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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的资助情况进行了

分析研究。从 !"#$ 项目所在地分布情况来看，各地区的项目

数量、资助力度都呈现不均衡分布；科学研究实力强的地区获

得 !"#$ 资助的机会较大，研究实力弱的地区获得资助的机

会较小。这证明 !"#$ 在各地区的分布虽然呈现出不均衡状

态，但是它的分配机制是公平的，并不存在地区偏好问题。研

究结果表明，一个地区的科技论文数占全国科技论文数的比

例每增加 % 个百分点，该地区所获得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在全国的比重就可能增加 %&%’ 个百分点；一个地区的 !"(

#$ 论文数占全国 !"#$ 论文数的比例每增加 % 个百分点，该

地区所获得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占全国的比重就可能增

加 %&)) 个百分点。文章最后分析了 !"#$ 对发达省市及弱势

地区资金支持的情况，认为在择优支持发达省市、扶持弱势地

区的同时，应适当关注中部地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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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科学基金制，在国际上被广泛用作国家科技资源分

配和管理的主要手段。我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45637

"89:;8: #<5;=349<; <> $?9;3，简记 !"#$）创建于 %@*2

年，到 +--% 年底，国家共计财政投入 22 亿元人民币，支

持项目 ’+--- 余个，形成了“依靠专家，发扬民主，择优支

持，公正合理”的评审原则，确立了“平等竞争，科学民主，

鼓励创新”的良好机制，发挥了“导向、稳定、激励”的功

能。经过十多年的不断探索与发展，目前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已形成了面上项目、重点项目、重大项目三个资助层

次，多种资助类型和若干专项基金相结合的资助格局。

面上项目是覆盖研究领域最广、面向申请者最多的

项目资助类型，也是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中最基本的项目

类型，每年资助的研究项目占各类资助项目经费总额的

2-A以上。面上项目包括自由申请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和地区科学基金项目。自由申请项目是面上项目的主

体，占面上项目总数的 *-A以上。

面上项目及其成果能够全面反映我国科技发展的状

况，因此本文试图以面上项目为研究对象，探讨它在我国

各地区（不含港、澳、台）的分布规律，并从 !"#$ 成果的

主要表现形式———期刊论文的角度分析资助的合理性。

本 文 数 据 来 源 于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网 站 （?44BC D D

EEE&;F>8&G<H&8;）、中国 科 学 引 文 数 据 库 （$?9;:F: "89:;8:

$94349<; I343J3F:， 简 记 $"$I）、《中 国 科 技 统 计 年 鉴 》

（+--- 年版）。在分析比较基金论文的地区分布中，部分内

容对比了《中国科学计量指标：论文与引文统计》中的科

技论文产出力和影响力的核心区域分布的数据。数据的

统计和计算使用 "K"" 软件包。

二、不均衡：!"#$ 的地域分布

+---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共计 )2*2 项，平

均每个省市 %+) 项。从项目所在地分布情况来看，各地区

的项目数量呈现不均衡分布，北京、上海、江苏、湖北四省

市项目总数占全国 ’-A，前 %% 个省市地区的项目数之和

为总项目数的 *-A。北京和其它省市地区的差异非常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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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共获得资助 !""# 项，占全国的 ! $ % 强，相当于最后 &!

个省市的总和，比第二名上海多 ’&! 项，是上海的 &(’ 倍。

从项目数量分布看，大致可分为四个集团：

北京（!""# 项）；

上海、江苏、湖北、广东、四川、陕西、浙江（平均 &#"

