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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２０１８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自然科学基金委”)启动了新时期联合基金

改革,统筹设立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经过四年的不断探索与完善,新时期联合基金规模快速发

展,改革初显成效.本文回顾和总结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的发展历程和改

革进展,梳理分析了其设立以来的实施成效,并对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管理运行举措进行了

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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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经济、社
会、文化、生态等各领域的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国内

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

格局,科技创新是关键.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就高

度重视科技创新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

报告中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

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
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

果重大突破”[１].区域创新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破解当前经济发

展中突出矛盾的基础支撑.科学基金作为我国资助

基础研究的主渠道,注重强化原始创新,在国家创新

体系建设中起着重要的基础引领作用.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和基础

研究的重要论述精神,推动科学基金更好适应基础

研究发展需要,促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自然科学基金委”)于

２０１８年启动了新时期科学基金深化改革,通过引导

与整合地方政府等社会资源投入基础研究,围绕区

域发展过程中的紧迫需求,聚焦关键领域中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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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问题、新兴前沿交叉领域中的重大科学问题开

展前瞻性基础研究,有效促进了区域创新体系建设,
推动地方产业及重要领域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

１　发展历程与改革

为了促进区域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提升自

主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充分发挥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的导向作用,２００６年开始,自然科学基金委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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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设立第一个地方政府联合基金.截至２０１８
年,先后与云南、河南、新疆、福建、山东、青海、浙江、
山西、辽宁、贵州等１１个地方政府一对一设立联合

基金１３个,各方共投入经费５９．０４亿元.这些联合

基金的设立在引导科研人员关注国家战略需求以及

区域与产业发展需求、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等方

面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已往的联合资助和管

理模式已不能满足新时期科学基金发展的需要,主
要表现在:(１)与各个地方政府分别设立的联合基

金管理模式不统一、不规范;(２)部分联合基金的开

放度不够、定位不明确、导向作用没有充分发挥;
(３)各联合基金之间的统筹管理不够[２].因此,开
展联合基金资助和管理模式的改革十分必要.

２０１８年８月１４日,自然科学基金委通过了“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新时期联合基金试点工作方案”.
按照新时期联合资助工作改革方案,自然科学基金

委不再与地方政府单独设立联合基金,而是统筹设

立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统一经费使用,统一发布

指南,统一评审程序,统一项目管理.凡有意与自然

科学基金委开展联合资助的地方政府均可按照

１∶３的出资比例加入.新时期区域创新发展联合

基金更加明确了发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导向作

用,吸引和集聚全国的优势科研力量,围绕区域经济

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需求,聚焦区域发展中的关键

科学问题开展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促进跨区

域的协同创新,推动我国区域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

２　实施成效

２．１　创新管理模式,整体发展规模显著扩大

自新时期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设立以来,全
国地方政府都表现出极大的热情,纷纷发来商请函,
有意与自然科学基金委共同推进区域发展.２０１８
年底,四川、湖南、安徽、吉林等四个省首批加入区域

创新发展联合基金;２０１９年底,广东、浙江、湖北、青
海、辽宁、宁夏、黑龙江、西藏、广西、北京、重庆、河北

等１２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加入区域创新发展联合

基金;２０２０年底,福建、山西、河南、甘肃四省加入区

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２０２１年底,内蒙古、海南、山
东加入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２０２２年４月,云南

也正式加入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图１).不到５
年时间,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资助方已从４个发

展成为２４个,基金规模不断壮大.目前,２４个省

(自治区、直 辖 市)计 划 协 议 期 内 投 入 经 费 合 计

７６５５亿元,资助规模已达到１０２．０５亿元[３,４].

２．２　品牌效应初显,赢得广泛科研人员青睐

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自设立以来,其关注度

持续升高.２０１９年是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指南

发布的第一年,处于发展起步阶段,共发布指南方向

１４０个,申请项目５７５项[５];２０２０年发布指南方向

５４４个,申请项目１５８８项[６];２０２１年发布指南方向

７３８个,申请项目１８４２项[４];截至２０２２年４月,区
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共发布指南方向８５３个,申请

项目２５８５项(图２).经过４年的发展,项目申请数

量已是该联合基金设立第一年的近５倍,表明随着

联合基金规模的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科研人员已

开始关注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联合基金的品牌

效应初步显现.

