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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是我国支持基础研究的主要渠道之一, 被科研人员公认为国内最

规范、最公正、最能反映研究者竞争能力的研究基金. 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竞争

能力可以比较直观地反映出地区基础研究的水平和竞争力. 基于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立项

信息的深入计算分析, 本文构建了基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竞争能力的基础研究综合竞争力

指数, 并结合其他相关统计指标, 利用动态图表对我国大陆 31个省市的基础研究竞争力进

行了系统的动态交互式的可视化对比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 我国基础研究力量的地理分布

非常不均匀, 各省市间的竞争力差异巨大, 但总体正朝着积极向好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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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un-

dation of China, NSFC)由国务院于 1986 年批准设立, 

是我国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的一项重要举

措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负责管理 , 面向全国 , 坚持“支持基础研究 , 坚持自

由探索, 发挥导向作用”的战略定位, 采取竞争机制, 

择优并重点支持我国具有良好研究条件和研究实力

的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中的研究人员开展自然科学

基础研究工作(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概况, http: 

//www.nsfc.gov.cn/Portal0/default140.htm). 

作为我国支持基础研究的主要渠道之一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已经成为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 20 多年来,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有力地促进了

我国基础研究持续、稳定和协调发展, 发现、培养、吸

引了一大批优秀青年科技人才 , 为推动和加快我国

的科技发展、区域创新与国际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同时 , 由于其评审过程与经费管理体现了公开、公

正、公平, 在科技界获得了崇高的声誉, 被科研人员

公认为国内最规范、最公正、最能反映研究者竞争能

力的研究基金 [1,2]. 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竞

争能力已经成为衡量全国各地区和科研机构基础研

究水平的一项重要指标 , 并在实际科研评价中得到

应用. 

近年来 , 一些学者对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

助的项目数量、经费数量或基金资助率等相关指标及

其在科研评价中的应用进行了研究[3~6]. 通过对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立项信息的深入计算分析 , 并综合考

虑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项目数量和经费数

量, 本文提出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竞争能力指数”, 

在该指数基础上构建了基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竞争

能力的省市基础研究综合竞争力指数 , 并利用动态

图表对我国大陆 31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以下简称

“省市”)的基础研究竞争力进行了对比分析. 

1  数据来源与分析指标 

本文所采用的 2001~2010 年 10 年间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立项信息原始数据采集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ISIS 系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情况在线数据

库). 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主要资助的基础研究

学科领域分为 8 大学科: 地球科学、工程与材料、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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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科学、化学科学、生命科学、数理科学、信息科学、

医学科学, 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下设的 8 个科

学部相对应. 

为了更加全面、有效地反映对比对象争取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的能力,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竞争能力指

数”(Competitiveness Index on NSFC, 以下简称“NCI”)

综合考虑了对比对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

项目数量、经费数量以及所有对比对象的平均水平, 

以克服单纯利用项目数量或经费数量可能带来的偏

颇 . “对比对象”可以是省市 , 也可以是科研机构等 . 

本文的研究主要是以我国大陆 31 个省市为对比对象. 

某省市某年(基于项目批准年度)在某学科领域中的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竞争能力指数——NCI_某省市-某年-某学科

的计算公式如下:  

NCI-某省市-某年-某学科= 
                                                                                               .  

例如, 2010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医学科学领域

共立项 5512 项, 总经费为 180566.4 万元. 其中, 北京

956 项, 经费为 36379 万元; 甘肃 26 项, 经费为 626

万元; 31 个省市平均项目数量为 177.806 项, 平均经费

为 5824.723 万元. 则 NCI_北京-2010-医学科学, NCI_甘肃-2010-医学科学

的计算公式分别如下:  

NCI-北京-2010-医学科学=
956 36379

5.795;
177.806 5824.723

   

NCI-甘肃-2010-医学科学=
26 626

0.125.
177.806 5824.723

   

从上述计算公式可以看出, 某省市 NCI 的数值

大小反映了该省市相对于我国大陆 31 个省市的平均

水平, 争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竞争能力. 数值

越大, 表明该省市的竞争能力越强, 反之则越弱. 从

上述计算结果可以看出 , 北京在医学科学领域争取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竞争能力远高于全国平均

水平, 而甘肃的竞争能力则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我们将各省市在 8 大学科领域中的 NCI 平均值

定义为基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竞争能力的省市基础

研究综合竞争力指数 (“Comprehensive Competitive-

ness Index of Basic Research”, 以下简称“BRCCI”). 