项）；

辽宁、吉林、安徽、山东、湖南、天津、黑龙江、福建、云

南、甘肃（平均 )% 项）；

内蒙古、江西、广西、山西、贵州、新疆、河南、河北、海

南、宁夏、青海、西藏（平均 &" 项）。

只有第一、二集团获得的项目大大超过了平均数量，

这 ) 个地区资助项目的总和占全国的 *"(+,，而第三、四

集团的 && 个地区除辽宁省外，其它均低于或远远低于平

均项目数。

诚然，由于各地科技、经济发展状况分布的不均衡，

导致了地区间差异的存在。我们研究了 !+++ 年各地区研

究与发展全时人员当量以及研究与发展经费内部支出在

全国的百分比分布，发现这两个指标也呈不平衡分布状

态，但是同 -./0 项目数相比，总体分布趋势还有很大不

同 （见图 !）。尤其是北京地区，全时人员当量占全国

!!(+,，研发经费支出占全国 &"(#,，但是 -./0 项目却占

&*(&,。上海、广东、浙江、山东、河北、河南等地的 -./0

项目数量与研发全时人员当量、研发经费支出之间相关

程度也不高。

图 ! 各地区 -./0 项目、研发人员、研发经费分布图

数据来源：《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年版以及 -./0 网站

由此引发出一个问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分配在

地区层面上是否是公平的？是否有强烈的地区偏好？是否

存在对部分地区的歧视？

三、公平性：-./0 与科技论文产出能力

!(-./0 的评审机制与科研能力的关系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有一套严格的基金评审原则和

评审程序，它从制度上保证了评审的合理性。

从基金评审的标准看，-./0 的定量评议标准中分为

四个部分，分别为：立论依据、研究方案、研究基础和综合

评价。其中，研究基础部分包括与本项目有关的研究工作

积累、已具备的实验条件、项目组成员的组成，综合评价

包括申请者承担以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完成情况等

内容。

总之，除了对申请项目的立论和研究方案之外，获取

-./0 资助的最重要因素就是研究者的科研能力和以往

成果，特别是 -./0 成果的情况。而对申请项目的立论和

研究方案设计的好坏，从根本上说也还是取决于申请者

的科研能力。

从科学研究的过程来看也是这样。科学研究不是空

穴来风，它是一个连续的过程，需要研究者站在前人的肩

膀上，对本领域进行深入研究和挖掘。一个研究集体，对

相关领域的研究越深入，进行科技创新的机会就越多。可

以说，既有的研究和积累是科技创新的沃土。显然，一个

实力很强的研究机构中的研究者，同一个没有任何积累

的研究机构中的研究者相比，在申请 -./0 项目方面具

有较强的竞争力。

将这个结论推广到地区层面，就意味着越是研究实

力强的地区获得 -./0 资助的机率就越大，而研究实力

弱的地区获得资助的机率就要小得多；另一方面，以前受

到 -./0 资助越多、资助效果越好的地区，再次得到 -.1

/0 资助的可能性也越大。这里实际上存在着一定程度的

马太效应，也就是说，这种机制容易使“强者更强，弱者更

弱”。

结合本文第二部分的问题，就可以提出这样的假设：

如果 -./0 资助项目的地区分布与各地区科技实力

和以往 -./0 资助效果高度相关的话，就可以说明 -./0

的 选 择 主 要 是 基 于 对 申 请 者 研 究 能 力 的 考 察 。 这 样 ，

-./0 项目在地区层面上的分布虽然很不均衡，但是可以

认为它的选择对各地来说是公平的。对基础研究而言，一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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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地区科学研究实力的最直接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该地

区的科技论文数量。!"#$ 面上项目成果的主要形式也是

科技论文。据研究，%&&%’%&&( 年，!"#$ 面上项目的成果

中，&)*为科技论文，+*为专著。

因此我们尝试利用 $"$, 的数据，从科技论文产出

的角度来研究 !"#$ 地区分布的情况。

$"$, 数据库所选择的 (-- 余种中文科技期刊，都是

各学科的重要期刊，可以全面代表国内科技发展的水平

和重要成果的分布。

图 + !"#$ 项目、!"#$ 资助论文以及 $"$, 论文的地区分布图

数据来源：!"#$ 网站以及 $"$,.

