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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受到广东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基金项目(２０１７A０３０３１３６２９,２０１８A０３０３１３２４０)的资助.

[摘　要]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基金项目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自然科学基金

委”)与有关部门、地方政府和企业共同投入经费设立,在商定的科学与技术领域内共同支持基础研

究.NSFC—广东联合基金(以下简称“广东联合基金”)作为自然科学基金委与地方政府设立的首

个联合基金,１５年来在提升广东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能力、加快人才队伍建设、促进学科发展、推动

广东原始创新能力等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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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充分发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导向作用,引
导社会科技资源投入基础研究,吸引、培养和集聚一

流科技人才,带动广东的科技发展和人才队伍建设,
促进广东省及珠三角区域的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

展,２００６年１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

称“自然科学基金委”)与广东省人民政府签订为期

５年(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的第一期联合基金协议.
广东联合基金是自然科学基金委与地方政府设

立的首支联合基金,开创了国家引导地方支持基础

研究的先河.从２００６至２０２０年１５年间,广东联合

基金的设立,吸引和凝聚了全国优势力量,紧密围绕

制约广东省及周边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关键

科学问题开展了大量基础与应用基础科学研究,

段依竺　广东省技术经 济 研 究 发 展 中 心

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科技发展战略与政

策研究、科 技 管 理 及 科 技 评 估 相 关 工 作,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协助广 东 省 科 学 技 术 厅 负

责 NSFC—广东联合基金组织实施管理工

作.累计主持和参与省部级项目１２项,发
表论文１２篇,参与编纂著作１部.

邱莹　广东省技术经 济 研 究 发 展 中 心 助

理 研 究 员,主 要 从 事 科 技 发 展 战 略 与 政

策、科技项目管理、绩效评价等研究工作.
累计承担 省 部 级 项 目 ４ 项,发 表 论 文 １３
篇,参 与 编 纂 著 作 １ 部,申 请 发 明 专 利

３件.

张衡　广东省技术经 济 研 究 发 展 中 心 主

任,研究员,主 要 从 事 科 技 发 展 战 略 和 规

划研究相关 工 作.累 计 主 持 和 参 与 国 家

级、省部级项目２７项,发表论文１８篇,获

广东省科技进步奖三等奖１项.

凌贵　华南理工大学助理研究员,主要从

事科技政策和科技管理等方面的研究,累

计主持和参与省部级项目２项、厅局级项

目２项,发表论文５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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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提升了广东地区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自主创

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壮大了广东省科技人才队伍,
促进了广东省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并在全国

产生重要的示范效应.
本文根据广东联合基金项目的资助情况和历年

结题项目的结题报告,参考赵英弘等、钟自然等、崔
洁等关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及广东联合基金项

目的统计分析纬度[１３],从广东联合基金的申请资助

情况、投入规模、合作情况、分布等方面,对１５年来

广东联合基金的运作进行效益评价和分析,为促进

广东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实力的提升提供参考

依据.

１　资助情况

１．１　总体情况

截至２０２０年底,广东联合基金已签约３期,在
自然科学基金委和广东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广东

联合基金经费由第一期(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每年５０００
万元逐步增加到第三期(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每年１亿

元(表１),在生命科学、地球科学、工程与材料科学、

信息科学、管理科学、医学科学等６个学科领域共投

入资金１１．５亿元(其中,自然科学基金委投入３．５
亿元,广东省投入８亿元).

