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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支持青年科学技术人员在资助范围内自主选题、
开展基础研究工作,在培养基础研究后备人才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

基础研究投入的加大,越来越多青年科学技术人员参与到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中,近年来青年科

学基金申请量快速增长,资助率持续下降.文章系统梳理了２００９—２０１８年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

情况,总结了近年来该项目申请人的年龄、职称、申请次数等特点,以期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未来资

助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关键词]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资助效益;资助政策

　　青年科学基金作为培育青年科学技术人员的

“种子基金”,其在推动学科基础发展、培养青年科研

人才和形成学术研究梯队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

用[１—３].青年科学技术人员处在学术生涯的起步阶

段或正走向独立研究的过渡阶段,亟待通过承担科

研项目得到锻炼.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可为青年科研

人员提供科研平台和独立开展科学研究的机会[４].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作为科学基金人才项目中最基

础、量最大、面最广的一类,支持青年科学技术人员

在科学基金资助范围内自主选题,开展基础研究工

作,培养青年科学技术人员独立主持科研项目、进行

创新研究的能力.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要求申请人年

龄不超过３５周岁,考虑到女性特殊因素,鼓励其参

与基础研究,从２０１１年起女性申请人年龄限制从

３５岁放宽到４０岁,目前资助强度２４万元/项,资助

期限３年,评审中重点考察申请人的创新潜力.
效益在管理学层面是指劳动占有、劳动消耗和

获得劳动成果的占比,也就是说以尽量少的劳动消耗

高阵雨　工 学 博 士,副 研 究 员,现 担 任 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 计 划 局 发 展 计 划

处副处长.自２０１３年在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员会工作,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在计划局人

才处工作,２０１８年起在计划局发展计划处

工作.

于璇　理学博士,助理研究员,２０１７年至

今在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 委 员 会 计 划 局 人

才处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科技人才项目

资助政策与管理.

取得尽量多的经营成果.科学基金的资助效益,指
的就是在一定的资助政策下,通过以一定数量的项

目资助的形式,用最少的经费投入和最低的管理成

本实现最大的资助效果.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经过三

十多年的发展,申请量、资助强度、资助量都有大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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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增长,成为越来越多青年科研人员实现科研

起步的载体.与此同时,发展过程中也存在问题

和挑战,如 何 控 制 青 年 科 学 基 金 申 请 量 增 长 过

快、不断提高申请质量、确定合理的资助率等已

成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各方关注的重

点[４].本文中,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资助效益包

括让有潜力的青年科研人才及时获得项目资助,
以及项目资助后产生的科学研究意义和社会经

济意义等.资助政策包括申请人条件、项目资助

率、项目资助规模和资助强度等.资助效益的高

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资助政策的好坏,也就是

说可以通过优化某类科学基金项目的资助政策

来提升其资助效益.因此本文基于科学基金数

据库,系统梳理了２００９—２０１８年青年科学基金

项目资助情况,总结了近年来该项目申请人的年

龄、职称、申请次数等特点,以期为青年科学基金

项目未来资助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１　数据来源与方法

在收集关于青年人才项目资助相关文献的基础

上,本研究对２００９—２０１８年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申请

及资助相关数据进行整理、编码后,运用SPSS２４．０
进行统计分析.以２００９年为初始年,测算职称、性
别、年龄、申请总次数、连续申请两年未获资助者强

制暂停申请一年单个限制条件加入后对资助情况的

影响,其中职称的分类以２０１７年１月８日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在部分系列设置正

高级职称有关问题的通知»为标准,在计算申请人申

请次数时以申请人姓名、出生日期、申请年份、依托单

位等字段进行匹配,若个人信息完全一致则认为同

一人.本研究所有的P 值采用双侧检验,假设检验

标准α为０．０５(双侧).