首 先 ， 我 们 绘 制 了 一 张 包 括 +--- 年 !"#$ 项 目 、

%&&& 年 !"#$ 资助论文（数据来源：$"$,）以及 %&&& 年

$"$, 论文的地区分布图，为了消除不同变量之间的差

异，便于比较，我们将取这些变量的百分比作为对象进行

分析（图 +）。从图中可以直观地看到三条曲线非常接近，

因此，可以断定各地区 !"#$ 项目数的分配与后两者之

间有很强的相关关系。

为了更清晰地反映三个变量之间的关系，我们分别

进行分析。

+.!"#$ 项目与 $"$, 论文的关系

为了了解 !"#$ 随 $"$, 变化的情况，我们将 %&&&

年各地区 $"$, 论文数百分比和 +--- 年各地区 !"#$ 面

上项目数百分比两个变量都取自然对数，将前者作为自

变量，后者作为因变量，利用 "/"" 进行回归，得出如下回

归方程：

012345-.-6)7-.)(&01284

（-.9)(） 2%(.(:&4

（;+5-.&-)，#5+<<.:%%）

8：%&&& 年各地区 $"$, 论文数百分比。

3：+--- 年 !"#$ 各地区 !"#$ 面上项目数百分比。

方程下的括号内为 = 检验值，由于自变量 01284的系

数在 -.--% 水平上显著，可以看出，$"$, 论文数与 !"#$

项目数之间呈现显著的相关关系。;+ 值达到 -.&-)，该方

程总体的拟合程度也较好。# 值在 -.--% 水平上显著。

对方程两边分别求导，可以得出：

%
3 5-.)(&> %

8

85-.)(&3

35%.%:8

这个公式可以解释为：如果某个地区的 $"$, 论文

数占全国的比例每增加 % 个百分点，该地区所获得的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在全国的比重就可能增加 %.%:

个百分点。

这 说 明 各 省 市 获 得 !"#$ 资 助 的 机 会 与 以 往 在

$"$, 上发文的数量有很大关系，也就是积累越丰厚，获

得资助的机率就越大。从这种意义上说，基金资助的主要

考虑因素是科研能力，在相同的科研能力上，机会是平等

的。同时，%?%.%: 的比例也表明研究实力强的地区，获得

!"#$ 资 助 的 机 会 和 数 量 更 多 ， 相 对 落 后 的 地 区 由 于

$"$, 基数较小，所以获得 !"#$ 资助的绝对数量与前者

之间的差距会更大。这里也明显存在马太效应。

6.!"#$ 项目与 !"#$ 论文的关系

下面再考察 !"#$ 论文数量与 !"#$ 项目数量的关

系。

以 %&&& 年各地区 !"#$ 论文数百分比为自变量，以

+--- 年各地区 !"#$ 项目数百分比为因变量，同样，为了

了解 !"#$ 项目数随论文数变化的情况，我们将两个变

量都取自然对数。利用 "/"" 进行回归，得出如下结果：

01 234 5 -.+<: 7 -.<:-01 284

26.&%<4 2%).%-)4

（;+5-.&+% #56+<.))&）

8：%&&& 年 $"$, 中各地区受 !"#$ 资助的论文数百

分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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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年 $%&’ 各地区面上项目数百分比。

方程下括号内为 ( 检验值，可以看出，所有系数在

#)##* 水平上显著，+" 值达到 #),"*，该方程的总体拟合程

度很好，& 值在 #)##* 水平上显著。

对方程两边分别求导，可以得出：

*
! -#)./#0 *

1

1-#)./#!