１．２　资助率分析

２００６—２０２０年,广东联合基金共受理项目申请

３１７４项,批准资助项目４４８项,项目总资助经费达

到１０．２亿元(总投入１１．５亿元,其中１．３亿元为组

织实施经费).第一期项目资助经费约为每年４８２５
万元,第二期项目资助经费约为每年７４７６万元,第
三期项目资助经费约为每年８１００万元.立项总体

呈现平稳、阶段变化的特点,第一期项目年资助数量

整体呈下降趋势,资助率稳定在１５％左右;第二期

项目资助数量最为平稳,稳定在每年３２项,资助率

呈小幅波动,平均资助率为１７．４８％;第三期项目资

助数量每年２６项左右(表２).
项目资助率呈现较大波动的原因,一是从第三

期开始,为使广东联合基金能更好地解决广东省及

其周边区域经济社会、科技战略发展面临的重要问

题,资助领域呈现需求导向性特点,根据广东省历年

的不同需求,由每年资助５个领域调整为每年重点资

表１　广东联合基金经费情况

协议期限

协议经费(万元/年)

总经费
其中

自然科学基金委 广东省 广州市 深圳市

五年合计

(万元)

第一期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５０００ １５００ ３５００ 　 ０ 　 ０ ２５０００
第二期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８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３５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
第三期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合计 ２３０００ ７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１１５０００

表２　２００６—２０２０年广东联合基金项目申请与资助情况

年度
申报项目

数(项)
资助项目

数(项)
资助经费

(万元) 资助率

２００６ ７８７ ４１ ４７００ ５．２１％
２００７ ３００ ３９ ５０３０ １３．００％
２００８ １８７ ２９ ４７８０ １５．５１％
２００９ １７９ ２８ ４８００ １５．６４％
２０１０ １６９ ２６ ４８１５ １５．３８％
２０１１ １７４ ３１ ７７２５ １７．８２％
２０１２ １５０ ３２ ７７２５ ２１．３３％
２０１３ １９５ ３２ ７７２５ １６．４１％
２０１４ ２１４ ３２ ７７２５ １４．９５％
２０１５ １４８ ２７ ６４８０ １８．２４％
２０１６ ２０９ ３０ ８１００ １４．３５％
２０１７ ６８ ２３ ８１００ ３３．８２％
２０１８ １５３ ２５ ８１００ １６．３４％
２０１９ １１１ ２５ ８１００ ２２．５２％
２０２０ １３０ ２８ ８１００ ２１．５４％
总计 ３１７４ ４４８ １０２００５ １４．１１％

助不超过３个领域;二是项目资助强度进一步提升,
由第 一 期 的 １５３．０１ 万 元/项 提 高 到 第 三 期 的

３１１．８９万元/项,实现翻番(图１);三是项目申请数

和立项数均呈下降趋势,其中２０１７年项目申请数量

下降明显,导致第三期资助率呈现较大波动.

１．３　资助领域分布

从资助项目所属科学部来看,４４８个资助项目

共涉及６个科学部,其中大多数项目集中在工程与

材料科学部(新材料与智能精密制造领域１１０项,

２４．５５％)、医学科学部 (人口与 健 康 领 域 ９２ 项,

２０．５４％)、信 息 科 学 部 (新 一 代 通 信 领 域 ８８ 项,

１９．６４％)、地 球 科 学 部 (资 源 与 环 境 领 域 ８４ 项,

１８．７５％)、生命科学部(农业领域６８项,１５．１８％)
等.此外,还涉及管理科学部６项,值得注意的是管

理领域２０１６年和２０１９年立项项目主要围绕粤港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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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湾区的协同发展与创新管理开展研究,聚焦广东

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需求,贴近广东省社会、
经济建设发展(表３).

从资助项目所属领域来看,４４８个资助项目共

涉及６个科学部的６１个学科(以申请代码前三位

为表征).第一至第三期学科覆盖数(资助项目

数)分别为５２(１６３)、３８(１５４)、３９(１３１).随着广东

联合基金的不断发展,资助学科覆盖呈现出范围缩

小、重点突出的特点,学科资助更为聚焦.其中,
人口健康领域资助项目覆盖学科的数量最多,但相

对单一,只涉及医学科学部.管理科学领域则主要

涉及宏观管理与政策、经济学科.其余领域均存在

不同程度的交叉融合:新材料与智能精密制造领域

主要涉及工程与材料科学部,新一代通信领域主要

涉及信息科学部,并且在 E０５(机械设计与制造)、

F０３(自动化)２个学科中存在学科交叉;资源与环

境领域主要涉及地球科学部,并与生命科学部的

C０３(生态学)存在交叉.具体情况如图２所示.

