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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综述了２０１２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机械工程学科科学基金项目的评审及资助情况；
以机械摩擦学与表面技术和高能束制造两个典型领域申报项目为例，对申请热点进行了分析。回顾了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科学处在促进学术交流与合作、重大项目立项、重大研究计划项目中期评估和
青年人才队伍培养等方面的管理举措；总结了科学基金项目研究进展与人才培养成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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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１２—１７

１　２０１２年度科学基金基本情况

１．１　申请与受理

截至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３０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科学处（以下简称科学处）接收２０１２年度

各类项目申请共计５５５１项。其中，面上项 目（不

包括青年－面上连续资助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和地区科学基金项目三类项目（以下简称三类

项 目）申 请 ５１４２ 项，申 请 量 比 ２０１１ 年 增 长

１４．３９％。三类项目申报数量最多 的 领 域 及 数 目

分别是机 械 动 力 学（Ｅ０５０３）８２０项，机 械 设 计 学

（Ｅ０５０６）６１９项，零 件 成 形 制 造（Ｅ０５０８）７００项 和

零件加工制造（Ｅ０５０９）５４６项。经审查，三类项目

中共有４４３项因各种原因不予受理，实际受理面

上项目２８６０项，青年科学基金项目１６３３项，地区

科学基金项目２０６项。

１．２　评审与资助

科学处对受理的４６９９项三类 项 目 按 不 同 领

域分成４３８个组进行打包评议。面上项目指派５
位同行评议专家，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地区科学

基金项目各指派３位同行评议专家，共指派评议

１９８１７份，并全部收回评议意见。
科学处始终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并采取如

下举措，使创新项目能够获得资助：①充分尊重同

行专家群体的意见，如推荐上会的面上项目反对

意见不准超过２个，有３个及３个以上不予资助

意见的项目不予上会，推荐上会的青年科学基金

项目与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的反对意见不准超过１
个；②注重保护非共识创新或学科交叉项目，如有

１个反对意见上会的项目共计５９６项（４２．８２％），

２个反对意见的１４８项（１０．６３％）；③贯彻绩效挂

钩原则，对以前承担的基金项目完成优秀，此次申

请项目评议又较好者，优先上会；④优先资助青年

人；⑤同等情况下，适当倾斜一般申请者和一般学

校；⑥保证各研究领域的均衡发展。三类项目的

函评、上会和资助情况如图１所示，从图１中可以

看出，函评好（平均分较高）的项目优先推荐上会、
优先获得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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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三类项目函评、上会及资助情况

　　经会评专家投票，２０１２年度共资助三类项目

１０４６项，资助经费５８　２５５万元。其 中，面 上 项 目

５６０项（包括青年－面上连续资助项 目９项），资

助经 费４４　８３０万 元，资 助 率１７．３９％，平 均 资 助

强度８０．０５万元／项；青 年 科 学 基 金 项 目４３５项，
资助 经 费１０　８７０万 元，资 助 率２５．０４％，平 均 资

助强度２４．９９万元／项；地区科学基金项目５１项，
资助经费２５５５万 元，资 助 率２１．５２％，平 均 资 助

强度５０．１０万元／项。截至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３０日，
科 学 处 共 资 助 基 金 项 目 １１２４ 项，资 助 经