２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年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与

资助的基本情况

２．１　申请情况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年 青 年 科 学 基 金 项 目 共 申 请

６０５０２８ 项,申 请 量 逐 年 上 升,年 平 均 增 长 率 达

１３．１％,１０年间共资助１４１７０８项,平均资助率为

２３．４％,２０１４年资助率最高达到２５．５％.２０１４—

２０１８年申请量的年平均增长率达８．２％,申请量快

速增 长,资 助 率 逐 年 下 降,２０１８ 年 资 助 率 仅 为

２０．５％,具体见图１.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申请人的平均年龄为３１．８岁,
其中男 性 申 请 人 的 平 均 年 龄 大 于 女 性 申 请 人;

２０１１年女性申请人的年龄被放宽至４０岁后,申请

人的平均年龄上升至３２．７~３２．８岁,申请人的平

均年龄上升１岁,男性申请人的平均年龄先上升后

下降,但变化幅度差仅为０．２岁,而女性申请人平

均年龄上升２岁左右.申请人中男性占比逐年降

低,相反女性占比逐年上升并在２０１８年占比首次

超过男性达５０．８％,２０１１年的变化幅度最大.具

体见表１.
近１０年来申请人的职称覆盖初级、中级和高

级,申请人具有中级及以上职称每年的占比均超

过８５％,但是占比在逐年下降;相反,申请人的职

称为初级及以下所占的比重在逐年上升,由２００９
年４．５％ 上 升 至 １２．５％.详 细 的 变 化 情 况 见

表２.

图１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年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申请数与资助情况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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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年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不同性别申请人申请与资助情况

年份 平均年龄

性别

男性 女性

申请量(项) 百分比(％) 平均年龄(岁) 申请量(项) 百分比(％) 平均年龄(岁)

２００９ ３１．８ １８３９６ ６４．５ ３１．８ １０１３０ ３５．５ ３１．７

２０１０ ３１．８ ２３０３７ ６３．５ ３１．８ １３２４４ ３６．５ ３１．７

２０１１ ３２．８ ２８３９７ ５２．５ ３１．９ ２５６９４ ４７．５ ３３．９

２０１２ ３２．８ ３１３００ ５２．４ ３１．９ ２８４８７ ４７．６ ３３．８

２０１３ ３２．８ ３２３５１ ５３．１ ３２．０ ２８６１８ ４６．９ ３３．７

２０１４ ３２．７ ３４２５９ ５２．７ ３１．９ ３０７５７ ４７．３ ３３．６

２０１５ ３２．７ ３４３９５ ５２．３ ３１．９ ３１３２７ ４７．７ ３３．５

２０１６ ３２．７ ３６４２７ ５１．７ ３１．９ ３３９７２ ４８．３ ３３．６

２０１７ ３２．７ ３９６６３ ５０．７ ３１．８ ３８５３２ ４９．３ ３３．５

２０１８ ３２．７ ４２３７３ ４９．２ ３１．８ ４３６６９ ５０．８ ３３．６

表２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年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人职称变化情况

年份
初级 中级 高级

申请量(项) 百分比(％) 申请量(项) 百分比(％) 申请量(项) 百分比(％)