１．４　项目承担单位所处区域分布

广东联合基金面向全国申报,鼓励广东省外科

研人员与广东省内具备一定研究实力和研究条件的

高等院校或科研院所开展合作.广东联合基金实施

１５年来,累计共有１０５个依托单位(项目负责人所

在单位)承担广东联合基金项目,其中,广东省外依托

图１　２００６—２０２０年广东联合基金各期项目资助强度

表３　２００６—２０２０年广东联合基金各科学部资助项目统计

年份
生命科学部

(项)
地球科学部

(项)
工程与材料

科学部(项)
信息科学部

(项)
管理科学部

(项)
医学科学部

(项) 总计(项)

２００６ １０ ９ 　６ ５ １１ ４１
２００７ ９ ９ ９ ４ １ ７ ３９
２００８ ４ ５ ５ ５ １ ９ ２９
２００９ ５ ６ ６ ４ ７ ２８
２０１０ ４ ４ ６ ５ ７ ２６
２０１１ ６ ６ ９ ５ ５ ３１
２０１２ ５ ６ ５ ８ ８ ３２
２０１３ ４ ６ ６ ８ ８ ３２
２０１４ ３ ５ １０ ８ ６ ３２
２０１５ ４ ５ ８ ６ ４ ２７
２０１６ １７ ２ １１ ３０
２０１７ ６ ８ ９ ２３
２０１８ ９ ７ ９ ２５
２０１９ ８ １５ ２ ２５
２０２０ １４ １４ ２８
合计 ６８ ８４ １１０ ８８ ６ ９２ ４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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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７３个,占比６９．５２％.承担广东联合基金项目数

量排名前十的依托单位均为广东省内单位(表４).
对１５年来获得广东联合基金项目的依托单位

进行地域分布统计,如图３~５所示,可以看出:
第一期(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依托单位主要以广东

省、北京市为主,覆盖全国１２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地域上集中于华南、华东、东北地区,强调“立足

广东、面向全国”.
累计至第二期(２００６—２０１５年):广东联合基金

项目资助地域范围持续扩大,新增广西、湖南、贵州、
重庆、四川、甘肃、安徽、天津、黑龙江等９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所属科研单位的积极参与,表明广东联

合基金辐射效应进一步增强,更加强调立足广东,带
动华南地区的发展.

图２　广东联合基金资助项目领域与学科共现图

注:圆形节点代表资助项目所属领域,方形节点代表所属学科,节点越大代表该领域或该学科受资助项目数量越多,节点

间的连线越粗表明该领域下该学科资助项目数量越多.

表４　排名前１０依托单位受资助项目数量及占比

依托单位
资助项目

数(项) 占比

中山大学 ８５ １８．９７％

华南理工大学 ４５ １０．０４％

南方医科大学 ２８ ６．２５％

华南农业大学 ２７ ６．０３％

暨南大学 ２３ ５．１３％

广东工业大学 ２１ ４．６９％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１５ ３．３５％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１０ ２．２３％

华南师范大学 ９ ２．０１％

深圳大学 ９ ２．０１％

合计 ２７２ ６０．７１％

　　累计至第三期(２００６—２０２０年):依托单位在前

二期基础上新增江西、海南两个广东周边省份,且各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承担的项目数持续增加,周边辐

射效应进一步增强.

１．５　项目合作情况

从广东联合基金项目合作情况来看,联合承担

项目共计３３１项,占项目总数的７３．８８％,其中由广

东省内与广东省外单位联合承担２６０项,占项目总

数的５８．０４％(联合承担项目的７８．５５％),表明广东

联合基金搭建了广东省内外交流合作的平台;而在

单独承担的项目中,绝大多数项目都由广东省内单

位承担,表明广东联合基金在促进本地科研人员承

担科研项目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图６).
从合作单位的机构类型来看,高校是合作单位

的主要类型,占比６６．６７％,主要包括中山大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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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理工大学、暨南大学等;科研院所占比２９．８２％,
主要包括中国科学院和广东省农业科学院等.