费６８　８７２万元。

１．３　典型领域申请特点分析

１．３．１　机械摩擦学与表面技术

机械摩 擦 学 与 表 面 技 术（Ｅ０５０５）领 域２０１２
年 度 共 申 报 三 类 项 目３６０项。其 中，面 上 项 目

２３０项、青年科学基金项目１１８项、地区科学基金

项目１２项。申请的热点领域有：涂层、薄 膜 研 究

（４６项），轴承服役中的科学问题（３６项），环境（介
质）摩擦学 机 理（１７项），交 通 运 输 服 役 安 全 中 的

摩擦学问题研究（１３项），润滑机理（１１项）和纳米

材料制备（１０项）。
涉及材料表面界面涂层、薄膜及织构 研 究 的

申请中，主要研究对象有跨尺度下仿生增摩非光

滑表面、搅拌摩擦加工制备阻燃改性层、原位转化

碳纤维增韧氧化铝、牙釉质－牙本质天然界面的

涂层设计、热机电耦合作用下石墨烯表面褶皱、多
场辅助制备金属陶瓷涂层和基于微纳织构的自修

复超光滑涂层等。主要科学问题有：结构演变、超
润滑失效机制与延寿、可控设计与可靠润滑构效

规律、磨损状态评估预测模型、非线性摩擦的自适

应补偿控制、生物摩擦腐蚀耦合行为、跨尺度摩擦

学设计及亲水性纳米薄膜流动滑移特性等。申请

内容有以下几个特点：
（１）碳基薄膜的摩擦学研究。类金刚石碳膜

（ＤＬＣ）是含一定量ｓｐ３和ｓｐ２碳杂化键的非晶碳

膜材料统称，具有高硬度、低摩擦因数、宽透光范

围、优异耐磨耐蚀性和生物相容性、光滑表面等特

性。因其可由多种ＰＶＤ、ＣＶＤ法在低温下合成，
通过工艺与技术路线的调控，可在大范围内获得

薄膜所需的合理机械、光学、电学等特性，是目前

最有魅力的碳基功能薄膜材料之一，在现代制造

业和高技术 领 域 应 用 前 景 广 阔。２０１２年 申 报 项

目中包含ＤＬＣ、石墨烯、ＤＬＣ复合薄膜制备、超滑

机理等众多领域。
（２）表面织构（纹 理）研 究。在 摩 擦 副 表 面 上

加工出具有一定尺寸和规则排列的几何形貌阵列

（如微小凹坑或是沟槽等），具有优异的降低摩擦、
减小磨损和提高承载能力等特性，是改善摩擦副

表面摩擦学特性的有效手段。申请书针对织构界

面的固体润滑行为、人工植入件的固定、传动轴承

界面、密封界面、跨尺度仿生界面、织构化基底硬

质涂层的力学性能等开展探索，涉及面较广。
（３）传统的表面技术。由热喷涂、离 子 注 入、

镀层、热处理、固体润滑涂层等传统表面技术引申

而来的科学技术问题在申请项目中仍然占了相当

大的比例。
（４）涂层在苛刻环境下的服役行为。如涂层、

薄膜及织构在空间环境、海水环境、电磁环境、医

学临床、含沙水流、硬盘加载—卸载过程下的服役

损伤行为等。这类项目的主要研究内容与拟解决

的关键科学问题如偏涂层、薄膜及织构的制备，原
则上不属于本学科资助的主体领域。

申报项目中创新性突出的项目较少。绝大多

数基金项目的选题局限于特定的研究对象或工况

条件 下，偏 重 基 础 性、理 论 性 研 究 的 项 目 寥 寥 无

几。与石墨 烯 和 生 物 摩 擦 相 关 的 项 目 批 准 率 较

高，相关领域的研究较活跃，但某些项目的研究重

点已超越了传统的机械摩擦学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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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摩擦学研究从宏观领域向微观领域的不

断深入，表面效应和界面效应越来越突出，从而催

生出更为宽广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机械表面

界面科学，要 大 胆 变 革，从“环 境 友 好”、“超 低 摩

擦”、“生物”等角度研究表面／界面科学，深入探讨

表面效应和界面效应在机械中跨尺度相互作用规

律及调控原理等科学问题。

１．３．２　高能束制造

高能束制造是在撰写机械学科“十二五”发展

战略报告时规划的前沿领域［１］，近年来受到 了 广

泛的关注，该领域的基金申请量也逐年增加。但

是，从申报项目看，申请人多以复合的加工方法作

为创新点，申请项目偏向于工程化，未能深入挖掘

项目的关键科学问题，特别是能量与物质在不同

条件下相互作用的机理和新型加工方法；激光冲

击和诱导类部分项目偏向于材料涂层和薄膜的制

备，偏离机械工程学科资助范围。

２０１２年，科学处共接收高能束制造方面的申

请项目２１７项。其中，面上项目１４７项，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６２项，地区科学基金项目８项，占三类