图１　２０２２年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协议实施概况

图２　２０１９—２０２２年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

指南发布和项目申请情况

２．３　统筹领域布局,支撑地方发展迫切需求

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共设立了７个研究领

域,包括生物与农业领域、环境与生态领域、能源与

化工领域、新材料与先进制造领域、现代交通与航空

航天领域、电子信息领域和人口与健康领域.截至

２０２１年,共资助项目１０６１项,其中生物与农业领域

１４９项,环境与生态领域１５８项,能源与化工领域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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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新材料与先进制造领域２３８项,现代交通与航空

航天领域２７项,电子信息领域１９５项,人口与健康领

域２１０项(图３).多领域的项目支持可有效促进区域

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升地方科技创新能力.
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研究方向的设立侧重解

决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
项目结合区域特色支持重大基础性、前瞻性和创新

性研究.该联合基金设立形式以重点支持项目为

主,评审标准与科学部重点项目相同.２０２０年和

２０２１年,西藏、青海和宁夏均没有重点项目获批,而

通过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本地区依托单位两年

内获批重点支持项目数分别为５项、１２项和４项,
实现了重点类项目零的突破.另外,河北、山西、辽
宁、吉林、黑龙江、浙江、福建、河南、湖南、广西、四
川、甘肃等１２省(自治区)的省内依托单位获批区域

创新发展联合基金重点支持项目的数量也均超过了

获批的重点项目数,并且２０２０年至２０２１年,河北、
辽宁、吉林、黑龙江、浙江、安徽、重庆、四川等多个省

(直辖市)地区内依托单位获批重点支持项目占科学

部重点项目比例均呈现不同程度的增长(图４).以

图３　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各领域项目资助情况

图４　２０２１年联合资助方省内依托单位获批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重点支持项目和科学部重点项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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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数据表明,通过重点支持项目的方式,区域创新发

展联合基金对大部分地方都发挥了高强度支撑解决

地方发展迫切需求和支持地方科研团队发展以及人

才培养的作用.

２．４　汇集全国力量,有效促进区域联动合作

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面向全国发布项目指

南.项目指南中明确鼓励申请人与各联合资助方具

有一定研究实力和研究条件的高等院校、研究机构

或企业开展合作研究.２０１９年项目申请涉及２４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其中有资助方省外依托单位申

请或参与项目的比例为６０．８７％;２０２０年项目申请

涉及２９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其中有资助方省外

依托单位申请或参与项目的比例达到 ６１．５９％;

２０２１年项目申请涉及３０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其
中有省外依托单位申请或参与项目的比例达到

６４６６％(图５);经初步统计,２０２２年有省外依托单

位申请或参与项目的比例已超过７０％.资助方省

外依托单位申请或参与项目比例逐年增长,表明区

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正在有效吸引和凝聚着全国的

科研力量来申请和参与项目.
同时,２０１９年批准的１１３项区域创新发展联合

基金项目中有省外单位主持或参与的项目比例是

６１０６％;２０２０年批准的４１８项区域创新发展联合

基金项目中有省外单位主持或参与的项目比例为

５１４４％;２０２１年批准的５３０个项目中有省外单位

主持或参与的项目比例达６１７０％(图６),连续三

年,省外单位主持或参与的项目比例均超过５０％,
这表明外省市科研队伍已成为解决本地区问题需求

的重要力量,这正符合联合基金“吸引和凝聚全国优

势科研力量来解决地方需求”的初衷.同时,越来越

多的外省市高水平科研团队加入合作,也可进一步

推动本地区科技发展和人才队伍建设.

