

目的数量逐年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且由于博士毕业人数较

多, 加之 “其他科研机构” 对基础研究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

培养和引进科技人才、特别是引进优秀青年科技人才的力度

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申请和得到资助的面上项目与青年项目

的年平均增长速度整体上高于 “教育部直属高校”. 随着 “其

他科研机构” 申请基金项目的人数进一步增多以及相应的科

研实力进一步增强, 由图 13 的曲线走势可以预见, 面上项目

“其他科研机构” 所占比例将有可能在近几年内超过 “教育部

直属高校”. 这在总体上有利于我国自动化领域基础研究和

应用研究的均衡与稳定发展.

图 13 2003 年∼ 2012 年面上项目依托单位比例分布

Fig. 13 The variation trends about the subjection of the

support units of general project from 2003 to 2012

图 14 2003 年∼ 2012 年青年项目依托单位比例分布

Fig. 14 The variation trends about the subjection of the

support units of young scientists project from

2003 to 2012

2006 年∼ 2012 年期间, 在获资助重点项目方面 (图 15),

“中国科学院所属研究机构” 所占比例呈现出先降后升的趋

势, “教育部直属高校” 所占比例呈现出先升后降的趋势, “其

他科研机构” 所占比例呈现出先升后降、然后再升的趋势.

2010 年∼ 2012 年, 上述三类依托单位所占比例的差距已在

逐渐缩小, 日渐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这种比例分布有利于我

国自动化领域均衡和可持续发展.

图 15 2006 年∼ 2012 年重点项目依托单位比例分布

Fig. 15 The variation trends about the subjection of the

support units of key project from 2006 to 2012

3 讨论和建议

3.1 保持项目资助率相对合理与稳定

本文将量大面广的面上项目、青年项目和地区项目作为

考察对象, 探讨项目资助率 R 与项目申请总数 N、计划资助

项目数M、经费投入总额 B、以及平均资助强度 C 之间的

关系, 借以分析说明保持项目资助率相对合理与稳定的重要

性.

由 R = M
N
和 C = B

M
= B

RN
, 不难推得:

R =
B

CN
(1)

从式 (1) 中, 可以清楚地看出 R 与 N、B 和 C 的关系. 为了

分析不同年度资助率 R 的变化情况, 假定前一年与当年的资

助率分别为 R0 与 R、经费投入总额为 B0 与 B、项目申请总

数为N0 与N、平均资助强度为 C0 与 C, 另设当年资助率增

量为∆R = R−R0, 若∆R > 0, 说明资助率上升, 反之为下

降.

根据式 (1), 可以得到:

∆R =
B

CN
− B0

C0N0
=

BC0N0 −B0CN

CNC0N0
(2)

设 p (p ≥ 0) 为当年经费投入总额较前一年经费投入总额

的增长率, q (q ≥ 0) 为虚拟申请经费总量 (CN) 较前一年

(C0N0) 的相对增长率, 即有:

B = (1 + p)B0 (3)

CN = (1 + q)C0N0 (4)

综合考虑式 (1)∼ (4), 可以得到:

∆R =
(p− q)R0

1 + q
(5)

考虑式 (5), 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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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若 p > q, 则 ∆R > 0, 即资助率上升. 从图 1、图 2

和表 1、表 2 中数据可知, 2009 年∼ 2010 年, 面上项目资助

率从 17.09% 上升到 19.41 %. 主要原因在于这两年间资助

强度基本保持在 30 万左右, 申请项目数从 1 363 项增长到

1 628 项, 资助项目数从 233 项增长为 316 项, 资助总经费从

7 148.44 万元增长至 10 102.52 万元. 由相关数据可以算出 p

为 41.33%, q 为 19.44%. 因此, 在保持资助强度相对稳定的

情况下, 当申请项目总数和经费总投入同时增长时, 如果经

费总投入保持较高的增长幅度, 仍可维持资助率的稳定增长.

2) 若 p < q, 则∆R < 0, 即资助率下降. 2011 年∼ 2012

年间, 面上项目资助率从 18.54% 变为 17.01%, 下降明显,

接近历史最低点. 主要原因在于申请项数从 1 882 项增长到

2 164 项, 资助强度从近 60 万增加到近 80 万, q 增加的较

快, 达到 54.09%, 而资助项目数从 349 项增长到 368 项, 资

助总经费从 20 409.52 万元增长至 28 840.16 万元, p 增长了

41.30 %, 即 p < q, 资助率下滑. 因此, 在经费总投入增长幅

度未达到足够大的情况下, 如果资助强度增长过快, 将导致

资助率的明显下滑.