２００９ １２８４ ４．５ ２０７７８ ７２．８ ６４６４ ２２．７

２０１０ １９９９ ５．５ ２６８１１ ７３．９ ７４７１ ２０．６

２０１１ ２９６９ ５．５ ３６９７４ ６８．４ １４１４８ ２６．２

２０１２ ３８９６ ６．５ ４１５５７ ６９．５ １４３３４ ２４．０

２０１３ ４４１４ ７．２ ４３０６２ ７０．６ １３４９３ ２２．１

２０１４ ５５７９ ８．６ ４６７２４ ７１．９ １２７１３ １９．６

２０１５ ６３２２ ９．６ ４８０５４ ７３．１ １１３４６ １７．３

２０１６ ７１７８ １０．２ ５１８６５ ７３．７ １１３５６ １６．１

２０１７ ９２１８ １１．８ ５７１５８ ７３．１ １１８１９ １５．１

２０１８ １０７３８ １２．５ ６２４２２ ７２．５ １２８８２ １５．０

２．２　资助情况

近１０年每年获资助者的平均年龄总体低于未

获资助者,且从２０１１年始,获资助者的平均年龄逐

年下 降,２０１８ 年,获 资 助 者 的 平 均 年 龄 仅 为

３１．９岁,而未获资助者的平均年龄则较为稳定,保
持在３２．９岁.男性申请人近１０年共获得８４６３３项

资助,平均资助率为２６．４％,资助率呈现先上升后

下降的趋势,整体比较平稳,最低为２２．４％,最高为

２８．６％.女性申请人近１０年共获得５７０７５项资助,
平均资助率为２０．１％,从２０１３年起逐年下降,资助

率２０１８年最低仅为１６．７％.２００９—２０１７年男性资

助率与女性资助率的差距越来越大,从２００９年男性

资助率 比 女 性 资 助 率 高 ２．７％,２０１７ 年 差 距 达

７．８％,２０１８年男性资助率比女性高６．３％.具体

见表３.
从２０１１年起女性申请年龄限制放宽至４０岁,

女性的申请比例有大幅度上升,男女资助率的差距

也在逐年上升.从性别与年龄的混合分析来看,

３０岁以下资助率:男性(２０．０％)＜女性(２５．０％);

３０~３５岁:男性(２５．５％)＞女性(２１．３％);３５岁以

上女性整体资助率为 １５．５％,并且逐年下降,从

２０１１年２０．９％下降至２０１８年１１．３％,但３５岁以上

的申请量每年保持在女性申请量的３０％左右.具

体资助情况见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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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年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不同性别申请人获资助情况

年份
平均年龄(岁) 男性 女性

获资助者 未获资助者 获资助者 未获资助者 资助率(％) 获资助者 未获资助者 资助率(％)

２００９ ３１．６ ３１．８ ４１１４ １４２８２ ２２．４ １９９１ ８１３９ １９．７
２０１０ ３１．６ ３１．８ ５６５５ １７３８２ ２４．５ ２７４９ １０４９５ ２０．８
２０１１ ３２．５ ３２．９ ７５６２ ２０８３５ ２６．６ ５６７６ ２００１８ ２２．１
２０１２ ３２．４ ３３．０ ８２８３ ２３０１７ ２６．５ ５８２５ ２２６６２ ２０．４
２０１３ ３２．３ ３３．０ ９１８９ ２３１６２ ２８．４ ６２８４ ２２３３４ ２２．０
２０１４ ３２．１ ３２．９ ９７８６ ２４４７３ ２８．６ ６７７４ ２３９８３ ２２．０
２０１５ ３２．０ ３２．９ ９６２８ ２４７６７ ２８．０ ６６７７ ２４６５０ ２１．３
２０１６ ３２．０ ３２．９ ９６４２ ２６７８５ ２６．５ ６６４９ ２７３２３ １９．６
２０１７ ３２．０ ３２．９ １０４０３ ２９２６０ ２６．２ ７１５０ ３１３８２ １８．６
２０１８ ３１．９ ３２．９ １０３７１ ３２００２ ２４．５ ７３００ ３６３６９ １６．７

总计/平均 ３２．１ ３２．８ ８４６３３ ２３５９６５ ２６．４ ５７０７５ ２２７３５５ ２０．１

表４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年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不同年龄段申请人获资助情况

年份
３０岁以下 ３０~３５岁 ３５岁以上

男性资助率(％) 女性资助率(％) 男性资助率(％) 女性资助率(％) 申请量(项) 资助率(％)

２００９ １６．０ ２１．０ ２１．７ １９．４ ０ ０．０
２０１０ １８．４ ２２．１ ２３．９ ２０．５ ０ ０．０
２０１１ １８．３ ２４．５ ２６．１ ２２．３ ８７６３ ２０．９
２０１２ １８．３ ２４．７ ２５．７ ２１．２ ９４０３ １７．７
２０１３ ２２．７ ２６．７ ２７．３ ２３．５ ８９７５ １７．５
２０１４ ２３．１ ２７．６ ２７．５ ２３．６ ９５９９ １６．９
２０１５ ２３．９ ２７．７ ２６．６ ２２．４ ９８７７ １６．６
２０１６ ２０．７ ２５．９ ２５．４ ２１．０ １０７４０ １４．２
２０１７ １９．３ ２４．２ ２５．４ ２０．５ １２３２７ １２．８
２０１８ １８．０ ２３．０ ２３．６ １８．５ １４５７１ １１．３

