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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当今基础研究在科学前沿全方位拓展以及在纵向的学科深入的同时，客观上需要

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思维方式在研究资源、研究手段上进行多渠道、多形

式的合作交流。开展国际合作有利于提高本国基础研究的水平，有利于吸收世界范围

的创新思想，有利于培养高水平的创新人才。随着国际合作交流经费的不断增长，资

助项目数量的大幅度增加，加强对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的科学管理已显得越来越迫切和

重要。 

本文开展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绩效评估研究，旨在建立符合

我国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管理的评价体系，对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的执行效果有比较全

面、客观的认识，并为管理机构提供科学的决策支持。 

论文系统地介绍了科技评价的相关理论、方法以及国内外研究现状。并对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委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的管理模式及资助政策进行历史回顾，总结国际合作

交流项目组织管理的发展历程，探寻资助政策的演变轨迹。并以欧洲核子中心国际合

作交流项目作为案例进行研究，为后续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的执行与管理提供了借鉴。 

论文针对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的特殊性，通过调查研究建立了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绩

效评估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和模糊综合评价集成的评估方法，对国际合作交流项

目的绩效进行评估，实现对项目目标的相关性、实施效果及影响、组织管理的系统、

客观、公正分析。同时论文针对国际合作交流项目执行与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政

策建议。 

通过本文的研究，建立了较为科学、系统的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绩效评估体系，期

望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国际合作交流经费的分配和资助政策的制定提供有效的信

息和方法支持。 

 

关键词：科学基金；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绩效评估 

 I



北京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Abstract 

Nowadays, basic research needs multi-channel and multi-form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will help improve the level of basic research, will help 

absorb the world's innovative ideas, and will help foster a high level of talented persons.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funds and the number of projects, it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urgent and important to strengthen scientific management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Project. 

This paper carried out the research of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Project, with the aim to establish the evaluation system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China's project management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Project, to comprehensively and objectively understand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 of 

projects, to provide scientific decision support for regulatory agencie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introduced relevant theory, method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valuation and the research situ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and historically 

reviewed the management model and funding policy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Project. And this paper used the CER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Project as case to study. Through the research, it obtained value experience involved in the 

key scientific engineeri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his paper established performanc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Project through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This paper evaluated 

the performance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Project using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method and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ethod, achieving 

systematical, objective and impartial analysis of relevance of project objectives, 

implementation effect, impact and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This paper also put 

forward policy proposals of existing implementation and management problems. 

Through the study of this paper, it expected to provide effective support for allocation 

of funds and formulation of funding policy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Project. 

Key Words: NSFC;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Project; Performance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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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绪论 

1.1 研究的背景及意义 

对客观世界运动规律的探索和认识是全人类的共同目标，是多种文化不断交流融

合和长期积累的过程。当今基础研究在科学前沿全方位拓展以及在纵向的学科分化与

深入的同时，客观上需要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思维方式在研究资源、研究

手段上进行多渠道、多形式的合作交流。目前，科学界已经达成这样一个共识，国际

合作是解决全球性重大科学问题的必由之路，是组织实施大科学研究计划的基本方

式。 

开展国际合作有利于提高本国基础研究的水平，有利于吸收世界范围的创新思

想，有利于培养高水平的创新人才，推动科学研究的创新。因此，在基础研究领域开

展国际合作与交流，对实现研究资源互补、提高研究工作的水平和质量、培养国际化

研究人才等方面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已经成为基础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均把国际合作作为取长补短，提高本国基础研究水平

的一个重要手段。 

随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国际合作交流经费的不断增长，资助项目数量的大幅度

增加，加强对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的科学管理已显得越来越迫切和重要。进行国际合作

交流成果评价的现实意义在于强化基金项目后期管理，能更好地发挥各类项目的内在

能力，使各类项目在和谐、相互促进的环境里形成良性循环，这种良性循环有利于使

我国基础研究的创新活动保持持续发展的后劲。 

论文通过回顾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的管理模式及资助政策，探

讨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的调整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职责、基础研究的内涵、科学基

金发展战略等多方面因素之间的联系；结合绩效评估的实际需要，建立国际合作交流

项目绩效评估的指标体系，并选择适当的绩效评估方法体系，对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的

绩效进行系统评价。通过效益评估，能够对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的执行效果有比较全面、

客观的认识，为我国今后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的资助提供系统的信息支持，为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国际合作交流经费的分配和资助政策的制定提供有效的信息和方法支持。 

1.2 研究的总体思路和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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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研究的总体思路 

论文的总体思路是首先收集和整理科技评估的相关理论基础和典型案例，分析学

习国内外先进的绩效评估方法和经验，归纳出它们的体系结构和主要特点；然后具体

分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国际合作局提供的项目数据，清洗、整理数据，建立国际合

作交流项目的数据库；再结合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的特点，经过大量调查统计，建立国

际合作交流项目绩效评估指标体系，探索一套适用于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绩效评估的研

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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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技术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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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的总体技术路线为“数据-方法-思想”。首先通过访谈、重点调研、文档分析

等方法获取数据，并进行清洗整理；然后运用科学计量法进行统计分析，建立效益评

价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法进行绩效评估；最终对国际合作交流项目

的目标、定位、作用、影响、管理模式、资助效益进行分析。论文的技术路线如图 1.1

所示。 

1.3 研究的主要内容及创新点 

1.3.1 研究的主要内容 

论文的研究内容主要有四部分。 

（1）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管理模式与资助政策研究 

论文运用回溯法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的管理模式及资助政

策进行历史回顾。在我国基础性研究发展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发展中，探寻国

际合作交流项目资助政策的演变轨迹，总结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组织管理的发展历程。

并以欧洲核子中心国际合作交流项目作为案例进行分析研究，为后续国际合作交流项

目的执行与管理提供了借鉴。 

（2）国际合作交流项目整体情况分析 

通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国际合作局提供项目资料信息，进行整理，建立国际合

作交流项目数据库，对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的整体情况进行统计分析。从项目数量及经

费的年度分布、学部分布、国别分布、项目类型分布、执行机构分布、负责人年龄分

布等方面分析。通过计量研究，全面系统地反映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的资助状况，并给

予合理的解释。 

（3）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绩效分析 

在进行绩效评估前，首先要明确评估的目的，评估的对象，以及评估的依据。然

后针对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的特殊性，通过调查研究建立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绩效评估指

标体系，同时给出评价指标的等级标准。采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集成的评

估方法，对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的绩效进行评估，实现对项目目标的完成情况、实施过

程、实施效果及影响的系统、客观、公正分析。 

（4）国际合作交流项目执行与管理的政策建议 

通过对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管理模式与资助政策的分析，以及对项目执行整体情况

和绩效评估的研究，发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国际合作交流项目在执行和管理方面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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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论文针对这些问题，从经费投入、信息化建设等方面提

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1.3.2 创新点 

论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1）论文系统分析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的发展历程，对其

管理模式及资助政策进行历史回顾。                        

（2）论文建立了符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特点的绩效评估指

标体系，以及评价指标等级标准，探索性地将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相结合，

进行整体、全面的绩效评估。并根据分析研究的结果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3）通过绩效分析不仅得到了国际合作交流项目整体的执行效果，还得到了各

一级指标的评价结果，了解了项目在各方面的执行情况。同时通过指标权重分析，了

解了项目在评价过程中比较注重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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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科技评价的相关理论及方法 

2.1 科技评价的相关理论 

由于科技发展的不均衡性以及科技投入的有限性，使得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科技

评价，以提高科技项目的投入产出率及形成有影响力的科技研发成果。对科研项目进

行评价，可以提高科研经费的使用效率，增强项目研究人员和各级管理部门的责任感，

促使科研项目多出高水平成果，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使有限的资金发挥最大的效益。

同时，通过合理的科技评价可以发现具有发展前景的学科新生长点和新的研究领域，

为决策制定及调整，学科布局等提供科学依据和建议。 

科技评价，主要是指通过比较完善的评估程序、评估指标、评估方法、评估规范

对科技系统内部及其相关环境中的各种活动的实际作用、影响和效果进行客观、公正、

科学的评估的行为过程。它是对科技管理部门决策者（委托方）提供关于评估对象全

面评估的一种政策性研究，是系统地评估某一对象的一种分析方法，例如科技项目的

性质、意义、状况和优缺点等。 

2.2 科技评价的主要方法 

目前，国内外对科技项目评价的方法大致可分为三类，即定性评估、定量评估及

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评估。定性评估主要依靠评估者的学识和经验做出判断。定量评

估是根据事先拟定的评价指标体系，按一定的程序和方法计算出定量结果的评估。定

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评估，即以上两种方法的有机结合。这三类方法的主要实践形式为

同行评议、科学计量学和综合评估法。综合评估是以定量为目标，将定性因素融合于

评价指标体系当中，按一定的方法和程序计算出定量的结果。表 2.1 显示了几种主要

的科技评价方法的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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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主要科技评价方法对比分析 

评估方法 同行评议 文献计量 层析分析法 模糊综合评价 灰色关联分析

性质 定性方法 定量方法 定性定量结合 定性定量结合 定性定量结合

特征 
由同行专家对

项目进行质量

与水平的评估 

期刊影响因

子、论著的传

播、引文分析

针对多层次的

系统，用相对量

的比较，确定判

断矩阵 

引入隶属函数，

实现把人类的

直觉确定为具

体系数 

多因素统计分

析方法，用灰色

关联度描述因

素间的关系 

优点 

能有深度地评

价基础研究项

目；操作简单，

结论易于应用 

有准确的数

量指标；进行

有效的定量

化管理 

可靠度高、误差

小；解决了用定

性和定量分析

单独不能解决

的问题 

克服传统数学

“唯一解”的弊

端；符合现代管

理“柔性管理”

的思想 

数据要求较低

且计算量小，便

于广泛应用 

缺点 

容易淹没非共

识性学术创新

思想；对于交叉

学科、跨学科等

方面的研究内

容，“同行”界

定难以把握 

容易形成学

术界的浮躁

和急功近利

行为；传统学

科有优势，跨

学科的新兴

学科受抑制 

评价对象的因

素不能太多；结

果取决于判断

矩阵的构造 

不能解决评价

指标间相关造

成的信息重复

问题 

客观性较差，

不符合某些样

本更为重要的

实际情况 

应用领域 
战略层次的决

策分析 

评价科学生

产率、人才、

成果质量 

成本效益决策、

资源分配次序、

冲突分析 

消费者的偏好

识别、决策中的

专家系统等 
动态历程分析 

2.2.1 同行评议 

同行评议的实质是依靠相同领域或邻近领域的专家对申请者所从事的科学研究

活动进行学术评价。目前国内外科研管理部门及科学家们在科技成果评估中，普遍应

用了同行评议的方法。同行评议方法一般包括通信评议、专家组会议评议、通信与专

家组结合和实地考察几种。尽管形式不同，每个同行评议专家的意见通常通过其填写

的评审表表达。目前国内科技成果评估同行评议专家评审表基本由两部分组成，即专

家根据评价指标的内涵按评定程度赋分，然后标明建议授奖等级。评价指标一般都由

一、二级指标构成，对二级指标有的进行内涵诠释，有的不做具体说明。有的评审表

是通过限定各二级指标的评分范围来间接对指标加权。 

2.2.2 科学计量学方法 

目前，科学计量学指标主要有：学术论著的公开发表与出版及出版物级别（质量），

即期刊的影响因子；学术论著的传播与反响程度（被转载、摘录，被权威检索工具收

录情况）；学术论著的被引用（或应用）与被（综述文献、权威评论刊物）评论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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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该指标的统计即引文分析，一般以被引频次作为具体评价指标。这三个指标的重要

性依次增加。总体说来，影响因子与论文质量是通过同行评议来实现的正相关关系，

论文的被引频次与作者的科学影响力也基本呈正相关。对于基础性研究来说，由于研

究人员的科学贡献和学术影响主要是通过论文的交流来实现的，因此，文献计量学评

价分析更具积极意义。 

目前，科学计量学应用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将文献计量指标广泛应用于评价科学

生产率，评价人才、成果质量、科研机构（包括大学、研究所、科技产业公司等）乃

至整个国家的科技水平与影响力等，从而使决策者能够进行有效的定量化管理。当前，

应用科学计量学方法的规模和数据量越来越大。在当前文献计量学应用中，无论是利

用 SCI 还是其它数据源，研究者们都尽最大努力获取全面、充分的原始数据来支持其

分析过程和结论，使利用的数据量和研究规模不断扩大。 

2.2.3 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 

近年来，多目标综合评估方法发展很快，成果丰硕。多目标就是多指标、多层次；

综合，就是将多指标的影响效应合理地综合起来，使各指标值得到比较现实的表达。

现代管理中需要定量表达的对象绝大多数都是多指标的。科研成果评估、研究机构评

价、科研能力评价等都存在多指标的问题。 

（1）层次分析法  

层次分析法（简称 AHP）由美国运筹学家 T.L.Saaty 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创立，是

一种多目标多准则的决策方法。将评估目标分解成一个多级指标，在同一级（或同一

层次）上，将各指标进行两两比较，按其对上一级指标相对重要的程度写成矩阵形式，

由同行专家按该法计算出每项指标相对权重，并进行一致性检验，最后计算方案层因

素（最末级指标）相对于最高层次即系统目标的权重，并检验其一致性。其综合评价

结果为各方案层指标的线性加权值。 

层次分析法是一种系统结构分析方法，也是一种科学决策方法，它把定性问题转

化为定量分析，把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结合起来，解决了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单独

