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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于当年3月份开

始受理，经过形式审查、同行评议和专家组评审，

全部工作已于9 月下旬结束。本文仅就当年动物学

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受理、评审和资助情况做一

简要介绍，为从事动物学研究的科研人员和管理人

员在基金申报时提供参考。

1　基金受理情况分析

1.1　项目受理概况　2008年动物学科共收到面上类

申请书546份，比2005年的392项增加了39.29%，

比2006年的437项增加了24.94%，比2007年 484

项增加了12.81%，占生命学部2008 年面上类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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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75 万项的1.74%。其中面上项目387项，青年

基金 110 项，地区基金 49 项。

1.2　各分支学科受理情况　2008年，基金委生命

学部对各学科的代码进行了调整。动物学(C13)为

一级代码，下设六个二级代码：动物形态及胚胎学

(C1301)、动物系统及分类学(C1302)、动物生理及

行为学(C1303)、动物资源与保护(C1304)、昆虫学

(C1305)和实验动物学(C1306)。考虑到昆虫学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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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人数较多、研究基础较强的特点，2008 年

该学科设立独立的二级代码。项目申请数达到142

项，占学科总项目的26.01%。动物学科各分支学

科受理项目情况见表 1。

1.3　申请人分析　对申请项目主持人的职称统计结

果显示，2008年动物学科面上和地区项目申请人具

有正高级职称人数分别为170人和17人，分别占两

类项目申请人数的43.93% 和 28.57%；这两类项目

具有副高级职称人数分别为171人和25人，分别占

两类项目申请人数的44.19% 和 51.02%。具有高级

职称的申请人数占到了总申请人数的87.84%，表明

具有高级职称的申请者是本学科基础研究的主要力

量。青年基金项目主持人具有中级职称或博士后的

人数达86 人，占申报青年基金总人数的 78.18%。

青年基金因为年龄的限制，主持人主要以中级职称

为主。

1.4　不受理原因分析　2008年动物学科不予受理项

目共计18项，其中12项属于超项，5项手续不全，

还有1项是申请者无申请资格。从超项的12项申请

来看，其中2项是申请人超项所造成(1项是申请人

同期申请了 2 项：1 项在动物学科，1 项在其他学

科)，10 项是参加人超项。12 项超项的原因很多，

包括有的参加人已经有2个在研项目，又参加了第

3 个项目的申请；参加人有1 个在研项目，但是同

期又参加了2 个项目等原因。5 项手续不全的项目

中，1 项是依托单位未加盖公章，4 项是合作单位

没有加盖公章。不具申请资格的1 项是因为申请人

是在读博士，但没有导师推荐信。

针对以上现象，申请者和管理部分应注意以下

几种情况：第一，对指南和管理条例没有准确的理

解。申请人和参加人不了解基金管理办法，没有认

真阅读有关的基金管理条例和申请指南。包括限项

的规定、申请资格以及申请指南的要求等。第二，

重视程度不够。从超项来看，有项目主持人超项，

有参加人超项， 说明主持人对自己所主持的项目重

视不够。有些项目参加者虽然知道项目获得资助，

但没有很好的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三，诚信问题。

有的申请人，没有经过他人的同意，擅自把他人作

为自己项目的参加人，造成他人超项，甚至还因此

影响其他项目。

2　评议结果及分析

从 2005 年开始，学科试行了 3+X 评审方式。

即每份申请先送3 名专家评审，如果3 位专家意见

不一致，学科认为对该项目的评判不清，将会再选

1－2 位专家进行评审。2008 年动物学科共有来自

90个科研院所的170位专家参加了函评。3+X的评

审方式减少了评议专家人数，提高了评议意见的回

收率。在专家遴选方面，能比较准确地以申请项目

表1　动物学科各分支学科受理及资助项目情况一览表

  
学科代码 项目类型 申请项目数

占学科申请项
 资助项目数

占学科资助项 资助总经费  平均资助

 目数比例(%)  目数比率(%)      (万元) 强度(万元)