从单位合作情况来看,累计２３４个依托单位及

合作单位参加广东联合基金项目,形成以广东省内

单位为核心的紧密合作网络.合作关系最密集的单

位以广东省内基础研究实力雄厚的高校为主.此

外,合作关系较紧密的科研院所也主要来自于广东,
与广东省外单位的合作情况,则由相关资助领域具

备优势的高校及科研院所组成.表明各个高校、科
研院所在项目框架内开展了广泛合作,广东联合基

金有效促进了广东省内高校和科研院所与国内优势

科研院所的合作与交流(图７).

图３　广东联合基金第一期依托单位地域分布图

图４　广东联合基金第二期依托单位地域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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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广东联合基金第三期依托单位地域分布图

图６　广东联合基金各年度项目合作情况

１．６　项目负责人情况

２００６—２０２０年,共有４１２位项目负责人获得广

东联合基金项目资助,其中有３５人先后承担过２项

及以上广东联合基金项目.项目负责人年龄分布相

对较为集中,４０~５４岁的项目负责人２９４人,占比

７１．３６％,构成承担广东联合基金项目的主力军;５５
岁以上的项目负责人７０人(１６．９９％),４０岁以下的

青年学者４８人(１１．６５％).其中广东省内项目负责

人共计２９５人,占项目负责人总数的７１．６０％.值

得注意的是,省内外项目负责人的年龄分布基本相

同(图８).

１．７　论文产出概况

广东联合基金设立１５年以来,产生了一批重要

学术成果,论文产出数量与质量均得到显著提升.

截至２０２１年３月３１日,根据广东联合基金资助项

目批准 号 在 WebofScience数 据 库 检 索 并 获 取

SCI、SSCI论文１３０９５篇.整体来看,广东联合基金

受资助项目每年发表SCI、SSCI论文数量呈持续增

长趋势,２０１１年发表SCI、SSCI论文７５０篇,２０２０年

增至１７５４篇,是２０１１年的２．３４倍(如图９所示).
从广东联合基金资助项目的批准年份来看,历

年受资助项目对应的发文量呈波动上升趋势.根据

«２０１９年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期刊分区表»对
一区期刊论文进行分析,发现一区期刊论文数及占

比也在逐年上升.２００６年广东联合基金资助项目

产出的论文中有１７６篇来自一区期刊,占比２２．５６％;

２０１６年则增至６５５篇,占比４８．８８％.由于２０１７—

２０２０年资助项目尚未结题,部分成果尚未发表,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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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２００６—２０２０年单位合作共现图∗

∗ 图中节点代表依托单位及合作单位,节点越大,表明该单位承担的项目越多;连线代表二者具有合作关系;图中只展现

了项目数量前１００的单位.

图８　２００６—２０２０年广东联合基金项目负责人年龄分布

图９　２００６—２０２０年广东联合基金受资助项目历年发表SCI/SSCI论文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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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２００６—２０２０年广东联合基金项目资助年份—发文数量统计

２０１７—２０２０年资助项目的论文发表数呈现下降趋

势.但总体来看,广东联合基金资助项目的产出论

文质量在不断提高,具体情况如图１０所示.

２　绩效与影响

广东联合基金实施十五年来,在推动原始创新

能力提升、加快人才队伍建设、促进学科体系完善、
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成效,已经

达成设立时的预期目标.