项目 申 请 总 量 的４．２２％，主 要 集 中 在Ｅ０５０８（６８
项）和 Ｅ０５０９（１０３ 项）两 个 二 级 代 码，并 以

Ｅ０５０９０４（６５ 项）代 码、Ｅ０５０８０３（４２ 项）和

Ｅ０５０９０２（２５项）３个三级代码的申请量最大。从

技术领域分布来看，激光加工１５３项，电子束加工

１１项，离子束加工１８项，射流加工３５项，涉及零

件制造、再 制 造、焊 接、切 割、制 孔、喷 涂、表 面 改

性、刻蚀和精细加工等领域。该类申请项目存在

以下特点：
（１）学科交叉特征尚不明显。高能束制造是典

型的多学科交叉领域。但在２１７项申请项目中，有

１０３项申请选择了本学科内部三级代码作为第二

申请代码（交叉学科申请代码），原则上不属于学科

交叉。选择其他学科代码作为第二申请代码的项

目４５项，占申请总量的２０．７４％。交叉学科主要涉

及数学（Ａ０２）、金 属 材 料（Ｅ０１）、无 机 非 金 属 材 料

（Ｅ０２）、冶金与矿业（Ｅ０４）、工程热物理与能源利用

（Ｅ０６）、自动化（Ｆ０３）和光学和光电子学（Ｆ０５）等，其
中与冶金与矿业（Ｅ０４）交叉最多。

（２）激光加工类项目占主导。２０１２年度高能

束制 造 申 请 项 目 中，激 光 加 工 相 关 项 目 占

７０．５１％。主要研究内容包括激光 表 面 处 理 及 改

性（激光淬火、激光冲击强化、激光合金化、激光喷

丸强化），涂层材料及薄膜的激光诱导、原位制备，
激光焊接（激光钎焊、激光超声复合焊、激光电弧

复合焊、激光辅助摩擦焊等），激光打孔、切割及材

料蚀除，激光成形（三维金属零件及免组装机构的

激光熔覆成形、激光烧结成形、复杂零件及砂轮的

激光成形修复），激光辅助加工（辊弯、弯曲、渐进

成形、拉深成形等）。研究材料主要有：铝合金、镁
合金、钛合金、陶瓷等硬脆材料、异种金属、金属间

化合物、非 晶 合 金、超 高 强 钢、塑 料 等 聚 合 物 等。
研究对象涉及齿轮、螺纹、生物医用镁合金器械、
航空发动机及涡轮叶片、薄膜材料等。其中，三维

金属零件的 激 光 直 接 制 造（增 材 制 造）及 再 制 造

（２５项）及激光复合加工（２４项）是激光加工方向

的研 究 热 点，占 激 光 加 工 申 报 项 目 总 数 的

３２．０３％。
（３）微纳尺度加工是热点。高能束是微纳加

工的主要手段之一。２０１２年度，本领域申请项目

的热点主要集中在微机电系统、微流体器件、微流

控芯 片、微 细（纳）结 构 和 纳 米 涂 层 等 的 微／纳 制

造、微 成 形、微 焊 接（微 电 子 封 装、纳 连 接）、微 射

流、微切削、微尺度冲击强化等方面；采用材料主

要有微磨料、微纳颗粒（粉末）、纳米晶、纳米流体、
纳米陶瓷、纳米薄膜等；主要研究微纳加工工艺、
机理与质量控制等。

１．４　存在的主要问题

（１）部 分 申 请 书 未 能 通 过 初 审，不 予 受 理。

２０１２年度申请的三类项目中共有４４３份未能通过

初审，占申请总数的８．６２％。各类项目不予受理

的主要原因如图２所示。其中占比最大的为“面上

项目缺 项 目 组 主 要 参 与 者 的 学 历 和 研 究 工 作 简

历”，占２６．１６％；“研究期限或年度研究计划有错

误”，占２０．６２％；“申 请 手 续 不 完 备”，占１５．０８％。
因此，申请人今后在申报基金项目时，应仔细阅读

基金申请指南和通告，严格按照撰写提纲认真、规
范地撰写申请书，并完整提供相关附件，避免因非

学术性问题和低级错误导致申请失败。
（２）部分项目不属于本学科的资助范围。随

着本科学处申报项目数量的持续增长，学科误报

成为较为突出的问题。科学处资助机械学和制造

科学领域的基础研究，鼓励申请人提出有创新思

想和鲜明特色的研究项目，开展实质性学科交叉

和合作研究，但所申请项目的主体必须属于机械

工程学科。因此，项目申请人应认真了解本学科

资助范围，正确理解申请代码，避免误报研究内容

不属于本学科范畴的项目，影响项目的受理、评审

及获批。
（３）提醒同行评议专家注意的问题。国家自

然科学基 金 项 目 采 用 同 行 评 议 制 度 进 行 通 信 评

审，同行专家的函评意见对申请项目的上会和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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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申请项目不予受理的原因