总计/平均 ２０．０ ２５．０ ２５．５ ２１．３ ８４２５５ １５．５

表５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年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不同职称申请人获资助情况

年份
初级及以下职称 中级及以上职称

获资助者 未获资助者 资助率(％) 获资助者 未获资助者 资助率(％)

中级及以上—
初级及以下

(资助率)(％)
２００９ １７８ １１０６ １３．９ ５９２７ ２１３１５ ２１．８ ７．９
２０１０ ３０５ １６９４ １５．３ ８０９９ ２６１８３ ２３．６ ８．４
２０１１ ４４９ ２５２０ １５．１ １２７８９ ３８３３３ ２５．０ ９．９
２０１２ ５７２ ３３２４ １４．７ １３５３６ ４２３５５ ２４．２ ９．５
２０１３ ７９０ ３６２４ １７．９ １４６８３ ４１８７２ ２６．０ ８．１
２０１４ ９１０ ４６６９ １６．３ １５６５０ ４３７８７ ２６．３ １０．０
２０１５ １０８７ ５２３５ １７．２ １５２１８ ４４１８２ ２５．６ ８．４
２０１６ １１５６ ６０２２ １６．１ １５１３５ ４８０８６ ２３．９ ７．８
２０１７ １３４７ ７８７１ １４．６ １６２０６ ５２７７１ ２３．５ ８．９
２０１８ １４６６ ９２７２ １３．７ １６２０５ ５９０９９ ２１．５ ７．９

总计/平均 ８２６０ ４５３３７ １５．４ １３３４４８ ４１７９８３ ２４．２ ８．８

　　初级职称及以下申请人１０年来的平均获资助

率为１５．４％,在２０１３年达到近十年的最高值,获资

助率为１７．９％,２０１５年之后则逐年下降.中级及以

上职称申请人平均获资助率达２４．２％,与整体趋势相

似,近５年的资助率在逐渐下降,２０１４年获资助率最

高达２６．３％.与中级及以上职称申请人相比,初级及

以下申请人获资助率比较低,近１０年平均差值达

８．８％,２０１４年差值最高达１０．０％.详细数据见表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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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申请人姓名、出生日期、依托单位等字段进

行匹配,２００９—２０１８年青年科研人员申请次数最少

为１次,最多申请１０次.从总体来看,申请次数在５
次及以下,资助率大于２０％;而申请次数大于５次,
资助率小于２０％.具体见表６.

３　单个限制条件加入后近１０年申请与获资

助变化情况

３．１　限制申请人职称

若对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人的职称进行限

制,即科研人员必须具备中级及以上的职称方能

申请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则近１０年的申请量会

减少５３５９７项,在原资助规模不变的基础上,资
助率整体上可提升 ２．３ 个百分点,２０１８年的资助

率可由２０．５％提升至 ２３．５％.各个年度的变化

情况如表７所示.

３．２　限制申请人年龄

若将女性申请年龄调整至３５岁,近１０年的申

请量会减少８４２６５项,在原资助规模不变的基础上,
资助率可提升３．８个百分点;若将女性申请年龄调

整至３６岁,近１０年的申请量会减少６４３６３项,在原

资助规模不变的基础上,资助率可提升２．８个百分

点;若将女性申请年龄调整至３８岁,近１０年的申请

量会减少２９９５０项,在原资助规模不变的基础上,资
助率可提升１．２个百分点;若将女性申请年龄调整

至３９岁,近１０年的申请量会减少１４２３３项,在原资

助规模不变的基础上,资助率可提升０．６个百分点,
测算结果如表８所示.