C1301 动物 面上 20 5.31 5   5.26 166 33.2

　形态学及 青年 3 2.83 0   0 0   0

　胚胎学 地区 2 4.26 1 11.11 29 29

C1302 动物 面上 92 24.47 29 30.52 879 31.96

　系统及分 青年 21 19.81 6 28.57 120 20

　类学 地区 16 34.04 2 22.22 50 25

C1303 动物 面上 58 15.43 14 14.74 374 31.81

　生理及行 青年 17 16.04 3 14.29 60 20

　为学 地区 8 17.02 2 22.22 54 27

C1304 动物 面上 56 14.89 8   8.42 242 33.42

　资源与保 青年 10 9.43 1   4.76 20 20

　护 地区 12 25.53 3 33.33 77 25.67

C1305 昆虫学 面上 100 26.60 28 29.47 844 30.96

青年 36 33.96 8 38.09 157 19.63

地区 6 12.77 0   0 0   0

C1306 实验 面上 50 13.30 11(3) 11.58 284 32.5

　动物学 青年 19 17.92 3 14.29 57 19

地区 3 6.38 1 11.11 26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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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学问题，选择真正的同行专家来评审。这也对

基金管理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对2008 年动物学科的同行评议结果，我们分

别按资助建议和综合评价等级意见进行了统计，结

果如表2所示。按资助建议统计结果显示，面上3A

项目有15 项，只占申请总数的3.97%；2A1B 项目

有 46 项，占 12.17%；青年基金 3A 项目有 1 项，

占 0.94%；2A1B 项目有 6 项，占 5.66%；地区基

金 3A 项目有 1 项，占 2.08%；2A1B 项目有 4 项，

占8.33%。按综合评价等级统计结果显示，面上3A

项目有28 项，占7.41%；2A1B 项目有44 项，占

11.64%；青年基金3A项目有3项，占2.83%，2A1B

项目有 8 项，占 7.55 %，一般认为，这些项目为

专家共识度高的项目，属于建议优先资助的范围。

但是可以看出，综合评价等级高的比例超过了资助

建议高的比例，说明部分综合评价为优秀的项目，

专家并不一定建议优先资助。这也说明，专家高度

共识，但创新性未必强，还要重视专家的具体评议

意见。还有一些项目为非共识项目。由于非共识项

目里包含着某些新想法和新思路，甚至有很大的冒

险性即失败的可能性，所以有的专家才会反对。对

于这些项目，既要慎重保护，又要尊重函评专家的

意见[1]。

3　资助情况

2008 年动物学科资助面上项目95 项，总经费

2 789 万元。其中包括 85 项正常资助项目，平均

资助强度32 万元；10 项小额探索项目，每项资助

8 万元，资助率为 24.55%，高于生命学部平均资

助率16.18%。青年基金资助21 项，总经费414 万

元，平均资助强度19.7 万元，资助率为19.09%，

低于生命学部平均资助率19.84%。地区基金资助9

项，总经费 236 万元，平均资助强度 26.2 万元，

资助率为18.37%，低于生命学部平均资助率19.04%。

各分支学科的资助情况详见表1。C130202 动物系

统学和C130505 昆虫毒理学两个分支学科的资助率

最高，均为33.33%；其次为C130501 昆虫系统与

分类学和 C130 20 1 动物分类学，资助率分别为

31.14% 和 30.50%。这也说明了分类和系统发育这

一传统学科还是动物学科资助的主要内容。同时也

说明，自2002 年起生命学部开始设立的“经典分

类倾斜项目”对于培养人才，稳定队伍发挥了一定

的作用，仍需要继续予以重视。

4　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2008年的申请项目，其研究内容覆盖了动物学

研究的各个分支，反映了我国当今动物学研究的现

状和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第一，动物分类学

和昆虫分类学研究领域有较好的研究基础，申请的

项目数和资助的项目数均较高。动物分类学面上、

青年和地区分别受理项目43项、9项和7项，资助

13 项、3 项和2 项，资助率为30.23%、33.33% 和

28.57%；昆虫分类面上、青年和地区分别受理项

目 44 项、14 项和 3 项，资助项目 16 项、3 项和

未资助，资助率分为36.36%、21.42% 和 0。除了

地区昆虫分类没有资助外，资助率均高于学科的平

表2　按资助建议和综合评价等级统计评议结果表

  项目                                        按资助建议统计                                                             按综合评价等级统计

