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３４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２０１６年

·管理纵横·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助推中国科学院力学
研究所人才培养和成果产出

贾　玲＊ 徐以鸿 苏建宇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北京１００１９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２－２６；修回日期：２０１６－０３－２９

　　＊ 通信作者，Ｅｍａｉｌ：ｌｊｉａ＠ｉｍｅｃｈ．ａｃ．ｃｎ

［关键词］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人才培养；科研成果；基础科学研究

基础科学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基本规律的知识

体系，这样 的 知 识 体 系 是 技 术 创 新、技 术 革 命 的 先

导、源泉和培养创新性人才的摇篮［１］，也是提高原始

性创新 能 力 的 重 要 途 径。没 有 基 础 科 学 研 究 的 突

破，就不会有技术的划时 代 发 展。我 国 要 跻 身 世 界

科技强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必须拥有充足的基础科

学研究成果和大批高水平的创新人才。
在我国科技资助计划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

下简称“科学基金”）是基础科学研究资助 的 重 要 力

量，重点资助基础研究和科学前沿探索，支持人才和

团队建设，以 增 强 源 头 创 新 能 力［２〗。国 家 科 学 基 金

委员会（以下简称“基金委”）依学科设置数理、化学、
生命、地球、工程与 材 料、信 息、管 理、医 学 等８个 科

学部，２０多年来形成了系统完整的资助格局。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以下简称“力学所”）是

我国力学学科最为全面的国家级力学研究基地。力

学所长期秉承钱学森先生工程科 学 思 想，面 向 科 学

前沿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在基础 科 学 问 题 上 深 入

开展研究工作，为我国“两弹一星”、载人航天等做出

了突出贡献。近些年来到 将 来 一 段 时 期，力 学 所 在

空天、海洋、环境、能源、新材料等重大工程科学领域

继续发挥优势力量，深入 凝 炼 基 础 科 学 问 题。力 学

所的长远发展需要更加深厚的科学基础和良好的人

才储备，这些都离不开科学基金的长期稳定资助。
本文通过 分 析 力 学 所 在２００６—２０１５年 科 学 基

金项目获 批 情 况 以 及 在 基 金 资 助 下 产 生 的 科 研 成

果，来讨论科学基金对力学所这样 一 个 兼 顾 工 程 科

学与基础研究的科研院所的科学 研 究、人 才 培 养 和

成果产出的影响。

１　力学所２００６—２０１５年承担科学基金项目

情况

１．１　总体情况

近年来，科学基 金 项 目 资 助 经 费 总 量 大 幅 提 升

（图１）。２００６年，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经费共计４０亿

元。这个数据在２０１０年翻了一番，增加到９６．５亿

元。２０１１年再 次 翻 倍 增 加 到１８３亿 元。根 据 基 金

委 最 新 年 度 报 告 数 据，２０１５年 资 助 项 目 经 费 约

２６５．１亿元。
在科学基 金 资 助 经 费 体 量 快 速 增 加 的 大 环 境

下，力学所科学基金项目经费在 近 十 年 也 得 以 大 幅

度增长（图２）。２００６年，力 学 所 获 得 科 学 基 金 项 目

资助经费仅１　０１５．７万元，２００９年开始各年度 资 助

总额稳定保 持 在２　０００万 元 以 上。２０１２年，因 获 得

多个重点类型项目资助，经费资助总额达到４　０５９万

元，创历史最高。

１．２　力学所在力学学科的项目情况

力学所科学基 金 项 目 资 助 来 源 于 数 理、工 程 与

材料、生 命、地 球、化 学、信 息 等 科 学 部。在２００６—

２０１５年 期 间，力 学 所 共 获 得 数 理 科 学 部 项 目３１３
项，占总 项 目 数 的８４．５％；获 得 工 程 与 材 料 科 学 部

项目２８项，占总项目数的７．６％；其他科学部２９项，
约占总项目数的７．９％。数理科学部中尤以力学学

科为主。１０年 间，力 学 所 获 得 力 学 学 科 基 金 资 助

２９９项，占 总 项 目 数 的８０．６％，获 得 资 助 经 费 总 计

２１．９亿 元，占 获 得 资 助 总 经 费 的８５．５％。重 点 项

目、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等有

较大影响力的项目集中在力学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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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年来，力学所在力学学科的面上项目申请量

