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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主要以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植物保护学科资助项目情况统计数据为依据，分析了植物保

护学科资助项目在生命科学部中的地位、二级学科受资助情况、各类项目受资助情况以及申请数与资助数的关系

等，并提出扩大申请规模、提升申请质量、谋求高层次项目资助、加强人才培养及团队建设等思考，以期为植物保护

科研工作者及依托单位申请科学基金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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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物保护学是研究植物病害、虫害、杂草、鼠害

等有害生物的生物学特性和发生危害规律及其与环

境因子的互作机制，以及监测预警和防控技术的一

门综合性学科［１］。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发展，

国民对农产品质量安全和生态安全的要求越来越

高，因此，社会对植物保护学科及植保带来的问题越

来越关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下简称“科学基

金”）作为我国支持基础研究的主要资金渠道之一，

对推动植物保护学科基础研究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

支持作用。在科学基金推动作用下，植物保护学科

在水稻抗病基因分离与鉴定、植物介导抑制害虫基

因表达的ＲＮＡ干扰技术、病原效应因子修饰替代

寄主生理与生化过程、植物与病毒分子互作机理、真

菌病毒与弱毒相关病毒防治真菌病害、植物免疫系

统与激素调节间的相互作用、害虫抗药性分子机制

及其治理、昆虫进化及社会行为、昆虫神经与认知、

入侵有害生物的扩张机制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

相继在《Ｎａｔｕｒ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ＰＮＡＳ》和《ＰＬｏＳ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ｓ》等国际顶尖科学刊物上发表了一批重要

的研究论文，并培育了一批高水平的科研中坚及优

秀团队。根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

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发〔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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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号），科学基金正式被列为五类科技计划之一，主

要资助基础研究和科学前沿探索，支持人才和团队

建设，增强源头创新能力，更加凸显其在基础研究领

域的地位和作用。因此，本文通过分析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年植物保护学科科学基金项目资助情况，以期为植

物保护科研工作者及依托单位申请科学基金提供参

考。本文相关数据来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网

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ｓｆｃ．ｇｏｖ．ｃｎ／）公布的公开信息。

１　总体资助概况

科学基金资助体系包含了研究类、人才类和环

境条件类３个项目系列１７个项目类型，其定位各有

侧重，相辅相成，构成了科学基金目前的资助格

局［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生命科学部所属管

理２１个学科，由于心理学（Ｃ２１）公布的数据不全，所

以本文只统计２０个学科数据。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期

间，植物保护学科（Ｃ１４）在３个系列１５个项目类型

中获得资助，累计获资助９８２项，在生命科学部２０

个学科中排第８位，经费约５．７亿元。研究类项目

系列共获资助４０９项，占总项目数的４１．６５％，其中

面上项目获资助３７４项，重点项目获资助１６项，重大

项目获资助１项，其他项目１８项；人才类项目系列共

获资助５４４项，占总项目数的５５．４０％，其中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获资助３８７项，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资助５

项，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资助８项，创新研究群体获

资助２项，地区科学基金获资助１３７项，海外及港澳

学者合作研究基金获资助５项；环境条件类项目系列

共获资助２９项，占总项目数的２．９５％，其中联合基金

获资助７项，国际（地区）交流合作项目获资助２２项

（见表１）。从表中可以看出获资助项目最多为面上项

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地区科学基金项目，３项合计

获资助８９８项，占总项目数的９１．４５％。

表１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植物保护学科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情况

犜犪犫犾犲１犉狌狀犱犻狀犵犮犪狋犲犵狅狉犻犲狊犪狀犱狆狉狅犼犲犮狋狊狅犳犖犛犉犆狆狉狅犵狉犪犿狊犻狀狆犾犪狀狋狆狉狅狋犲犮狋犻狅狀犳犻犲犾犱狊犱狌狉犻狀犵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系列

Ｓｅｒｉｅｓ

项目类别

Ｐｒｏｇｒａｍ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资助数／项　Ｎｏ．ｏｆ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合计Ｔｏｔａｌ

研究类项目系列 面上项目 １２７ １１５ １３２ ３７４

重点项目 ５ ５ ６ １６

重大项目 １ ０ ０ １

重大研究计划 ０ １ １ ２

（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 １ ４ ０ ５

专项基金项目 ４ ０ ０ ４

应急管理项目 ０ ２ ５ ７

人才类项目系列 青年科学基金 １２８ １３４ １２５ ３８７

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２ １ ２ ５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 ２ ３ ３ ８