批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因此，同行评议专家应

本着对项目申请人负责的态度，根据同行评议要

点，对项目的研究内容、研究价值、研究方案和创

新性等进行客观评价，提出有针对性的评审意见

和建议，而不是只写一些空话和套话；在撰写评议

意见时，应避免张冠李戴，将意见贴错；或出现评

议意见过于简单、资助意见和评语不一致等错误，

确保评议意见的完整性和有效性，并对申请人有

所帮助。为保证评审的公平性，科学处建立了评

议专家绩效评价和信誉评价制度，对不合格的评

议意见将退回并要求重新提交，评议人的评审情

况将与其申请项目直接进行绩效挂钩。
（４）计划书填写问题。科学处每年在审核《资

助项目计划书》时，都会发现若干计划书不符合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计划书的填写要求，而导致

被退回重新填写。因此，获批科学基金项目的负

责人应要仔 细 阅 读《资 助 项 目 计 划 书》中 第 二 页

“计划书填报说明”。如在《批准通知》和同行评议

意见中明确提出研究内容或“研究方案的修改意

见”，请参照要求在《资助项目计划书》报告正文中

对修改内容作出详细说明；未要求调整的部分请

勿复制到《资助项目计划书》中。经费预算要严格

按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财务管理办法》，仪器设

备单件在５万元以上时请在报告正文中说明用途

和购置的必要性。

其余未述问题及注意事项参见文献［２］。

２　科学基金管理工作回顾

２．１　促进学术交流与合作，推进机械工程基础科

学领域创新发展

为了进一步促进机械工程学科领域海内外学

者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加快中国机械工程基础研

究立足前沿、走向国际化的步伐，由科学处具体组

织，重庆大学和重庆理工大学承办的第十届设计

与制造前沿国 际 会 议（ＩＣＦＤＭ２０１２）于２０１２年６
月１０～１２日 在 重 庆 成 功 举 行，参 会 代 表 近７００
名。本次会议的主题是“高品质设计与制造”。来

自德国、美国、澳大利亚、美国、新加坡和中国的知

名教授作了５个主题报告和５个特邀报告，介绍

了国际上设计与制造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引起

与会学者的极大兴趣与关注。

公开报告和展示科学基金结题成果和评选基

金优秀结题项目是ＩＣＦＤＭ 系列会议的主要内容

之一。本届会议从２０１０与２０１１两个年度８１９项

结题项目中遴选了２００项进行展板展示，安排了

６６项不同类别的基金项目进行分会场报告，并组

织与会专家对进行分会场报告的三类项目进行了

投票评选，最终１０项面上项目和６项青年科学基

金项目获得大会颁发的“优秀结题项目”奖。

２．２　贯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党组战略部

署，启动重大项目立项

随着以“大创伤”为特征的开放手术向以“微

小创伤”为特征的微创手术方向发展，探索面向自

然腔道的新一代微创手术器械已成必然趋势。工

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面对生命／医学发展的需

求，探索先进手术器械创新设计与仿生制造的科

学原理是机械工程学科重要任务之一。根据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优先发展领域，科学处在深入研讨

和广泛征求科学家意见的基础上，于２０１２年初提

出了“精准微创手术器械创成与制造基础”重大项

目立项领域。该项目已经通过通信评议及会议评

审，并经委务会审批，正式立项。该重大项目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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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个课题，经费为１５００万元，从２０１３年１月开始

