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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基金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多方联合资助更好地发挥自然科

学基金的导向作用，促进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建设。近年来，随着新时期科学基金深化改革，联合基金也

形成了新的建设与发展模式。本文通过对联合基金的发展概况与管理流程进行梳理，结合现有文献中联

合基金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提出明确基金定位，建立退出机制；完善指南形成方式，提高指

南质量；扩大资助规模，加强基金宣传；优化成果收集，强化成果推广等优化措施，为联合基金项目的

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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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SFC-joint Fund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SFC). It can better play the guiding role of the NCFC 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ation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ystem with multi-party joint funding. With the 
deepening reform of NSFC, the NSFC-joint Fund has formed new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mode. The article summarized the development status and management process of joint funds, 
analyzed the problems and suggestions, and then proposed optimization measures such as cla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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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ying the positioning and exit mechanism of the fund, improving the format of guidelines and en-
hancing their quality, expanding funding scale and strengthening publicity, optimizing achieve-
ment collection and strengthening achievement promotion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
ment of NSFC-joint Fund Project. 

 
Keywords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SFC), NSFC-Joint Fund Project, Management  
Mechanism, Problem, Suggestion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泉[1]。《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强调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

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基金(以下简称“联合基金”)是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以下简称“自然科学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发挥自然科学基金的导向作用，是国家

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支撑。 

2. 发展概况 

联合基金是指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基金委”)与联合资助方共同提供资金，在商定

的科学与技术领域内共同支持基础研究的基金。联合资助方包括政府部门、事业单位、企业或其他法人

组织。联合基金旨在发挥自然科学基金的导向作用，引导与整合社会资源投入基础研究，促进有关部门、

企业、地区与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的合作，培养科学与技术人才，推动我国相关领域、行业、区域

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3]。 
上世纪 90 年代，我国设立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并逐步建立起基础研究的多元化资助体系。2000 年 8

月 28 日，基金委与宝钢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发起成立的钢铁联合基金开启了我国联合基金的大幕[4]。此后，

为满足不同主体基础研究个性化需求目标，基金委开始与地方政府部门、企业及行业部门共同出资开展

联合资助，并逐步由自发需求向有计划的行为转变。 
2018 年，基金委启动新时期科学基金深化改革，同步推进联合基金改革。为解决基础研究投入不足

和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在原有联合资助的基础上，提出强化协同创新、拓展基础研究多元投入渠道的改

革目标，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管理，坚持问题和需求导向，优化整合现有联合资助布局，创新与行业部

门、地方政府、大型企业等的联合资助模式[5]。按照“面向国家需求，引导多元投入，推动资源共享，

促进多方合作”的原则，基金委与有关地方政府共同出资设立“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与企业共同

出资设立“企业创新发展联合基金”，与行业部门共同出资设立“新时期行业联合基金”，初步形成了

新时期联合基金资助体系。 

3. 管理现状 

联合基金面向全国发布，公平竞争，鼓励跨区域、跨企业、跨行业的研究人员开展实质性合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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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委强化统筹管理，统一经费使用、发布指南、评审程序、项目管理，推进形成具有更高资助效能的

新时期联合基金资助体系。联合基金的管理按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项目资金管理办法》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基金项目管理办法》等相关管理办法执行。 

3.1. 联合基金管理模式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资金管理办法》明确了联合基金的管理模式，基金委应当与联合资助