２．１　广东承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能力显著

提升

　　广东联合基金的设立,不断完善了广东省基础

与应用基础研究项目资助体系,让广东深度融入国

家基础研究布局中,使广东承接科学基金项目的能

力显著提升.第一期广东联合基金实施后,２０１１
年,广东获科学基金项目资助共２０９１项,获资助项

目直接经费首次突破１０亿元;较２００５年相比,获资

助项数增长２４５．０５％,获资助项目直接经费增长

４８２．６２％(表５).２００６—２０２０年,广东共获科学基

金资助３６１０２项,累计获资助直接经费１９３．２９亿

元,具体见图１１.２０２０年广东获科学基金资助项数

及直接经费更创历史新高,获资助项目数共４４８６
项,直接经费超２４亿元,上升到全国第二位,首次超

过上海与江苏.

表５　２００５—２０２０年广东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及直接经费情况

广东联合基金

实施年限
年度

资助数

(项)
较上年度

增长率

直接经费

(万元)
较上年度

增长率

未实施 ２００５ 　６０６ — 　 １８３８１．５６ —

第一期

２００６ 　７２９ ２０．３０％ 　 ２４０２５．０５ ３０．７０％
２００７ ８２１ １２．６２％ ２９７７２．４０ ２３．９２％
２００８ １０３６ ２６．１９％ ３６７１４．９４ ２３．３２％
２００９ １１９５ １５．３５％ ３９７４０．９０ ８．２４％
２０１０ １５８８ ３２．８９％ ５６７９５．９０ ４２．９２％

第二期

２０１１ ２０９１ ３１．６８％ 　１０７０９４．５５ ８８．５６％
２０１２ ２４２４ １５．９３％ １４８１４４．４０ ３８．３３％
２０１３ ２３５８ －２．７２％ １４１８９８．３０ －４．２２％
２０１４ ２３８０ ０．９３％ １５９８２４．８７ １２．６３％
２０１５ ２５５３ ７．２７％ １４９４６４．４７ －６．４８％

第三期

２０１６ ２９１５ １４．１８％ 　１５４５５２．４４ ３．４０％
２０１７ ３５０３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９０９．６９ ３０．６４％
２０１８ ３７７０ ７．６２％ ２０６７８９．７３ ２．４２％
２０１９ ４２５３ １２．８１％ ２３５３１４．５８ １３．７９％
２０２０ ４４８６ ５．４８％ ２４０８５７．１７ ２．３６％

合计 ３６１０２ — １９３２８９９．３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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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广东联合基金实施各期广东承担科学基金项目及直接经费总体情况

２．２　吸引和培育一批省内外领军人才,不断优化广

东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人才梯队

　　广东联合基金的设立,在吸引和培育领军人才

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在承担广东联合基金的４１２
位项目负责人中,共有１２１位(广东８２位)项目负责

人曾获两院院士、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等高层次

人才项目,占比２９．３７％(广东１９．９０％),其中,吸引

两院院士１７人获项目资助１８项(表６);２１位项目

负责人获广东联合基金项目资助后,接续获国家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表７).

表６　两院院士获广东联合基金项目资助情况

序号 领域 负责人 依托单位 获资助项数(项) 项目年份

１

２
新一代通信

管晓宏 西安交通大学 １ ２０１７

俞大鹏 南方科技大学 １ ２０１８

３

４

５

６

７

农业

沈建忠 中国农业大学 １ ２０１５

吴清平 广东省微生物研究所 １ ２０１５

刘耀光 华南农业大学 １ ２０１７

李德发 中国农业大学 １ ２０１３

罗锡文 华南农业大学 １ ２００９

８

９
人口与健康

钟南山 广州医科大学 １ ２０１２

侯凡凡 南方医科大学 １ ２００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新材料与智

能精密制造

何雅玲 西安交通大学 １ ２０１５

王迎军 华南理工大学 ２ ２０１５

李元元 华南理工大学 １ ２０１３

瞿金平 华南理工大学 １ ２０１２

高鸿钧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１ ２０１１

许宁生 中山大学 １ ２００９

１６

１７
资源与环境

陈晓非 南方科技大学 １ ２０１９

姚新生 暨南大学 １ 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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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广东联合基金项目负责人后续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情况