创新研究群体 ２ ０ ０ ２

地区科学基金 ４３ ４５ ４９ １３７

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 １ ３ １ ５

环境条件类

项目系列

联合基金 ２ ３ ２ ７

国际（地区）交流合作项目 ９ ７ ６ ２２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期间，植物保护学科（Ｃ１４）获科

学基金资助单位共计１０５家，其中获得３０项及以上

的单位８家，分别为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

所８３项、南京农业大学５０项、西北农林科技大学４８

项、江苏省农业科学院４７项、浙江大学４０项、中国

农业大学３９项、华中农业大学３５项、福建农林大学

３２项。受资助项目数量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不同单

位在该领域基础研究的活跃和受关注程度。

２　二级学科资助情况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生命科学部植物保护

学科（Ｃ１４）资助以农业有害生物为研究对象的基础

研究，主要包括植物病理学（Ｃ１４０１）、农业昆虫学

（Ｃ１４０２）、农田杂草（Ｃ１４０３）、农田鼠害及其他有害

生物（Ｃ１４０４）、植物化学保护（Ｃ１４０５）、生物防治

（Ｃ１４０６）、农田有害生物检疫与入侵生物学（Ｃ１４０７）、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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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保护生物技术（Ｃ１４０８）、植物免疫学（Ｃ１４０９）等９

个二级学科生物学及相关科学问题［２］。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间，植物保护学科９个二级学科

共获资助项目９８２项，其中获资助项目最多的为植

物病理学，获资助３８１项，占总资助项目的３８．８０％

（表２）。获资助项目最少的是农田鼠害及其他有害

生物，获资助５项，占总资助项目的０．５１％。９个二

级学科资助项目数排序为：植物病理学（Ｃ１４０１）＞

农业昆虫学（Ｃ１４０２）＞生物防治（Ｃ１４０６）＞植物化

学保护（Ｃ１４０５）＞农田有害生物检疫与入侵生物学

（Ｃ１４０７）＞植物保护生物技术（Ｃ１４０８）＞农田杂草

（Ｃ１４０３）＞植物免疫学（Ｃ１４０９）＞农田鼠害及其他

有害生物（Ｃ１４０４）。平均资助率最高的是农业昆虫

学，为２６．６５％，平均资助率最低的是植物免疫学，

为１９．３５％。９个二级学科平均资助率排序为：农业

昆虫学（Ｃ１４０２）＞植物病理学（Ｃ１４０１）＞植物化学

保护（Ｃ１４０５）＞农田有害生物检疫与入侵生物学

（Ｃ１４０７）＞农田鼠害及其他有害生物（Ｃ１４０４）＞生

物防治（Ｃ１４０６）＞植物保护生物技术（Ｃ１４０８）＞农

田杂草（Ｃ１４０３）＞植物免疫学（Ｃ１４０９）。

表２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科学基金对植物保护学科各二级学科资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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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学科

Ｓｕｂ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申请数／项

Ｎｏ．ｏｆ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资助数／项

Ｎｏ．ｏｆ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资助率／％

Ｆｕｎｄｉｎｇｒａｔｅ

资助经费／万元

Ｆｕｎｄ

Ｃ１４０１植物病理学 １５４３ ３８１ ２４．６９ ２０３５０

Ｃ１４０２农业昆虫学 ６９８ １８６ ２６．６５ １１９８２

Ｃ１４０３农田杂草 １３７ ２７ １９．７１ １２２６

Ｃ１４０４农田鼠害及其他有害生物 ２２ ５ ２２．７３ ２３０

Ｃ１４０５植物化学保护 ６３１ １５４ ２４．４１ ７８１０．３　

Ｃ１４０６生物防治 ７７６ １５８ ２０．３６ ８６３１．５８

Ｃ１４０７农田有害生物检疫与入侵生物学 １４５ ３５ ２４．１４ １７８２

Ｃ１４０８植物保护生物技术 １５２ ３０ １９．７４ １３４８

Ｃ１４０９植物免疫学 ３１ ６ １９．３５ ８２２

３　各类项目资助情况

３．１　面上项目

面上项目是科学基金研究类项目系列中的主

要部分，主要支持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技术人员

在科学基金资助范围内自主选题，开展创新性的

科学研究，促进各学科均衡、协调和可持续发

展［２］。对广大科研人员而言，面上项目是覆盖范

围最广、最具学术代表性和影响力的科学基金研

究项目类型［３］。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植物保护学科共资助面上项

目３７４项，资助经费２７０６３万元，占总资助项目的

３８．０９％。３年平均资助率为２３．２５％，低于生命科

学部３年平均资助率２５．０７％（见表３），排在生命科

学部２０个学科的第１４位。可见植物保护学科面上

项目资助率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表３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植物保护学科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地区科学基金项目资助率

