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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项目档案电子查询系统提供的历年项目申请书和结题报告

定量化数据，对1986一2006年大气科学领域面上项目基金资助情况和成果进行了统计分析，并据

此揭示了20年来面上项目基金资助强度的发展变化，分析了基金投入和成果产出之间的关系，以

及科学基金项目在稳定我国大气科学人才队伍中的作用;也是大气科学领域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

目20年资助状况的回顾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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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自1986年成立以来，
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速度是如何发展的?它的投人

和成果产出比是什么样?它对我国科技人才队伍的

稳定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窥一斑而见全豹”，以

大气科学领域1986一2006年面上项目基金资助及

成果概况来探讨上述问题。

    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是覆盖研究领域最广、面向

申请者最多的项目资助类型，是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中最基本的渠道，每年资助的研究项目占各类资助

项目经费总额的60%以上。面上项目有自由申请、

青年科学基金和地区科学基金3种类型，主要支持

科技工作者在基金资助范围内自由选题，开展创新

性的科学研究工作。自由申请项目是面上项目的主

体，占面上项目总数的70%以上;青年科学基金是

为促进青年科技工作者的成长和优秀青年人才脱颖

而出特别设立的;地区科学基金是为加强对边远地

区、少数民族地区等科学研究基础薄弱地区研究工

作的支持，促进全民族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而特别

设立的。1986一2006年，大气科学领域面上项目资

助项数为940项，资助经费达18130.13万元。

2 1986一2006面上项目资助概况

2.1 资助项数及资助金额

    由表1可看出，1986一2006年大气学科面上项

目的资助项数和资助金额的发展速度很快，但资助

项目数的增长主要从2以〕0年开始，2000一006年，
项目数从40项增至120项，提高了3倍，年增长率

为33.33%;1986一2000年，项目数在22一40项之

间徘徊，平均年资助为31.13项。从资助金额看，较

大的提高同样是在20(刃年，资助金额从835万元到

3879万元，提高了4.65倍，年增长率为60.76%。

    如按每5年计，1986一1990年，资助项数为143

项，资助金额为511.5万元;1991一1995年，资助项

数为151项，资助金额为1143.7万元;1996一2000

年，资助项数为179项，资助金额为2895.93万元;
2001一2005年，资助项数为248 项，资助金额为

9700万元。资助金额的增长主要是由于资助强度
的逐年提高(表2)。由最初的年平均3万多元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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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1986一2006面上项目资助项数及金额(单位:万元)

Tablel NumbersandFundsofGeneralProgranl

Projects from1986to2006(unit:10000yuan)

        资助项数 资助金额

自由 青年 地区 总项数 自由 青年 地区 总金额

1《科.8

  75

  9O

民 5

12.2

5

泛

  8

31。2

      l0

5 9.5

到年平均30多万元，增加近10倍。预计“一卜一j〔”

期间，基金的资助强度还将进一步增加。另外，从

2001年始，每年约有6个小额预研探索项目(从

2001年平均5万元到2006年平均10万元)，占用2

个自由申请项目资助指标，因此实际完整的自由申

请项目的资助金额比表2中所统计的还要略高。

2.2 单位、部门分布

    大气科学是集观测、理论研究与试验为一体的

研究领域。我国大气科学研究队伍主要集中在中国

科学院、有关高等院校、中国气象局和其他部门的相

关科研单位。由图1看出，项目依托单位的增加与

项目数的增加成正比，这一方面说明随着资助项目

数的增加，大气科学研究队伍的格局进一步向多元

化发展，另外也说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每年

对相关单位的重点学科点也有一定的扶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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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随着项目数的增加，获资助单位从1986年
的9个增至2006年的50个，但下列几个单位(表

3)无论是获资助项数还是金额上都占较大的优势。

如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获资助总项数为224

项，占23.83%;总金额为4486.6万元，占24.75%;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获资助总项数为109项，占
11.60%;总金额为2223.1万元，占12.26%。

    根据大气科学的研究队伍分布和隶属关系，将

它们分成中国科学院、高等院校、中国气象局、中国

人民解放军及其他部门。中国科学院主要研究单位

有大气物理研究所、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及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等(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隶属关系为中国科学院，但根据其性质将其归在高

等院校中统计);高等院校主要研究单位有北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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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主要依托单位1臾万一佗川巧年面上资助项数及金额(万元)