表６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年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不同申请次数申请人获资助情况

年度 １次(％) ２次(％) ３次(％) ４次(％) ５次(％) ６次(％) ７次(％) ８次(％) ９次(％)１０次(％)

２００９ ２１．４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２０１０ ２１．４ ２５．８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２０１１ ２２．４ ２６．３ ２９．７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２０１２ ２２．２ ２３．６ ２６．６ ２８．４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２０１３ ２５．４ ２５．１ ２５．７ ２４．９ ２６．２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２０１４ ２６．３ ２５．４ ２４．５ ２２．９ ２３．９ ２６．３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２０１５ ２７．０ ２３．８ ２２．７ ２０．８ ２２．６ ２０．４ ２１．７ ０．０ ０．０ ０．０

２０１６ ２５．０ ２３．０ ２１．１ ２０．４ １９．２ １８．２ １６．３ １７．８ ０．０ ０．０

２０１７ ２４．１ ２３．１ ２０．９ １７．７ １７．８ １８．０ １８．５ １７．０ １４．１ ０．０

２０１８ ２２．６ ２０．６ １８．８ １７．１ １５．５ １４．９ １４．０ １２．９ １４．１ １８．９

平均 ２３．８ ２３．９ ２３．３ ２１．２ ２０．３ １８．９ １７．２ １５．５ １４．１ １８．９

表７　职称限制前后资助情况

年份
原始申请量

(项)
原始资助量

(项)
原始资助率

(％)
限制条件剔除

申请量(项)
限制条件加入后

的申请量(项)
限制条件加入后

的资助率(％)

２００９ ２８５２６ ６１０５ ２１．４ １２８４ ２７２４２ ２２．４

２０１０ ３６２８１ ８４０４ ２３．２ １９９９ ３４２８２ ２４．５

２０１１ ５４０９１ １３２３８ ２４．５ ２９６９ ５１１２２ ２５．９

２０１２ ５９７８７ １４１０８ ２３．６ ３８９６ ５５８９１ ２５．２

２０１３ ６０９６９ １５４７３ ２５．４ ４４１４ ５６５５５ ２７．４

２０１４ ６５０１６ １６５６０ ２５．５ ５５７９ ５９４３７ ２７．９

２０１５ ６５７２２ １６３０５ ２４．８ ６３２２ ５９４００ ２７．４

２０１６ ７０３９９ １６２９１ ２３．１ ７１７８ ６３２２１ ２５．８

２０１７ ７８１９５ １７５５３ ２２．４ ９２１８ ６８９７７ ２５．４

２０１８ ８６０４２ １７６７１ ２０．５ １０７３８ ７５３０４ ２３．５

总计/平均 ６０５０２８ １４１７０８ ２３．４ ５３５９７ ５５１４３１ ２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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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　不同年龄限制的测算情况

年龄限制 可减少申请量(项)减少后申请量(项) 原始资助量(项) 限制后资助率(％) 原始资助率(％)可提升资助率(％)

３５岁 ８４２６５ ５２０７６３ １４１７０８ ２７．２ ２３．４ ３．８

３６岁 ６４３６３ ５４０６６５ １４１７０８ ２６．２ ２３．４ ２．８

３７岁 ４６５０１ ５５８５２７ １４１７０８ ２５．４ ２３．４ ２．０

３８岁 ２９９５０ ５７５０７８ １４１７０８ ２４．６ ２３．４ １．２

３９岁 １４２３３ ５９０７９５ １４１７０８ ２４．０ ２３．４ ０．６

３．３　限制申请总次数

若限制申请总次数为２次,近１０年可降低总申

请量为１３８７２５项,在原资助规模不变的情况下,资
助率可提升７．０％;若限制申请总次数为３次,近１０
年可降低总申请量为６３５８９项,在原资助规模不变

的情况下,资助率可提升２．８％;若限制申请总次数

为４次,近１０年可降低总申请量为２７７３６项,在原

资助规模不变的情况下,资助率可提升１．１％;若限

制申请总次数为５次,近１０年可降低总申请量为１１
２２４项,在原资助项目数不变的情况下,资助率可提

升０．５％.

３．４　连续申请两年未获资助者强制停一年

若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增加“申请人连续申请两

年未获资助者强制停止申请一年后方可继续申请”
的限制条件,则２０１８年当年可减少项目申请１３６９０
项,占当年总申请量的１５．９％;２００９—２０１８年青年

科学基金累计则可降低申请量８２４６２项,在原资助

项目数不变的情况下,平均资助率可提升３．７个百

分点.具体如表９所示.