执行。
项目以微创手术器械为载体，将精与 准 融 入

手术器械设计与制造之中。期望通过５年的持续

研究，完善生／机界面的安全接触与自适 应 理 论，
发展微创器械多功能化表面设计与制造新原理，
探索软体安全操作原理及精准器械创成方法，形

成微创器械低成本精确制造新原理，建立器械安

全服役性能试验与评价方法。最终通过创新设计

与仿生制造，为实现器械创新、引导微创手术新理

念、提升手术质量、满足未来精准微创手术临床需

求奠定良好的科学基础。

２．３　认真准备重大研究计划中期评估，做好集成

项目的顶层设计

“纳米 制 造 的 基 础 研 究”重 大 研 究 计 划 于

２００９年１月正式发布指南，接收申请。截至２０１２
年９月，正 式 发 布 指 南 和 受 理 申 请４次（２００９～
２０１２每年度一 次）。收 到 申 请 书 共 计５５８份（其

中培育项目４３３份，重点支持项目１２５份）。经专

家通信评审和会议评审，正式资助项目１３３项（其
中培育项目１０９项，重点支持项目２４项），已资助

总经费为１２３３１万。本年度共资助重点支持项目

４项。
为了迎接本年度的重大研究计划中 期 评 估，

做好下一步的项目集成工作，科学处对所有在研

项目发出了调查问卷，统计项目的最新进展与成

果，并围绕纳米精度制造、纳米尺度制造、跨尺度

制造等研究领域，专门成立了重大研究计划中期

评估指导小组、中期评估报告起草小组和中期评

估工作秘书小组，认真梳理在过去４年里，“纳米

制造的基础研究”重大研究计划所取得的研究进

展与研究成果，顺利通过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组织的中期评估。
中期评估表明，该重大研究计划在过 去４年

里，围绕纳米精度制造、纳米尺度制造、跨尺度制

造等研究领域，取得了若干原创性的理论和技术

成果，培养了一批优秀学术带头人和中青年学术

骨干，有力提升了我国在纳米制造领域的国际影

响力。截止２０１２年７月底，重大研究计划在本领

域发表ＳＣＩ论文８００余篇，其中影响因子大于１０
的论文４６篇，封面论文１３篇，长篇纳米制造领域

综述４篇；出版专著（章节）２５部，其 中 英 文 专 著

１７部；国际 学 术 会 议 邀 请 报 告 共６１人 次，其 中

ｋｅｙｎｏｔｅ与ｐｌｅｎａｒｙ共１４人次；申请专利２７８项，
其中授权８９项。

在前４年研究的基础上，后续计划在 亚 纳 米

级精度表面制造原理与方法、大面积微纳米结构

精确复 形 制 造、“Ｔｏｐ－Ｄｏｗｎ”与“Ｂｏｔｔｏｍ－Ｕｐ”
结合的纳米制造方法学研究、基于电子状态调控

的超快激光微纳制造新方法探索等４个领域进行

项目集成。

２．４　继续召开青年／地区科学基金项目启动会，
加快青年创新人才队伍培养

随着资助强度和资助数量的大幅增 长，科 学

基金进入了“百亿元”时代。为了更好地引导项目

负责人高质量地完成科学基金，科学处从量大面

广的人才 类 项 目 入 手，先 后 召 开 了２０１０年 度 和

２０１１年度青年／地区科学基金启动会。在总结上

两届启动会经验基础上，于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１７日在

南昌组召开了２０１２年度获批青年／地区科学基金

项目启动会。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温

诗铸，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赵万生、国家杰出青年科

学基金获得者、西北工业大学教授杨合和科学处

处长王国彪，分别作了《开拓进取，求实创新》、《探
索：过程比结果更重要》、《勤于思考，追求卓越》、
《科学基金与创新思考》等４个主题报告（详见ｈｔ－
ｔｐ：／／ｗｗｗ．ｉｃｆｄｍ．ｃｏｍ）。主 题 报 告 结 束 后，青

年／地区科学基金项目代表按照研究方向分５个

会场进行了讨论和交流。专家及基金管理人员对

如何开展创新研究、明确未来的研究方向、总结研

究成果、培养研究生、申请国际合作与交流项目以

及科学基金工作中的同行评议、进展与结题成果

管理等 问 题 进 行 了 详 细 解 答。与 会 代 表 纷 纷 表

示，启动会为第一次获得基金资助的青年学者提

供了一个良好的学习机会，通过专家报告和面对

面交流，对如何做好科学基金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将以会议为契机，不断提高创新能力，利用好科学