    Table3 NumbersandfundsofGe0eraiProgra〔山

    projects CategoriZedformajorre珊rchinstituU呱

          from1986toZ佃陌(u苗t:10创洲)yuan)

依托单位
自由

申请

青年

基金
J急项数 总金额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 152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 91

北京大学 62

南京大学 51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51

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 37

工程研究所

中国人民解放军理工大学 21

兰州大学 24

224

109

4486.6

2223.1

1280.23

  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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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3

  424.5

  619.8

74

62

58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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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27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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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学、南京大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兰州大学、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中山大学、云南大学等;中国气象局主

要研究单位有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中国气象局培

训中心、国家气候中心、国家气象中心、中国气象局

上海台风研究所等;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研究单位

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理工大学、空军装备研究院航空

气象防化研究所、国防科学技术大学等。各部门逐

年资助项数及金额见表4，同时由表可见，基本上中

国科学院、高等院校、中国气象局3个部门平分秋

色。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气象局系统2001年前大部

分年份资助项数和金额不到其它2个部门各自的一

半，从2002年起资助项数和金额开始稳步提高，直

至2005年和2006年无论是获资助项数还是获资助
金额，皆成为3个部门之首。应该说，这与中国气象

局2001年10月正式设立“一院八所”(中国气象科

学研究院、北京城市气象研究所、上海台风研究所、

武汉暴雨研究所、广东热带海洋气象研究所、乌鲁木

齐沙漠气象研究所、沈阳大气环境研究所、成都高原

气象研究所、兰州干旱气象研究所)，工作思路上由

单一气象业务向科研、业务、服务有机结合转变，从

而加强了对科研的重视不无关系。

                          表4 1986ee-2创场面上项目各部门资助项数及金额(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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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项目获得者年龄及学位分布

    从获资助项目人员年龄分布看(图2)，大气科

学研究人员的队伍建设逐步趋于合理。从每5年的

累加看，1986一1990获资助人员的年龄主要在45-

.91%);19%一2001〕年获资助人员的年龄主要在
一65(占34.08%)及30一40岁(占3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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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一2005及2006年获资助人员的年龄主要在30

一45岁，分别占72.05%、80.83%。从学位分布情

况看，1986一1990获资助人员博士学位获得者占

14·69%;1991一1995年获资助人员博士学位获得

者占27.81%;19%一2000年获资助人员博士学位
获得者占36.31%;2001一2005及2006年获资助人

员博士学位获得者占67.巧%、73.33%。
    20世纪90年代左右，大气科学研究队伍中的

老化和断层现象是我国在特定历史条件造成的。进

人21世纪，大气科学的研究队伍已趋于年轻化和高

素质化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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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分支学科分布

    大气科学研究的内容与人类生活环境及行为密

切相关，它是以地球大气为研究对象，进行大气探

测、信息分析处理以及预测的现代学科。从1986年

开始，根据大气科学的研究内容，在大气科学(D05)