不能解决的问题。在应用多准则多指标对科研成果进行综合评价时，层次分析法显示

出比较明显的优越性。但这种方法应用得还不十分普遍。另外，尽管这种方法在很大

程度上摒弃了人的主观性，但无论是判断矩阵的建立还是各准则的选择和评分，都是

人通过分析主观确定的，从最终的决策结果来看，结果是否正确，取决于判断矩阵的

构造和准则的选择和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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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模糊综合评价法  

模糊综合评价法是利用模糊矩阵对评价对象（科研成果）进行同行评议，通过模

糊矩阵复合运算，定量地描绘出科研成果优劣的方法。这种方法适用于评价指标大多

数为定性指标的评价系统，且要求同行专家对每个评价指标的内涵有较高程度的认

同。若评价系统中的大多数指标为定量指标时，用此方法就失去了其特有的优势。 

（3）逼近理想解的排序法  

该法简称理想点法。其思路是根据各被评估方案与理想解和负理想解的距离来排

列方案的优劣次序。理想解为设想的最好方案，它的各属性值达到所有被评方案中的

最优值。负理想解则是所设想的最坏的解，它的各属性值都是所有被评方案中的最坏

值。评价结果为距理想解越近且距负理想解越远的方案越优。用逼近理想解的排序法

进行多目标评价，概念清楚，直观，计算也不困难。特别是当各评价指标不同质且评

价目标不允许以某一指标的优良弥补另一指标的低劣，即评价结果不能用线性加权计

算时，此方法的评价效率将更高。 

（4）灰色关联分析法 

灰色关联分析是一种多因素统计分析方法，它是以各因素的样本数据为依据，用

灰色关联度来描述因素间关系的强弱、大小和次序的。如果样本数据列反映出两因素

变化的态势（方向、大小、速度等）基本一致，则它们之间的关联度较大；反之，关

联度较小。与传统的多因素分析方法（相关、回归等）相比，灰色关联分析对数据要

求较低且计算量小，便于广泛应用。该方法分析的目的是揭示因素间关系的强弱，其

操作对象是因素的时间序列，最终的结果表现为通过关联度对各比较序列做出排序。

关联度越大则为越好。最后由各样本关联度对 n个样本排出优劣顺序。 

2.3 国外科技评价的现状 

美国是科技评估活动制度化最早的国家之一。二战过后，科学研究活动的规模日

益庞大，越来越需要有效地协调与管理。科研评估作为科学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和手

段，在美国成为制度化、经常性的工作，并建立了科技评估支持系统。评价主要分为

三种情况：研究选择（研究工作还未开始）、研究评述（研究工作还在进行中）、后期

研究评价（研究工作己经完成）。评价的方法主要有：回溯方法，定量方法（成本—

—效益分析和文献计量学方法）、定性方法（专家评议法）。 

英国对科学研究的评价有多种方式。主要可以分为客观和主观两个部分。主观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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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是由同行评议专家组对研究产出的质量评价；客观评价是通过考查引文数据来评价

科技论文的质量。其评估的指标则包括：科学活动的规模、人员培养；出版物及其质

量、重要性和影响；文献引用；同行评议等。可以看出评估指标较为具体，但对专利

等内容未涉及。 

德国对科学研究计划和政策的评价开始于 70 年代末。通常是由政策管理机构指

导下的外部独立评价机构进行。1992 年-1993 年，德国前科技部实施了“原评价计划”，

对 1985 年以来资助的 50 个科技项目进行评价和分析对比，并以此作为改进科技项目

管理的依据。目前，德国实行评价的方式有三种，即:回溯评价（事后）、过程监督和

展望分析（事前）。 

日本则根据著作和学术论文的数量、质量、创新、引用率、研究的指导能力等方

面来对基础研究成果进行评价。评价指标有论文发表数和引用次数、著作出版、学术

论著、教科书、计算机程序、科研经费支持额度和次数、合作研究项目数、讲演（被

邀）次数、主办和参加各类会议情况、人才培养与交流情况、研究创造和指导能力、

青年研究学者的评价、为技术开发提供理论依据的情况等。 

其它一些发达国家，如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瑞典、韩国等国家也相继进行

了深入的科技评估研究，并建立起较为完善的、适合本国科技特点的科技评价及管理

方法。 

2.4 我国科技评价的现状 

我国对科研项目的评价工作起步较晚。科技体制改革以来，逐步得到重视。特别

是 90 年代以来，科技项目的评价已被普遍关注。近年来，我国也开展过类似的评价

探索，如:国家科技攻关计划的评价、国家“863”计划的十年评价、中国科学院“八

五”重大项目评价等。所使用的评价方法基本上与国外所采用方法相似，只是指标体

系、评价程度、规范性、独立性等方面有明显的差距。这与我国评价工作尚处在探索

阶段有关。 

1995 年，国家科学技术部（当时的国家科委）和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联合

组织一次关于中国科技改革的回顾评价，以总结过去 10 年的经验。1984 年，国家计

委率先对大学和科学院系统的部分国家重点实验室进行了评价与资助改革，评价工作

实行定性评价和定量统计数据相结合，以定性评价为主；学术专家与管理专家相结合，

以学术专家为主。评价工作除包括有关书面材料外，还包括专家组进行实地考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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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和听取有关情况和建议。评价的主要内容包括实验室研究工作的方向和意义，承担

科研任务，完成情况及成果水平，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开放程度，管理水平等。实

验室评价是目前我国科技评价工作中比较系统的工作。科技评价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有良好的理论和实践基础。1998 年起，管理科学部开始对 1992 年以来资助的管理

科学面上结题项目进行后评估，在实践中形成了一些成功的管理经验和理念。 

我国在科技管理及科技评价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尚未建

立一套比较完善的，得到科学界普遍认可的评价指标体系；也未形成一套严格的科研

评价制度。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其他国家科研的评价方法进行研究，并加以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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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管理模式与资助政策分析 

3.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概况 

3.1.1 NSFC 介绍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简称“自然科学基金委”，NSFC）成立于 1986 年 2

月，是管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国务院赋予其主要职责是“根

据国家发展科学技术的方针、政策和规划，资助自然科学基础研究和部分应用研究，

发现和培养人才，发挥自然科学基金的导向和协调作用，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

社会发展”。 

自然科学基金委认真履行职责，积极探索和实践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基金制的

发展道路，坚持“依靠专家、发扬民主、择优支持、公正合理”的评审原则；确立“平

等竞争、科学民主、鼓励创新”的良好机制；健全咨询、决策、执行、监督相互协调

的科学基金管理系统；发挥“导向、稳定、激励”的功能，不断发展完善以学科体系

为框架，价值评议和绩效评估为依据的管理体系，并制订了一整套的自然科学基金管

理办法。 

自然科学基金坚持支持基础研究，逐渐形成和发展了由研究项目、人才项目和环

境条件项目三大系列组成的资助格局（见图 3.1）。建立了面上、重点、重大项目、重

大研究计划、联合资助基金、实质性国际合作研究等多层次相互配合衔接的资助项目

系列；通过实施科技人才战略，架构了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青年科学基金、

地区科学基金、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等较为完整的人才培

养资助体系；完善了以科学仪器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科普项目等专项构成

的环境条件项目体系。随着国家财政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不断增长，自然科学基金从

1986 年的 8000 万元起步已增长到 2010 年的 83 亿元，较大地改善了基础研究的资助

环境，项目资助强度稳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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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体系 

科学基金实施以来，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基础研究持续、稳定和协调发展，为我国

科技发展孕育创新源头，发现、培养和吸引了一批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取得了丰硕成

果。一些具有我国自身优势的学科领域在世界科学前沿占有了一席之地，提高了我国

科学技术在国际上的地位；为推动新兴学科领域研究和实施国家重要科技计划发挥了

先导作用；为解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重大基础理论和技术问题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3.1.2 国际合作局介绍 

基金委自成立以来，一直高度重视基础研究的国际合作与交流，1986 年就设立了

国际合作局。国际合作局是管理和协调 NSFC 所进行的国际合作与交流活动的职能机

构。国际合作局成立后，积极开拓与国外的合作与交流渠道，确立了首先同科技发达

国家建立联系，然后同科技较发达国家和周边国家建立联系的方针，同时受理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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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合作局的工作直接服务于中国科学基金制的实施，为已获得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的中国科学工作者创造和提供国际科学合作与交流的条件。其具体工作任务是： 

（1）同世界各友好国家的科学基金组织以及学术机构建立、保持和发展长期的、

稳定的合作交流关系； 

（2）支持和资助从事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研究工作的中国科学工作者和国外同行

进行科学合作研究和学术交流活动； 

（3）组织双边、多边以及多种形式的国际合作研究和学术交流活动； 

（4）负责和管理基金委的多项国际合作与交流工作。 

图 3.2 对国际合作局的工作进行了描述。 

  

 

 

 

 

 

 

 

 

 

图 3.2 国际合作局工作描述示意图 

科学基金国际合作始终遵循国家科技国际合作交流发展规划，围绕科学前沿和国

家战略需求，结合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及国家安全等科学问题，强调顶层设计和谋划，

不断拓展合作渠道，增加合作经费，推动实质性合作研究，支持和吸引国内外优秀青

年人才，形成了一个全方位、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国际合作与交流格局。有力

地推动了科学基金事业的发展，为促进人才培养、取得重要创新研究成果发挥了不可

替代的作用，为我国基础科学研究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创造了条件。 

3.2 国际合作交流项目历史变迁 

国际合作交流项目设立初期，我国基础研究还比较落后，认识上逐步重视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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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极低。因此当时希望通过国际合作解决基金项目承担专家的需求，使其能够跟踪世

界科学前沿领域，引进国外资金、技术、信息及先进的管理思想和经验，解决关键科

学问题，增强我国科学家在国际上的竞争能力。当时设立的项目类型分为合作研究、

出国参加国际会议、在华举办国际会议、来华接待、一般交流、出国考察等。 

资助在华举办国际学术会议的好处是花钱少、受益大。但在改革开放的前 10 年

中，以我国的科研水平还难以在境内召开大型的、系列的或重要的国际会议。出国（境）

参加国际会议成为这一阶段最活跃的交流形式，可以使科学工作者快速了解相关领域

的最新进展，并为同行间的交流创造良好氛围，为进一步开展国际合作打下基础，同

时在国际舞台上展示中国学者对于科学研究的贡献。此时的合作研究项目也大都停留

在你来我往的一般性了解、沟通，旨在寻求更多的伙伴关系。一般交流和出国考察项

目的设立则是在广泛邀请国外专家来华进行短期访问的同时，鼓励更多的科研人员走

出国门、开阔视野、了解世界科技前沿动态，广交合作伙伴，为谋划未来的国际合作

与交流寻找契机。 

表 3.1 项目类型历史变迁 

1986 年 1992 年 96、97 年 2001 年 2005 年 2007 年 

合作交流 合作交流 合作交流 合作交流 合作交流 合作交流 

出国开会 出国开会 出国开会 出国开会 出国开会 出国开会(协议)

在华会议 在华会议 在华会议 在华会议 在华会议 在华会议 

来华接待 来华接待 来华接待    

一般交流 一般交流 一般交流    

出国考察 出国考察 出国考察    

 留学人员 留学人员 留学人员 留学人员 留学人员 

  两个基地 两个基地 两个基地  

  重点实验室 重点实验室 重点实验室  

  中德中心 中德中心 中德中心 中德中心 

   NSFC-RGC NSFC-RGC NSFC-RGC 

   重大合作研究 重大合作研究 重大合作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基础研究水平不断攀升，科学基金国际合作交流在渠

道持续拓展，经费稳步提高的基础上，不断调整项目类型，取消了来华接待、一般交

流和出国考察等一次性短期互访的合作交流形式，增设了促进人才引进以推动实质性

合作研究的项目类型，包括：1992 年设立的“资助留学人员短期回国工作讲学”，1996

年设立的“两个基地”项目和“国家重点实验室国际合作与交流专项基金”，199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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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的海外青年合作研究基金、港澳青年合作研究基金，2001 年设立的重大国际（地

区）合作研究项目等。表 3.1 显示了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类型的历史变迁。 

3.2.1 在华召开国际学术会议 

1986 年设立了在华召开国际学术会议项目，以基础研究发展方向的研讨会为主，

发挥其在学科布局和选择中的导向作用。优先资助重要国际科学组织的系列学术会

议，重要的全球性、区域性国际会议，有世界知名科学家与会作特邀报告的国际会议。 

3.2.2 出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1986 年设立了出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项目，2007 年取消了非协议的出国参加会

议项目。通过资助科研人员出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可以了解国际上主要科学研究领

域的重要进展和动态，掌握新的学科领域生长点，对于制定学科发展战略，与国外学

者建立联系开展基金项目的合作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3.2.3 重大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 

2001 年设立了重大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该项目按照“支持基础研究，坚

持自由探索，发挥导向作用”的方针，根据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体现有限目标、

突出重点、重视学科交叉，同时贯彻以我为主、平等合作、互利互惠、成果共享的原

则。重大国际合作研究项目的设立成为推动实质性、高水平国际合作的一个重要标志，

为组织开展“以我为主”的重大国际合作研究，吸引和利用国外资金、人才与设备，

提高我国基础研究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 

3.2.4 中德科学研究促进中心 

1995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德意志研究联合会签署协议，共同筹建“中德

科学研究促进中心”。这在我国是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由双方政府支持的合资

事业单位。中德中心资助双边研讨会、合作研究项目、联合实验室、青年学者培养等

方面的项目。中德双方科学家合作交流逐年上升，投入经费不断增加。迄今为止，中

德中心在促进中德实质性合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双边科技合作的重要资助途

径。 

3.2.5 设立专项 

（1）留学人员短期回国工作讲学专项 

人才的培养和使用不仅仅停留在境内，海外华人学者也是一支宝贵的队伍，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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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去自由政策的实施，基金委于 1992 年率先设立了“留学人员短期回国工作讲学专