基金平台，夯实科研基础，将科研工作可持续的开

展下去。

２．５　研讨若干学科前沿、热点

科学处通过等多种形式，深入研讨了 若 干 前

沿、热点问题，为学科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如为

抓住当前国家大力发展科学仪器设备这一机遇，
提高我国机械测试领域仪器研发能力和水平，围

绕机械制造及重大装备中的测试理论与方法、精

密测试与计量、先进传感技术与系统、微纳测试技

术及仪器、光学测试技术及仪器等领域，资助召开

了第二届现代机械测试理论与技术基础高层论坛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北 京）。大 会 共 安 排 了８个 邀 请

报告和１８个交流报告，讨论了现阶段机械测试领

域的研究热点和难点问题，主要包括微／纳测试理

论与技术、传感器原理与技术、测量新原理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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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面向关键应用的测量问题等几个方面，研讨了

国内机械行业发展趋势以及与国外发展的差距，
并讨论了目前国内机械测试领域面临的挑战及解

决思路。
新能源高效利用与装备制造基础一直是关系

到国家利益与安全的基础性和战略性产业，围绕

学部２０１３年新能源装备重点项目群布局，科学处

资助召开了第二届新能源装备设计与制造基础高

层论坛（２０１２年１１月，广 州），重 点 关 注“半 导 体

照明”和“太阳能光伏发电”两大新兴产业。为了

深入了解半导体照明和太阳能光伏发电的装备现

状，论坛首日组织与会专家现场考察了广州周边

相关４家企 业。针 对 考 察 中 发 现 的 问 题，在 第２
天展开了大会主题报告和专场讨论，以提高光资

源利用效率和降低制造成本为目标，探讨其中涉

及的新思想、新方法、先进装备和制造理论，本次

论坛达成的共识，将为“半导体照明”和“太阳能光

伏发电”两大新兴产业的装备设计与制造发展趋

势提供战略研究报告，对丰富“光制造”学术方向

的内涵和理论体系具有积极意义。

３　科学基金成果情况

３．１　结题成果

２０１１年度基 金 结 题 项 目 共４９９项。科 学 处

根据２０１１年度《资助项目结题报告》的填报要求，
制定了结题报告的审核原则，组织专家对结题项

目进 行 了 综 合 评 价，并 对 结 题 成 果 进 行 了 统 计。
绝大部分项目较好地完成了计划任务书中规定的

研究内容，研究成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良好

的应用前景，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关注，对推动学

科发展和行业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
据统计，２０１１年４３４项三类结题项目取得了