领域下设大气物理学(D0501)、大气边界层物理和

大气湍流(D0502)、大气遥感和大气探测(D0503)、

中层大气物理学(D0504)、天气学(D0505)、大气

动力学(D0506)、气候学(D0507)、数值预报与数值

模拟(D0508)、应用气象(D0509)、大气化学

(D()5lO)、行星大气学(D()5ll)、大气环境(D0512)、

气象仪器(D0513)共13个分支学科。同样，以每5

年累加计，1986一1990年，资助项目排前3位的是

气候学(D0507，占总项目的20.98%)、大气动力学

(D0506，占19.58%)、大气边界层物理和大气湍流

(加502，占11.19%);1卯1一1995年，资助项目排前

三位的是大气动力学 (D0506，占总项 目的

22.52%)、气候学(加507，占17.55%)、大气遥感

和大气探测(n0503，占13.25%);1996一2000年，

资助项目排前三位的是气候学(D0507，占总项目的

28.49%)、大气动力学(D0506，占21.23%)、大气

边界层物理和大气湍流(D0502)及大气遥感和大气

探测(D0503，占7.26%);2000一亿005年，资助项目

排前 3位的是气候学(D0507，占总项 目的

26.51%)、大气动力学(D()5O6，占16.43%)、大气

遥感和大气探测(D0503)及数值预报与数值模拟

(田505，占10.66%);2006年，资助项目排前3位的

是气候学(D0507，占总项目的28.33%)、大气遥感

和大气探测(D0503，占13.33%)、大气动力学

(D0506，占11.67%)。各分支学科资助项目数的多

少与申请项目数的多少几乎成正比例关系，因此各

分支学科资助项目数的排序也同时反映了分支学科

的队伍状况。从表5的分布看，传统的气候学、大气

动力学一直占据优势地位;随着计算机和探测技术

的发展，数值预报与大气遥感和探测成为气象研究

队伍中新的主力军;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是随

着人们对认识自身居住环境需求的提高，大气环境

与大气化学的研究队伍有了发展壮大。这2个领域

从1986一1990年6项、1991一1995年9项、1996一

2000年21项发展到2001一2005年42项、2006年

18项;同时对21年来，资助较少的如行星大气学

(D0511)、气象仪器(DO513)、中层大气物理学

                            表51986一2侧场面上项目分支学科分布

Table5 Num bersofGeneraiF份0gramPrOjectscategorizedforsubdisdPlinesfr0m1986to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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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504)这3个领域在修订新的申请代码时已进行

了调整或合并。

2 1986一2002年结题项目成果概况

    一直以来，严格规范的基金申请、评议、评审及

批准程序得到了广大科技界的认同和赞许。但宽容

和允许探索失败的政策导向使得人们普遍认为基金

是“严进宽出”，这一方面是由于结题信息与科研部

门交流渠道不畅，另一方面是结题后的后续管理不

衔接造成的。为了对20年大气科学领域的资助成

果有客观、定量的认识，通过查阅历年项目的申请书

及结题报告档案，试图反映结题成果(说明:由于

2006年结题报告在2007年3月底才到，故统计至

2005年底结题项目，即2002年资助的项目)。

2.1 项目发表论文数

    根据结题表格的变化，1997年以前资助的项

目，统计的是国际刊物发表论文，1997年以后资助

的项目，统计SCI、El等收录的论文(表头仍列的是

国际)，论文同时由SCI、El收录的，只计1篇，中、英

文同时发表的，以1篇计。20()5年底前结题的面上项

目计578项，共发表国内论文4571篇(其中结题时已

发表3616篇，待发表955篇);发表在国际刊物及被

SCI、El收录论文737篇;自由申请类项目发表的论文

总数远远高于其他2个类别的项目(表6)。

                          表6 1986一理002年资助项目发表论文情况

Ta址e6 NumbersofPublishedPaperssuPpo山dbytheGeneraiProgr哑 Projectsfrom1986to2002

时间/论文数

1986一1990

1990一1995

1996一2《XX]

2(X) 1一20()2

项数

124

117

136

A类(自由申请)

      国内 国际

C类(青年科学基金) D类(地区科学基金)

项数 国内 国际 项数 国内 国际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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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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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031

793

1117

738

3679 169 31 24 3 9

    就发表论文的平均数而言，仍是自由申请项目

高于其他2个类别的项目(表7)。同时可看出，各

类项目发表论文的平均数也在不断增长。尤其是青

年基金项目，在19%一2000年，发表高质量论文的

平均数超过了同期的自由申请类项目。

到了重要作用(表8)。

      表81986一二佣2年资助项目人才培养情况

      T的le8 EducatedtalentsforGeneralProgram

              Projectsfrom1986to2002

时间/平均数

1986一19叭〕

19叫)一1995

1996一屯0以)

2(X)1一2加2

A类(自由申请)C类(青年科学基金)D类(地区科学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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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
n

C
几

褚
.
1

，
胜
.

0

0

1 096

70

%

，
‘

，
.
.