项基金”，为吸引海外人才为国服务提供了便捷的途径，营造了来去自由的氛围。 

（2）两个基地项目 

为了加大吸引海外人才的力度，基金委于 1996 年扩展了留学人员专项的资助内

容及强度，设立了“两个基地”项目，即国内和国外两个基地共同协作，使更多的优

秀海外人才以更灵活的方式为我国的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服务。 

（3）NSFC-RGC 联合科研基金 

1999 年基金委与香港研究资助局（RGC）启动 NSFC-RGC 联合研究基金，双方

每年分别投入 500 万元人民币和 1000 万元港币，联合资助大陆和香港的科学家共同

开展合作研究项目。其优先资助领域为：信息科学、生物科学、新材料科学、海洋与

环境科学、中医中药研究、管理科学。合作双方都是中国人，服务目标一致，再加上

没有语言障碍，充分保障了合作研究的质量。所以，此类项目得到了科研人员的高度

赞赏。尽管本项基金的批准率一直维持在 10%以下，但是，严格、公正的评审程序和

竞争机制保证了最优秀的项目获得资助，两地的合作实现了优势互补、相互促进，进

而保证了研究课题的高质量完成。 

3.3 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管理模式分析 

3.3.1 项目管理流程 

管理就是根据特定的任务和具体的环境，把工作合理地分解，有机地组织起来，

并制定各种操作准则，在高效信息沟通环境中，执行和完成各项任务。国际合作局的

任务是对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的组织协调和管理，通过广泛的国际合作与交流促进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水平的提高，使我国的基础研究逐步走向世界前沿水平。 

由于国际合作交流项目不同于一般基金项目，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的形式比较多，

它不仅牵涉到研究者（项目执行者）本身学术水平，项目学术意义，而且还牵涉到合

作交流的对象或场所，项目执行的可行性等。因此，它所涉及到的管理因素较一般基

金项目更为复杂。 

由于管理者专业的局限，国际合作局本身难以完全胜任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的管理

职责。科学部是专门资助和管理 NSFC 基金项目的职能机构，他们一方面负责科学基

金项目的申请、评审和管理；另一方面同科学领域的专家、学者一道，研究学科发展

的战略。因此，他们比较熟悉申报的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的前期基金项目情况，也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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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科的发展前沿和国内优先资助领域以及国外的研究状况。所以，对国际合作交流

项目的管理需要从事外事管理的工作人员和从事各学科项目管理的专业人员在科学

合理的分工、配合下完成。国际合作局主要负责协议交流类项目的审批和协议研究类

项目的前期管理。科学部主要负责非协议交流类项目的审批、协议研究类项目的后期

管理和重大国际合作研究项目的全程管理。同时，为做到项目评审的公平、公正、公

开，还必须有基金委外专家的参与。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的管理机构如表 3.2 所示。 

表 3.2 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的管理机构 

项目 管理部门 

在华国际会议 国际合作局 

国际（地区）合作研究 国际合作局与相关科学部共同负责管理与协调

重大国际（地区）合作研究 国际合作局与相关科学部共同负责管理与协调

海外留学人员短期回国工作讲

学专项 
国际合作局 

国际合作交流项目具体的管理流程详见图 3.3。 

 

 

 

 

 

 

 

 

 

 

 

 

 

 

图 3.3 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管理流程 

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的管理工作主要包括三部分。 

（1）项目评审工作的组织管理。准确评估申报项目的质量，是国际合作交流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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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管理的重要环节。随着国际合作交流项目总数量和经费的不断增长，科学地组织和

评估国际合作交流项目，使之走上民主化、科学化的道路，使有限的资金发挥最大的

效益，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基金委对外合作与交流规模的不断扩大，渠道的不断增多，为了与其它基金

项目相配套、相协调，并使有限的资金发挥最大的效益，真正做到“择优支持、公正

合理”十分必要。同时这也是完善和发展基金制度的一个重要环节。为了解决上述问

题，提高国际合作项目评审的水平，必须研究国际合作交流项目评审过程中，项目评

审指标体系及评审工作的组织方式。 

（2）项目成果的后期管理。后期管理是指在项目完成后，对项目的完成情况所

实施的管理。项目成果后期管理可划分为项目成果的日常管理及项目成果评估两大部

分。日常管理即，不同形式成果的规范化，数据、文献库的建立和日常维护等工作；

项目成果评估即，建立指标体系、对成果进行评价分析等。在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立项

工作民主化、科学化的同时，要加强对各类项目成果的评价工作。国际合作交流项目

的后期管理一方面是对项目完成情况进行检查评估，积累管理经验；另一方面也是对

项目执行者下一个申请项目进行评审的依据。 

要以科学的方法，大力加强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的后期管理，对国内各项目执行单

位（执行人）的执行效果要有比较全面、客观的认识，而且这种认识不是停留在定性

的、感性上，而是有一定的定量依据。通过效益评价，为今后国际合作交流项目评审

提供必要的信息支持，有效地促进同行评议制的发展与完善。 

（3）管理体制和组织形式。新形势下要完善和发展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的管理体

制和组织形式，主要应该对各部门的合理分工与协调，各部门之间信息沟通的流程，

工作任务的分类等问题开展研究。 

3.3.2 项目组织管理 

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的组织管理首先依靠政策和方针作为整个工作的指导，国际合

作与交流基本政策包括： 

（1）基金委国际合作与交流的“国别区域政策”，即阐明在今后一个时期要重点

加强与哪些国家和地区的合作与交流工作，达到什么目标； 

（2）基金委国际合作与交流的“学科政策”，阐明在今后一个时期要重点加强哪

些学科领域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工作； 

（3）基金委国际合作与交流的“活动类型政策”，阐明在今后一个时期对各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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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合作与交流活动资助的侧重点和基本要求等。 

基金委的二十四字方针为“尊重科学，发扬民主，提倡竞争，促进合作，激励创

新，引领未来”。 

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的组织管理还需要有先进的技术手段支撑，技术手段包括：计

算机数据库、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的计算机管理系统、翻译系统，先进的通讯、文字处

理办公设备，科学的工作流程和沟通交流程序。 

图 3.4 显示了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组织管理基本框架。 

 
国际合作与交流基本政策 二十四字方针 

国际合作交流项目 

组织管理 

 项目组织方法 

项目管理方法

组织管理 

基本手段 

 

 

 

 

 

 

 

 

图 3.4 组织管理基本框架 

 国际合作研究项目 

国际合作研究项目是基金委各类项目中重点资助和鼓励的项目，基金委对该类项

目的组织工作主要在以下几方面： 

（1）重大、重点国际合作研究项目的组织及对外渠道疏通； 

（2）配合国家重点实验室、基金委重大、重点国际合作研究项目的组织工作； 

（3）“项目指南”编制、双边协议信息发布等。 

 出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基金委对出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项目的组织工作主要包括两部分： 

（1）收集、介绍各学科的重要国际会议情况，发布近期举办会议的信息，以利

于我国科学家能及时申请参加； 

（2）出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项目的评审工作。 

 留学人员短期回国工作讲学专项 

基金委的组织工作主要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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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强对基金委留学人员短期回国工作讲学专项的宣传工作； 

（2）建立海外留学人员、学者信息网络。 

3.3.3 项目渠道 

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的来源渠道主要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即协议和非协议。国际

合作交流项目的来源渠道划分如表 3.3 所示。 

表 3.3 国际合作交流项目来源渠道划分 

协议渠道 非协议渠道 

 协议合作研究项目 

 协议重大合作研究项目 

 协议合作交流项目 

 协议在华会议 

 中德中心项目 

 非协议重大合作研究项目 

 非协议合作交流项目 

 非协议在华会议 

 留学人员短期回国讲学专项 

协议类型项目是由科学基金同其它国内外合作单位，以协议的方式，共同出资、

协调管理的项目，如协议在华会议、协议合作研究等。科学基金同国际、国内不同组

织、企业建立了广泛的协议合作，截至到 2009 年底，基金委已与 35 个国家和地区的

68 个科学基金组织和学术机构签署了双边合作协议或备忘录，建立了正式的合作关

系。 

两种渠道在项目的选择、资助对象、经费的来源及管理方式上有较大的差异。 

（1）协议项目经费通常由双方共同或单独一方资助，通过具体协议的约定保证

项目经费的来源，而非协议项目由科学基金单独资助。一般协议渠道的项目经费有保

障，资助的强度较高，资助具有连续性。如中德中心项目的资助经费逐年稳步增加，

在 2009 年达到 1039.4399 万元。 

（2）协议项目的遴选、资助对象具有明确的导向性，与资助者有明显的利益相

关性。协议渠道项目通常考虑协议双方的共同利益，通过协议、申请指南等途径限定

了资助项目的目标、资助对象的范围资格等条件，通过有条件限定的资助，实现资助

者的利益。而非协议项目通常要满足科学基金的战略目标，以最大化国家的整体利益。 

（3）两种渠道的项目管理都要依赖科学基金的相关部门，依靠其丰富的专家库，

充分发挥科学基金成熟的项目资助运行管理机制。 

3.4 国际合作交流项目资助政策分析 

3.4.1 资助总体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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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委自成立以来，一贯重视国际（地区）的合作交流，目前已成为自然科学基

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宗旨是通过合作交流提高我国基础研究的水平，促进科学基金

事业的发展。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基本形成了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的国际合作

格局，在合作渠道、资助经费、资助机制等方面为中国科学家参与国际（地区）合作

交流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截止 2009 年底为止，NSFC 已经与境外科研资助机构、政府和国际科学组织签署

了 68 个合作协议或谅解备忘录；国际合作交流经费从最初每年 300 万元上升到现在

的每年近 14000 万元；1987～2009 年间，科学基金在择优的基础上共资助 29363 个

国际合作交流项目，总投入 10.9 亿元；逐步确定六种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类型及两类专

项基金：合作研究项目、重大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合作交流项目、参加国际

（地区）学术会议项目、在华举办国际学术会议项目、中德中心项目、留学人员短期

回国工作讲学专项基金（含“两个基地”项目）、NSFC 与香港研究资助局联合科研基

金，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资助格局。图 3.5 和图 3.6 显示了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经费和项

目数增长情况。 

 

 

 

 

 

 

 

 

 

 

图 3.5 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经费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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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经费和项目数统计 

3.4.2 资助政策的特点 

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的资助体系在沿革中呈现出三个特点。 

（1）根据形势发展调整资助体系 

在国际合作交流项目设立初期，主要是支持国内人员与国外同行建立联系。设立

了出国参加国际会议、在华举办国际会议、来华接待、出国考察等项目，旨在寻求更

多的伙伴关系，走出国门、开阔视野、了解世界科技前沿动态，为谋划未来的国际合

作与交流寻找契机。同时为了吸引海外学子为国服务，设立了“资助留学人员短期回

国工作讲学”项目，引进国外资金、技术、信息及先进的管理思想和经验，解决关键

科学问题，增强我国科学家在国际上的竞争能力。当时资助的项目大都停留在你来我

往的一般性了解和沟通上。 

随着基础研究水平不断攀升，科学基金国际合作交流在渠道持续拓展，经费稳步

提高的基础上，不断调整项目类型，取消或合并需求不甚强烈的类型。取消了来华接

待、一般交流和出国考察等一次性短期互访的合作交流形式，增设了促进人才引进以

推动实质性合作研究的项目类型。 

（2）向研究型合作倾斜 

国际合作交流工作有合作与交流两个方面内容。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的资助体系以

人员交流为基础，逐步延伸至研究型合作。合作研究是深层次的交流，始终是资助的

重点。资助政策注重点面结合，突出重点，优中选优，使有限的经费得到优化配置，

 22



北京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取得了较好的学术效益和社会效益。 

对于在国内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重点资助系列性的具有重要影响的高水平的学

术会议和小型的 N+N 方式的双边专题研讨会；对于出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重点资

助参加高水平的有影响的国际学术会议；在科学家的资助上，除了学科带头人外，把

优秀中青年作为资助的重点，使中青年专家学者承担的项目比例逐年上升；在学科领

域的资助上，把新兴和交叉领域作为资助的重点；在对项目的资助上，把能够从国情

出发、集中力量、形成拳头、在一些重大和重点的战略性课题上有所突破的项目作为

资助的重点；在经费的安排上，留有余地，不搞一刀切，对合作研究项目给予较充分

的经费保证。 

（3）协议渠道愈加重要 

按照渠道划分，国际合作交流项目分为协议类项目和非协议类项目。协议项目是

指，我国研究人员向基金委申请的合作交流项目纳入了基金委与国外基金组织的双边

合作协议，其特点是交流经费有保障，即基金委负担我国研究人员出访的国际旅费和

外国研究人员来华的生活费（含在华城市间交通费），国外基金组织负担外国研究人

员来华的国际旅费和我国研究人员在国外的生活费（含在国外的城市间交通费）。非

协议类项目是指，未纳入基金委与国外科学基金组织和学术机构签署的合作协议的合

作交流项目。但此类项目仍需有合作双方科学家之间合作协议。 

随着基金委与越来越多的境外科学组织签署合作协议，许多研究型合作项目都出

自协议渠道。由于协议的约束作用，项目经费有保证，因此协议类项目是吸纳外方资

源的有效途径。协议类项目在国际合作交流项目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基金委在不断

开拓新的协议渠道，寻找新的合作伙伴。 

3.4.3 资助重点 

根据基础研究国际合作形势的发展和科学家开展国际合作需求的变化，基金委本

着与时俱进和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不断完善资助体系，适当调整资助项目类别，

形成突出重点、兼顾一般的资助格局和以重大国际合作研究项目、双边/多边协议项目、

重要的在华国际学术会议、面向青年人的讲习班、吸引海外和外籍优秀科学家来华工

作为主的科学基金国际合作与交流资助体系，大力培养和推进高水平、实质性的国际

合作研究和人才培养。 

国际合作的资助重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1）精心组织和支持重大国际合作研究项目，包括中国科学家创意和组织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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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合作研究项目，中国科学家牵头或参与的重大合作研究计划（项目），双边和多边