          面上        青年                       地区            面上                           青年                     地区

占总项 占总项 占总项 占总项 占总项 占总项

项目数 目比例 项目数 目比例 项目数 目比例 项目数 目比例 项目数 目比例 项目数 目比例

     %      %      %      %       %      %

3 A 15 3.97 1 0.94 1 2.08 28 7.41 3 2.83 1 2.08

2A1B 46 12.17 6 5.66 4 8.33 44 11.64 8 7.55 4 8.33

2A1C 16 4.23 5 4.71 0    0 33 8.73 7 6.60 0   0

1 A 2B 47 12.43 10  0.943 3 6.25 44 11.64 11 10.38 3 6.25

1A1B1C 52 13.76 9 8.49 6 12.50 49 12.96 20 18.52 7 14.58

1A2C 19 5.03 8 7.55 6 12.50 20 5.29 8 7.55 4 8.33

3 B 23 6.08 8 7.55 3 6.25 16 4.23 9 8.49 4 8.33

2B1C 58 15.34 21 19.81 7 14.58 41 10.85 15 14.15 8 16.67

1B2C 56 14.81 27 25.47 14 29.17 42 11.11 10 9.43 7 14.58

其它 46 12.17 11 10.38 4 8.33 61 16.14 15 14.15 10 20.83

合计 378 100 106  100 48   100 378    100 106  100 4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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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资助率。从申请书来看，分类项目研究方法成