在２４至３９项之 间（表１），资 助 量９项 到１６项（表

１），申请量和资助量在力学学科的占比基 本 保 持 稳

定；在资助率方面，力学所面上项目平均资助率保持

在３０％以上，每年的资助率均高于力学学科面上项

目的平均资 助 率（（表１）。分 析 力 学 所 资 助 率 高 于

全国平均水平的原因，一方面在于 力 学 所 是 隶 属 中

国科学院的国家级科研机构，有着深厚的学术积累、
良好的学术环境和优秀的科研团 队，有 利 于 基 础 科

学研究的发展和科学基金的申报；另一方面，力学所

非常重视基础科学研究，在科学基 金 的 组 织 上 开 展

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提高了项目的申报质量。

１０年来，力学所青年科学基金有着比较稳定的

发展态势。２００６—２０１２年，青年科学基金的申请量

逐年增加，资助量基本保持逐年增长，但也略有波动

（表２）；２０１３年开始申请量和资助量有微幅下降（表

２）。经统计，青年科技人员总体体 量 受 限 是 造 成 申

请量微幅下降的原因之一：２００９年和２０１１年，力学

所新增３５岁以下的青年科技人才为２６人和３５人，
这个数据基本上是其他年份新增青年科技人员数量

的２倍。由于新进青年人员一般都在下一年申请青

年科学基金项 目，因 此２０１０年 和２０１２年 申 请 量 比

较高。在资助率方面，力学 所 的 青 年 基 金 项 目 资 助

率一般高于 力 学 学 科 的 资 助 率（表２），但 高 出 量 不

及面上项目高于同行的水平。
统计数据表明，科学家在２５—４５岁时最富有创

造力和创新精神，重要的科学贡献通常在４０岁以下

作出。因此世界各国把本国科技可持续发展和重大

突破的希望放在青年科研人员身上［４］。我国也相当

重视优秀青年学者的培 养 和 引 进，基 金 委、科 技 部、
教育部、科学院等先后设立多种青 年 人 才 培 养 和 资

助计划。基金委的青年科学基金是这些计划中受众

面最广的一类项目，青年科学基金 的 获 得 不 仅 是 青

年学者学术上的“第一桶金”，更是对其学术的认可

表１　力学所在力学学科面上项目情况

年度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力学所面上项目申请数 ２７　 ３４　 ２４　 ２６　 ２９　 ２８　 ３８　 ３９　 ２５　 ３４
力学处面上项目申请数 ８０１　 ８５８　 ８８０　 ９４３　 １　０１９　 １　２０５　 １　４３８　 １　２３６　 １　０１３　 １　２１０
力学所申请数占比（％） ３．３７　 ３．９６　 ２．７３　 ２．７６　 ２．８５　 ２．３２　 ２．６４　 ３．１６　 ２．４７　 ２．８１
力学所面上项目资助数 １２　 １２　 １０　 １２　 １１　 ９　 １５　 ２１　 １４　 １６
力学处面上项目资助数 １９７　 ２０５　 ２２４　 ２４３　 ２７６　 ３４２　 ３６８　 ３６６　 ３１６　 ３５９
力学所资助数占比（％） ６．０９　 ５．８５　 ４．４６　 ４．９４　 ３．９９　 ２．６３　 ４．０８　 ５．７４　 ４．４３　 ４．４６
力学所面上资助率（％） ４４．４４　 ３５．２９　 ４１．６７　 ４６．１５　 ３７．９３　 ３２．１４　 ３９．４７　 ５３．８５　 ５６．００　 ４７．０６
力学处面上资助率（％） ２４．５９　 ２３．８９　 ２５．４５　 ２５．７７　 ２７．０９　 ２８．３８　 ２５．５９　 ２９．６１　 ３１．１９　 ２９．６７

图１　基金委批准项目经费情况（２００６—２０１５年）［３］

图２　力学所基金项目经费情况（２００６—２０１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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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鼓励。对于依托单位而 言，青 年 科 学 基 金 的 受 资