弓..月

47

61

81

    表7 1，86ee2002年面上项目发表论文平均情况

T曲le7 AveragednurObersofPublisbedPaPerssuPPo山d ;:
!4

22

byeachGeneraiProgramprojectfr0m1986to2002

时间/平均

  论文数
1986一1空哭)

19引)一1995

1996一2(M刃

2加leeZ以)2

人类(自由申请)C类(青年科学基金)D类(地区科学基金)

国内 国际 国内 国际 国内 国际

合计 49 230806 8 32 60 0 5 30
坐
吕06

8.31

6.78

{.::
6.63

4.96

0.63 5

{.::
由于基金项目对参加人数有一定的限制，因此

8·21
10.25 :;.;;

0.14 项目培养的人才平均数目没有太大的变化(表9)。
3.10 7.83 2.77

表，

2.2 人才培养情况

    面上基金的3个类别分属项目和人才2个不同

的板块，青年科学基金本身就是支持35岁以下的青

年科技工作者，使他们能在科研领域有较高、较快的

起步。同时其他的类别项目也对人才培养有很大的

贡献。按通过项目实施已获得学位的人数计，

1986一2的2年的项目共培养博士后57人，博士267

人，硕士896人，为我国大气科学人才队伍的培养起

Tab】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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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结题评价

    项目的结题评价是学科主任根据项目计划书中

拟定的任务和实际结题成果所作的客观评价，因此

结题评价基本上能反映出项目完成任务的情况。一

般的原则如下。优:全面完成计划、研究工作取得突

出进展或结果;良:按计划完成，研究工作取得较好

进展;中:基本完成计划;差:未完成计划，项目实施

过程中有较严重问题。根据历年结题表格的变化

(有的年份有特优，有的年份无特优栏)，对各类项

目进行了统计(表10)。项目终止的原因全部是由

于申请人出国时间超过一年以上，这其中除1项为

自由申请项目外，其余全部是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除无评价和无结题报告的项目外，绝大多数项目完

成情况良好，评价为特优的项目占总项目的7.%%，
评价为中和差的项目只占总项目的3.11%。

号:49070223、49575246)以及作为2001年获国家科
技进步奖二等奖的农田温室气体排放过程和观测技

术研究的部分成果(批准号:49975027)。

3 结 语

  表10 1986we-2002年资助项目结题评价

Table10 Theevaiua廿on ofG池.era】卜m邵卫m

          projects丘om1986 to创沁2

优
一225
55
10

类别 项数 无评价无结题报告特优 良 中 差 终止

80

25

5

38

7

1

﹃、
~

傀J

弓
‘

91

2

4

A类 料9

C类 98

D类 31

8 l

合计 578 97 l0 46 29() ll0 l7 l 7

2.4 项目获奖情况

    一些获奖项目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优秀成果选编》中作过介绍(表11)。如获1995年
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的“东亚季风与我国东部旱

涝的研究”，汇集了一批优秀的面上项目(批准号:

48670210、 48770260、 48770262、 48770263、

49070237、49070240);1999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三

等奖的微尺度大气运动中的气溶胶物理研究(批准

    表n 1986一2002年资助项目获奖情况

T的len T五eawardssuPportedby仇eGe.eral

      Programprojects from1986to2002

    20年来，我国的大气科学领域的基础研究在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发表的

学术论文数量和质量不断提高，同时为大气科学基

础研究稳定了一批优秀的人才队伍，并培养了一批

后备力量。

    (1)1986~~一2006年大气科学领域面上项目总

资助经费达18130.13万元，总资助项数为940项。

随着基金资助项数和金额的增长，大气科学研究队

伍的格局进一步向多元化发展，研究人员有更趋向

于高学历和年轻化的趋势。

    (2)20年来，传统的气候学、大气动力学领域

研究队伍一直占据优势地位;随着计算机和探测技

术的发展，数值预报与大气遥感和探测研究队伍成

为新的主力军;同时近五年随着人们对认识自身生

存环境需求的提高，大气环境与大气化学的研究队

伍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壮大。

    (3)1986一2002年资助的结题项目共发表国

内论文4571篇(其中结题时已发表3616篇，待发

表955篇);发表在国际刊物及被SCI、El收录论文

737篇。培养博士后57人，博士267人，硕士8%

人，为我国大气科学人才队伍的培养起到了重要

作用。

    (4)1986一2002年资助的结题项目绝大多数

项目完成情况良好，评价为特优的项目占总项目的

7.96%，评价为中和差的项目只占总项目的3.11%。

    在基金管理工作中，项目的受理、评审和资助一

直是工作中的重点，但后期的管理工作，特别是如何

保证持续、连贯的后期管理，包括后续成果的上报和

确认等还需进一步加强。

类别 项数
国家级 省部级

二等 三等 一等 二等

A类 449 2 1 2 7

C类 98

D类 31 1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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