图５　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项目申请合作情况

图６　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资助项目合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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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管理运行举措

３．１　加强顶层设计,注重需求牵引导向

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项目申请以指南为引

导,由联合资助方根据各自的需求提出.指南的征

集和编制是决定联合基金资助工作成效的重要环

节.在指南征集上,自然科学基金委强化顶层设计

和统筹管理,注重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一是鼓励

各联合资助方根据区域发展需求及瓶颈问题,认真

梳理、凝练关键科学问题,将科学前沿探索和问题

需求导向相结合;二是坚持基础研究两条腿走路,
吸引和集聚全国优势科研力量,着力解决“卡脖

子”问题,实现跨部门、跨行业、跨区域的协同创

新;三是在项目指南征集和论证过程中严格执行审

查机制和过程监管要求,建立科研伦理和科技安全

审查机制.

３．２　优化指南论证及发布程序,强化四方论证

首先,由联合资助方从地方急迫需要和长远需

求出发,通过广泛调研,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遇到的

重大问题和关键难题,广泛征集建议立项领域和方

向,并组织各领域专家对征集的指南进行初步论证.
其次,指南建议稿交由自然科学基金委后,联合基金

管理办公室请各科学部对指南建议稿进行审读并组

织专门的项目指南论证会,以专家为主体、科学部和

联合资助方共同参与修订论证,提高指南水平,保证

项目指南的宽容性,提高联合基金的开放程度和竞

争力.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指南四方论证模式见

图７.最后,由自然科学基金委向全社会统一进行

图７　指南论证模式示意图

指南的公开发布,确保广大科研人员及时了解指南

内容和进行申报.

３．３　加强统筹管理,促进学科交叉融合

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共分７个领域发布项目

指南,项目申请由８个科学部分别负责受理.每个

领域内多个省份的项目统一组织进行通讯评审和会

议评审时,将根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出资额从指

南方向数和上会答辩数进行统筹管理与分配,加强

区域、领域、科学部和联合资助方的统筹管理.以

２０２１年为例,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７个领域均涉

及跨学科交叉研究,比如在人口与健康领域,共有

１９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布研究方向,内容涉及

数学物理、化学、生命、地球、工程与材料、信息、医学

等七个科学部(图８).同时,项目评审按领域分组

进行,所涉及到的科学部会遴选和推荐不同学科背

景的专家参加会议评审,努力营造推动学科交叉的

良好氛围.

３．４　规范评审方式,确保项目评审质量

一是为确保评审质量,会前通过给依托单位发

送提醒邮件、在评审现场放置警示牌等方式营造科

学基金公平公正评审氛围.二是评审专家签到时不

图８　２０２１年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资助项目涉及联合资助方、领域和科学部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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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其提供印有答辩相关信息的材料,进入评审会场

后发放评审材料,避免专家和答辩人的信息泄露.
会中会议评审专家在签署纸质承诺书后方可参加评

审会议.三是会议评审期间采取申请人视频播放＋
专家现场与线上提问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确保评审

过程规范可控.２０２１年,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分

７个领域５６组进行了项目答辩,通过采取当天答辩

当天投票的方式,避免出现“打招呼”现象和保证了

在疫情期间圆满完成评审会议任务.
自２０１８年启动新时期联合基金改革以来,经过

四年的不断探索与完善,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规

模快速发展,这一联合资助机制也得到各方的肯定,
自然科学基金委在整合优化配置科技资源,建立基

础研究多元投入机制等方面进行了有益且成功的尝

试,新时期联合基金改革初显成效.同时,如何真正

发挥好联合基金在区域创新发展中的支撑作用,对
自然科学基金委和联合资助方都是一个新课题,需
要在不断地试点改革过程中,总结经验不断加以完

善.未来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不仅要在提升区域

创新能力上发挥支撑作用,同时也要在培养基础研

究人才队伍方面做出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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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２０１８,NationalNaturalScienceFoundationofChina(NSFC)launchedtheJointFundreform
intheneweraandsetupJointFundsforRegionalInnovationandDevelopment．AfterfourＧyearcontinuous
explorationandimprovement,thescaleoftheJointFundsinthenewerahasdevelopedrapidly,andthe
reformhasmadecertainachievements．Thispaperreviewsandsummarizesthedevelopmentprocessand
reform progressofthe RegionalInnovationand DevelopmentJointFunds,combsandanalyzes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iveness of the Regional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Joint Funds since its
establishment,andsummarizesitsmanagementandoperation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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