显著的成果。参加国际学术会议１３９８人次，其中

国际特邀报告４２人次；参加国内学术会议３１５人

次，其中全国特邀报告１９人次；在国内期刊上发

表论文２５４２篇，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１４４４篇；

ＳＣＩ检索论文１０６３篇，平均每个项目发表ＳＣＩ检

索论文２．４篇；ＥＩ检索论文２６７７篇，平均每个项

目发表ＥＩ检索论文６．２篇；出版专著５８部；获批

发明专利３９７件、实用新型专利１５３件。

３．２　进展成果

２０１１年 度 提 交 的２００８年 度、２００９年 度 和

２０１０年 度 批 准 的 各 类《资 助 项 目 进 展 报 告》共

１３７０项。科学处 组 织 专 家 对 进 展 报 告 进 行 了 认

真审核，按 照 审 核 原 则 划 分 为４个 档 次，分 别 为

优、良、中和差。进展报告的基本审核原 则 如 下：

①是否基本按研究计划要求进行，如进展报告的

撰写是否规范、提供的数据资料是否详实、进展情

况是否良好、附件材料是否齐备；②是否在理论、
方法和技术研究以及培养高素质科技人才等方面

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综合来看，大部分项目按研

究计划要求进行，进展报告撰写规范、提供的数据

资料详实、进展情况良好。
据统计，执行两年期的项目在２０１１年度共发

表ＳＣＩ检索论文４７１篇、ＥＩ检索论文１０６２篇，平

均每个项目发表ＳＣＩ检索论文０．９篇、ＥＩ检索论

文２．１篇；获 批 发 明 专 利１３２件、实 用 新 型 专 利

６９件、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２２件，申请发明专

利３０６件、实用新型专利３５件。

３．３　人才培养与团队建设

人才成长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不同层 次 人 才

的结构呈现金字塔形状，科学基金始终高度关注

人才培养，更加侧重打造一个相互衔接的科学基

金人才 资 助 和 培 养 链 条。通 过 青 年 科 学 基 金 项

目、面上项目（青年—面上连续资助项目）、优秀青

年科学基金项目、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创新群

体科学基金项目、其他国家重大项目的连续资助，
使刚刚迈入科研大门的青年人才通过一系列基金

项目的连续资助，夯实基础，稳步发展，在特定的

研究方向上取得创新的成果。
科学处非常注重对青年人才的培养 和 扶 持，

持续加大对青年科技人才的支持力度。累计资助

青年科 学 基 金 项 目２０２７项，资 助 经 费４２　６３４．９
万元。１９９８～２０１２年，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资助

情况如图３所示。近５年共资助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１４４１ 项，占 资 助 总 数 的 ７１．０９％；资 助 经

费３３　０７０万元，占总经费的７７．５７％。

２０１２年，科学处共接收青年—面上连续资助

项目申请５３项，占本年度结题的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的２７．３％，受 理５２项。根 据 年 度 进 展 报 告 审

核原则，对受理项目按照进展成绩进行初步分档，
全部 上 会，并 组 织 专 门 的 专 家 评 审 组 进 行 评 审。
经会评专家投 票，９位 在 研 青 年 科 学 基 金 项 目 负

责人提交的申请，通过相对简化的程序，得到了连

续、稳定的科学基金支持。

２０１２年，科学处共接受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申请９５项，在同行评议基础上，充分考虑创新

学术思想、学术价值与影响和创新潜力，遴选上会

答辩项目１７项。经 会 评 专 家 投 票，浙 江 大 学 邹

俊、西安交通大学雷亚国、清华大学张晨辉、解放

军装甲兵工程学院魏世丞、湖南大学姜潮、西南交

通大学郑靖、上海交通大学李淑慧、西北工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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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情况（１９９８～２０１２）

詹梅、哈尔滨工业大学闫永达、中南大学帅词俊和

华中科技大学廖广兰共１１人获得资助。其中女

性３人，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获得者３人，覆盖

了传动机械学、机械动力学、机械摩擦学与表面技

术、机械设计学、机械仿生学、零件成形制造、零件

加工制造、微／纳机械系统等８个领域，资助总经

费１１００万元。

２０１２年，５位中青年学者（西安交通大学陈雪

峰、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袁慎芳、清华大学王立平、
天津大学邾继贵、中北大学刘俊）获得国家杰出青

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研究领域分别为机械系统

动态监测 与 诊 断（Ｅ０５０３）、航 空 智 能 结 构 与 健 康

监测（Ｅ０５０４）、先 进 制 造 装 备 及 其 控 制（Ｅ０５０９）、
机械 测 试 理 论 与 技 术（Ｅ０５１１）、微／纳 机 械 系 统

（Ｅ０５１２）。

２０１２年，浙 江 大 学 谭 建 荣 院 士 牵 头 的“机 电

液系统基础研究”研究群体获得创新研究群体科

学基金资助，以支持该群体长期围绕机电液系统

基本科学问题和核心技术开展基础研究，进一步

提高与确立该群体在国际上的学术地位。截止到

目前为止，科学处共资助了６个创新研究群体。

４　结束语

按照“战略引导，统筹发展，完善机制，激励创

新”的总体规划思路，科学处圆满完成了２０１２年

度的各项工作。科学基金在发展过程中，同时面

临着诸多挑战：如经费投入超常规增长、申请量大

幅增长、国家和社会对科学基金的期望值不断提

高、科 研 不 端 行 为 引 发 的 道 德 风 险 不 断 提 高 等。
面对这些挑战，科学处将不断总结管理经验，稳步

推进科学基金的各项工作，促进我国基础研究的

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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