熟，申请人发表文章较多。但是我们也发现，虽

然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引入使得分类学的研究方法有

了革新，但新方法的引入还是相对较慢。分类学的

文章虽然数量较多，但大多还是以发表新种为主，

对高级阶元分类系统的研究和修订、系统发育关系

和进化问题的探讨较少，所发表论文的影响和引用

率均较低。分类学的项目，更多的还是集中在一直

从事分类研究的一些单位，这些单位具有良好的标

本收藏和标本管理机构。而一些新的申请单位，一

方面研究基础薄弱，同时，没有专门的标本管理机

构，使得许多专家担心如果获得资助，标本的管理

和收藏，特别是模式标本的管理，将会承担很大的

风险。第二，生理学也是传统强项，特别是近年

来新技术新方法的使用，使其研究水平提高很快，

文章的影响因子和引用率也较高。但是也正因为发

展较快，很多新观点、新技术还存在争议，还需

进一步的研究和检验。因此，同行评议专家的共识

度较低。动物生理生化(C130301)面上、青年和地

区资助率分别为21.05%、11.11% 和 33.33%；昆

虫生理生化(C130504) 面上、青年和地区资助率分

别为 20%、3 0 % 和未资助。第三，在动物行为学

研究领域，对大动物，特别是鸟兽类的研究较多，

研究基础较好，研究方法较成熟。项目的资助率也

较高，面上、青年和地区三类项目均超过了平均资

助强度。昆虫行为学的研究相对较少，三类项目共

有 5 项申请，但都没有获得资助。第四，动物资源

与保护方面，面上和青年基金的资助率只有13.79%

和 1 0%，而地区基金资助率为 25%。地区基金的

执行范围，也是动物资源与保护开展的主要地区。

地区基金的有效支持，使这些单位能更容易、更有

效的开展工作。第五，实验动物科学已经成为现代

科学技术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重要性愈

来愈被人们所认识。以前的实验动物学分布在不同

的学科，现在动物学科有了专门的分支学科代码。

在学科的不断鼓励下，实验动物学的研究有了稳步

的进展，项目的申请数和研究水平均较有较快的提

高，以后还要继续加强对这一分支学科的倾斜。

2009年动物学科项目指南中指出，今后一段时

期内，对已知物种的界定和分类地位的重新确定，

对未知类群、物种的鉴定和描述，仍是经典分类学

资助的重要研究内容。动物系统发育与进化，特别

是分子系统学和谱系生物地理学的研究是当前的前

沿领域。学科鼓励动物比较生理学、比较基因组

学、器官发育、干细胞形成的细胞基础和动物模型

建立等方向的研究。加强生物多样性、濒危动物的

保护、重要资源动物的持续利用、有害和外来入侵

动物的治理等研究关系到国家生物资源的保护和利

用以及生物安全，但在研究中要重视动物资源的合

理使用和知识产权的保护。对我国特有动物类群和

基础薄弱地区的动物学研究将继续给予扶持[2]。希

望申请者和评议人对此予以注意。

5　存在问题和建议

5.1　关于调整后的代码问题　与以往的学科代码设

置相比，昆虫学2008年开始被设立为独立的二级代

码，为C1305，下设6个三级代码。分别为C130501

昆虫系统和分类学、C 1 3 0 5 0 2 昆虫形态学、

C130503 昆虫行为学、C130504 昆虫生理生化、

C130505 昆虫毒理学和C130506 昆虫资源与保护。

但是，2008 年很多昆虫学研究内容的申请书，还

是放在其他的代码之下，这给项目分组以及遴选专

家送审带来了麻烦，不利项目管理。申请者应在以

后的申请中，结合自己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选

准相应的代码。

另外，部分申请没有三级代码，可能申请者

认为自己的研究内容放在哪个三级代码下面都不合

适。或者，根据内容可以放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

代码下，所以就没有填入三级代码。但根据要求，

所有的申请项目都尽可能细化到三级代码，这样有

利于项目的评审和管理。因此，申请者应该根据自

己的研究内容，找准方向，给自己的申请项目选择

合适的三级代码。 如申请的领域无三级代码，则不

必填写。

5.2　选题与创新　从2008年动物学科受理和资助项

目的研究内容来看，基本反映了动物学领域的研究

热点以及我国动物学研究的现状。但是也存在着一

些问题，包括：第一，原创性不够。部分项目的

科学思想缺乏原始创新性，仅限于对国外研究的跟

踪。第二，有的项目选题不准确。表现为研究目

标不明确，研究内容不具体，技术路线和研究方法

设计上片面追求高新技术手段。第三，研究内容设

计不合理[3,4]。

科学基金鼓励和支持开展具有创新性学术思想

和新技术、新方法的研究，尤其对具有原创思想，

对学科发展有重要推动作用的新理论、新假说的申

请项目，将给予特别的重视。对学科交叉项目，特



493第4期 陈　领，等：2008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动物学面上类项目浅析

别是学术思想上相互交融的创新项目也给予支持。

因此，在今后申请课题中，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处理好国内资源、研究优势和国际前沿的关

系。从实践、国内需求和国内外研究现状中提炼科

学问题，特别对于分类学和资源与保护等学科，一

定要结合我国自然资源的特点，把国际先进技术运

用到研究中，开展具有我国特色并能在国际上占有

一席之地的前瞻性研究。第二，撰写高水平项目申

请书。撰写申请书要以提出的科学问题为主线，根

据这些要解决的问题，提供详实的实验设计，明确

的技术路线，切忌粗略、笼统。要注重开展原始

性创新、跨学科交叉和国际合作研究，从中寻找新

的学科生长点。第三，形成自己的研究特色。不

盲目跟踪研究热点，要有自己的研究方向，在长期

的研究积累中形成自己的特色。同时要重视研究队

伍和研究群体的建设，加强合作。

动物学科在管理和资助中要严格执行国家科学

基金条例和各项管理规定，充分依靠专家，坚持公

平公正，择优资助，为我国的经济和科技发展发挥

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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