４　讨论与建议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立项与资助,给予青年科

研人员高起点的科研平台和及时的经费支持,使其

更容易获得同行的认可[５].但近年来,随着申请量

的持续攀升,资助率逐年走低,一定程度上削弱青年

科研人员的申请自信,甚至会对动摇他们从事科学

研究的信念,且庞大的申请量也会给科学基金的评

审和管理带来较大压力.为更好地发挥青年科学基

金项目对于处于职业生涯早期阶段科研人员“第一

桶金”的作用,需采取措施进一步提升青年科学基金

的资助效益.根据２００９—２０１８年青年科学基金申

请与资助数据分析与测算结果,提出以下四点建议:
(１)近１０年申请人平均年龄较稳定,获资助者

的平均年龄低于未获资助者.随着２０１１年青年科

学基金项目对女性申请人的年龄放宽至４０岁,女性

申请人的平均年龄增加２岁左右.虽然女性申请量

快速增加并在２０１８年超过男性,但男性申请人的获

资助量始终高于女性.３５岁以上的女性申请人约占

女性总申请人的三分之一,但其获资助率仅为１５．
５％,远低于其他两个年龄段.若不对女性申请人年

龄进行限制,随着申请量的增高,男女申请机会的不

平等或许还将扩大;但如果降低女性申请人的门槛

年龄,将有违为照顾女性科研人员哺乳期而出台的

鼓励政策,易造成负面社会影响,应谨慎实施.

表９　限制申请人连续两年未获资助者强制停报一年后申请量的变化情况

年份
原始申请

项目数(项)
原始资助

项目数(项)
原始资助

率(％)
限制条件剔除

项目数(项)
限制条件加入后

的申请数量(项)
限制条件加入后

的资助率(％)

２００９ ２８５２６ ６１０５ ２１．４ ０ ２８５２６ ２１．４

２０１０ ３６２８１ ８４０４ ２３．２ ０ ３６２８１ ２３．２

２０１１ ５４０９１ １３２３８ ２４．５ ７７８６ ４６３０５ ２８．６

２０１２ ５９７８７ １４１０８ ２３．６ ７８６９ ５１９１８ ２７．２
２０１３ ６０９６９ １５４７３ ２５．４ ９３９４ ５１５７５ ３０．０

２０１４ ６５０１６ １６５６０ ２５．５ １０１９１ ５４８２５ ３０．２

２０１５ ６５７２２ １６３０５ ２４．８ ９８１９ ５５９０３ ２９．２

２０１６ ７０３９９ １６２９１ ２３．１ １１２０５ ５９１９４ ２７．５

２０１７ ７８１９５ １７５５３ ２２．４ １２５０８ ６５６８７ ２６．７
２０１８ ８６０４２ １７６７１ ２０．５ １３６９０ ７２３５２ ２４．４

总计/平均 ６０５０２８ １４１７０８ ２３．４ ８２４６２ ５２２５６６ ２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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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中级及以上、初级及以下职称申请人近１０
年平均资助率分别为２４．２％、１５．４％,中级及以上

职称申请人的获资助率远高于初级及以下职称的申

请人.卡方检验结果显示不同职称间的资助率具有

统计学差异(P＜０．０５),中级及以上职称申请人的资

助率高于初级及以下职称申请人的资助率,中级及以

上职称申请人的优势可能会比较明显,因此有可能存

在初级及以下申请人资助效益较低的情况,建议在青

年科学基金申请条件限制中可考虑职称限制.
(３)目前只要在年龄限制的范围内就没有申请

总次数的限制,以２００９年为第一年,申请人近１０年

间申请６次及以上的共有１１２２４项,只申请１次的

共有１５９１９５项,其中４６．７％的申请人获得资助,而
申请次数越多,获资助率就越低.这就意味着随着

申请次数增加,无效申请(申请但未获得资助)可能

会增多,并不是申请机会越多,获资助概率就比较

高.因此,可以考虑对申请总次数进行限制或连续

申请未获资助需被强制暂停申请等,以避免申请人

盲目申请.限制申请次数政策若实施后,有利于男

女申请人在申请机会上的平等,同时也能继续保持

对女性申请人的年龄照顾.申请人必将更加珍惜申

请机会,提高申请书质量,从而有利于减少低水平重

复申请,缓解申请量增加带来的评审和管理压力,让
优秀的青年科研人员快速脱颖而出获得及时资助.