!-*)221

这意味着某个地区的 $%&’ 论文数占全国的比例每

增加 * 个百分点，该地区所获得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占全国的比重就可能增加 *)22 个百分点，比 ’%’3 的

*)*/ 个百分点还要高。同样，也意味着它的马太效应也更

强。

以上分析结果说明，$%&’ 资助项目的地区分布与各

地区科技实力和以往 $%&’ 资助效果高度相关，而且还

存在着一定的比例关系。这表明 $%&’ 在各地区的分布

虽然呈现出不均衡状态，但是它的分配机制是公平的，并

不存在地区偏好问题。

4)良好的资助效果反映出 $%&’ 项目分布的合理性

从研究人员看，*,,, 年 ’%’3 论文被引频次最高的

前 /# 名著者中，获得或参加 $%&’ 资助项目的人数比例

达到 5.)#46。发表 ’%’3 论文最多的前 /# 名著者中，获

得或参加 $%&’ 资助项目的人数比例达到 .#)/#6。如果

考虑到在其它年度已经获得或参加过 $%&’ 的情况，比

例还应该大得多。

从研究机构看，发表 $%&’ 资助论文最多的前 2# 名

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全部分布在科技论文影响力的核心

区域内。这至少反映了 $%&’ 所资助的研究队伍是一流

的。

从论文影响力看，根据《中国科学计量指标：论文与

引文分析》提供的数据，在 ’%’3 数据库中，*,,47*,,5 年

期间，$%&’ 资助论文的影响力高于非基金论文几乎一倍

（见表 *）。这意味着 $%&’ 论文具有比没有基金资助的论

文更高的学术价值和影响力。说明 $%&’ 经过公平、公正

的选择，保证了项目的质量。

表 * *,,47*,,5 年 ’%’3 论文被引用情况

四、政策导向：发达省市的发展动力，弱势地区的资

金支撑

从前面的数据和回归分析中可以看出，各地区 $%&’

论文数、’%’3 论文数两个指标与 $%&’ 项目数量之间相

关程度都很高，总体分布趋势也非常相近。但是通过观察

对比可以发现，$%&’ 论文总数与 $%&’ 项目数之间的吻

合度更高一些 （+" 为 #),"*，大于 ’%’3 论文数与 $%&’

项目数之间的 #),#5）。为了分析后两者之间的差异，我们

按照下面的公式进行计算：

’%’3 论文数百分比、$%&’ 项目数百分比
’%’3 论文数百分比

0*##6

从这个指标可以明显看出，$%&’ 项目同 ’%’3 论文

的数量分布存在一些不同之处，最明显的是：

同 ’%’3 论文数百分比相比，北京地区的资助力度

明显偏高。

如果把中国大陆 2* 个省市按经济发展水平分为东、

中、西部，则发现如下特点：西部老、少、边、穷地区的资助

力度明显高于它们的科技竞争力水平，而部分中部地区

的资助力度尚有欠缺。

这种现象可能是 $%&’ 资助策略所决定的，也可能

存在一些 ’%’3 所未能反映出来的内容。下面就这些问

题逐一进行分析。

*)首屈一指的北京

北京集中了全国上百所优秀高校和研究机构，实力

强大，发展均衡，在各领域都名列前茅，这是无可辩驳的

事实，但是是否与其它地区有如此大的差异？

下面，我们利用《中国科学计量指标：论文与引文分

析》所提供的数据，从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从被引用情况看，在 ’%’3*,,, 年的被引频次统计

中，北京占全国的 "8)546，比较接近于 $%&’ 的比例。在

国 际 权 威 计 量 工 具 %’9 中 ，北 京 占 其 收 录 中 国 论 文 的

"5)5.6，占被引用中国论文的 ",)/"6。这说明北京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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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的论文具有更大的影响，同时也具有更强的国际竞争力。