犜犪犫犾犲３　犉狌狀犱犻狀犵狉犪狋犲狅犳犵犲狀犲狉犪犾狆狉狅犵狉犪犿，狔狅狌狀犵狊犮犻犲狀狋犻狊狋狊犳狌狀犱犪狀犱犳狌狀犱犳狅狉犾犲狊狊犱犲狏犲犾狅狆犲犱

狉犲犵犻狅狀狊犻狀狆犾犪狀狋狆狉狅狋犲犮狋犻狅狀犳犻犲犾犱犱狌狉犻狀犵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年份

Ｙｅａｒ

面上项目

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ｏｇｒａｍ

植物保护学科

资助率／％

Ｆｕｎｄｉｎｇｒａｔｅｉｎ

ｐｌａｎｔ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生命科学部

资助率／％

Ｆｕｎｄｉｎｇｒａｔｅｉｎ

ｌｉｆ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Ｐｒｏｇｒａｍｆｏｒｙｏｕｎｇ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ｓ

植物保护学科

资助率／％

Ｆｕｎｄｉｎｇｒａｔｅｉｎ

ｐｌａｎｔ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生命科学部

资助率／％

Ｆｕｎｄｉｎｇｒａｔｅｉｎ

ｌｉｆ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Ｐｒｏｇｒａｍｆｏｒｌｅｓ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ｒｅｇｉｏｎｓ

植物保护学科

资助率／％

Ｆｕｎｄｉｎｇｒａｔｅｉｎ

ｐｌａｎｔ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生命科学部

资助率／％

Ｆｕｎｄｉｎｇｒａｔｅｉｎ

ｌｉｆ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１３ ２２．３２ ２３．９０ ２４．７１ ２４．１７ ２２．７５ ２２．７６

２０１４ ２５．６７ ２６．５９ ２４．７２ ２４．８０ ２２．６１ ２２．９７

２０１５ ２１．７５ ２４．７３ ２２．４０ ２３．３８ ２３．９０ ２４．３５

平均Ａｖｅｒａｇｅ ２３．２５ ２５．０７ ２３．９４ ２４．１２ ２３．０９ ２３．３６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植物保护学科面上项目资助情

况见表４。从申请数和资助数上进行分析，植物病

理学（Ｃ１４０１）申请数和资助数分别为６０５项和１４４

项，申请数占此类项目总申请数的３７．２５％，资助数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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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３８．５０％，两者均在９个二级学科中排名第一。

农田有害生物检疫与入侵生物学（Ｃ１４０７）、植物保

护生物技术（Ｃ１４０８）、农田杂草（Ｃ１４０３）、农田鼠害

及其他有害生物（Ｃ１４０４）和植物免疫学（Ｃ１４０９）在

申请数和资助数上明显偏少，有待进一步加强。从

资助率上进行分析，农田有害生物检疫与入侵生物

学（Ｃ１４０７）３年平均资助率达到２８．５７％，排名９个

二级学科之首，较生命科学部３年平均资助率还要

高出３．５百分点，说明该二级学科近三年科学基金

申请书撰写质量普遍较好。其他８个二级学科３年

平均资助率均低于生命科学部３年平均资助率，需

在科学基金申请书撰写质量上进一步提高。

表４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植物保护学科面上项目资助情况

犜犪犫犾犲４　犉狌狀犱犻狀犵狊狋犪狋狌狊狅犳犵犲狀犲狉犪犾狆狉狅犵狉犪犿犻狀狆犾犪狀狋狆狉狅狋犲犮狋犻狅狀犱狌狉犻狀犵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二级学科

Ｓｕｂ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申请数／项

Ｎｏ．ｏｆ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资助数／项

Ｎｏ．ｏｆ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资助率／％

Ｆｕｎｄｉｎｇｒａｔｅ

资助经费／万元

Ｆｕｎｄ

Ｃ１４０１植物病理学 ６０５ １４４ ２３．８０ １０４２０

Ｃ１４０２农业昆虫学 ２６８ ６６ ２４．６３ ４８３５

Ｃ１４０３农田杂草 ４６ １０ ２１．７４ ７８５

Ｃ１４０４农田鼠害及其他有害生物 １４ ２ １４．２９ １６５

Ｃ１４０５植物化学保护 ２６４ ６３ ２３．８６ ４４７４

Ｃ１４０６生物防治 ３０７ ６１ １９．８７ ４３７０

Ｃ１４０７农田有害生物检疫与入侵生物学 ５６ １６ ２８．５７ １１８２

Ｃ１４０８植物保护生物技术 ５５ １０ １８．１８ ７１４

Ｃ１４０９植物免疫学 ９ ２ ２２．２２ １１８

３．２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是科学基金人才类项目系列

的重要类型，主要支持青年科学技术人员在科学基

金资助范围内自主选题，开展基础研究工作，培养青

年科学技术人员独立主持科研项目、进行创新研究

的能力，激励青年科学技术人员的创新思维，培育基

础研究后继人才［２］。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植物保护学科共资助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３８７项，资助经费８７０８万元，占总资助项