协议框架下的重大合作研究项目，中国科学家利用国外大型设施开展的重大合作研究

项目等。 

（2）重点发展联合资助合作研究模式，推进双边和多边协议项目向长期性、实

质性和高水平方向发展，有效发挥协议项目的潜力，从中发现和培育重大国际合作研

究项目。 

（3）支持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在华国际学术会议、小型、高水平的双边或多边

专题学术研讨会以及面向青年科学人才培养的讲习班，以加强交流，促进合作和培养

人才。 

（4）加大对留学人员短期回国工作讲学专项、“两个基地”项目以及海外、港澳

青年合作研究基金的支持力度和资助规模，大力延揽海外智力资源，按照“不求所有、

但求所用”的原则，鼓励和吸引海外优秀科学家以多种形式为国服务。 

（5）加强对优秀研究群体与国外优秀研究中心（COE）、国际联合实验室进行合

作的支持，推进我国研究基地的国际化发展。 

科学基金国际合作交流工作历经了开辟渠道、一般性考察和学术交流阶段，扩展

实质性国际合作阶段，现在进入到突出重点、提高合作层次和合作水平的新的发展阶

段。尤其是经过“九五”的积累，一个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的国际合作格局已基

本形成，我国科学家已具备在若干重要领域开展对等的、高水平的国际合作与交流的

能力。今后，围绕科学基金的中心任务，以推动源头创新为主题，按照完善和发展“项

目”和“人才”资助板块以及实施“四个计划”和“营造有利于中国科学家参与国际

（地区）合作与竞争的良好环境”的战略部署，与时俱进，积极探索和调整战略定位，

加强顶层设计和谋划，改进管理，以推动科学基金国际合作与交流工作更加富有成效

地向纵深发展。 

3.5 案例分析 

为了进一步研究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的管理模式，并显示国际合作交流项目在科学

基金资助体系中的作用，论文以欧洲核子中心国际合作交流项目作为案例，进行分析

研究。通过分析项目的组织、管理以及取得的成效，获得了参与大科学工程国际合作

的宝贵经验，为后续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的执行与管理提供了借鉴。 

3.5.1 欧洲核子中心概况及相关合作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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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 年，包括比利时、丹麦、原联邦德国、法国、希腊、意大利、荷兰、挪威、

瑞典、瑞士和英国、南斯拉夫在内的 12 个欧洲国家达成一致，开始联合在瑞士日内

瓦和法国的边界上建起了欧洲核子中心（CERN，法文 Conseil European pour la 

Recherché Nucleaire 缩写），于是一个伟大的粒子物理研究基地诞生了。经过 50 多年

的发展，目前 CERN 已拥有 20 个欧洲国家为其成员国，成为当前世界上最大的粒子

物理研究中心，有 3000 余位来自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500 多个研究机构的科研人员

在 CERN 工作，主要从事物质的基本结构和相互作用的研究。目前世界上的高能物理

实验约有一半是在 CERN 完成的。 

CERN 已经建造了世界上能量最高（14TeV）的大型强子对撞机（Large Hadron 

Collider - LHC），旨在利用先进的超导磁铁和加速器技术，获得高能量和高性能束流，

寻找理论上预言的西格斯（Higgs）粒子，以及超对称粒子，对顶夸克和底夸克进行

系统研究。LHC 建造经费达 25 亿瑞士法郎（约相当于 160 亿元人民币），于 2007 年

完成并出束。除欧洲 20 个成员国外，美国、日本、俄罗斯、印度、加拿大等国均对

LHC 的建造投入大量经费。 

LHC 上建有四个大型探测器：紧凑型μ子螺旋磁场探测器（CMS），环型 LHC

实验探测器（ATLAS），大型离子对撞机实验探测器（ALICE），和 LHC 上 B 物理实

验探测器（LHCb）。由于经费、周期等因素，上述四个大型探测器的运作均采用国际

合作的方式。参与 CMS 合作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有 1900 多人，来自 36 个国家

或地区的 152 个研究组；参与 ATLAS 合作有 1700 多人，来自 34 个国家或地区的 151

个研究组；参与 ALICE 合作的约 1000 人，来自 28 个国家的 76 个研究机构；参与 LHCb

合作的约 400 人，来自 14 个国家的 44 个研究单位。参与合作的国家包括了世界上最

重要的科技和经济大国如美国、俄罗斯、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荷兰、

瑞士、瑞典、希腊、加拿大、以色列、中国等。 

3.5.2 积极支持中国科学家参与 CERN 国际合作 

我国与 CERN 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早在 1984 年，中国科学院就与 CERN

签署了人员交换的协议，为我国高能物理及相关学科培养了大量人才；1993 年，原国

家科委代表我国与 CERN 签署了科技合作框架协议；2004 年，科技部又与 CERN 续签了

该协议。鉴于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尽管近年来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国家对科技

的投入不断增加，但总量还是较低，且科技经费的分布比较分散，单独一个部门还没

有足够的财力来资助中国科学家参加像 CERN 这样的国际合作。所以加强顶层设计，

 25



北京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整合相关资源，多部门联合资助就成了一种必然选择。从 1996 年起，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和国家科技部也先后关注此事，三部门开始协商如何创造条件、整合相关资源、

以创新模式共同资助参与 CERN 具体项目的国际合作。1998 年底，三部门终于达成了

共识，中国 CMS 项目组和 ATLAS 项目组提交的申请也成功地通过了由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组织的专家评审。至此，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联合科技部、中国科学院共同资助

中国科学家参加 CMS 和 ATLAS 探测器国际合作终于获得立项，1999 年开始实施。 

中国 CMS 项目组承担的合作任务包括中科院高能物理所负责的 CSC（Cathode 

Strip Chamber，Muon 阴极条室）的建造、端盖磁铁支架生产、漂移管高压分配板、

信号耦合板及 I-beam 电极的生产和测试；北京大学负责的μ子触发系统用的里层桶

部和端部 RPC（Resistive Plate Chamber）的研制和批量组装测试；中国科技大学参

与钨酸铅晶体测试。中国完成上述任务占 CMS 国际合作总贡献的 1%。中国 ATLAS 项目

组承担的任务包括中科院高能物理所负责的 6500 余支 MDT（μ子谱仪精密监控漂移

管，Monitored Drift Tube）和 34 个 BEE 室及 16 套 BIS.8 的研制和生产任务；山东

大学承担 400 套 TGC（Thin Gap Chamber，用于μ子谱仪触发的窄隙室）的研制和生

产任务；南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负责的一个端盖量能器铜吸收板加工及测试，以及

南京大学承担前向量能器钨吸收体组件的研制任务。中国完成上述任务仅占 ATLAS 总

贡献的 0.2%。 

3.5.3 项目的组织、协调与管理机制 

资助与 CERN 国际合作，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参与的一项重要的国际合作，也

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联合科技部、中国科学院共同资助我国科学家参与国际大科学

实验装置合作的一次重要实践和尝试，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影响。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具体承担了与 CERN 国际合作项目的组织、协调和管理工作。

在委领导的亲自关心和参与下，通过几年的实践，包括与 CERN、与有关部委和与科技

界的配合与探索，初步形成了针对该类重大国际合作项目的管理模式，产生了如下四

种协调管理运行机制。 

国内资助机构协商机制——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牵头，成立了由科技部、中国

科学院、教育部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组成的部委协调组，定期召开协商通气会，讨

论、协商各部委需联合和分工解决承担的具体事宜。  

与 CERN 合作评估交流机制——与 CERN 确立了合作评估机制，不定期的由中方与

CERN 共同在中国组织召开工作研讨会，对中国科学家承担的任务进展情况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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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咨询意见。  

专家检查评估机制——定期和不定期的请国内该领域的有关专家对项目进展情

况进行检查评估，提出意见和建议，促进项目的发展。  

承担合作任务的国内研究机构协调、咨询机制——成立 LHC 项目协调、咨询专家

委员会，对该项国际合作的任务、内容、数据处理方式、物理研究重点等进行协调，

提出咨询意见。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国际合作局和数理科学部把该项国际合作视为重中之重来

协调组织和管理，为此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上述协调管理运行机制的基础上，

适应 CERN 对该项大科学实验装置的国际化管理，充分利用资助机构拥有的权利，定

期派团参加资源评估会议，了解项目的整体进展，根据中国组提出的相关要求，直接

与 CERN 有关项目发言人会谈，妥善解决合作中出现的问题，确保项目顺利执行。 

3.5.4 项目进展与成效 

通过几年的联合攻关，中国科学家参与 CMS 和 ATLAS 国际合作取得了重要的阶段

性进展。中国 CMS 项目组承担的部分任务已如期完成并获最佳质量奖。所承担的阴极

条室的研制和组装任务，以平均每月 8个的速度进行阴极条室电子学部件的组装和测

试任务，高于国际合作方美国和俄罗斯的速度，测试结果全部满足设计指标，在 CMS

年会上获得国际合作组的一致好评。中国 ATLAS 项目组建立了μ子谱仪精密监控漂移

管（MDT）生产线和触发室（TGC）生产线，先后于 2004 年初和 2002 年分别通过了 ATLAS

合作组的基地验收。中国 ATLAS 项目组承担建造的 400 个 TGC 室，已于 2004 年底全

部完成并运出，其质量得到合作组的高度评价。ATLAS 合作组 m子大组组长 Mikenberg

教授评价说“在这些检测中没有发现过一台探测器的质量低于所要求的质量标准，而

且各方面的性能都明显超越。”  

通过该项国际合作，至少取得了如下成效： 

（1）带动和促进我国科学家进入重要的前沿研究领域，与国际一流科学家合作，

起点高，视野开阔；提高了中国科学研究的地位和水平，形成了国际上了解、承认的

研究基地。  

（2）促进我国高新技术的发展，提高了这一领域技术研发能力，并促进和带动

相关技术的发展。通过承担研发任务，与实验合作组有关国家科学家合作，使我国掌

握和发展了 RPC、高速电子学读出等技术；LHC 实验涉及到海量数据的处理、分析和

传输，通过建立中国数据中心和数据处理、传输方法的发展，将促进我国网格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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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D）的研究发展。  

（3）促进相关科学研究的发展。通过这项计划的实施，北京大学自建了微机集

群系统并发展了效应的软件，利用德国 DESY/HERMES 的实验数据，给出了 5夸克粒子

存在的可靠证据，结果被 HERMES 合作组采用，在 5 夸克态这一重要的前沿问题研究

上做出了我们的贡献。  

（4）培养和锻炼了研究队伍，一批具有国际合作经历、国际研究见识的年轻研

究队伍成长起来。除了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外，还形成了一支高等院校的年轻研究

队伍，其中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等。  

（5）学习、了解、借鉴国际上对大型国际合作项目、大科学实验研究项目的成

熟管理方法，促进我国科研管理机制、管理理念与国际接轨。  

（6）扩大了我国科学基金在国际上的影响，使国内外专家进一步认识到中国科

学基金的特色、效率和优势。 

总之，通过参与 CERN 国际合作，以较少的投入为中国科学家在实验、理论和计

算上取得创新成果提供了一个国际一流水平的平台，提供了一个培养世界水平的科技

人才、共享物理成果的环境。 

3.5.5 体会和启示 

通过资助中国科学家参与 CERN 国际合作，取得了参与大科学工程国际合作的宝

贵经验，但合作过程中也有一些教训和不足，值得认真思考和分析，得到的体会和启

示是： 

（1）资助参与大科学工程的国际合作，顶层设计和国内资助机构的资源整合至

关重要。从参与国际合作的设计开始，就应建立专家咨询和资助机构协调机制，以确

保高效运转。  

（2）在国际合作计划实施中要坚持以我为主的原则，敢于和善于坚持原则，坚

持国家利益，据理力争；应尽可能地以较少的投入取得在合作项目中尽可能多的贡献，

获取最佳的收益；在任务的选择上，要充分发挥我国的特长与优势，尽量选取技术含

量高、显示度大并有利于发展我国该领域科研水平的任务。  

（3）参与国际大科学工程国际合作，对其发展及需求要进行认真的分析和评估，

做到心中有数，避免经费无计划的增加。但是，对于探索性强、技术难度大的项目，

适度增加经费也是难以避免的。CERN 的国际合作由于种种原因，仅探测器建造阶段已

两次增加经费，因此承担该类合作应做好费用增加的思想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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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要进一步注重规范管理，对于商定的内容，不但要签署原则性和通用性的

协议，项目组还要签署具体文字协议或意见，使口头商定的意见或想法以文字形式确

定下来。譬如 ATLAS 国际合作中的公共费用，中国项目组有关负责人与 ATLAS 大组达

成了口头协议，但事过境迁，到目前还没有圆满解决。  

（5）资助参与大科学工程国际合作，往往是一个系统工程．以 CERN 国际合作为

例，既有建造期间的研发费用，还有造好后的维护和运行费用，同时要分享实验成果、

开展物理研究，就一定要考虑网格计算能力的建设和资料分析软件及数据库的建设。

所有这些环环相扣，需要资助机构从整体和大局出发，系统考虑。  

（6）资助机构和承担任务的科学家要职责明确；要推动和发挥科学家群体在合

作项目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能产生依赖资助机构的情绪和心态。参与国际合作的

中方首席科学家不但要学术水平高，协调能力强，还要确保有时间、有精力，高度负

责，愿意为项目组多做服务性工作；要通过竞争的方式不断更新参与合作的项目组成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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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绩效评估框架 