例如, BRCCI_北京-2010 = (NCI_北京-2010-地球科学 + NCI_北京-2010-

工程与材料  + NCI_北京-2010-管理科学  + NCI_北京-2010-化学科学  + NCI_北京

-2010-生命科学  + NCI_北京-2010-数理科学  + NCI_北京-2010-信息科学  + NCI_北

京-2010-医学科学)/8 = (9.567 + 6.242 + 8.333 + 6.538 + 7.189 + 

8.556 + 8.169 + 5.795)/8≈7.549; BRCCI_甘肃-2010 = (NCI_甘肃

-2010-地球科学 + NCI_甘肃-2010-工程与材料 + NCI_甘肃-2010-管理科学 + NCI_

甘肃 -2010-化学科学  + NCI_甘肃 -2010-生命科学  + NCI_甘肃 -2010-数理科学  + 

NCI_ 甘 肃 -2010- 信 息 科 学  + NCI_ 甘 肃 -2010- 医 学 科 学 )/8 = (1.556 + 

0.304 + 0.201 + 0.448 + 0.506 + 0.958 + 0.161 + 0.125)/8 
≈0.532. 

从 BRCCI 的定义和计算公式可以看出, 其数值

大小反映了该省市基础研究综合竞争力的强弱 . 例

如, 如果某省市的 BRCCI 大于等于 4, 我们可以认为

该省市的基础研究综合竞争力非常强 ; 如果某省市

的 BRCCI 大于等于 2, 但小于 4, 我们可以认为该省

市的基础研究综合竞争力很强 ; 如果某省市的

BRCCI 大于等于 1, 但小于 2, 我们可以认为该省市

的基础研究综合竞争力较强; 如果某省市的 BRCCI

大于等于 0.5, 但小于 1, 我们可以认为该省市的基础

研究综合竞争力较弱; 如果某省市的 BRCCI 小于 0.5, 

我们可以认为该省市的基础研究综合竞争力很弱. 

2  讨论与分析 

根据 2001~2010 年 10 年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

立项信息, 对以下指标进行了逐年统计分析: (1) 某

省市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项目数量与各省

市平均值之比(简称为“项目数量比”); (2) 某省市获

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经费数量与各省市平均

值之比(简称为“经费数量比”); (3) NCI; (4) BRCCI; (5)

某省市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机构数量与各

省市平均值之比(简称为“机构数量比”); (6) 某省市

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专家(项目负责人)数

量与各省市平均值之比(简称为“专家数量比”). 此外, 

还将 2001~2010 年平分为 2 个 5 年时间段: 2001~2005

年(简称为“0105”)和 2006~2010 年(简称为“0610”), 

并分别对上述指标进行了统计. 基于这些统计指标, 

本部分利用 SAP BusinessObjects Dashboards, 以可视

化动态交互方式展现比较了我国大陆 31 个省市的基

础研究竞争力. 基于图 1 和表 1 分析总结了 31 个省

市的基础研究竞争力概况. 

综合图 1 和表 1 的分析, 可以看出, 在 2001~2010 

某省市某年某学科项目数量 

31 省市某年某学科平均项目数量 

某省市某年某学科经费数量 

31 省市某年某学科平均经费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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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基于 BRCCI 的我国大陆 31 省市基础研究竞争力对比分析 

年 10 年中, 北京的基础研究综合竞争力始终遥遥领

先于其他 30 个省市 , 而且在所有学科领域中 , 其

BRCCI、NCI、机构数量比、专家数量比、项目数量

比、经费数量比等各项指标数值几乎全部始终保持在

4 以上, 即始终全面领先. 虽然近年来, 其各项指标

的数值均呈现出总体逐年下降的趋势 , 但仍然大幅

领先于其他省市 , 显示北京集聚了全国最强大的科

技资源, 其基础研究竞争力令其他省市难以超越.  

上海的基础研究综合竞争力总体来看一直稳居

全国第 2 位, 但与北京始终有不小的差距, 而且近 5

年来其 BRCCI 也呈现出缓慢下降的趋势. 不过, 在

可以预见的未来几年中 , 其他省市尚难以取代其位

置 . 就具体学科领域来看 , 除地球科学外 , 上海的

NCI 也都是保持在全国第 2 位.  