助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高校或科研院所青年人的

整体科研水平。
考虑研究所的 持 续 稳 定 发 展，需 要 对 青 年 学 者

基金申请有更多的政策引导和帮 助，以 及 更 进 一 步

思考青年学者的引进和培养制度；基金管理上，将进

一步加强内部专家指导政策，强调 实 验 室 和 课 题 组

的学术把关，促进青年学者间的交流合作，以期获得

良好效果。

２　科学 基 金 推 动 了 优 秀 人 才 和 科 研 团 队 的

培养

　　人才培养和选拔是科学基金资助的重要目标之

一。“十二五”时期，基金委进一步 强 调 了 人 才 建 设

在加强原始创新工作中的重要作用，提出“更加侧重

基础，更加侧重前沿，更加侧重人才”的战略导向［５］。
近１０年来科学基金人才类资助项目类型日益丰富，
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优
秀青年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等 凸 显 了 人 才 培 养

的不同层次需求［６］，在推动我国科技水平进步，促进

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７］。
针对科学基金 的 人 才 培 养 属 性，力 学 所 加 大 人

才类项目的宣传力度，邀请资深学 者 进 行 思 想 引 导

和经验交流，使青年学者明确申请方向、规划阶段指

标任务，有计划有目标的 申 请 人 才 类 项 目 资 助。１０
年间，在冲击动力学与新型材料力学性能、实验固体

力学、微尺度塑 性 与 表 面／界 面 力 学、材 料 强 度 与 韧

性、环境流体力学等方面获得国家 杰 出 青 年 科 学 基

金项目５项；在冲击动力学、纳米颗粒与细胞交互作

用中的力学问题、非晶合金的力学 行 为 等 方 面 获 得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３项，形成 了 年 龄 梯 度 合 理

的科研创新队伍，培育了 一 批 优 势 学 科 带 头 人。稍

显不足的是，人才发展的学科分布差异较大：国家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的５项项目中，流 体 力 学 学 科 项 目

仅１项，固体力学学科项目４项；优秀青年科学基金

项目全部为固体力学方向，需要在 科 研 管 理 方 面 进

一步加强布局，促进学科均衡协调发展。
科学基金支持团队合作研究和面向国际前沿科

学的科研团队建设。１０年间，力学所在空天飞行器

高温气体流动、材料强度及灾变的 跨 尺 度 力 学 研 究

等方面获得２项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资助。创新

研究群体实施 期 间，３位 青 年 学 者 获 得 国 家 杰 出 青

年科学基金资助，群体主要成员获２项 国 家 自 然 科

学奖奖励。稳定的资助格局和良好的学术环境促进

了科学研究的快速发展，推动了人 才 的 成 长 和 成 果

的产出。
力学所能够连 续 获 得 人 才 类 项 目 资 助，一 方 面

在于具有良好的人才引进、培养政策，能够吸引和培

养科学前沿领域的优秀学者，帮 助 把 握 学 术 方 向 和

科学前沿；另一方面在于科学基 金 项 目 的 前 期 资 助

和培养：人才类项目的负责人基 本 上 前 期 都 获 得 过

面上项目或青年科学基金的资助。

３　科学基金连续资助促进了科研产出

基础科学研究 具 有 累 积 效 应，即 随 着 科 研 活 动

不断进行，其 产 出、投 入 比 将 逐 渐 递 增。基 础 科 学

研究的这一特点决定了必须有一定的长期性和稳定

性。因而连续资助对于推动基础性科学研究的深人

开展是十分必要的。科学基金通过择优资助，使重

要的基础 性 研 究 有 稳 定 的 课 题、经 费 和 人 员 支 持，
保持了科学研究的连续性。

国家科学技术奖是从国家层面对科学研究的认

可和奖励，包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家自然科学

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等。本文

从国家自然科学奖和国家技术发明奖与科学基金关

系的角度，阐述科学基金对成果产出的影响。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年力 学 所 作 为 第 一 负 责 单 位 获 得