从全国核心机构的分布看，!""" 年在 #$#% 统计的论文

产出力核心机构的统计中，北京的机构占据了 &’()"*，

在论文影响力核心机构中，北京的机构占据 &)(+,*。两

者都高于北京论文占 #$#% 全部论文的比例。

综上所述，北京地区的论文数量虽然占 #$#% 论文

的 比 例 为 &!(!-*，比 资 助 力 度 略 低 ，但 是 ，北 京 的 核 心

机构多，核心论文产出高，具有较高的影响力。作为中国

的科技文化中心，北京固然有其特殊的地缘优势，但是，

从根本上讲，是由于突出的核心竞争力使得它在基金的

竞争过程中处于优势地位。因此，对于择优支持的 .$/#

来说，北京获得 &-*的资助比例也就不足为奇了。

&(对西部地区的特殊支持

同 #$#% 论 文 比 例 差 异 较 大 的 地 区 还 有 西 部 边 远

地区，例如：内蒙古、江西、贵州、海南、西藏等地。

分析面上项 目 的 组 成 成 分 可 以 发 现 ，面 上 项 目 由

自由申请项目、青年基金项目和地区基金项目组成。地

区科学基金是为加强对边远 地 区 、少 数 民 族 地 区 等 科

学研究基础薄弱地区研究工 作 的 支 持 ，促 进 全 民 族 科

学技术水平的提高而在面上项 目 里 特 别 设 立 的 。 这 些

地区是：内蒙古、宁夏、青海、新疆、西藏、广西、海南、云

南、贵州、江西 !+ 个省、自治区和吉林省 的 延 边 朝 鲜 族

自治州。

以 &++! 年为例，!+ 个主要地区（吉林省只有延边地

区是地区基金项目的资助对象，因此未算在内）在 .$/#

面上项目中，地区基金项目达 -0(1!*，海南与西藏甚至

达到 !++*。

表 & &++! 年地区基金项目的分布

有研究表明，受到 .$/# 资助对于之后承接其它基

金或项目有非常大的帮助。一份对东北三省的调查显示，

转接的各类项目的经费为基金投入的 !(" 倍，大大促进了

当地的科技发展。因此，虽然地区基金的金额和比例在

.$/# 中并不高，但是它对于被资助地区的意义却不可忽

视。这些地区在 .$/# 竞争中没有明显优势，按照 .$/#

的评审标准有些地区甚至连一个项目也得不到，长此以

往将使得落后地区更加缺乏发展动力，马太效应的负面

影响将突显出来。

我 们 引 用 经 济 学 中 一 个 反 映 不 平 等 程 度 的 指

标———23.3 系数来观察地区基金的设立对 消 除 马 太 效

应的负面影响所起的作用。

基尼系数是一个表示不平等程度的参数，它的变化

范围在 +（完全的平等）和 !（完全的不平等）之间，值越

大，表明不平等程度越高。

如果只计算 &++! 年面上项目中自由申请项目与青

年基金项目，不算地区 基 金 资 助 的 项 目 的 话 ，各 地 区

.$/# 资助项目的 23.3 系数为 +(,’01，这是比较高的指

标，说明各地区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

加入地区基金后，再一次重新计算，得到 23.3 系数

为 +(0""’，降 低 了 +(+’0"，也 就 是 说 将 不 平 等 程 度 降 低

了 -*，说明地区基金的设立对于缩小地区差异起到一

定作用，也就是说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使“弱者更弱”的

趋势。

因此，地区基金的设立可以为弱势地区筑巢引凤创

造条件，可以推动弱势地区的科技发展，在 一 定 程 度 上

消除基金分配的马太效应带来的负面影响。

1(部分中部地区的资助力度尚有欠缺

相对于科技论文生产能力而言，部分中部地区的资

助力度尚有所欠缺，特别是河南、河北、山西等地，其 科

技论文生产能力明显高于 .$/# 的资助力度。在这些地

区中，多数地区的研发人员数量、研发经 费 投 入 也 明 显

偏高（见图 !）。

对 &++! 年 .$/# 面 上 项 目 进 行 分 析 ，如 果 不 考 虑

地 区 基 金 的 作 用 ，河 南 、河 北 、山 西 等 省 份 在 全 国 .$4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科技管理