方签订联合资助协议，实施中的重大问题由联合资助双方共同研究决定。 
对于同时涉及多个研究领域、研究领域具有较强跨学科特点、联合资助经费总量较大、实施周期较

长的联合基金，联合资助双方一般会成立管委会对联合基金进行管理[6]。管委会成员由双方领导及相关

部门负责人组成，负责资助领域及资助计划确定、项目指南形成及发布以及其他重大事项的决策。实际

管理中，管委会下设联合基金项目管理办公室，成员由基金委相关部门和协议机构有关成员组成[7]。具

体负责联合基金项目的实施与协调，包括项目申请与受理、评审与批准、中期检查、结题与成果管理等，

保障联合基金资助工作的有序有效完成。 

3.2. 联合基金过程管理 

基金委和联合资助方是联合基金管理的主体，各管理主体在不同管理流程中的的职责与分工有所侧

重。联合基金的指南形成，一般先由联合资助方基于协议规定的研究领域及其发展需求提出年度指南建

议，基金委相关学部根据科学自然基金发展规划、协议规定，提出意见并组织有关专家进行多轮论证，

最终形成联合基金年度项目指南。联合基金项目主要分为培育项目、重点支持项目等亚类；根据实际需

要，双方可协商确定其他亚类。项目的申请、受理、申请、评审与批准工作主要由基金委完成，联合资

助方不参与具体工作。联合基金项目实施过程中，资助双方共同对项目进展情况进行监督与管理，部分

联合资助方会根据需求直接跟踪部分资助项目的实施过程[6]。 

3.3. 成果管理 

联合基金项目取得的研究成果按照基金委成果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项目形成的知识产权的归属、

使用和转移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执行。如联合基金资助项目经费来源于中央或地方财政投入，则知识

产权授权项目承担者；如联合基金资助项目经费来源于非中央或地方财政，则联合资助放对该类项目形

成的专有技术和专利在一定时间内享有优先使用权。联合资助方特别是企业如对知识产权归属有特殊要

求，应当在项目指南中明确说明；项目批准后，联合资助方与项目依托单位商议签订有关知识产权协议。 

4. 存在问题 

自 2000 年钢铁联合基金启动以来，联合基金发展迅速，经过自然科学基金深化改改，新时期联合基

金资助体系逐步形成并日趋完善。随着联合基金的发展，联合基金资助协议不断增多、资助领域不断拓

宽、资助规模不断扩大，对于联合基金的管理，特别是在调动多元化投入、实施一体化设计、建设法治

规章、推进依法管理、规范经费管理、加强资金监督、加强绩效管理、优化学术生态等方面管理模式的

需求及要求越要越高。根据现有文献对联合基金管理运行实践的研究报道，联合基金项目管理仍存在一

定问题。 

4.1. 基金设立依据需明确 

联合基金定位于通过自然基金的导向作用推动我国相关领域、行业、区域的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具

有地方特色、领域特色、行业特色。联合基金随着地方或行业重大需求、重大问题等的变化不断产生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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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项目种类，各地方、行业以及领域的联合基金存在差异，各年度联合基金资助项目也动态变化。而如

何在科学技术不断变革的过程中确立联合基金的资助领域与方向，是发挥联合基金导向作用的基础。马

卫华[4]等和邱莹[8]等研究发现目前联合基金设立依据模糊，各类联合基金管理办法均未明确联合基金的

设立条件，可能导致联合基金设置的随意性及重复性，甚至可能使得联合基金成为学者们瓜分课题的工

具，出现“福利化”倾向。 

4.2. 指南质量需提高 

马卫华[4]等通过对承担过和申请过联合基金的科学进行问卷调查发现，科学家群体对联合基金各类

指南选题征集程序及渠道的了解有待提高；多数科学家认为当前指南选题的征集效果比较好，部分科学

家持保留意见；联合基金指南征集范围有限，可能导致重点资助领域成为少数单位和学者“个性化”、

“碎片化”的需求，而非行业或区域发展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邱莹[8]等统计发现各地方政府联合基金

指南研究领域与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重大项目、重大研究计划等项目指南研究领域存在重复情况；各地域、

行业的资助领域相对固定，部分联合基金资助领域基本没有变化。 

4.3. 基金投入规模及认知度需加强 

近年来，国家持续加大对基础研究的经费投入，而联合基金作为自然科学基金体系中创新项目类型，

其总体资助规模小、资助率与资助强度较低、关注群体较少[9]。刘玲等[10]发现，因 NSFC-广东联合基

金总经费规模小，按重点项目的资助强度，每年可资助的项目数量实际少于基金指南的研究方向数量；

彭海媛[11]等通过对海峡联合基金的研究发现科学家群体尤其是省外团队对该基金的了解较少，不少科研

人员认为该基金项目级别弱于自然科学基金且省外科研人员无申报资格；唐福杰[12]通过对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多元化投入现状深入分析发现相比欧美等发达国家，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占比较低，经费投入以中央

