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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usss p s| p vs收到

tl  物理k ´l学科包括凝聚态物理学 !原子分子物理学 !光物理学 !

声物理学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物理( ´)学科 1999 年结题项目情况综述 3

张 守 著
k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数理科学部  北京  tsss{vl

  为了加强绩效管理 o使广大科技工作者从一个

侧面了解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执行情况 o进一步提

高项目执行单位和个人对项目结题的重视程度 o也

使项目的执行和结题受到社会的监督 q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员会数理科学部物理k ´l学科tl仅对 t||y

年 |月批准 ot||z年 t月开始执行 ot|||年 tu月结

题的面上基金项目做出总结 o总结内容主要依据

usss年 v月所收到的结题报告材料 q

t  项目批准情况

t||y年 |月批准的物理k ´l学科研究项目的

情况见表 t o其中理论研究项目占 vt h q在总共 |v

个项目中 o有 t项因执行人出国撤消 ot 项申请延期

至 usss年 tu月 o所以共收到 |t份结题报告 q

表 t

项目类别 批准项目数 批准经费r万

自由申请 zy zuz

青年基金 tx tvu

地区基金 t x

高技术 t |

总计 |v {zv

u  项目执行情况

项目从 t||z年 t月开始执行 o执行情况如下 }

211  学术论文和专著情况

国际学术刊物k受 ≥≤�收录lwuv 篇 o国内学术

刊物 wty篇 o专著 {部 q其中在受 ≥≤�收录且影响因

子 ξ 大于 s1x的刊物上的论文分布情况见表 u q

表 u

s1x [ ξ � t t [ ξ � u u [ ξ � v ξ ∴v

发表论文篇数 v{ ttw |w vy

  从总体看 o投入产出比为 }每篇论文约需 t万元

经费 q如仅考虑影响因子大于 s1x的论文 o则每篇论

文约需 u万 z千元 q

212  国际 !国内学术交流情况

国际 !国内学术交流情况见表 v q

表 v

国际会议r篇 国内会议r篇

特邀报告 u{ wt

一般报告 txs tvu

213  其他方面

人才培养 }博士后 ty 名 o博士 zv 名 o硕士 |y

名 q

获奖和获专利情况 }部委奖 x 项 o省市奖 { 项 o

省优秀论文奖 t项 ~专利 w项 q

v  情况分析

311  结题项目整体评估k相对l

结题项目整体评估见表 w q

表 w

优秀 良好 一般 较差

ty ux vw t|

312  大影响因子的论文属理论r实验情况

大影响因子的论文属理论r实验情况见表 x q

表 x

理论r篇 k理论 n 实验lr篇 实验r篇

u [ ξ � v论文 x{ tz t|

ξ ∴v论文 tu tz z

313  按单位分析

t||y年批准的面上项目分布在全国 v{ 个单

位 o其中项目较多的有 w个单位 o执行情况比较见表

y q

314  优秀结题项目

优秀结题项目见表 z q

#ssz# 物理



表 y 3

南京大学
中国科学院

物理研究所
北京大学

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

其他 vw个单位

总  计
w单位在各项指标中

所占比例k h l

项目数 tt | { y xz vy1y

经费r万 |{ tsw zy ys xvx v{1z

国内论文 vs uw vz ut vsw uy1|

国外论文 yz y| vx vv ut| w{1z

u [ ξ � v论文 u{ x | z wx xu1t

ξ ∴v论文 x ts w tz xu1{

°� �论文 v t t v yu1x

优秀结题项目 w v t t z xy1v

  3 缩写 °� �� °«¼¶q� √̈ q�̈··q

表 z 3

项目编号
主持人

姓名
所在单位 经费r万 主要工作 备注

t|yswssx 李建新 南京大学 y °� �u篇 ~°� �y篇 f

t|yswssz 黄湖 清华大学 y