序号 领域 负责人 依托单位 入选年份 项目年份

１

２

３

新一代通信

宋令阳 北京大学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３

熊红凯 上海交通大学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２

张　军 中山大学 ２０１１ ２００８

４

５
农业

刘雅红 华南农业大学 ２０１１ ２００６

赵书红 华中农业大学 ２０１０ ２００６

６

７

８

人口与健康

林天歆 中山大学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３

白晓春 南方医科大学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３

欧阳宏伟 浙江大学 ２０１１ ２００６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新材料与智

能精密制造

张志辉 吉林大学 ２０２０ ２０１６

董必钦 深圳大学 ２０１９ ２０１８

吴丁财 中山大学 ２０１９ ２０１６

徐维林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２０１９ ２０１６

杨全红 天津大学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４

张勤远 华南理工大学 ２０１１ ２００９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资源与环境

刘承帅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２０２０ ２０１７

陈玖斌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３

郑君瑜 华南理工大学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０

仇荣亮 中山大学 ２０１２ ２００８

崔保山 北京师范大学 ２０１１ ２００８

王新明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２０１０ ２００８

王雪梅 中山大学 ２０１４ ２００８

　　① 仅面向广东联合基金广东省内项目依托单位发放调查问卷.

　　此外,广东联合基金的设立,为建设和优化广东

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人才梯队提供了源源不断的

后继力量,为广东省培育和稳定了一批优秀的学术

青年骨干和团队.据不完全统计① ,共有１１１个项

目的项目组成员在承担广东联合基金项目后,接续

承担或参与科学基金项目,共３４７项,资助直接经费

共计４２４４６万元(表８);同时,有６４个项目的项目

组成员在获广东联合基金项目资助后获广东省基础

与应用基础研究基金项目资助,共１３７项,资助金额

共计２３７７８万元(表９).

２．３　汇聚优势科研力量,实现跨区域合作,面向广

东辐射全国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第一期的广东联合基金覆盖了

全国２０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有效吸引了北京、上
海等科研优势地区科研人员参与解决广东及珠三角

地区经济、社会、科技未来发展的重大科学问题和关

键技术问题,实现了较好的跨区域合作.

表８　项目团队成员后续获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资助情况∗

批准年份
广东联合基金

项数(项)
后续获科学基金

资助项数(项)
资助直接经费

(万元)

２００６ １０ ４４ ４７１１
２００７ ９ ２５ ４５７６
２００８ ６ １６ ４３０２
２００９ ６ ２５ ３７６２
２０１０ ７ ２６ ３０９３
２０１１ １０ ２４ ２９３８
２０１２ １８ ４２ ４５７９
２０１３ ８ ２２ ２８２６
２０１４ ７ １９ ２５６１
２０１５ １０ ３１ １８５１
２０１６ ８ ２６ ３２３３
２０１７ ６ ２５ ２２２７
２０１８ ６ １８ １２４５
２０１９ ４ ４ ５４２
合计 １１５ ３４７ ４２４４６

　　∗ 数据来源:面向广东联合基金广东省内项目依托单位

发放的调查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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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９　项目团队成员后续获广东省基础与应用

基础研究基金项目资助情况∗

批准年份
广东联合基金

项数(项)
后续获广东省基

金项数(项)
资助金额

(万元)

２００６ ５ １９ 　６４５
２００７ ６ １１ ３０１２
２００８ ５ ９ １０１５
２００９ ３ １０ ９６０
２０１０ ３ ７ ４９９５
２０１１ ５ ６ ２２０
２０１２ ７ ２２ １３０２
２０１３ ３ ３ ６１０
２０１４ ３ ７ ３４０
２０１５ ８ １６ ５９０
２０１６ ６ １０ １１５９
２０１７ ４ ５ ６７１０
２０１８ ４ ７ ３４０
２０１９ ４ ５ １８８０
合计 ６６ １３７ ２３７７８