的国家科技奖励情况及３０年来 科 学 基 金 对 获 奖 研

究的资助情况显示（表３），力学所近１０年获得的各

表２　力学所在力学学科青年基金情况

年度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力学所青年基金申请数 ８　 ９　 １３　 １３　 １６　 ２１　 ３２　 ２４　 ２２　 １９
力学处青年基金申请数 ２３０　 ２７９　 ３５２　 ４９２　 ５６８　 ７６５　 ８２７　 ８５１　 ９８６　 ９７２
力学所申请数占比（％） ３．４８　 ３．２３　 ３．６９　 ２．６４　 ２．８２　 ２．７５　 ３．８７　 ２．８２　 ２．２３　 １．９５
力学所青年基金资助数 ４　 ５　 ３　 ４　 ９　 ９　 １４　 １３　 ９　 ７
力学处青年基金资助数 ６４　 ７８　 １０６　 １３０　 １６５　 ２４０　 ２５１　 ２７２　 ３１３　 ３０８
力学所资助数占比（％） ６．２５　 ６．４１　 ２．８３　 ３．０８　 ５．４５　 ３．７５　 ５．５８　 ４．７８　 ２．８８　 ２．２７
力学所青年基金资助率（％） ５０．００　 ５５．５６　 ２３．０８　 ３０．７７　 ５６．２５　 ４２．８６　 ４３．７５　 ５４．１７　 ４０．９１　 ３６．８４
力学处青年基金资助率（％） ２７．８３　 ２７．９６　 ３０．１１　 ２６．４２　 ２９．０５　 ３１．３７　 ３０．３５　 ３１．９６　 ３１．７４　 ３１．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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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力学所国家科技奖励获得情况

年度 获奖类型 成果名称 主要参加者 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数

２０１４ 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纳微系统 中 表 面 效 应 的 物 理 力

学研究

赵亚 溥；袁 泉 子；林 文 惠 ；张

吟；郭建刚
８

２０１３ 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纳米结构 金 属 力 学 行 为 尺 度 效

应的微观机理研究

武晓雷、魏悦广、洪友士 ４

２０１２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郑哲敏 郑哲敏 ５
２００８ 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固体的微 尺 度 塑 性 及 微 尺 度 断

裂研究

魏悦广、王自强、陈少华 ８

２００７ 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ＹＡＧ激光毛化轧辊技术及应用 杨明江、陈 光 南、王 红 才、林 斌、
彭林华、吴坚

２

项奖励均 受 到 科 学 基 金 的 资 助，甚 至 是 多 次 资 助。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年，力学所连续获得５次以上科学基金

（去除应急管理及国际交流项目）资助的科学研究３
项，获得４次科学基金资助的研究有８项，获得３次

科学基金资助的研究有２２项，获得３次以上项目资

助的研 究 约 占 总 研 究 的１７．９％。排 序 前３位 的 连

续资助研 究 中，有２项 获 得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二 等 奖。

２０１２年郑哲敏先生获得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其

研究也在前期获得科学基金项目的资助。魏悦广研

究员在微纳尺度力学表征方面先 后 获 得 面 上 项 目、
重点项目、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科

学基金等项目的连续资助。他于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１３年

分别作为第一获奖人和第二获奖人两次获得国家自

然科学二等奖。
比较发现，能够获得连续资助的研究，已有研究

工作均取得良好的成果，新申请的 项 目 在 原 有 的 基

础上有明显创新或拓展，科学基金 稳 定 持 续 的 资 助

促进了研究工作的系统化和深入化。

４　结　语

长期良好的学术积累保证了力学所科学基金不

仅获得了较高的资助率，且保持了 持 续 稳 定 的 发 展

态势。作为力学所基础科 学 研 究 的 重 要 资 助 源 泉，
科学基金持续稳定的支持不仅有力地推动了面向科

学前沿性问题的探索研究，也促进 了 面 向 国 家 重 大

需求的基础研究的发展，促进了优 秀 人 才 的 培 养 和

科研成果的产出。

“十三五”期间，力学所 将 更 重 注 重 科 学 全 链 条

研究的引导，在强调自由探索的同时，一方面推动已

成型的优秀基础研究成果应用于 国 家 需 求，促 进 基

础研究与实际需求的结合；另一方 面 加 强 工 程 问 题

研究中的科学问题凝炼，对难以实 现 的 工 程 科 学 难

题进行深入研究。相当一段时间内，促进科学人才成

长仍是力学所基金工作的重点，一方面通过专家指导

帮助青年科学家凝炼科学方向，准确把握科学前沿；
另一方面给青年科学家更多自由 探 索 空 间，促 进 青

年人才成长。力学所科学基金的发展需要有更加全

面的学科基础、良好的人才储备和有效的管理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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