江苏的基础研究综合竞争力一直位居全国第 3

位. 值得注意的是, 近几年来其 BRCCI 不断上升, 与

上海的差距在逐年缩小, 同时不断拉大了与后续其他

省市的差距. 但在未来几年, 其 BRCCI 恐仍难以超越

上海. 具体学科领域的情况与其总体情况基本类似. 

不过, 从 NCI 的数值来看, 其在地球科学领域中的竞

争力一直稳居全国第 2 位, 而且近年来在工程与材料

领域中的竞争力上升迅速, 2010 年已超过上海.  

Sumer
附注
“Sumer”设置的“Unmarked”

Sumer
附注
“Sumer”设置的“MigrationConfirmed”

Sumer
附注
“Sumer”设置的“Accep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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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注释
注: 本图是一个SWF格式的Flash动画, 内含一幅基于网络SVG文件格式的中国地图(只可作为示意性地图在本文中使用). 因此, 请首先确保您的网络连接畅通, 并且电脑上已经安装了Adobe Flash Player.

如果您的电脑上没有安装Adobe Flash Player, 请首先到官方网站(http://get.adobe.com/cn/flashplayer/)下载、安装最新版本的Adobe Flash Player.

由于动画中含有大量的统计数据, 初始化可能需要一定时间(大约10-20秒), 请耐心等待.

点击图中的“使用说明”按钮, 可以查看本图的详细使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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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我国各省市基础研究竞争力概况 

省市 BRCCI 变化趋势 概况 

北京 

 

基础研究综合竞争力非常强, BRCCI_北京-0610=8.074. 在所有学科领域中全面领先. 

上海 

 

基础研究综合竞争力很强, BRCCI_上海 -0610=3.141. 在绝大部分学科领域中的竞争力仅次

于北京, 但在地球科学领域中的竞争力相对较弱. 

江苏 

 

基础研究综合竞争力很强, BRCCI_江苏 -0610=2.463. 在大部分学科领域中的竞争力仅次于

北京、上海, 而在地球科学领域中的竞争力则一直领先于上海, 在工程与材料领域中的

竞争力上升迅速. 

湖北 

 

基础研究综合竞争力较强, BRCCI_湖北-0610=1.801. 在信息科学、化学科学、数理科学领域

中的竞争力相对较弱. 

广东 

 

基础研究综合竞争力较强, BRCCI_广东 -0610=1.666. 在数理科学和工程与材料领域中的竞

争力相对较弱. 

浙江 

 

基础研究综合竞争力较强 , BRCCI_浙江 -0610=1.422. 医学科学领域的竞争力上升较快 , 地

球科学领域的竞争力较弱. 

陕西 

 

基础研究综合竞争力较强, BRCCI_陕西 -0610=1.256. 管理科学和工程与材料领域的竞争力

下降趋势明显, 化学领域的竞争力一直较弱. 

辽宁 

 

基础研究综合竞争力较强, BRCCI_辽宁-0610=1.169. 在医学科学、生命科学、数理科学领域, 

尤其是在地球科学领域中的竞争力较弱. 

山东 

 

基础研究综合竞争力中等偏上 , BRCCI_山东 -0610=1.063. 地球科学领域的竞争力较强 , 管

理科学、信息科学和数理科学领域的竞争力较弱. 

四川 

 

基础研究综合竞争力中等 , BRCCI_四川 -0610=0.988. 各学科间的竞争力差距相对较小 , 信

息科学领域的竞争力较强. 

安徽 

 

基础研究综合竞争力中等偏下, BRCCI_安徽-0610=0.885. 数理科学领域的竞争力一直较强, 

生命科学和医学科学领域的竞争力较弱. 

湖南 

 

基础研究综合竞争力中等偏下 , BRCCI_湖南 -0610=0.861. 工程与材料领域的竞争力较强 , 

地球科学领域的竞争力很弱.  

天津 

 

基础研究综合竞争力中等偏下 , BRCCI_天津 -0610=0.828. 化学科学领域的竞争力较强 , 地

球科学领域的竞争力一直很弱. 

黑龙江 

 

基础研究综合竞争力较弱, BRCCI_黑龙江-0610=0.677. 工程与材料领域的竞争力较强, 地球

科学和化学科学领域的竞争力很弱.  

吉林 

 

基础研究综合竞争力较弱 , BRCCI_吉林 -0610=0.669. 化学科学领域的竞争力较强 , 但呈现

下降趋势, 管理科学和医学科学领域的竞争力很弱. 