目的３９．４１％。３年平均资助率为２３．９４％，低于生

命科学部３年平均资助率２４．１２％（见表３），排在生

命科学部２０个学科的第１２位。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植物保护学科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资助情况见表５。从申请数和资助数上进行分析，

植物病理学（Ｃ１４０１）申请数和资助数分别为５７７项和

１４２项，申请数占此类项目总申请数的３５．６６％，资助

数占３６．６９％，两者均排名９个二级学科第一。农

田杂草（Ｃ１４０３）、植物保护生物技术（Ｃ１４０８）、农田

有害生物检疫与入侵生物学（Ｃ１４０７）、植物免疫学

（Ｃ１４０９）和农田鼠害及其他有害生物（Ｃ１４０４）在申

请数和资助数上明显偏少，有待进一步加强。从资

助率上进行分析，农田鼠害及其他有害生物（Ｃ１４０４）３

年平均资助率达到４２．８６％，排名９个二级学科之首，

较生命科学部３年平均资助率还要高出１８．７４个百

分点，农业昆虫学（Ｃ１４０２）、植物化学保护（Ｃ１４０５）和

植物病理学（Ｃ１４０１）资助率也较生命科学部３年平均

资助率要高，说明以上４个二级学科近三年科学基金

申请书撰写质量普遍较好。其他５个二级学科３年

平均资助率均低于生命科学部３年平均资助率，需在

科学基金申请书撰写质量上进一步提高。

表５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植物保护学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情况

犜犪犫犾犲５　犉狌狀犱犻狀犵狊狋犪狋狌狊狅犳狋犺犲狆狉狅犵狉犪犿狊犳狅狉狔狅狌狀犵狊犮犻犲狀狋犻狊狋狊犻狀狆犾犪狀狋狆狉狅狋犲犮狋犻狅狀犱狌狉犻狀犵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二级学科

Ｓｕｂ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申请数／项

Ｎｏ．ｏｆ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资助数／项

Ｎｏ．ｏｆ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资助率／％

Ｆｕｎｄｉｎｇｒａｔｅ

资助经费／万元

Ｆｕｎｄ

Ｃ１４０１植物病理学 ５７７ １４２ ２４．６１ ３２０７

Ｃ１４０２农业昆虫学 ２６５ ７７ ２９．０６ １７３２

Ｃ１４０３农田杂草 ６７ １４ ２０．９０ ３０４

Ｃ１４０４农田鼠害及其他有害生物 ７ ３ ４２．８６ ６５

Ｃ１４０５植物化学保护 ２７２ ７２ ２６．４７ １６１８

Ｃ１４０６生物防治 ３０５ ５８ １９．０２ １２９２

Ｃ１４０７农田有害生物检疫与入侵生物学 ５７ １０ １７．５４ ２３３

Ｃ１４０８植物保护生物技术 ６０ １０ １６．６７ ２３２

Ｃ１４０９植物免疫学 ８ １ １２．５０ ２５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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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支持特定地区的部分依托单

位的科学技术人员在科学基金资助范围内开展创新

性的科学研究，培养和扶植该地区的科学技术人员，

稳定和凝聚优秀人才，为区域创新体系建设与经济、

社会发展服务［２］。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植物保护学科共资助地区科学

基金项目１３７项，资助经费６３７９万元，占总资助项

目的１３．９５％。３年平均资助率为２３．０９％，低于生

命科学部３年平均资助率２３．３６％（见表３），排在生

命科学部２０个学科的第１５位。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植物保护学科地区科学基金项