3) 若 p ≈ q, 则∆R ≈ 0, 即资助率将保持不变. 例如, 资

助率保持在 17% 附近的 2009 年和 2012 年两个年度相较而

言, 平均资助强度和项目申请书均增幅巨大, 但通过相应提

高经费投入, 也可保持资助率维持在一个较为稳定的水平不

变.

近十年来, 我国 GDP、中央财政收入、科学基金投入总

额、基金项目申请总量均在快速增长; 除了面上项目的平均

资助强度在持续增长外, 青年项目与地区项目的平均资助强

度均有升有降; 而面上、青年和地区项目的资助率却每年都

在变化, 且整体变化剧烈 (见图 2、图 4 和图 6).

表 1 面上项目、青年项目、地区项目数据统计[9]

Table 1 Data about general project, young scientists project, and less developed regions project[9]

面上项目 青年项目 地区项目

N∗ M∗ R∗ C∗ B∗ N M R C B N M R C B

2003 512 111 21.68 18.95 2 103.45 127 29 22.83 21.83 633.07 9 2 22.22 16.50 33.00

2004 645 124 19.22 21.16 2 623.84 175 32 18.29 19.59 626.88 10 2 20.00 21.00 42.00

2005 764 158 20.68 21.92 3 463.36 233 55 23.61 19.00 1 045.00 11 3 27.27 20.67 62.01

2006 891 162 18.18 24.20 3 920.40 329 65 19.76 21.28 1 383.20 18 4 22.22 20.00 80.00

2007 1 002 165 16.47 26.28 4 336.20 472 84 17.80 19.75 1 659.00 20 4 20.00 18.25 73.00

2008 1 172 207 17.66 30.35 6 282.45 641 118 18.41 19.84 2 341.12 43 8 18.60 25.00 200.00

2009 1 363 233 17.09 30.68 7 148.44 898 167 18.60 18.53 3 094.51 58 10 17.24 23.80 238.00

2010 1 628 316 19.41 31.97 10 102.52 1 148 232 20.21 19.15 4 442.80 105 24 22.86 25.08 601.92

2011 1 882 349 18.54 58.48 20 409.52 1 544 359 23.25 23.65 8 490.35 154 36 23.38 48.53 1 747.08

2012 2 164 368 17.01 78.37 28 840.16 1 680 378 22.50 24.38 9 215.64 221 48 21.72 44.06 2 114.88

∗ 表中 N 为申请项数 (项), M 为资助项数 (项), R 为资助率 (%), C 为平均资助强度 (万元), B 为资助总额 (万元).

表 2 重点项目、杰出青年项目数据统计[9]

Table 2 Data about key project and distinguished young scholars project[9]

重点项目 杰出青年项目

N∗ M∗ R∗ C∗ B∗ N M R C B

2003 18 5 27.78 152.00 760.00 15 3 20.00 100.00 300.00

2004 23 5 21.74 180.00 900.00 20 4 20.00 100.00 400.00

2005 33 11 33.33 210.91 2 320.01 38 4 10.53 100.00 400.00

2006 23 7 30.43 187.14 1 309.98 42 5 11.90 200.00 1 000.00

2007 32 9 28.13 202.22 1 819.98 37 4 10.81 200.00 800.00

2008 28 10 35.71 195.00 1 950.00 45 6 13.33 200.00 1 200.00

2009 33 11 33.33 205.45 2 259.95 42 4 9.52 200.00 800.00

2010 63 14 22.22 239.29 3 350.06 45 6 13.33 200.00 1 200.00

2011 52 17 32.69 290.59 4 940.03 52 5 9.62 200.00 1 000.00

2012 53 16 30.19 306.25 4 900.00 47 5 10.64 200.00 1 000.00

∗ 表中 N 为申请项数 (项), M 为资助项数 (项), R 为资助率 (%), C 为平均资助强度 (万元), B 为资助总额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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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资助率多高为好, 不同利益攸关方之间很难达成共

识. 由于申请的项目本身很难精确比较, 项目是否得到资助

与申请人利益密切相关, 再加之文化与心理等方面的原因,

项目资助率过低就会造成恶性竞争、一些好的项目得不到资

助的局面, 最终使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受到损害; 反之, 项目资

助率过高就会造成平均资助强度下降、好项目支持经费不足

而差项目也会得到资助的后果, 最终从另一个方面损害国家

和人民的利益. 因此, 一个相对合理与稳定的项目资助率对

项目申请人员、项目依托单位和国家整体利益均是有好处的.

理论上, 合适的标准应该是资助强度足够开展工作, 资

助率应该使绝大多数优秀课题得到资助[7]. 由于科研成本

(物价、工资等) 和经费投入总额 B 每年都在增长, 所以项目

平均资助强度 C 不应下降, 且应逐年略有增加, 但增幅不应

超过前一年 GDP 或中央财政收入的增幅.