(４)加大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投入.当前,
我国拥有了世界上最庞大的科技人才队伍,其中

青年科技人才是我国未来科技事业的重要人才

储备和生力军.目前,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在资助

刚起步科研人员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青年科

研人员获得资助的广度和强度仍然不足,建议适

当增加青年科学基金投入规模,适度提高项目资

助强度.

本研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利用大量数据

分析的基础上,加入限制条件讨论资助率,其存在潜

在内生性问题,若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申请政策发生

了某些变化,申请人也会根据政策调整自身的应对

策略;同时,不同单位相同职称的研究水平可能存在

一定的差异,在政策调整时也应将其纳入,但本研究

未将以上两个因素考虑在内.
青年兴,则国家兴.随着我国青年科技人才的

不断增加,具有较强创新能力的青年学者正逐步挑

起国家科技进步的大梁[６].青年科研人员是我国科

研队伍不断壮大的生力军,支持青年科研人员发展,
对科技创新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当前科学基金

正在推进以构建“理念先进、制度规范、公正高效”为
目标的深层次改革,将不断优化调整科学基金人才

资助政策,提高包括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在内的各类

人才项目的资助效益,促进我国基础研究人才的健

康和可持续发展,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提供人才

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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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快报

我国学者在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应对新冠疫情
防控的研究方面取得进展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７１７０４１５６)资助下,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郁建兴教授、沈永东研究

员、黄飚研究员课题组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弗瑞公共事务学院助理教授程远课题组合作,对社会组织与中国

疫情防控成效关系、如何将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优势转化为疫情防控治理效能等方面开展基础研究.研究

成果以“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应对新冠疫情:来自中国浙江的经验(CoproducingResponsestoCOVIDＧ１９
withCommunityＧBasedOrganizations:LessonsfromZhejiangProvince,China)”为题,于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６日

在线发表在«公共行政评论»(PublicAdministrationReview)上.论文链接:https://onlinelibrary．wiley．
com/doi/abs/１０．１１１１/puar．１３２４４.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特别是中国在较短时间内实现对疫情有效控制后,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国家对

中国抗疫经验带有复杂情绪,他们惊讶于中国在高密度人口环境中取得的抗疫成绩,将中国抗疫经验错误地

理解为政府集权控制与民众消极服从,并认为中国抗疫经验不具有借鉴意义.该研究首次评估了社会组织

与中国疫情防控成效之间的关系,提出社会成员的全面参与是中国抗疫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中国地方政府

有效动员、社会组织合作参与、民众志愿协作在中国疫情防控的不同阶段发挥了关键作用.
研究结果显示,中国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共同合作对于新冠肺炎疫情应急管理及危机后的经济社会复苏

至关重要,而新兴的数字技术则进一步增强了政府、社会组织、民众之间的合作网络关系.该研究以浙江省

为例,深入阐述了社会组织在疫情全面防控、抗疫情保运行两手抓、疫情防控常态化等三个阶段做好新型冠

状病毒的检测摸排、募集捐赠资金与疫情防疫物资、开展社区个性化生活服务、助力企业复工复产、深度参与

心理咨询、社工服务与经济复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新冠疫情在全球持续蔓延、世界各国进入疫情防控“新常态”,该研究提出的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应

对新冠疫情防控观点将为世界各国政府有效开展疫情防控工作提供四点启示:战略性地发挥社会组织在疫

情防控不同阶段中的强项与优势;为志愿者参与疫情防控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为疫情防控提供数据基础设

施和数字追踪平台;培育更多可信任、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社会组织.

(供稿:管理科学部　任之光　沈永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