目资助情况见表６。从申请数和资助数上进行分

析，植物病理学（Ｃ１４０１）申请数和资助数分别为２３９

项和５９项，申请数占此类项目总申请数的４０．２４％，

资助数占４３．０７％，两者均排名９个二级学科第１位。

植物化学保护（Ｃ１４０５）、农田杂草（Ｃ１４０３）、农田有害

生物检疫与入侵生物学（Ｃ１４０７）、植物保护生物技

术（Ｃ１４０８）、植物免疫学（Ｃ１４０９）和农田鼠害及其他

有害生物（Ｃ１４０４）在申请数和资助数上明显偏少，

有待进一步加强。从资助率上进行分析，植物免疫

学（Ｃ１４０９）、植物保护生物技术（Ｃ１４０８）、农业昆虫

学（Ｃ１４０２）和植物病理学（Ｃ１４０１）资助率较生命科

学部３年平均资助率要高，说明以上４个二级学科

近三年科学基金申请书撰写质量普遍较好。其他５

个二级学科３年平均资助率均低于生命科学部３年

平均资助率，需在科学基金申请书撰写质量上进一

步提高。

表６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植物保护学科地区科学基金项目资助情况

犜犪犫犾犲６　犉狌狀犱犻狀犵狊狋犪狋狌狊狅犳狋犺犲狆狉狅犵狉犪犿狊犳狅狉犾犲狊狊犱犲狏犲犾狅狆犲犱狉犲犵犻狅狀狊犻狀狆犾犪狀狋狆狉狅狋犲犮狋犻狅狀犱狌狉犻狀犵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二级学科

Ｓｕｂ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申请数／项

Ｎｏ．ｏｆ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资助数／项

Ｎｏ．ｏｆ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资助率／％

Ｆｕｎｄｉｎｇｒａｔｅ

资助经费／万元

Ｆｕｎｄ

Ｃ１４０１植物病理学 ２３９ ５９ ２４．６９ ２７２４

Ｃ１４０２农业昆虫学 １００ ２６ ２６．００ １２４０

Ｃ１４０３农田杂草 ２２ ３ １３．６４ １３７

Ｃ１４０４农田鼠害及其他有害生物 １ ０ ０．００ ０

Ｃ１４０５植物化学保护 ６１ １１ １８．０３ ５０５

Ｃ１４０６生物防治 １２８ ２５ １９．５３ １１５６

Ｃ１４０７农田有害生物检疫与入侵生物学 ２２ ５ ２２．７３ ２３７

Ｃ１４０８植物保护生物技术 １９ ７ ３６．８４ ３４０

Ｃ１４０９植物免疫学 ２ １ ５０．００ ４０

３．４　高层次研究类及人才类项目

重点项目主要支持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技术人

员针对已有较好基础的研究方向或学科生长点开展

深入、系统的创新性研究，促进学科发展，推动若干

重要领域或科学前沿取得突破［２］。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

植物保护学科共资助重点项目１６项，资助经费

４７９３万元，涉及植物保护学科４个二级学科，其中

农业昆虫学（Ｃ１４０２）资助项目最多，共１０项，植物病

理学（Ｃ１４０１）、生物防治（Ｃ１４０６）和植物免疫学

（Ｃ１４０９）分别有２项。主要资助农作物对重要病虫

害的抗性机理、农作物免疫机制、重要有害生物与农

作物的互作机制等方向；涉及的依托单位有１３个

（见表７），其中南京农业大学和华中农业大学各获

得２项资助，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沈阳农业大学、四

川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

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

所、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中国农业

大学和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各１项。生

命科学部２０个学科共资助重点项目２７２项，植物保

护学（Ｃ１４）排名第５位。

重大项目面向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科

技发展的重大需求，选择具有战略意义的关键科学

问题，汇集创新力量，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和学科交

叉研究，充分发挥导向和带动作用，进一步提升我国

基础研究源头创新能力［２］。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植物保

护学科共资助重点项目１项，资助经费１５００万元，资

助领域为植物病理学（Ｃ１４０１），资助方向为植物病毒

病害，依托单位为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生命科学部２０个学科共获资助重大项目７项，其中

植物学（Ｃ０２）２项，免疫学（Ｃ０８）、神经、认知与心理学

（Ｃ０９）、发育生物学与生殖生物学（Ｃ１２）、植物保护学

科（Ｃ１４）、兽医学（Ｃ１８）等５个学科各１项。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支持在基础研究方面已

取得较好成绩的青年学者自主选择研究方向开展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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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研究，促进青年科学技术人才的快速成长，培养一

批有望进入世界科技前沿的优秀学术骨干［２］。２０１３

－２０１５年，植物保护学科共有８人获得国家优秀青

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资助经费８９０万元，分别为植

物病理学（Ｃ１４０１）５人、农业昆虫学（Ｃ１４０２）、植物化

学保护（Ｃ１４０５）、农田有害生物检疫与入侵生物学

（Ｃ１４０７）各１人，涉及的依托单位有６个，其中南京农

业大学和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各有２人获

资助，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学院微生物

研究所和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各有１人获

资助。生命科学部２０个学科共资助优秀青年科学基金

项目１６７项，植物保护学（Ｃ１４）排名第１０位。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支持在基础研究方面已