自然科学基金“十一五”发展规划提出，要“建立适合基础研究特点的科学基金

绩效评估体系”。国际合作交流项目有力地推动了科学基金事业的发展，为促进人才

培养、取得重要创新研究成果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是科学基金绩效评估不可缺少

的部分。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绩效评估是对科学基金 25 年历史发展过程中，国际合作

交流项目的资助效果、效率以及管理成效的一种基于价值的判断。某种程度上，是对

科学基金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的历史性的总结、评价，也是为科学基金未来的发展规划

做出的前期准备。 

4.1 绩效评估的目的 

（1）对科学基金机构本身的管理及项目资助绩效进行评估，其目的主要是通过

绩效结果提供的反馈信息，改进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的管理水平，提高科学基金的运作

效率，增强政府和公众对科学基金工作的了解、信任。 

（2）通过绩效评估，有利于激励科学家参与科研资源的合理竞争，通过竞争有

利于鼓励科学创新，有利于强化、突出国际合作交流项目在科学基金资助体系中的基

础性支撑作用；可以了解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的资助状况及问题所在，为设计、优化国

际合作交流项目资助结构提供科学依据。 

（3）通过绩效评估结果的公布，可以推动国际合作交流项目资助成果的显示和

宣传，让公众和政府有关部门了解科学基金的成绩和作用，促进科学基金国际合作交

流项目的良性发展。 

4.2 绩效评估的对象 

从时间维度而言，此次评估属于回溯性评估。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国际合作

局提供的项目数据，主要以 2001-2007 年间的国际合作交流项目作为评估对象，对项

目的执行效果进行评估。 

从项目类型而言，评估对象包括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的所有类型，分为交流类项目

和研究类项目两大类。具体包括合作交流项目、在华会议、出国会议、中德中心项目、

留学人员短期回国工作讲学、合作研究项目和重大合作研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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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绩效评估的依据 

（1）相关评估理论及经验。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发展，

以绩效和结果为导向的规范的绩效评估机制成为政府部门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重要

途径。如美国科学基金会（NSF）根据 GPRA 的要求提交的年度绩效报告，日本学术

振兴会（JSPS）和德意志研究联合会（DFG）开展的国际评估，以及基金委 2006 年

开展的中德科学中心绩效评估，都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及经验的参考和借鉴。 

（2）相关的指导性政策文件。绩效评估的思路、结构、方法等环节的设计都以

科学基金的评估目标及目的为指导，在国家及相关部门的宏观科技政策框架导向下进

行。通过梳理、解读国家及科学基金相关的政策文件，明确评估的基本方向，明确国

际合作交流项目资助管理的运行机制和过程。 

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绩效评估参考的相关国家科技政策文件和科学基金规定主要

包括如下： 

 关于加强基础研究工作的若干意见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十一五”发展规划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经费管理暂行办法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资助国际合作研究项目实施办法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资助在华召开国际学术会议的实施办法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资助出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实施办法 

 重大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资助管理办法 

（3）相关的绩效信息证据。对于项目资助与管理过程中相关要素的绩效评估主

要依赖于各种形式的绩效信息证据。主要的绩效信息证据包括：纸质的文档、电子文

档数据、科学基金年度报告、政策文件、项目申请书、结题报告、项目验收结果、相

关的成果（论文、专利、获奖、合作交流渠道）、取得的短期及长期的社会经济效益

等。这些信息证据，既有主观性的价值判断也有客观的统计数据信息，既有显性的研

究成果也有隐性的社会效益。因此，需要对于不同的信息进行分析判断，找到真实反

映项目绩效的证据，客观恰当衡量、判断项目的绩效状况。 

4.4 绩效评估的方法 

在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绩效评估中，将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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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统计与主观分析相结合的模式。主要使用的方法有：  

案卷研究：对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的有关文档（如项目申请书、进展报告、工作总

结、验收报告等）、科学基金有关的政策、管理办法进行梳理和汇总，收集项目和政

策层面的基本信息。 

统计分析：根据“十一五”期间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的统计数据，进行归纳整理，

从统计结果上反映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的整体执行情况。  

指标体系：建立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绩效特征指标体系，通过专家综合评价反映项

目的总体绩效特征。具体采用层次分析和模糊综合评价集成的评估方法。 

综合评估的思路是：首先建立绩效特征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建立判断矩

阵，得出各指标的权重。然后对于某一项目，由学科的专家、负责国际合作交流项目

的管理者，根据评估指标等级标准分别进行评判，逐一打分。最后运用模糊综合评价

法，将评估指标权重(W)以及专家对某一项目评估所得的评分矩阵(C)结合起来，统一

建立模糊矩阵综合评判式，M = W•C。 

4.5 绩效评估的指标体系 

SMART 准则是被普遍遵循的评价指标体系设计原则，包括 Specific（特定的）、

Measurable（可测量的）、Attainable（可获得的）、Re1evant（相关的）以及 Trackable

（可追踪的）五方面的原则。论文以 SMART 准则为指导，结合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的

特点，参照项目结题验收评审指标，构建了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绩效评估指标体系，指

标的设定充分反映了项目的完成情况，从目标相关性、效率性、效果性以及项目组织

管理四个方面来测度项目绩效。内容如表 4.1 所示。 

指标设立依据与说明： 

与国家科技政策的相关性V11：该指标反映项目的定位是否符合国家宏观科技政

策的要求。 

与科学基金战略定位的一致性V12：该指标反映了项目战略定位是否与科学基金

的战略定位相一致。 

联合发表论著V21：该指标是指和国外合作者共同发表著作以及在国际及国内刊

物上发表论文的数量。 

人才培养V22：该指标反映了合作项目人才引进情况，国际合作培养学科带头人、

技术骨干、博士、硕士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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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科技奖项V23：该指标是指项目获得的国际级、国家级、省部级奖项的数量。 

开拓交流渠道V31：该指标指合作双方是否有良好的合作机制，是否有相关协议

做合作保证。 

引进技术/设备V32：该指标是指是否引进合作方的科研设备，是否通过合作学习

到对方的先进技术及方法。 

经济效益V33：该指标是指科研成果对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和扩大国民收入等方

面的效益；国际合作在增强商业关系，建立新的贸易伙伴方面的效益。  

社会效益V34：该指标是指研究成果增强科学、社会和国防发展的潜力，通过合

作项目提高知名度，扩大国际影响等。 

资金、设备利用程度V41：该指标反映经费的落实情况，管理的规范性、有效性，

以及设备利用情况。 

外方对项目的贡献V42：该指标衡量外方提供的资料、技术方法的价值，以及对

项目的推动作用。 

表 4.1 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绩效评估指标体系 

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V11 与国家科技政策的相关性 
V12 与科学基金战略定位的一致性 

U1 目标相关性 

 

V21 联合发表论著 
V22 人才培养 
V23 获得科技奖项 

U2 效率性 

 

V31 开拓交流渠道 
V32 引进技术/设备 
V33 经济效益 
V34 社会效益 

U3 效果性 

 

V41 资金、设备利用程度 

国际合作交流

项目绩效评估 

U4 组织管理 
V42 外方对项目的贡献 

4.6 评价指标等级标准 

评价指标的单因素评价向量由评价指标等级标准来确定，根据国际合作交流项目

实施方案评审的要求和指导原则，对各个指标Vij的评价等级给出参考标准，如表 4.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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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评价指标等级标准 

评价指标等级标准 
评价指标 项目类型 

D1 (9—7 分) D2 (6—4 分) D3 (3—0 分) 
V11与国家科

技政策的相

关性 
各种类型 

完全符合国家科技

发展战略需求 
较为符合国家科技发

展战略需求 
少部分符合国家科

技发展战略需求 

U1 

目

标

相

关

性 

V12与科学基

金战略定位

的一致性 
各种类型 

与科学基金战略定

位完全一致 
与科学基金战略定位

较为一致 
与科学基金战略定

位一致性较差 

研究类 
在国际一级刊物上

发表论文或出版外

文专著 

在国内一级刊物上发

表三篇以上论文或出

版外文专著或高质量

中文专著 

在国内一级刊物上

发表论文或出版中

文专著 V21 联合发表

论著 

交流类 
在大型国际会议或

国际一级刊物上发

表论文 

在大型国内会议或国

内一级刊物上发表论

文 

在一般国内会议或

国内普通刊物上发

表论文 

V22 人才培养 研究类 培养了博士生 
培养了两名以上硕士

生 
培养了一到两名硕

士生 

研究类 国际学术奖 国家级奖项 省部级奖项 

U2 

效

率

性 

V23 获得科技

奖项 交流类 
国际会议分组/特邀

报告 
全国性会议特邀报告 

全国性会议分组报

告 

研究类 
和新合作伙伴签订

新合作研究项目 
和原合作伙伴签订新

合作研究项目 
有新合作研究意向 

V31 开拓交流

渠道 
交流类 

建立新的高水平且

稳定的合作交流渠

道 

建立新的较高水平的

合作交流渠道 
维持原有合作交流

渠道 

V32 引进技术

/设备 
各种类型 

引进国外管控、封

锁的技术或设备，

解决科技发展瓶颈

问题 

引进国内尚未掌握的

技术或设备，填补该领

域的空白 

引进项目组尚未掌

握的技术或设备，

提升自身能力和水

平 
V33 经济效益 各种类型 有显著经济效益 有较大经济效益 经济效益一般 

U3 

效

果

性 

V34 社会效益 各种类型 有显著社会效益 有较大社会效益 社会效益一般 
V41 资金、设

备利用程度 
各种类型 

资金、设备利用率

高 
资金、设备利用率一般 

资金、设备利用率

低 

研究类 
提供价值极高的资

料、研究方法，对

项目推动很大 

提供价值较高的资料、

研究方法，对项目帮助

较大 

提供项目需要的资

料、研究方法，对

项目有一定帮助 

U4 

组

织

管

理 

V42 外方对项

目的贡献 
交流类 

会议或交流活动的

组织者 
会议的特邀专家或交

流活动的主持者 
会议或交流活动的

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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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绩效评估分析 

5.1 国际合作交流项目整体情况分析 

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国际合作局提供的国际合作交流项目（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Project，简称 ICE 项目）数据，论文将对“十一五”期间

（2006-2010）已经执行的前三年（2006-2008）的国际合作交流项目资助情况进行分

析。数据总量约为 3378 条，涵盖的时间跨度为 2006 年至 2008 年。项目类型包括了

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的所有类别，包括合作交流项目、在华会议、出国会议、中德中心

项目、留学人员短期回国工作讲学、合作研究项目和重大合作研究项目。 

5.1.1 项目数及经费按年度分布 

“十一五”期间，基金委共资助国际合作交流项目 3378 项，资助经费总计 39681.6

万元。资助经费从 2006 年的 12010.4 万元增长到 2008 年的 14444 万元，年均增长

9.665%。尽管增速较为明显，但仍低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总经费的年均增速 19.15%。

从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经费占科学基金批准项目总经费的比例来看，徘徊不前，呈下降

趋势。因此，不能仅注重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经费绝对数量的提高，还应关注其所占比

重的增长，这样才能提高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的质量与水平。  

表 5.1 “十一五”期间 ICE 项目数量和经费统计 

年份 ICE项目数(项) 
ICE 项目经费

(万元) 

科学基金批准项

目总经费(万元)

ICE 项目经费占科学基金

批准项目总经费比例(%) 

2006 1174 12010.4 446251.5 2.69 

2007 1196 13227.2 497082.7 2.66 

2008 1008 14444 630862.9 2.29 

总计 3378 39681.6 1574197.1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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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十一五”期间 ICE 项目资助情况 

从图 5.1 中可以看出，2008 年国际合作交流项目数下降幅度较为明显。这一方面

与项目类型调整有关，2007 年取消了非协议出国开会项目，2008 年取消了两个基地

专项，导致了资助范围缩小；另一方面，基金委的资助重点逐步从交流类项目转向研

究类项目，使得原来数量众多的交流类项目的资助数量有所下降，协议出国开会项目

下降幅度最大。 

5.1.2 项目数及经费按学部分布 

“十一五”期间，各学部国际合作交流项目数及经费占国际合作交流项目总体项

目数及经费的比例如表 5.2 所示。 

表 5.2 “十一五”期间各学部 ICE 项目数量和经费统计 

学部 ICE项目数（项） ICE 经费（万元） 项目所占比例（%） 经费所占比例（%）

数理 634 6302.472 19 16 

化学 426 5599.01 13 14 

生命 777 10429.38 23 26 

地球 494 5135.868 15 13 

工程材料 472 4687.53 14 12 

信息 356 2916.04 11 7 

管理 203 4547.347 6 11 

总计 3362 39617.6468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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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十一五”期间各学部 ICE 项目资助情况 