　　∗ 数据来源:面向广东联合基金广东省内项目依托单位

发放的调查问卷以及广东省科技业务管理阳光政务平台统

计数据

　　① 统计时间为２０１０年１月１日—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第二期的广东联合基金无论是

合作强度、合作范围都得到进一步提升,新增河北、
澳门、广西、贵州、重庆、甘肃等地区科研单位的

加入.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依托第三期广东联合基金,以
广东省为中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间开展了更

为深入的科研合作,合作项目数量持续增加,广东省

外累积参与单位数量从２０１５年的１４０家增加至

２０２０年的１６９家.
广东联合基金的设立,不仅有效提升了广东省

内科研单位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的能力,同时也吸

引了全国科研单位积极参与,充分发挥了广东省所

具备的经济及资源优势,汇聚全国优势科研力量解

决广东及周边地区经济、社会、科技未来发展的重大

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问题.

２．４　省内外优势互补,共促学科发展

广东联合基金的设立,在促进高校和科研院所

学科建设方 面 取 得 巨 大 进 展.根 据 科 睿 唯 安 在

２０２１年３月公布的ESI排名① ,广东省共有９所高

校在ESI排名中位居前１００名,比２０１５年增加２
所.其中,中山大学有２０个学科进入ESI学科排行

榜,仅次于北京大学(２２个学科),与清华大学、上海

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并列全国第二.南方

科技大学首次进入全国ESI前１００名,成为领跑“全
国进步最快”的大学之一(表１０).

表１０　２０２０广东省ESI排名前１００学科领域

学校 排名 学科数量 排名前１００的ESI学科领域

中山大学 ７ ２０

临床医学、药理学与毒物学、化学、材料科学、工程科学、免疫学、一般社会科学、
分子生物与遗传学、微生物学、精神病学/心理学、生物与生化、环境/生态学、神
经科学与行为、经济与商学、植物与动物科学、物理学、地球科学、数学、计算机

科学、农业科学

华南理工大学 １８ １０
农业科学、材料科学、化学、工程科学、生物与生化、计算机科学、一般社会科学、
物理学、环境/生态学、临床医学

深圳大学 ５２ ９
计算机科学、物理学、材料科学、生物与生化、一般社会科学、工程科学、临床医

学、环境/生态学、化学

南方医科大学 ５６ ６ 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学、神经科学与行为、药理学与毒物学、免疫学、生物与生化、化学

暨南大学 ５８ １２
药理学与毒物学、农业科学、环境/生态学、生物与生化、神经科学与行为、分子

生物与遗传学、临床医学、一般社会科学、材料科学、植物与动物科学、化学、工
程科学

南方科技大学 ６７ ４ 材料科学、临床医学、化学、工程科学

华南师范大学 ８３ ９
精神病学/心理学、数学、植物与动物科学、物理学、一般社会科学、环境/生态

学、化学、材料科学、工程科学

广州医科大学 ８６ ６
免疫学、分子生物与遗传学、临床医学、神经科学与行为、药理学与毒物学、生物

与生化

华南农业大学 ９０ ８
植物与动物科学、农业科学、微生物学、环境/生态学、生物与生化、化学、材料科

学、工程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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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１　２０２０年广东省高校双一流学科建设名单

学校名称 双一流学科建设名单

中山大学

工商管理、材料科学与工程、电子科学

与技术、药学、临床医学、基础医学、哲
学、数学、生物学、化学、生态学

华南理工大学
农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化学、轻工技术

与工程

暨南大学 药学(自定)

华南师范大学 物理学

广州中医药大学 中医学

　　① 广东省部署的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绿色低碳、生物医药、数字经济、新材料、海洋经济等七大战略新兴产业领域以及现代种

业和精准农业、现代工程技术等重点产业领域.