取得突出成绩的青年学者自主选择研究方向开展创

新研究，促进青年科学技术人才的成长，吸引海外人

才，培养造就一批进入世界科技前沿的优秀学术带

头人［２］。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植物保护学科共有５人获

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资助经费１５００万

元，分别为植物病理学（Ｃ１４０１）３人、植物化学保护

（Ｃ１４０５）２人，涉及的依托单位有５个，分别为南京

农业大学、浙江大学、福建农林大学、大连理工大学

和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生命科学

部２０个学科共资助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７４

项，植物保护学（Ｃ１４）排名第５位。

创新研究群体项目支持优秀中青年科学家为学

术带头人和研究骨干，共同围绕一个重要研究方向

合作开展创新研究，培养和造就在国际科学前沿占

有一席之地的研究群体［２］。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植物保

护学科共有２个团队获得创新研究群体项目资助，

资助经费１２００万元，均为农业昆虫学（Ｃ１４０２），涉

及的依托单位有２个，分别为浙江大学和中国农业

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生命科学部２０个学科共

获资助创新研究群体项目１５项，其中排名第１的为

生态学（Ｃ０３）３项，植物学（Ｃ０２）、遗传学与生物信息

学（Ｃ０６）、植物保护学科（Ｃ１４）、３个学科并列排名第

２，各获得２项资助。

表７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植物保护学科高层次研究类及人才类项目资助情况

犜犪犫犾犲７　犉狌狀犱犻狀犵狊狋犪狋狌狊狅犳狋犺犲犺犻犵犺犾犲狏犲犾狉犲狊犲犪狉犮犺犪狀犱狋犪犾犲狀狋狊犲狉犻犲狊犻狀狆犾犪狀狋狆狉狅狋犲犮狋犻狅狀犱狌狉犻狀犵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资助类别　Ｐｒｏｇｒａｍ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资助数／项　Ｎｏ．ｏｆ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资助经费／万元　Ｆｕｎｄ 依托单位／个　Ｓｕ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ｓ

重点项目 １６ ４７９３ １３

重大项目 １ １５００ １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 ８ ８９０ ６

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５ １５００ ５

创新研究群体 ２ １２００ ２

４　申请数与资助数关系分析

一般来说，就某一学科或者二级学科来说，申请

科学基金项目数越多，可能获得的资助项目数就应

该越多。但相关数据分析未见报道。因此，本文拟

通过对生命科学部所属学科及植物保护学科所属二

级学科申请数与资助数进行分析，试图弄清两者之

间的内在关系。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间，生命科学部２０个学科科学

基金申请数和资助数见表８。采用数据分析软件

ＳＰＳＳ１６．０，对申请数和资助数进行双变量相关分析

（ｂｉｖａｒｉａｔ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结果显示，生命科学部２０个学

科科学基金申请数和资助数之间相关系数为０．９５１，

显著水平值小于０．０１，说明２０个学科科学基金申

请数和资助数之间存在极显著相关关系。从表８中

看出植物保护学科（Ｃ１４）申请数和资助数分别为

４１３５项和９８２项，均排在生命科学部２０个学科中

第８位。排在前７位的学科分别为农学基础与作物

学（Ｃ１３）、食品科学（Ｃ２０）、生态学（Ｃ０３）、植物学

（Ｃ０２）、微生物学（Ｃ０１）、林学（Ｃ１６）、园艺学与植物

营养学（Ｃ１５）。申请数和资助数排名第１的农学基

础与作物学（Ｃ１３），申请数和资助数较植物保护学科

（Ｃ１４）分别多出２４２３项和５４０项。鉴于申请数和资

助数之间存在极显著相关关系，植物保护学科要想获

得更多的资助项目，必须大幅提高申请项目数。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间，植物保护学科所属９个二级

学科申请数和资助数见表２。采用相同方法对数据

进行双变量相关分析，结果显示，植物保护学科９个

二级学科科学基金申请数和资助数之间相关系数为

０．９９５，显著水平值小于０．０１，说明９个二级学科科

学基金申请数和资助数之间同样存在极显著相关关

系。表２中显示科学基金申请数和资助数均排名第

１的为植物病理学（Ｃ１４０１），分别为１５４３项和３８１

项。植物保护生物技术（Ｃ１４０８）、农田有害生物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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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与入侵生物学（Ｃ１４０７）、农田杂草（Ｃ１４０３）、植物