从表 5.2 和图 5.2 中可以看出，生命学部的国际合作交流项目数和经费数量最显

著，所占比例分别达到了 23%和 26%。数理学部所占比例也较高。管理学部的国际合

作交流项目数最少，但单项资助强度较高。 

表 5.3 “十一五”期间各学部 ICE 项目经费比例与面上和重点项目经费比例比较 

科学部 数理 化学 生命 地球 工材 信息 管理 

A ICE 项目经费

比例(%) 
4 3 2 3 2 2 10 

B 面上和重点项

目经费比例(%) 
67 65 71 68 67 65 64 

国际合作相对指

数(A/B) 
0.06 0.046 0.028 0.044 0.03 0.031 0.16 

从表 5.3 中各学部国际合作经费的相对指数（A/B）情况看，国际合作开展相对

较活跃的学部是管理学部、数理学部、化学学部、地球学部；国际合作开展一般的学

部是信息学部、工程材料学部；最不活跃的是生命学部。研究结果表明，各学科的国

际合作依存度与学科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性质密切相关。通常，倾向基础研究的学科的

国际合作依存度较高（如地学与空间科学、天文学、物理学、数学、生物学），倾向

应用研究的学科的国际合作依存度较低（如临床医学、工程与材料、信息）。尽管生

命学部的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经费占较高的比例，但其国际合作的相对指数较低，表明

其国际合作的活跃程度不足。 

5.1.3 项目数及经费按国别分布 

根据对“十一五”期间国际合作交流项目合作伙伴的统计，总体上，科学基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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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合作交流项目资助的中国科学家同世界上 40 多个国家（地区）开展了合作交流，

主要集中于欧洲、北美洲和亚洲。按照资助的项目数量排序，最主要的合作伙伴分别

是：美国、韩国、俄罗斯、香港地区、英国、加拿大、德国、日本、澳大利亚、法国。

按照资助经费规模排序，最主要的合作伙伴分别是：美国、德国、日本、加拿大、香

港地区、英国、俄罗斯、澳大利亚、韩国、法国。（参见表 5.4）需要说明的是，香港

地区成为主要合作伙伴是由于 NSFC-RGC 联合科研基金项目的高强度支持。 

表 5.4 “十一五”期间 ICE 项目主要合作伙伴统计 

排名 国别 项目数 项目比例(%) 排名 国别 经费(万元) 经费比例(%)

1 美国 364 11 1 美国 5961.7 15 

2 韩国 292 9 2 德国 5051.33 13 

3 俄罗斯 230 7 3 日本 4009.4 10 

4 香港 209 6 4 加拿大 2938.2 7 

5 英国 181 5 5 香港 2834.31 7 

6 加拿大 166 5 6 英国 1943.02 5 

7 德国 134 4 7 俄罗斯 1833.31 5 

8 日本 134 4 8 澳大利亚 1071 3 

9 澳大利亚 91 3 9 韩国 900.8 2 

10 法国 60 2 10 法国 890.13 2 

 

 

 

 

 

 

 

 

 

图 5.3 “十一五”期间 ICE 项目主要合作伙伴项目和经费对比 

从图 5.3 中可以看出，与韩国合作的国际合作交流项目数量较多，但受资助的经

费数量较少。主要是因为与韩国合作的项目类型大部分是交流类项目，包括合作交流

项目、出国会议、在华会议等，该类项目的申请相对较容易，且周期短，资助规模小，

因此单项资助强度较低。图 5.3 中还反映出，与德国、日本合作的国际合作交流项目

 38



北京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虽然数量少，但经费较高。主要是因为合作的项目类型大部分是研究类项目，而且基

金委和德意志研究联合会共同筹建的中德中心，在促进中德实质性合作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用，成为重要的资助途径。 

5.1.4 项目数及经费按项目类型分布 

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的类型主要分为研究类和交流类两大类，研究类项目包括重大

合作研究、合作研究和两个基地专项，交流类项目包括合作交流、出国会议、在华会

议、中德中心项目、国际组织会费以及留学人员短期回国工作讲学项目。 

从表 5.5 中可以看出，“十一五”期间大部分国际合作交流项目数量都稳步上升，

受资助数量较多的项目是合作交流、在华会议和出国会议，都是交流类项目。两个基

地专项的数量 2007 年下降明显，2008 年取消了该类项目。合作交流项目虽然数量显

著地高于其他项目，但“十一五”期间呈下降趋势。留学人员短期回国工作讲学项目

数量也逐年下降。这说明受资助的国际合作交流项目逐步从小型化人员交流项目向深

层次的研究类项目发展。 

表 5.5 “十一五”期间各类 ICE 项目数量和经费统计 

2006 2007 2008 合计 

项目类型 
项数 经费 

单项资

助强度 
项数 经费 

单项资

助强度
项数 经费 

单项资

助强度 
项数 经费 

合作研究

项目 
30 1175 39.17 62 2310 37.26 51 2055 40.3 143 5540 

重大合作

研究项目 
54 5196 96.22 47 5550 118.1 62 7186 115.9 163 17932 

两个基地

专项 
39 955 24.49 16 402 25.13 0 0.00 0 55 1357 

合作交流

项目 
414 1459.17 3.525 392 1598.6 4.08 303 1623.15 5.36 1109 4680.91

出国会议 234 246.31 1.053 285 284.55 0.99 198 370.65 1.872 717 901.51 

在华会议 365 1459.9 4 362 1583.8 4.38 378 1771.38 4.69 1105 4815.08

中德中心

项目 
1 1150 1150 1 1097.29 1097 1 1039.43 1039 3 3286.73

国际组织

会费 
1 310.32 310.3 1 315.75 315.8 1 355.49 355.5 3 981.57 

留学人员

短期回国

工作讲学 

36 58.75 1.632 30 85.2 2.84 14 42.9 3.06 80 18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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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 “十一五”期间各类 ICE 项目经费演变情况 

图 5.4 显示了“十一五”期间各类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经费演变情况，从图中可以

看出，重大合作研究项目的经费与其他类型的项目拉开了层次，处于较显著的地位，

表明基金委国际合作交流工作战略转型的发展趋势，高度重视推动实质性、高水平的

国际合作研究。除了两个基地专项经费下降明显外，其他各类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经费

均平稳发展。 

 

 

 

 

 

 

 

 

 

 

图 5.5 “十一五”期间各类 ICE 项目单项资助强度演变情况 

图 5.5 显示了“十一五”期间各类国际合作交流项目单项资助强度演变情况，由

于中德中心项目以单项整体运行经费作为统计口径，不统计其分项资助项目，因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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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项资助强度具有特殊性。从图中可以看出，重大合作研究和合作研究项目的单项资

助强度显著地高于其他类型项目。合作交流项目、出国会议、在华会议的项目数量虽

然众多，但单项资助强度较低。主要是因为交流类项目大部分是一次性的短期互访，

是一般层次的交流，所需经费较少。研究类项目是深层次的交流，遴选时优中选优，

因此项目数量较少，但始终是资助的重点。 

5.1.5 项目数及经费按执行机构分布 

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的执行机构包括各大高校、科研院所以及一些其他研究单位。

把这些执行机构按照它们的隶属关系可以分为三大类，即隶属于教育部的各大高校，

例如清华大学、复旦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隶属于中国科学院的各研究所，例如中

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等；还有

一些其他研究单位，例如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国家气候中心、中国人民解放军总

医院等。表 5.6 显示了“十一五”期间国际合作交流项目数及经费按执行机构分布的

情况。 

表 5.6 “十一五”期间 ICE 项目执行机构分布统计 

隶属关系 项目数 经费(万元) 经费比例(%) 单项资助强度（万元/项） 

教育部 2150 20549.72 52 9.56 
中国科学院 968 11883.39 30 12.28 

其他 260 7248.544 18 27.88 

从表 5.6 中可以看出，隶属于教育部的各大高校承担的国际合作交流项目数量最

多，受资助的经费比例也高达 52%，这说明高校的教师和学生是国际合作交流项目最

主要的执行者。因为隶属于教育部的高校数量众多，而且很多高校具有多次申请、执

行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的经验，在某一领域具备一定的优势，因此高校承担的项目数量、

受资助的经费数量都是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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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6 “十一五”期间 ICE 项目执行机构分布统计 

从图 5.6 中可以看出，各高校受资助经费的总量最高，但单项资助强度最低，中

科院院所的单项资助强度较高，其他研究单位的单项资助强度最高。这主要是因为其

他研究单位申请的多为重大国际合作交流项目，解决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

题，项目周期均较长。高校申请的项目中以交流类项目为主，有一些只是出国参加学

术会议，因此单项资助强度较低。 

5.1.6 协议项目和非协议项目分布 

“协议项目”是基金委通过与对口组织签订合作协议，以双边研讨、合作研究等

形式鼓励我国科研人员与对方合作者开展合作交流，形成科学基金组织双方共同征

集、共同评议、共同资助的项目。“非协议项目”是指，未纳入基金委与国外科学基

金组织和学术机构签署的合作协议的合作交流项目。从表 5.7 中可以看出，“十一五”

期间非协议项目数量下降明显，协议项目数量稳步上升。2008 年由于国际合作交流项

目总数量有所下降，所以协议类项目数量也相应减少。 

表 5.7 “十一五”期间 ICE 协议项目和非协议项目数量统计 

年份 协议项目数 协议项目比例(%) 非协议项目数 非协议项目比例(%)

2006 539 45.91 637 54.09 

2007 655 54.77 543 45.23 

2008 535 53.08 471 4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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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7 “十一五”期间 ICE 协议项目和非协议项目资助情况 

由于协议项目的征集和评议从一开始就由双方共同进行，且公开征集引入了竞争

机制，因此可以遴选出双方均认可的高质量合作项目。而且这类项目预期目标明确，

受到双方重视，经费上也有必要的保障。因此，越来越多的研究型合作项目都出自协

议渠道，成为吸纳外方资源的有效途径。协议项目在国际合作交流项目中的作用越来

越重要，基金委在不断开拓新的协议渠道，寻找新的合作伙伴。 

5.1.7 负责人年龄分布 

表 5.8 和图 5.8 反映了“十一五”期间国际合作交流项目负责人的年龄分布情况。 

表 5.8 “十一五”期间 ICE 项目负责人年龄分布统计 

年龄段 ≤35 36-45 46-55 56-65 ≥65 

人数 350 1741 840 287 152 

所占比例(%) 10 52 25 9 5 

 

 

 

 

 

 

 

 

图 5.8 “十一五”期间 ICE 项目负责人年龄分布统计 

将负责人的年龄分为 5 段，包括≤35、36-45、46-55、56-65 和≥65。从图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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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可以看出年龄介于 36 岁和 45 岁之间的负责人数量最多，其次是介于 46 岁和 55 岁

之间的。这说明 36 岁-45 岁是科学家参与学术研究的高峰期，这个阶段经历最为旺盛，

也较容易产出科研成果。同时也可以看出，国际合作交流项目负责人整体还是比较年

轻的，说明比较注重对中青年学者的资助。 

5.1.8 整体情况分析总结 

通过对 2006-2008 三年总计 3378 项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的分析，可以看出国际合

作交流项目经费逐年稳步上升，但其占科学基金批准项目总经费的比例徘徊不前。项

目的负责人整体都比较年轻，项目执行机构主要是各大高校，但其单项资助强度较低。

国际合作交流项目已经逐步从小型化人员交流向深层次的研究类发展，协议渠道成为

吸纳外方资源的有效途径，其合作伙伴主要集中于欧洲、北美洲和亚洲。国际合作开

展相对较活跃的是数理、化学和地球学部，各学科的国际合作依存度与学科的研究方

向和研究性质密切相关。 

5.2 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绩效分析 

5.2.1 指标权重的确定 

在国际合作交流项目评价指标体系中，各指标对目标的重要程度是不同的，当衡

量各指标对目标的贡献时，应赋予不同的权重，重要者赋予较大权重。指标权重是以

定量方式反映各项指标在综合评估中所起作用大小的比重。确定指标权重可以使评价

工作实现主次有别，抓住主要矛盾，准确掌握评价标准与重点。 

5.2.1.1 指标权重的确定方法 

确定权重的方法很多，常用的有层次分析法、德尔菲法、因子分析法、主成分分

析法、组合权重法等。层次分析法被认为是目前比较科学合理、简单易行的方法，它

在国内外的应用也十分广泛。论文将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 

指标权重的计算过程如图 5.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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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9 指标权重计算过程 

5.2.1.2 指标权重计算过程 

由专家给出一级指标 U1、U2、U3、U4 两两比较判断矩阵 A： 

1 1/ 3 1/ 4 3
3 1 1/ 3 4
4 3 1 5

1/ 3 1/ 4 1/ 5 1

⎡ ⎤
⎢ ⎥
⎢ ⎥Α =
⎢ ⎥
⎢ ⎥
⎣ ⎦

 

对矩阵 A做归一化处理，得到矩阵： 

0.2308 0.1200 0.1402 0.0727
0.3077 0.3600 0.1869 0.2182
0.3846 0.4800 0.5607 0.6545
0.0769 0.0400 0.1121 0.0545

⎡ ⎤
⎢ ⎥
⎢ ⎥Α =
⎢ ⎥
⎢ ⎥
⎣ ⎦

 

对矩阵Α利用和积法，按行求平均值，得到向量： 

( )0.1409 0.2682 0.5200 0.0709 TW =  

检验矩阵是否满足一致性要求： 

( )

1 1/ 3 1/ 4 3 0.1409
3 1 1/ 3 4 0.2682
4 3 1 5 0.5200

1/ 3 1/ 4 1/ 5 1 0.0709

0.5730 1.1478 2.2427 0.2889 T

W

⎡ ⎤ ⎡ ⎤
⎢ ⎥ ⎢ ⎥
⎢ ⎥ ⎢ ⎥Α× =
⎢ ⎥ ⎢ ⎥
⎢ ⎥ ⎢ ⎥
⎣ ⎦ ⎣ ⎦

=

 

max
1

1 1 0.5730 1.1478 2.2427 0.2889 4.1835
4 0.1409 0.2682 0.5200 0.0709

n

i

AW
n W

λ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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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max. . 0.06121
nC I n