!" #""$%$

!" 项 目 数 的 比 例 会 提 高 #$%&$，西 部 地 区 因 为 少 了

地 区 基 金 的 支 持 ，其 百 分 比 明 显 下 降 ，多 数 地 区 小 于

’($，只 有 云 南 一 省 从 ’)*+ 下 降 到 (),’，与 河 南 等 省

相 近 。 但 是 可 以 看 出 ，河 南 等 省 份 的 比 例 依 然 在 -($

%,($左 右 徘 徊 ，比 起 它 们 的 "."/ 论 文 比 例 ，依 然 相

差 甚 远 。

河 北 、河 南 、山 西 等 地 区 在 ’000 年 ."1 收 录 的 中

国 论 文 中 的 百 分 比 分 别 为 ()2#$、()0&$、(),,$，比 西

部地区明显偏高，但在中部 地 区 中 属 于 比 较 低 的 。 同

时 ，这 些 值 比 它 们 在 "."/ 中 论 文 数 的 比 例 要 低 将 近

一半。

这 说 明 这 些 地 区 有 一 定 的 科 技 论 文 生 产 能 力 ，但

是 缺 乏 优 势 项 目 ，核 心 竞 争 力 不 强 ，同 时 不 属 于 3.!"

的 特 别 资 助 对 象 ， 以 致 于 在 3.!" 的 竞 争 中 处 于 劣

势 。

对于这些地区本身，需要注意提高自身的核心竞争

力 ，做 出 优 势 项 目 ，这 样 才 能 在 3.!" 的 竞 争 中 得 到 更

多的资助。

对于 3.!" 而言，在择优支持发达地区、适度扶持

弱势地区的同时，可能也要适当关注这些中部欠发达地

区的发展。

五、结论

本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从 3.!" 项目所在地 分 布 情 况 来 看 ，各 地 区 的 项

目数量、资助力度都呈现不均衡分布，北京、上海、江苏、

湖北四省市占全国 -($，前 ’’ 个地区的项目数之和为

总项目数的 2($。北京占全国的 ’ 4 * 强，相当于最后 #’

个省市的总和。3.!" 的地区差异比各地区的 5/6 值以

及科技人员的数量之间的差异大得多。

#)科学研究实力强的地区获得 3.!" 资助的机率较

大，研究实力弱的地区获得资助的机会就要少得多；以

前 受 到 3.!" 资 助 越 多 、资 助 效 果 越 好 的 地 区 ，再 次 得

到 3.!" 资助的可能性也越大。这表明 3.!" 在各地区

的分布虽然呈现出不均衡状态，但是它的分配机制是公

平的，并不存在地区偏好问题。

&)如果某个地区的 "."/ 论文数占全国的比例每增

加 ’ 个百分点，该地区所获得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

项目在全国的比重就可能增加 ’)’- 个百分点。

如果某个地区的 3.!" 论文数占全国的比例每增加

’ 个百分点，该地区所获得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占

全国的比重就可能增加 ’)&& 个百分点。

*) 良好的资助效果也反映出 3.!" 资助的合理性。

"."/ 论 文 的 核 心 著 者 中 绝 大 多 数 人 都 获 得 或 参 加 了

3.!" 资助项目；发表 3.!" 资助论文最多的前 &( 名高

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全部分布 在 科 技 论 文 影 响 力 的 核 心

区域内；3.!" 资助论文的 影 响 力 高 于 非 基 金 论 文 几 乎

一倍。

-)北京地区的核心机构多，核心论文产出高，具有较

高的影响力。由于突出的核心竞争力使得它在基金的竞

争过程中处于优势地位。

,) 地区基金的设立，为弱势地区注入了发展动力。

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基金分配马太效应的负面影响。

+) 相对于科技论文生产能力而言，部分中部地区的

资助力度尚有所欠缺 ，3.!" 可 能 需 要 适 当 关 注 这 些 中

部地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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