免疫学（Ｃ１４０９）、农田鼠害及其他有害生物（Ｃ１４０４）

等二级学科申请项目数均较少，具有很大的提升

空间。

表８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生命科学部２０个学科申请数与资助数情况

犜犪犫犾犲８　犃狆狆犾犻犮犪狋犻狅狀狊犪狀犱狆狉狅犼犲犮狋狊狅犳２０犱犻狊犮犻狆犾犻狀犲狊狅犳犾犻犳犲狊犮犻犲狀犮犲狊犱狌狉犻狀犵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学科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申请数／项　Ｎｏ．ｏｆ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资助数／项　Ｎｏ．ｏｆ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资助率／％　Ｆｕｎｄｉｎｇｒａｔｅ

Ｃ０１微生物学 ４７５０ １１８３ ２４．９１

Ｃ０２植物学 ４６５６ １２８４ ２７．５８

Ｃ０３生态学 ４８１０ １３３６ ２７．７８

Ｃ０４动物学 ２５４４ ７７５ ３０．４６

Ｃ０５生物物理、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３１０６ ９２２ ２９．６８

Ｃ０６遗传学与生物信息学 ３５２４ ９５７ ２７．１６

Ｃ０７细胞生物学 ２０６３ ６４２ ３１．１２

Ｃ０８免疫学 １５９２ ４８１ ３０．２１

Ｃ０９神经科学 ２６８４ ４９５ １８．４４

Ｃ１０生物力学与组织工程学 ２０６９ ５１０ ２４．６５

Ｃ１１生理学与整合生物学 １６１８ ４５９ ２８．３７

Ｃ１２发育生物学与生殖生物学 １６７５ ５０５ ３０．１５

Ｃ１３农学基础与作物学 ６５５８ １５２２ ２３．２１

Ｃ１４植物保护学 ４１３５ ９８２ ２３．７５

Ｃ１５园艺学与植物营养学 ４３５２ １００３ ２３．０５

Ｃ１６林学 ４６８４ １０８５ ２３．１６

Ｃ１７畜牧学与草地科学 ４０２１ ９１５ ２２．７６

Ｃ１８兽医学 ３６４９ ８８９ ２４．３６

Ｃ１９水产学 ２３８５ ５４４ ２２．８１

Ｃ２０食品科学 ６５９５ １３４５ ２０．３９

５　问题及建议

５．１　充分挖掘申请潜力，扩大基金申请规模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生命科学部近３年项

目资助率一般维持在２４％左右，个别年份有所浮

动，但基本稳定，因此，如果某一学科申请规模大，那

么获资助项目相对就多。前文数据分析也得出，科

学基金申请数与资助数呈极显著相关关系。在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间，植物保护学科申请总量在生命科

学部２０个学科中排名仅第８位，较排名靠前的几个

学科，如食品科学（Ｃ２０）、农学基础与作物学（Ｃ１３）、

生态学（Ｃ０３）、微生物学（Ｃ０１）等，还存在不小的差

距，一定程度上还有提升的空间，也亟须获得提升；

在植物保护学科９个二级学科中，植物保护生物技

术、农田有害生物检疫与入侵生物学、农田杂草、植

物免疫学、农田鼠害及其他有害生物等二级学科申

请数相对较少，影响了本二级学科的总体资助数。

虽然这些学科从事基础研究的申请人员相对较少，

但如果得到充分挖掘，同样存在提升空间。

欲提升植物保护学科科学基金申请总量，应做

到：第一，各依托单位应高度重视科学基金申请。做

好科学基金申请的动员，了解掌握并宣讲科学基金

申请指南、最新政策以及申请流程等；制定相应的鼓

励措施，特别是科学基金申请积极性不高或申请数

量远未达到饱和的依托单位，积极引导单位科技人

员申请科学基金项目，充分挖掘申请潜力，形成争相

申请基金的大好局面。第二，做好科学基金的宣传，

充分了解科学基金申请规模的重要性并达成共识。

科学基金申请规模的大小，决定着植物保护学科在

生命科学部２０个学科中的竞争力，申请数总量达不

到相应的规模，意味着植物保护学科会受到其他学

科的挤压。古曰“众人拾柴火焰高”，只有在全体植

保人的共同努力下，植物保护学科才能在科学基金

申请的竞争中真正站住脚，才能在基础研究领域获

得更大发展。

５．２　努力提升申请质量，确保基金高资助率

在保障科学基金申请量足够大或者饱和的前提

下，进一步提高科学基金资助率是植物保护学科获

取更多资助项目数的推进器。在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间，

植物保护学科在生命科学部２０个学科中资助率仅

排名第１３位，与排名第１的细胞生物学（Ｃ０７）相差

近６百分点。在植物保护学科９个二级学科中，农

田鼠害及其他有害生物、生物防治、植物保护生物技

术、农田杂草、植物免疫学等二级学科３年平均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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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偏低，从而拉低了二级学科的资助数。