实际中, 2003 年∼ 2012 年间, 自动化领域面上项目、青

年项目和地区项目的平均资助率分别为 18.59%、20.53% 和

21.55%. 基于这组数据和今后若干年内 B、N 和 C 仍有可

能增长以及其他方面的考虑, 面上和地区项目的资助率较为

合适, 青年项目的资助率可适度增加. 为了合理调节和稳定

项目资助率, 建议采取下述方法进行: 如果 p ≤ q, 则可在保

证前一年平均资助强度 C 不变的情况下, 适度减小当年的项

目资助率; 如果 p > q, 则要么保持前一年项目资助率 R 不

变、适度增加当年的项目平均资助强度, 要么同时增加当年

的项目资助率和项目平均资助强度.

图 16 2003 年∼ 2012 年自动化领域基金委资助经费总额

Fig. 16 The variation trend about total funding in automation

domain from 2003 to 2012

3.2 保持重点项目领域协调均衡发展

随着 “小科学” 演变为 “大科学”、科学事业与国家目标

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无尽的前沿” 与 “有限的资源” 的

矛盾越发突出[8]. 重点项目的设立在促进学科和国民经济发

展、推动重要领域或科学前沿取得突破方面具有重大意义.

重点项目实行有限目标、有限规模、重点突破的原则, 重视学

科交叉与综合, 倡导有效利用国家和部门现有重要科研基地

及其他科研条件, 积极开展实质性国际合作与交流. 重点项

目每年确定一定数目的研究领域或研究方向, 发布指南定向

引导申请[1]. 2012 年, 基金委信息科学部共发布 62 个重点

项目领域, 其中涵盖于自动化领域内的有 14 个.

重点项目的领域分布涉及四个方面: 1) 面向学科发展和

国民经济需求的领域, 约占 40% 份额; 2) 学科交叉或新学科

生长点领域, 约占 30% 份额; 3) 学科前沿或前瞻性探索领

域, 约占 20% 份额; 4) 国家特殊或紧迫需要领域, 约占 10%

份额. 大多数情况下, 前两个方面重点项目的申请量较大, 资

助率较低; 后两个方面重点项目的申请量较小, 相应的资助

率也相对稍高.

申请重点项目时要注意以下四点: 1) 重点项目的领域方

向不是自由选择的, 申请者一定要认真理解和准确把握, 使

所选项目与指南公布的方向大体上保持一致, 方向偏离太远

的将会被初筛; 2) 提炼并选择 3∼ 4 个需要开展研究的重要

科学问题, 其中至少要包含一个关键科学问题, 问题的重要

性和关键性要被同行认可; 3) 要有明确具体的研究目标和切

实可行的研究方案; 4) 要充分利用国内现有科研条件并积极

开展国际合作.

为保证重点项目领域和重要研究方向协调均衡发展, 希

望自动化及相关领域的科技工作者多提重点项目建议书, 扩

大重点研究领域或重要研究方向的遴选范围, 为基金委进行

合理布局创造条件; 希望自动化及相关领域的科技工作者认

真阅读项目指南, 积极申请重点项目, 以便使最优秀的团队

得到资助, 使相关重要领域得到协调均衡发展.

4 结束语

本文的主要工作可概括为: 1) 统计了 2003 年∼ 2012 年

间自动化领域面上项目、青年项目、地区项目、杰出青年项

目和重点项目的申请与资助情况, 包括历年申请项目数、资

助项目数、平均资助强度和项目资助率, 并对其发展变化趋

势和成因进行了初步解释; 2) 按五个年龄层次, 分析了面上

项目与重点项目负责人在 2003 年∼ 2012 年间的比例分布情

况, 初步阐明了这种比例分布的内在原因和发展变化趋势; 3)

将基金项目依托单位分为 “教育部直属高校”、“中国科学院

下属研究机构” 和 “其他科研机构” 三类, 就面上项目、青年

项目和重点项目在这三类项目依托单位中的比例分布情况进

行了比较, 较为详细地说明了其发展变化趋势; 4) 初步论证

了项目资助率保持在一个相对合理与稳定的水平的意义, 在

基金投入总额和申请项目总数逐年增长的条件下, 给出了面

上项目、青年项目和地区项目资助率的调控办法; 5) 将重点

项目领域分成四个方面, 对自动化及相关领域重点项目的建

议和申请者提出了具体建议和希望.

本文的分析结果和若干建议可供自动化学科及相关领域

的科技工作者和科学基金管理工作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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