λ −= =−  

依照公式
. . 0.0612. . 0.0688 0.1. . 0.89

C IC R R I= = = <
，满足一致性要求。 

所以，一级指标U1、U2、U3、U4对总目标的权重W为： 

( )0.1409 0.2682 0.5200 0.0709 TW =  

    由专家给出二级指标两两比较判断矩阵A1、A2、A3、A4： 

        1

1 3
1/ 3 1
⎡ ⎤

Α = ⎢ ⎥
⎣ ⎦

2

1 3 1/ 3
1/ 3 1 1/ 5

3 5 1

⎡ ⎤
⎢ ⎥Α = ⎢ ⎥
⎢ ⎥⎣ ⎦

3

1 1/ 3 1/ 5 1/ 4
3 1 1/ 4 1/ 3
5 4 1 3
4 3 1/ 3 1

⎡ ⎤
⎢ ⎥
⎢ ⎥Α =
⎢ ⎥
⎢ ⎥
⎣ ⎦

   4

1 4
1/ 4 1
⎡ ⎤

Α = ⎢ ⎥
⎣ ⎦

二级指标V11、V12对一级指标U1的权重W1为： 

1 [0.7500 0.2500]TW =  

二级指标V21、V22、V23对一级指标U2的权重W2为： 

[ ]2 0.2605 0.1061 0.6333 TW =  

2 2
max

1 2

1 3.0387
n

i

W
n W

λ
=

⎛ ⎞Α
= ⋅ =⎜ ⎟

⎝ ⎠
∑     ( )

( )
max. . 0.01941

nC I n
λ −= =−  

依照公式 . . 0.0194. . 0.0334 0.1. . 0.58
C IC R R I= = = < ，满足一致性要求。 

二级指标V31、V32、V33、V34对一级指标U3的权重W3为： 

[ ]3 0.0709 0.1409 0.5200 0.2682 TW =  

3 3
max

1 3

1 4.1835
n

i

W
n W

λ
=

⎛ ⎞Α
= ⋅ =⎜ ⎟

⎝ ⎠
∑     ( )

( )
max. . 0.06121

nC I n
λ −= =−  

依照公式 . . 0.0612. . 0.0688 0.1. . 0.89
C IC R R I= = = < ，满足一致性要求。 

二级指标V41、V42对一级指标U4的权重W4为： 

4 [0.8000 0.2000]TW =  

各层指标的权重如表 5.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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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9 评价指标权重 

一级指标Ui 权重Wi 二级指标Vij 权重Wij

V11 0.7500 

V12 0.2500 

U1 0.1409 

  

V21 0.2605 

V22 0.1061 

V23 0.6333 

U2 0.2682 

  

V31 0.0709 

V32 0.1409 

V33 0.5200 

V34 0.2682 

U3 0.5200 

  

V41 0.8000 U4 0.0709 

V42 0.2000 

5.2.2 评估数据来源 

论文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化学部研究类国际合作交流项目为评估对象，时间涵

盖 2001 至 2007 年，项目类型包括重大国际合作研究项目、协议国际合作研究项目，

共计 26 项。项目列表如表 5.10 所示。 

表 5.10 评估项目列表 

年代 批准号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所在单位 
金额（万

元） 

2001 20131160730 
协议合作研

究项目 

原位研究高分子软凝聚过程的

变化 

中国科学院化

学研究所 
40 

2002 20211130506 
协议合作研

究项目 

有序膜的合成、表征及其电化学

传感器的应用 

中科院长春应

用化学研究所 
120 

2003 20320130046 
重大国际合

作研究项目 

生物复合物的合成及其化学生

物学性质研究 
清华大学 80.5 

2003 20331160404 
协议合作研

究项目 
含Ru或Os的才分子材料的研究 北京大学 45 

2004 20420130645 
重大国际合

作研究项目 

金属催化的化学键形成和断裂

的调节与控制 

中国科学院上

海有机化学所 
220 

2004 20420130137 
重大国际合

作研究项目 
细胞分析方法与技术 北京大学 95 

2004 20420160084 
重大国际合

作研究项目 

长江水系及香港维多利亚港湾

重金属污染程度环境评估 
北京大学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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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 批准号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所在单位 
金额（万

元） 

2004 20420150034 
重大国际合

作研究项目 

新型功能化分子材料的理论设

计、合成与器件探索 

中国科学院化

学研究所 
96 

2005 20520130213 
重大国际合

作研究项目 
生物兼容性的微胶囊 

中国科学院化

学研究所 
95 

2005 20520120220 
重大国际合

作研究项目 

复杂体系生物样品分离分析的

新技术和新方法研究 
 98 

2005 20531160041 
协议合作研

究项目 

基于富勒烯及其金属包合物的

新功能材料的合成及应用研究

中国科学院化

学研究所 
30 

2005 20520140277 
重大国际合

作研究项目 

功能性分子纳米结构的构筑、控

制与原理型纳米器件研究 

中国科学院化

学研究所 
96 

2005 20520130214 
重大国际合

作研究项目 

微孔—介孔材料孔道中过渡金

属氧化物簇的化学和催化反应

中科院大连化

学物理研究所 
54 

2005 20520120221 
重大国际合

作研究项目 

新型光催化剂及其降解环境污

染物的研究 

中国科学院化

学研究所 
98 

2005 20520150166 
重大国际合

作研究项目 

利用仿细胞膜模型研究在免疫

过程中的糖脂的识别作用 

中国科学院化

学研究所 
80 

2005 20531160040 
协议合作研

究项目 

环境友好的不对称催化反应研

究 

中国科学院化

学研究所 
40 

2006 20620140104 
重大国际合

作研究项目 

用 NMR 弛豫技术研究脂肪酸结

合蛋白与功能相关的动力学 

中科院武汉物

理数学研究所 
92 

2006 20620120107 
重大国际合

作研究项目 
基于分子工程的 DNA 探针研究 湖南大学 100 

2006 20620120105 
重大国际合

作研究项目 

聚合物物理凝胶化机理、结构和

性能 

中科院长春应

用化学研究所 
120 

2006 20621140003 
重大国际合

作研究项目 

室内空气中典型有机污染物的

浓度水平、污染来源及健康风险
浙江大学 100 

2006 20620140103 
重大国际合

作研究项目 

抗生素类药物环境危害性评价

的方法学研究 
北京大学 100 

2006 20620130108 
重大国际合

作研究项目 
主客体结构分子材料的组装  200 

2006 20620120106 
重大国际合

作研究项目 

细胞凋亡过程的化学基因学研

究 

中国科学院上

海有机化学所 
100 

2007 20731160003 
协议合作研

究项目 

多功能硫代及硒代硼酸盐骨架

的合成和表征 
北京大学 40 

2007 20720102039 
重大国际合

作研究项目 

计算机辅助无机微孔材料的定

向设计合成 
吉林大学 150 

2007 20731160001 
协议合作研

究项目 

基于金属氧化物半导体纳米颗

粒到稀土离子之间能量传递的

新颖放光材料 

北京大学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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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模糊综合评价 

由 5位化学领域的专家和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的管理者作为评审专家参与评估。在

请专家打分前，将表 4.2 的评价等级标准和一些项目数据提供给专家，便于专家掌握

项目情况。同时，还将历年项目统计报告及跟踪评估结果公布，便于专家掌握历史数

据。 

专家对每个项目各指标进行打分，获得基本的判断和原始数据。将专家所打分数

按照标准转化为三个等级（D1，D2，D3），当 5 个专家都打完分后，以百分数来确定

评价向量，即以评价指标对评价等级的隶属度来确定评价向量。最后由 26 个项目加

权，确定最终绩效评估的各指标的评价向量。 

用BBij表示评价指标Vij的评价向量，即评价指标Vij对评价等级Di的隶属度，给定BijB

的计算方法如下： 

i
ijΒ =

所打分数落入D评价等级的专家人数

专家总人数
             （5-1） 

通过 5 位专家对 26 个项目的评估，得到了绩效评估评价指标的评价向量，如表

5.11 所示。 

表 5.11 评价指标的评价向量 

评价向量 
一级指标Ui 权重Wi 二级指标Vij 权重Wij

D1 D2 D3

V11 0.7500 0.5500 0.4500 0 

V12 0.2500 0.4833 0.5167 0 

U1 0.1409 

     

V21 0.2605 0.4000 0.5000 0.1000 

V22 0.1061 0.4833 0.4833 0.0334 

V23 0.6333 0 0.5000 0.5000 

U2 0.2682 

     

V31 0.0709 0.1500 0.4833 0.3667 

V32 0.1409 0.2167 0.6000 0.1833 

V33 0.5200 0.2333 0.4333 0.3334 

V34 0.2682 0.4333 0.4000 0.1667 

U3 0.5200 

     

V41 0.8000 0.5333 0.4333 0.0334 U4 0.0709 

V42 0.2000 0.3167 0.5833 0.1000 

然后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对获得的数据进行处理。评价因素集如下： 

( ) ( )1 2 3 4U U U U U= =， ， ， 目标相关性，效率性，效果性，组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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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 11 12U V V= =， 与国家科技政策的相关性，与科学基金战略定位的一致性     

 ( ) ( )2 21 22 23U V V V= =， ， 联合发表论著，人才培养，获得科技奖项

( ) ( )3 31 32 33 34U V V V V= =， ， ， 开拓交流渠道，引进技术/设备，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 ) ( )4 41 42U V V= =， 资金设备利用程度，外方对项目的贡献  

评价矩阵如下： 

 

                    

3

0.1500 0.4833 0.3667
0.2167 0.6000 0.1833

B
0.2333 0.4333 0.3334
0.4333 0.4000 0.1667

⎡ ⎤
⎢ ⎥
⎢ ⎥=
⎢ ⎥
⎢ ⎥
⎣ ⎦

              4

0.5333 0.4333 0.0334
B

0.3167 0.5833 0.1000
⎡ ⎤

= ⎢ ⎥
⎣ ⎦

 

进行模糊综合评价 ，其中“o”是模糊矩阵合成运算符，理论上有多种

形式，根据研究类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绩效评估的特点，比较适合采用模糊加权平均型。 

M W B= o

( ) ( ) ( ) ( ) (1 1 2 2
1

1, 2, ,
m

j k ki i i m mi
k

m w b w b w b w b i
=

= ⊕ • = • ⊕ • ⊕ ⊕ • =∑ L L )n

0
⎡ ⎤

= ⎢ ⎥
⎦

   （5-2） 

2

0.4000 0.5000 0.1000
B 0.4833 0.4833 0.0334

0 0.5000 0.5000

⎡ ⎤
⎢ ⎥= ⎢ ⎥
⎢ ⎥⎣ ⎦

1

0.5500 0.4500 0
B

0.4833 0.5167⎣

根据已经得出的指标权重以及评价矩阵进行模糊综合评价。 

（1）各一级指标下的模糊综合评价 

[ ] ( )1 1 1

0.5500 0.4500 0
0.7500 0.2500 0.5333 0.4667 0

0.4833 0.5167 0
TM W B ⎡ ⎤

= = =⎢ ⎥
⎣ ⎦

o  

[ ] ( )2 2 2

0.4000 0.5000 0.1000
0.2605 0.1061 0.6333 0.4833 0.4833 0.0334 0.4669 0.4982 0.0349

0 0.5000 0.5000

TM W B
⎡ ⎤
⎢ ⎥= = =⎢ ⎥
⎢ ⎥⎣ ⎦

o

[ ] ( )3 3 3

0.1500 0.4833 0.3667
0.2167 0.6000 0.1833

0.0709 0.1409 0.5200 0.2682 0.2787 0.4514 0.2699
0.2333 0.4333 0.3334
0.4333 0.4000 0.1667

TM W B

⎡ ⎤
⎢ ⎥
⎢ ⎥= = =
⎢ ⎥
⎢ ⎥
⎣ ⎦

o
 

     [ ] ( )4 4 4

0.5333 0.4333 0.0334
0.8000 0.2000 0.4900 0.4633 0.0467

0.3167 0.5833 0.1000
TB

⎡ ⎤
= = =⎢ ⎥

⎣ ⎦
oM W

 

（2）总目标的模糊综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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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0.5333 0.4667 0
0.4669 0.4982 0.0349

0.1409 0.2682 0.5200 0.0709 0.3800 0.4670 0.1530
0.2787 0.4514 0.2699
0.4900 0.4633 0.0467

TM W B

⎡ ⎤
⎢ ⎥
⎢ ⎥= = =
⎢ ⎥
⎢ ⎥
⎣ ⎦

o
 

 

由于max 0.4670M = ，根据最大隶属度原则，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绩效评估的最终

评价结果属于等级“ D2”，即绩效“ 良好”。 

5.2.4 绩效特征分析 

根据上述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可以得出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绩效的评估值，据此能够

分析项目绩效水平的优劣，从而对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绩效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另外，

也可以根据模型得出各个子模块的评估值，分析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绩效的形成及评估

值的影响因素。 

5.2.4.1 指标权重分析 

由绩效评估的指标体系及其权重可知，专家对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绩效评估关注了

项目的目标、执行效率、实施后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组织管理等多个方面，是全过

程的监督和管理。 

（1）一级指标权重分析 

图 5.10 显示了一级指标权重的分布情况。 

 

图 5.10 一级指标权重分布 

从图中可以看出绩效评估尤为注重项目的执行效果（权重占 52%），其次是项目产

出的效益（权重占 26.82%），再次为项目战略定位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权重占 1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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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要提高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的绩效，必须强调项目的资助与管理活动对外界环境