　　截至２０２０年,广东省共有５所大学入选“双一

流”大学建设名单,入选数量位居全国第七位.其

中,２所广东高校(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入选

“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名单,入选数量并列全国第四

位(表１１).

３　对提升广东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实力

的借鉴

３．１　不断寻求新的发展模式,完善广东省基础与应

用基础研究基金的资助体系

　　广东联合基金１５年发展过程中,不断基于新的

发展形势和需求对自身的发展模式进行创新和补

充,赋予广东联合基金新的增长点和生命力.尽管

广东省初步构建了由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重大项

目、国家联合基金、省市联合基金、省自然科学面上

与杰青项目四大板块组成的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

基金资助体系[４],但省基金面上项目资助强度较低、

国际合作等资助工具的缺失等问题阻碍了广东省基

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基金的前沿化发展.同时广东省

基金的资助工具相对较少,无法满足现在广东省基

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发展的需要.广东要借助广东

联合基金的平台作用,积极借鉴自然科学基金委的

发展模式,加强顶层设计,进一步完善广东省基金

资助体系,合理优化广东省基础与应用基础基金

布局.

３．２　紧紧围绕广东省“７＋２”战略布局,完善广东省

与国家层面的领域对接

　　２０１８年,广东省科技厅出台«广东省基础与应

用基础研究基金重点领域项目实施方案»(粤科基字

〔２０１８〕２１３号),明确了广东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

的八大重点领域及其主要研究方向.基于学科布局

不够完善的现状,建议广东在加入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后,在参考广东省基础与

应用基础研究八大领域和“７＋２”① 重点领域相结合

的基础上,扩充联合基金研究领域,充分考虑科学研

究的发展过程规律,关注资助学科的持续性,完善广

东与国家层面的领域对接,全面支撑广东省科技重

大发展需求.

３．３　扩大对接范围,加强广东联合基金在地域、领
域的辐射作用

　　一是进一步贯彻落实广东联合基金“立足广东,

带动华南,面向全国”的思想.凝练广东省及周边地

区的共性基础研究问题、广东省优势领域的前沿基

础研究问题、广东省弱势领域的关键研究问题,加强

广州市、深圳市对广东省其他地级市的带动作用,进
一步加深广东省内外的交流合作,促进创新需求与

创新能力的有效对接;二是针对广东省以及粤港澳

大湾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热点、难点问题,引导广东省

龙头高新技术企业及行业协会关注广东联合基金、

参与指南凝练、对接广东联合基金优秀项目成果,进
一步加深现有资助领域对接深度.

３．４　完善多元化投入,形成共同推进科技创新的强

大合力

　　一是加强广东联合基金资助成效的宣传,倡导

联合基金新模式的重要意义,提高广东省各级人民

政府、企业、社会对基础研究投入的认识,形成重视

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的良好氛围;二是广东省创新

能力强、创新氛围浓厚,技术密集型企业体量庞大,

持续稳定的基础研究投入可以为广东省经济社会高

速发展提供源动力,建议增进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

行业协会对广东联合基金的了解,提高其对基础研

究投入的认识,调动企业、行业投身联合基金的积极

性,引导企业、行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进一步拓宽

基础研究投入渠道,完善多元投入机制.

３．５　推动成果对接,接棒优秀项目成果落地

一是定期梳理和公开广东联合基金资助成果,

宣传广东联合基金资助成效,尤其是对广东和粤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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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湾区、华南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推动

意义的成果和成就,扩大广东联合基金影响力,有助

于吸引行业专家、行业企业关注广东联合基金,开拓

潜在成果对接方;二是搭建项目成果对接、转化全链

条,给予具有成果转化前景的项目予以持续性资助,

整合广东省成果孵化平台、创新孵化基地资源,发挥

孵化载体在加速科研成果转化的重要作用,充分挖

掘广东省人民政府接棒优秀项目成果落地的作用;

三是加强与自然科学基金委的沟通协同,借助自然

科学基金委平台,扩大广东联合基金在科研人员乃

至全国范围内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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