财政为主，地方财政和企业投入较少。 

4.4. 成果管理需强化 

有效的联合基金成果管理，有利于推动联合基金项目成果的落地和推广，从而助推基础研究投入结

构的优化和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6]。然而目前联合基金并没有形成与科学基金其他资助工具有明显差异

的制度化、体系化的联合基金效果评价机制[13]。吴卫红[14]等通过收集联合基金结题项目成果相关数据

发现，早期联合基金结题报告填写不规范和成果收集不准确，并且对于资助项目产生的社会经济效益未

能有效跟踪评估；各类联合基金均存在部分专利成果闲置的情况，不能完全发挥出联合基金成果的市场

价值。 

5. 建议 

5.1. 明确基金定位，建立退出机制 

联合基金在自然科学基金中起导向作用，能够推动区域、行业的原始创新和发展。联合基金的建设

与发展应以国家重大需求和行业领域重大科学技术问题为核心，统筹布局制定长期规划，各区域、行业

联合基金应明确设立原则，突出特色，控制总量；重点对可促进区域或行业发展以及具有地区资源优势

特色的研究领域予以支持。同时，通过联合基金后评估体系及绩效考核，对联合基金进行动态评价，建

立联合基金退出机制，以凸显联合基金特色，促进科学基金健康发展。 

5.2. 完善指南形成方式，提高指南质量 

联合基金项目指南奠定了联合基金项目的科学导向，是联合资助双方共同意愿及资助目标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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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联合基金开展工作的基石。在指南形成过程中，建议积极协调各领域负责人与联合方，立足国家战

略，对标科技规划，做好顶层设计；拓宽与完善联合基金项目指南产生途径，组织全国范围的科学家对

标国际科学发展、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行业发展，提出并凝练重大科学问题；持续以“项目群”的资助

方式集中对区域、行业产业面临的重大基础科学问题开展研究，提高资助项目之间的关联度，创建完成

研究链；逐步弱化指南“自下而上”的形成方式，消除可能产生的指南内容定向等问题；强化指南论证，

充分征求专家意见，加强指南科学性。 

5.3. 扩大资助规模，加强基金宣传 

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需要科研经费投入的支持，建议拓宽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资助领域、增加资

助强度，对联合基金的资助领域、资助成效、项目指南等进行宣传，以扩大联合基金的知名度与影响力

[15]。同时结合国家经济形势、各行业企业特点适当调整企业多元化投入比例，吸纳更多企业投入，探索

接受社会捐赠资金投入，进一步规范项目经费、组织实施费及结算管理[12]。 

5.4. 优化成果收集，强化成果推广 

联合基金项目成果的转化应用，是发挥联合基金对社会经济发展引领作用真正关键的一步，基金委

也将科学基金成果评价机制、贯通机制、资助成果展示、转移、转化作为工作重心之一。建议基金管理

部门优化成果收集方法，规范联合基金结题报告填写要求，建立联合基金成果评价机制，加强结题项目

经济社会效益的跟踪考察和记录，从而实现对成果的精准管理；强化联合基金项目成果推广，建立成果

应用贯通机制，促进基础研究向应用转化。 

6. 结语 

近年来，国家对基础研究的重视和投入不断提高，国家“十四五”规划再次重申把科技自立自强作

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随着自然科学基金获得的财政拨款不断增加，科学基金项目申请数量快速攀升，

国家和社会各界对科学基金的关注不断增多、要求不断增高，因此，科学基金项目的管理要求及管理目

标也不断提高。本文通过对联合基金的设立与发展、管理职责与流程进行梳理，对联合基金实际管理中

存在的问题进行归纳总结，对联合基金的定位、目标、实施过程形成了总体认识，同时对联合基金管理

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有一定分析。随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改革的不断深化，新时期联合基金应进一步规范

管理，明确基金定位，建立退出机制；完善指南形成方式，提高指南质量；扩大资助规模，加强基金宣

传；优化成果收集，强化成果推广。在规范化、高效能管理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联合基金导向作用，推

动相关领域、行业、区域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促进科学与技术人才的培养，助力国家创新体系和科技

强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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