 
 
 

 

  3119 

论 坛 

  (续表 1) 

省市 BRCCI 变化趋势 概况 

福建 

 

基础研究综合竞争力较弱 , BRCCI_福建 -0610=0.572. 化学科学领域的竞争力较强 , 而其他

学科领域的竞争力则普遍较弱或很弱. 

重庆 

 

基础研究综合竞争力较弱 , BRCCI_重庆 -0610=0.543. 医学科学领域的竞争力较强 , 而其他

学科领域的竞争力则普遍较弱或很弱. 

甘肃 

 

基础研究综合竞争力较弱 , BRCCI_甘肃 -0610=0.482. 地球科学领域的竞争力较强 , 而其他

学科领域的竞争力则普遍很弱. 

云南 

 

基础研究综合竞争力很弱, BRCCI_云南-0610=0.346. 优势学科为生命科学. 

河南 

 

基础研究综合竞争力很弱, BRCCI_河南-0610=0.335. 优势学科为化学科学. 

江西 

 

基础研究综合竞争力很弱, BRCCI_江西-0610=0.288. 优势学科为管理科学、医学科学、生命

科学和工程与材料. 

新疆 

 

基础研究综合竞争力很弱, BRCCI_新疆-0610=0.261. 优势学科为生命科学、地球科学和医学

科学. 

河北 

 

基础研究综合竞争力很弱, BRCCI_河北-0610=0.227. 优势学科为工程与材料. 

广西 

 

基础研究综合竞争力很弱, BRCCI_广西-0610=0.197. 优势学科为医学科学. 

山西 

 

基础研究综合竞争力很弱, BRCCI_山西-0610=0.194. 优势学科为化学科学. 

内蒙古 

 

基础研究综合竞争力很弱, BRCCI_内蒙古-0610=0.146. 优势学科为生命科学. 

贵州 

 

基础研究综合竞争力很弱, BRCCI_贵州-0610=0.145. 优势学科为地球科学. 

海南 

 

基础研究综合竞争力很弱, BRCCI_海南-0610=0.061. 优势学科为生命科学. 

宁夏 

 

基础研究综合竞争力很弱, BRCCI_宁夏-0610=0.057. 优势学科为医学科学和生命科学. 

青海 

 

基础研究综合竞争力很弱, BRCCI_青海-0610=0.04. 优势学科为地球科学和生命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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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市 BRCCI 变化趋势 概况 

西藏 

 

基础研究综合竞争力很弱, BRCCI_西藏-0610=0.015. 优势学科为地球科学和生命科学. 

 

湖北的基础研究综合竞争力基本上保持在全国

第 4 位. 从具体学科领域来看, 湖北在地球科学、工

程与材料、管理科学和生命科学领域中的竞争力较强

(其中 , 前两个领域呈现总体上升趋势 , 后两个领域

呈现总体下降趋势), 而在信息科学、化学科学、数

理科学领域中的竞争力则相对较弱 . 总的来看 , 其

BRCCI 波动性较大. 在未来几年中, 如果不能采取

有力措施, 其全国第 4 的位置有可能被广东取代.  

自 2004 年起, 广东的基础研究综合竞争力一直

保持在全国第 5 位, 并呈现出较快的上升态势, 与排

在第 4 位的湖北的差距逐渐缩小, 在未来几年有可能

超越湖北. 从具体学科领域来看, 其在大部分学科领

域中的 NCI 都呈现总体上升态势, 特别是在医学科

学和地球科学领域中的竞争力较强 , 但在数理科学

和工程与材料领域中的竞争力依然相对较弱.  

浙江、陕西和辽宁的基础研究综合竞争力基本维

持在全国第 6至 8位. 从具体学科领域来看, 浙江在大

部分学科中的竞争力都较强, 特别是在医学科学领域

中的竞争力上升较快, 而在地球科学领域中的竞争力

较弱; 陕西在医学科学和信息科学领域具有较强的竞

争力, 在管理科学和工程与材料领域的下降趋势明显, 

在化学领域中的竞争力一直较弱; 辽宁各学科间的竞

争力差距较大, 在工程与材料、化学科学和管理科学

中的竞争力较强, 在信息科学领域的竞争力处于中等

偏上, 而在医学科学、生命科学、数理科学领域, 尤其

是在地球科学领域中的竞争力则较弱.  

2006 年以来, 山东的基础研究综合竞争力一直

排在全国第 9 位, 并呈现出较快的总体上升态势. 从

具体学科领域来看 , 山东在地球科学领域中一直有

着较强的竞争力 , 在其他七大学科领域中的竞争力

也都呈现出较快的总体上升态势. 例如, 山东目前在

工程与材料、生命科学领域也已具有了较强的竞争力. 