°� �t篇 ~

�³·q≤²°°∏qt篇
f

t|yswstw 成昭华
中科院

物理所
ts

�°�u篇 °� �u篇 ~

��°z篇

t|yswsty 杨金龙
中国科技

大学
|

°� �t篇 ~

�≤° ¶u篇 ~°� �v篇
f

t|yzwssz 林宗涵 北京大学 z °� �y篇

t|yzwstv 匡乐满
湖南师范

大学
z °� �w篇

t|yzwsuu 夏桦 南京大学 | �°�t篇 ~°� �w篇

t|yzwsuw 熊诗杰 南京大学 {
°� �t篇 ~°� �y篇 ~

°� ∞u篇
f

t|yzwsuz 董锦明 南京大学 tt
�°�t篇 ~≤°�u篇 ~

°� �v篇 ~�°�u篇

t|yzwswu 邹宪武 武汉大学 | °� �u篇 ~°� ∞u篇

t|yzwswy 钟建新 湘潭大学 z °� �t篇 ~°� ∞t篇 f

t|yzwsxx 王秀岩
中科院大

连化物所
| �°≤t篇 ~≤°�v篇

t|yzwsys 沈学楚
中科院上

海技物所
ts °� �t篇 ~�°�u篇 f

t|yzwsy{ 张殿林
中科院

物理所
ts °� �t篇 f

t|yzwszt 范海福
中科院

物理所
tt

�¦·¤ ≤µ¼¶·q⁄w篇 ~

�q�³³̄ q≤µ¼¶·t篇 ~

国际会议特邀报告 u次

t|yzwszy 张进修 中山大学 |1x
°� �u篇 ~°� ∞t篇 ~

国内专利 t项

3 ktl上述统计结果完全依据所收到的项目结题材料 ~

kul在备注中有/ f 0者为在 °� �上发表论文的项目 ~

kvl缩写 �°�� �³³̄ q°«¼¶q�̈··qo≤°�� ≤«̈ ° q°«¼¶q�̈··qo��° �

�q�³³̄ q°«¼¶qo�≤° � �q≤«̈ ° q°«√¶qo�°� � �q°«¼¶q�qo°� � �

°«¼¶q� √̈ q� o°� �� °«¼¶q� √̈ q�o°� ∞ � °«¼¶q� √̈ q∞

w  看法和建议

ktl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主要资助项目研究和应

用基础研究 o而物理k ´l学科则更强调基础研究 q从

获得资助项目的申请书中可以看出 o绝大多数申请

者以发表论文作为完成项目的考核依据 q所以 o本文

主要介绍发表论文的情况 q项目结题评估强调质量

也看数量 o但数量是以质量为前提 qty 个优秀结题

项目就是在这种考虑下遴选出来的 q

kul上面数据表明 }w个主要单位与全国其他所

有单位相比 o在项目数 !经费两方面仅占约 trv o可

在国际刊物上发表论文的数量却占约 tru o而且刊

物影响因子越大 o在其上发表论文数所占比例越高 o

因此 o优秀结题项目越多 q这说明这些单位获得多项

支持当之无愧 q由于这些单位的总体科研优势很强 o

所以 o应该成为高水平研究成果的主要产地 q

kvl在影响因子介于 u [ ξ � v杂志上发表的论

文中 o纯理论性的研究比较多 o可是 o在更高影响因

子杂志上 o理论与实验结合的论文却比较多 q显然 o

理论与实验的结合应能产生更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q

所以 o应提倡和鼓励理论研究与实验研究相结合 q

kwl青年基金项目的优秀结题率约为 uy1z h o

而自由申请项目约为 tx1{ h qw 位优秀结题项目的

主持人 o有 u位出国 o另 u位今年在面上自由申请项

目中再次获得资助 q建议对已很好完成青年基金项

目 o又继续竞争自由申请项目的项目主持人给予优

先考虑 q

kxl从结题报告中还可以看到 o有些过去基础不

错 o曾得到很好研究成果的研究小组 o由于项目主持

人身兼行政职务或社会兼积太多 o项目结题很一般 ~

一些过去做出过很好成果 o主持人一直工作在科研

第一线的研究小组 o项目结题依然优秀 q例如 o中国

科学院物理研究所范海福先生 !张殿琳先生 o中国科

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沈学础先生 o北京大学林

宗涵先生等分别领导的研究小组就是其中的典型 q

对这些研究小组应该给予应有的关注 q

kyl从结题报告中可以看出 o虽然某些研究单位

条件不很好 o但单位重视 o项目执行人勤奋 o并且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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