若确保植物保护学科基金高资助率，应做好：第

一，基金选题要坚持产业为导向，突出学科特色。坚

持产业导向，就需要敏锐洞察产业发展趋势，善于把

握植保领域中出现的新问题、新动向，从农业生产实

际中凝炼科学问题，加强原始创新，构建体系完整、

特色鲜明、实用性强的植物保护学基础理论体系，促

进创新能力的整体提升。第二，保证申请书撰写质

量。科学基金申请书要做到立论依据充分、简洁，研

究目标明确，研究内容合理，研究方案与技术路线科

学严谨并可行性强，研究工作基础扎实。第三，高质

量完成已获资助项目。近年来生命科学部重视和加

强各类资助项目的后期管理，实行“绩效挂钩”，对高

质量完成科学基金项目的主持人所申请的项目，在同

等条件下给予优先资助［４］，已获得科学基金资助的科

技人员应更加注重项目完成质量，为获得科学基金项

目的连续资助打下良好基础。

５．３　重视重大科学问题的凝炼，谋求高层次科学基

金项目

　　高层次研究类系列项目，如重点项目、重大项目

等，对推动学科基础研究领域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也

能从侧面反映出该学科前沿科学发展水平。２０１３－

２０１５年间，植物保护学科获得重点项目１６项，每年５

～６项，体现出不错的发展势头，但主要集中在农业昆

虫学（Ｃ１４０２）、植物病理学（Ｃ１４０１）、生物防治（Ｃ１４０６）

和植物免疫学（Ｃ１４０９）等二级学科，其他二级学科出

现了３年或多年断档；重大项目近３年只在２０１３年

植物病理学（Ｃ１４０１）获得１项资助。植物保护学科相

对生命科学部其他学科获高层次研究系列项目资助

较少，且获资助的二级学科和依托单位相对集中，说

明植物保护学科发展不够活跃且发展不够均衡。

科学基金的重大项目和重点项目主要来源于３

个方面，即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学科发展战略

和优先资助领域；已获得重要进展，经过进一步提

炼与加大支持力度可望取得突破性进展的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科技工作者和有关机构根据科学技术发

展趋势和国内具备的工作基础提出的项目建议［５］。

建议做好：第一，承担基础研究项目较多、基础较好

的单位，瞄准国际植物保护学科技前沿和国家农业

生产的重大需求，抓好重大、重点项目的顶层设计，

凝炼研究方向，提炼出若干既能代表单位学科研究

水平、又与国家战略需求相衔接的重点研究方向，组

织开展全国植物保护科研协同创新，积极向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提出项目建议，争取形成重大类

项目储备；第二，科研人员扎实做好研究工作的长期

积累，坚持稳定的研究方向，形成自身研究特色，争

取在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的连续资助下，开展深入、系

统的创新性研究，为高层次科学基金项目立项奠定

坚实基础。

５．４　加强人才培养与团队建设，提升科学基金申请

综合竞争力

　　高水平的人才和优秀的团队是争取科学基金，

特别是人才类系列项目支持的保证，反过来科学基

金的支持亦能推动优秀人才及团队的发展。在科学

基金的持续资助下，植物保护学科研究水平不断提

升，整体上呈现出方向和内容多样化的良好发展势

头。但与生命科学部其他学科相比，植物保护学科

在人才系列科学基金资助谱系中地位相对弱势。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植物保护学科在人才类系列项目

中，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地区科学基金项目平均资助

率在生命科学部２０个学科中分列第１２位和１５位，

且低于生命科学部平均资助率；优秀青年科学基金

项目资助数排在生命科学部２０个学科中第１０位，

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数排在第５位。

科学基金把人才培养置于重要战略位置，要提

高人才类项目资助率，建议做好：第一，植物保护学

科高层次人才加强优秀科研创新团队的打造，通过

创新团队的建设，带动学科的交叉融合和优势科技

资源的有效整合，引领基础科学研究方向，培养优秀

青年人才，促进整体科研实力的提升。第二，加大对

青年科技人员的培养和指导力度，全面激活年轻群

体的基础科学研究热情，吸引高水平科研人员专心

和长期从事基础研究工作，逐步提高植物保护学科

青年科技人员承担科学基金项目的质量和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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