不过, 其在管理科学、信息科学和数理科学领域中的

竞争力依然较弱.  

四川、天津、安徽、湖南、吉林、黑龙江六省市

的基础研究综合竞争力大致排在全国第 10 至 15 位. 

从具体学科领域来看 , 四川在各学科中的竞争力差

距相对较小, 在信息科学领域中的竞争力较强, 在生

命科学领域中的竞争力较弱 ; 天津在化学科学领域

中有着较强的竞争力 , 在地球科学领域中的竞争力

则一直很弱 ; 安徽在数理科学领域中一直有着较强

的竞争力 , 而在生命科学和医学科学领域中的竞争

力则较弱; 湖南在工程与材料领域中的竞争力较强, 

在地球科学领域中的竞争力很弱 ; 吉林各学科间的

竞争力差距较大, 在化学科学领域中的竞争力较强, 

但呈现出总体下降的趋势 , 在管理科学和医学科学

领域中的竞争力很弱 ; 黑龙江各学科间的竞争力差

距也较大, 在工程与材料领域中的竞争力较强, 在地

球科学和化学科学领域中的竞争力很弱.  

重庆、福建、甘肃 3 省市的基础研究综合竞争力

大致排在全国第 16~18 位. 从具体学科领域来看, 三

省市的情况较为类似 , 即各学科间的竞争力差距较

大. 重庆在医学科学领域有着较强的竞争力, 而在其

他学科领域中的竞争力则普遍较弱或很弱 , 尤其是

地球科学和化学科学领域 ; 福建在化学科学领域有

着较强的竞争力 , 而在其他学科领域中的竞争力则

普遍较弱或很弱, 尤其是信息科学领域; 甘肃在地球

科学领域有着较强的竞争力 , 而在其他学科领域中

的竞争力则普遍很弱, 尤其是医学科学、管理科学和

信息科学领域.  

其他 13 省市的基础研究综合竞争力很弱. 不过, 

云南、河南、江西、新疆等近年来上升趋势明显. 而

且 , 不少省市也都陆续在其多数弱势学科领域中实

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数量零的突破. 

3  结论 

通过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立项信息的深入计算

分析 , 本文综合考虑对比对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资助的项目数量和经费数量以及所有对比对象的

平均水平, 提出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竞争能力指数, 

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基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竞争能

力的省市基础研究综合竞争力指数 . 基于 BRC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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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I 等统计指标, 利用动态图表对我国大陆 31 省市

的基础研究竞争力进行了系统的动态交互式的可视

化对比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 , 我国基础研究力量的地理分布

非常不均匀, 各省市间的竞争力差异巨大. 北京的基

础研究综合竞争力非常强 , 且在所有学科领域中的

竞争力始终大幅领先于其他省市 ; 上海和江苏的基

础研究综合竞争力很强, 其中江苏的上升势头明显, 

两省市间的竞争将会日益激烈; 湖北、广东、浙江、

陕西和辽宁的基础研究综合竞争力较强 , 其中广东

呈现出较快的总体上升态势 , 与湖北的差距逐渐缩

小; 山东、四川、天津、安徽、湖南的基础研究综合

竞争力处于全国中间水平 , 其中山东呈现出较快的

总体上升态势; 吉林、黑龙江、重庆、福建、甘肃的

基础研究综合竞争力较弱; 云南、河南、江西、新疆

等其他 13 省区的基础研究综合竞争力很弱. 不过, 

其中不少省市近年来上升趋势明显 , 而且也都陆续

在其弱势学科领域中实现了国家自然科学项目数量

零的突破. 因此, 我国的基础研究正朝着总体积极向

好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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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undation of China (NSFC)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hannels to support basic research in China. It 
has been recognized as one of the most regulated and fair funds by researchers. The NSFC also best reflects researcher competitiveness. 
Competition for funding by the NSFC has been a very important measure of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activity of different regions. Based 
on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NSFC project information, we propose a new index, the Comprehensive Competitiveness Index of Basic 
Research, based on the competitiveness of NSFC. Through a dynamic figure, the new index and some other relevant statistical 
indicators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basic research in 31 provincial areas in mainland China.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basic science research in China is very uneven, with large differences in competitiveness among 
different regions. Fortunately, in general,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basic research is moving in a positive di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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