产生的后果及影响，包括合作交流方式、社会劳动生产率以及国际知名度等方面的影

响；同时要注重项目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通过分析一定投入条件下是否有预期的

产出，来了解资助活动投入与产出的规模及效益是否合理；而且还要加强项目的立项

管理和中期控制，确保项目立项和执行期间的目标与国家科技政策和科学基金战略地

位相一致。 

（2）二级指标权重分析 

在一级指标U1目标相关性下，比较注重二级指标V11与国家科技政策的相关性。

这说明国际合作交流工作要突出体现“国家目标”，要优先资助国家重点发展的科技

领域，要大力支持解决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重大问题的项目。 

在一级指标U2效率性下，比较注重二级指标V23获得科技奖项（权重占 63.33%）

和V21联合发表论著（权重占 26.05%）。这说明在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的实效方面，非常

注重高水平的研究成果，要大力推进实质性的合作研究，使我国在有一定优势的领域、

较薄弱的领域以及高新科技领域的发展有所突破。同时也比较关注双方合作共同完成

论著的情况，说明合作交流过程中，要注重优势互补、成果共享，积极研究双方兴趣

与利益的交汇点。 

在一级指标U3效果性下，比较注重二级指标V33经济效益（权重占 52%）、V34社会

效益（权重占 26.82%）和V32引进技术/设备（权重占 14.09%）。这说明国际合作交流

项目的绩效评估比较重视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促进，重视经济速度的增长以及资金的积

累。同时也注重对我国科技水平的推进，基础研究科研环境的改善，以及我国基础研

究在国际学术舞台影响力的提高。还要加强对外方先进资源的吸纳，解决我国科技发

展的瓶颈问题，提高自身能力和水平。 

在一级指标U4组织管理下，比较注重二级指标V41资金、设备利用程度（权重占

80%）。这说明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的绩效评估比较重视对经费预算、审批、使用各环节

的宏观调控、管理和监督，注重经费的合理分配，提高经费的资助效益。对设备的投

入使用情况，以及设备对项目研究的贡献程度也比较关注。 

5.2.4.2 绩效评估结果分析 

绩效评估的项目数据来源于化学科学部的重大国际合作研究项目和协议国际合

作研究项目，时间从 2001 年至 2007 年，涵盖了化学学部的各个学科，包括无机化学、

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理论化学、高分子科学、化学工程和工业化学。图 5.11 显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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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整体的模糊综合评价值。 

 

图 5.11 项目整体模糊综合评价值 

从图中可以看出，根据最大隶属度原则，最终的评价结果属于等级“D2”，这说

明项目的绩效属于良好，总体效果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从 2001 年至 2007 年，化学学

部研究类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的资助强度整体呈上升趋势，主要开展对不同层次上分子

的多样性与多型性的研究，以及控制化学反应与过程的研究，加强从原子、分子、分

子聚集体及凝聚态体系的多层次、多尺度的研究，以及对复杂化学体系的研究。通过

这些项目的研究，解决了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可持续发展中的重大科学问题，推动

了化学与化工学科的发展，提升了我国化学科学基础研究的整体水平和在国际上的地

位。 

通过模糊综合评价不仅可以得到项目整体的绩效结果，还可以得到各一级指标的

评估结果。图 5.12 显示了各一级指标模糊综合评价值的对比情况。 

 

图 5.12 各一级指标模糊综合评价值 

从图中可以看出，指标U1目标相关性和指标U4组织管理在等级D1上的分值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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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U2效率性和指标U3效果性在等级D2上的分值较大。下面将进一步分析各一级指标

的评估值。 

U1目标相关性：图 5.13 显示了一级指标U1的模糊综合评价值，根据最大隶属度

原则，目标相关性的评估结果属于等级“D1”（53.33%），即绩效为“优”。 

 

图 5.13 一级指标U1综合评价值 

这说明项目在立项的时候充分考虑了国家的重大科技政策和战略目标，在执行过

程中，通过中期评估、年度进展汇报等工作约束项目执行时的目标与最初设立的目标

保持一致。通过项目数据可以看出，这些项目都聚焦于科学基金优先资助的领域，包

括：新的合成策略、概念与方法，复杂化学体系理论与计算方法，生命体系的化学过

程与功能调控，能源和资源中的基本化学问题等。这些项目的目标定位较好地满足了

我国科学家参与国际前沿科学领域合作的需求，为科学家开展实质性合作研究提供了

支持。 

U2效率性：图 5.14 显示了一级指标U2的模糊综合评价值，根据最大隶属度原则，

效率性的评估结果属于等级“D2” （49.82%），即绩效为“良好”。 

 

图 5.14 一级指标U2综合评价值 

这说明项目产出的规模及效益是比较合理的。通过项目数据可以看出，项目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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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论文，专著数量较少。在论文总数中 SCI 论文的比例非常高，平均达到了 85%，

合著论文的比例也达到了 50%。项目批准号为 20520140277 的项目，论文产出数量最

多为 111 篇，其中 58 篇为 SCI 论文。这说明项目整体产出论文质量比较高，研究成

果水平也较高。人才培养方面，博士的数量最多，占到了总数的 68%。批准号为

20420130137 的项目，培养的博士生达到 26 人。这体现了项目人才培养的层次比较高。

在科技奖项方面，获得的均是省部级和国家级的奖项，还没有获得过国际级奖项，这

说明还需要进一步提升我国化学科学基础研究的整体水平，要力争在国际学科前沿领

域中占有重要地位。 

U3效果性：图 5.15 显示了一级指标U3的模糊综合评价值，根据最大隶属度原则，

效果性的评估结果属于等级“D2” （45.14%），即绩效为“良好”。 

 

图 5.15 一级指标U3综合评价值 

这说明项目的资助与管理活动对外界环境产生的后果及影响是比较积极的。针对

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国家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中提出的重大科学问题，化学部的国际

合作交流项目在生物、材料、能源、信息、资源、环境和人类健康等领域，充分发挥

了化学与化工科学的作用。在合作过程中，积极吸纳外方资源，引进了国内尚未掌握

的技术和设备，但对于高层次的引进，例如国外管控、封锁的技术或设备的引进效果

不是很明显。通过合作，大部分项目会和原合作伙伴产生新的合作意向或签订新项目，

但通过项目找到新合作伙伴的并不多。 

U4组织管理：图 5.16 显示了一级指标U4的模糊综合评价值，根据最大隶属度原

则，组织管理的评估结果属于等级“D1” （49%），即绩效为“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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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6 一级指标U4综合评价值 

这说明项目的配套保障条件齐全，经费使用比较合理。因为重大合作研究项目受

到双方的重视，因此有明确的目标，经费有必要的保障。而且在合作过程中，外方提

供了价值较高的资料、研究方法，对项目推动很大。同时，化学科学的研究涉及到大

量的化学实验，需要用到大量仪器设备，因此设备利用率较高。 

5.2.4.3 绩效特征分析总结 

通过对指标权重的分析，可以得出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绩效评估最为注重的是项目

的执行效果，即重视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促进，对基础研究科研环境的改善，以及对外

方先进资源的吸纳；其次是项目产出的效益，即比较注重高水平的研究成果，重视项

目的获奖和发表论著情况；再次为项目的目标相关性，即比较关注与国家科技政策和

科学基金战略地位的相关性；最后是项目的组织管理，即比较重视经费的分配和管理，

以及外方对项目的贡献。 

通过对化学部研究类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的绩效评估可以看出，项目的整体绩效属

于良好。通过对各一级指标评估值的分析，可以得出绩效为优秀的方面是目标相关性

和组织管理。这说明项目的目标定位符合国家科技政策，较好地满足了我国科学家参

与国际前沿科学领域合作的需求；在合作过程中，项目目标明确，经费有保障，外方

提供的资料和研究方法对项目推动很大。绩效为良好的方面是效率性和效果性。项目

人才培养的层次比较高，产出的论文质量较高，但专著数量较少，还没有获得过国际

奖项，需进一步提升在国际前沿领域中的地位；项目的资助与管理活动对社会、经济

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高层次的引进数量不多，合作伙伴的数量还需要增加。 

5.3 执行与管理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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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管理模式与资助政策的分析，以及对项目执行整体情况

和绩效评估的研究，可以看出国际合作交流项目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从分析研

究的过程和绩效评估的结果中，发现国际合作交流项目在执行和管理方面仍然存在一

些需要解决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论文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1）增加对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的经费投入，推进科学基金项目的国际化 

通过对国际合作交流项目整体情况的分析，可以看出经费投入尽管增速较为明

显，但仍低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总经费的年均增速，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经费占科学基

金批准项目总经费的比例徘徊不前。因此，需要大力改善科学家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

的经费条件，营造有利于科学家参与国际合作与交流的良好环境。同时，国际合作交

流项目获得的国际奖项数量目前还比较少，需要进一步推进科学基金项目的国际化，

提升我国基础研究在国际前沿领域中的地位。 

（2）完善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的立项管理与评审工作 

通过绩效评估结果显示，目前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的目标大部分与最初设立的目标

是一致的，但也存在个别项目偏离目标的情况，必须严格立项审批，完善相关管理制

度和流程，要避免重复立项、资源浪费情况的出现。可以建立完善的项目库、专家库

和实施单位数据库，对申请立项单位引入项目实施历史情况记录，对立项内容严格审

查。一方面专家评审把关，另一方面依靠项目库查询，确保所立项项目具有先进性、

实用性，并避免重复立项。加强项目本身目标设立的合理性，改进部分项目目标不够

明确，不可检验的缺陷，为后期开展评估工作打好基础。 

（3）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实现资助信息和成果数据的采集与积累 

在评估数据采集的过程中发现，档案中资助信息存在较大程度的不准确、不规范、

不完整甚至缺失的情况。该问题一方面与档案的时间历史比较长有一定关系，另一方

面也反映出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的管理有待完善。从评估中还发现，国际合作交流项目

的很多信息还没有进入基金委的信息数据库中，需要进一步加强该类项目的信息化建

设。 

基金委在完善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管理的同时应建立成果管理系统，要求项目承担

者和执行单位将项目取得的成果实时上传，科学部能实现成果信息的实时检索，以便

及时了解项目的进展、学科的资助效果，并为项目的绩效评估提供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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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总结与展望 

6.1 论文的主要工作与总结 

论文从收集和整理科技评估的相关理论基础和典型案例入手，分析学习国内外先

进的绩效评估方法和经验，归纳出它们的体系结构和主要特点。为国际合作交流项目

的绩效评估提供借鉴。 

通过调研和文献研究，掌握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的整体情况

以及历史变迁，并对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的管理模式及资助政策进行了研究。探寻国际

合作交流项目资助政策的演变轨迹，总结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组织管理的发展历程。通

过对欧洲核子中心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的案例分析，进一步了解了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的

管理模式，为后续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的执行与管理提供了借鉴。 

通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国际合作局提供项目数据，进行整理，建立国际合作交

流项目数据库，对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的整体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全面系统地反映国际

合作交流项目的资助状况，发现项目执行和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建立了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绩效评估框架，明确评估的目的，评估的对象，以及评

估的依据。结合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的特点，通过调查研究建立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绩效

评估指标体系，同时给出评价指标的等级标准。采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集

成的评估方法，对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的绩效进行评估。通过对指标权重和绩效评估结

果的分析，得出了项目绩效水平的优劣，从而对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绩效有一个全面的

认识。 

从分析研究的过程和绩效评估的结果中，发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国际合作交流

项目在执行和管理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从经费投入、

信息化建设等方面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6.2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绩效评估研究是一项较为复杂的系统工程，论文围绕国际合作

交流项目绩效评估的方法、指标体系以及指标等级标准进行了一定的探讨。但由于我

国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绩效评估还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其评价理论与方法还存在一些不

合理、不科学的方面，且由于时间、资料等限制，论文在分析、论证、行文等方面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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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不尽人意之处，有些问题的研究深度还不够。作者认为以下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的

研究： 

（1）对于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的特殊性研究不够，对项目参加人员的行为、交流

类项目绩效难以反映等问题需要继续深入的研究。应该按照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的类型

建立不同的评价体系标准，进行分类评价。 

（2）研究中的理想化数据处理与实际评价中的信息收集的矛盾。在具体的研究

过程中，可以有种种假设，但在实际评价中，这些近似理想状态的假设并不存在。 

（3）评价结果如何为决策服务，为政策制定提供支持，评价结果被决策者认识

与利用的问题。 

有效开展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的绩效评估，有利于提高我国国际科技声望和总体水

平，促进国内研发活动的开展，同时为我国优秀科技人才走向国际舞台创造条件和机

会。在实践中不断地发现国际合作交流项目评价中存在的问题，并不断加以完善，构

造出更具有科学性的评价理论与方法，不断提高项目评估在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管理中

的地位与作用。希望本论文的研究能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的管理

与评价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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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洞察力、渊博的知识和忘我工作的精神深深影响了我。 

同时还要感谢实验室“科学基金环境类项目绩效评估方法研究”项目组的成员，

感谢汪雪锋老师、段庆锋师兄在论文写作过程中的悉心帮助。在论文资料调研过程中，

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国际合作局有关领导和工作人员的热心帮助，他们提供了

很多宝贵的项目资料，在这里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另外，还要感谢六年来对我悉心教导的管理与经济学院的老师们，你们严谨细致、

一丝不苟的作风一直是我学习生活中的榜样。没有你们的辛勤培养与教导，毕业论文

是无法顺利完成的，向你们致以真诚的感谢！ 

最后，谨向百忙之中抽出宝贵时间评审本论文的专家、老师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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