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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评估指标体系与指标的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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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的面上项目建立一套指标，从资助的项目数量、资助金额、项目立项以
来的论文产出以及项目均金额、项目均论文产出、论文均金额等几个方面对基金进行分析，并将文献计量学中

的Ｈ指数和Ｇ指数引入到基金的评价体系中。利用该指标体系，建立一个对于基金项目的可视化分析系统，对
于各个指标生成一个时间序列图，分析各指标的趋势。对项目立项以来论文产出以及项目均论文产出分别利

用Ｋ?Ｓ检验和正态分布的曲线拟合，认为两者在显著性０．７０的水平上符合正态分布，分析得出两者各自达到
最大值的年份，发现项目均论文产出比项目立项以来的论文产出提前达到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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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ｏｆ

Ｃｈｉｎａ，ＮＳＦＣ）资助的项目类型主要是面上项目，旨在

支持从事基础研究的研究人员和科学技术人员在科学

基金资助范围内自主选题，开展各种创新研究，促进各

学科均衡、协调和可持续发展。ＮＳＦＣ在２０１２年度对

于面上项目的资助数量为 １６８９１项，资助额达到

１２４８０００万元，平均资助强度为 ７３．８９万元／项，比

２０１１年度增加了 ３．８１万元／项；平均资助率为

１９．２４％，比去年降低了 ０．９１％［１］。ＷａｎｇＸｉａｎｗｅｎ等

对１０个国家的论文进行了收集，发现中国发表的论文

中，超过 ７０％的论文得到了基金的资助，并且超过

８９％的论文资助来自于ＮＳＦＣ［２］。

　　对ＮＳＦＣ资助的面上项目进行统计，分析其项目

的数量、项目的产出等指标及这些指标的历史数据，对

于预测基金未来重点资助哪些学科或者研究领域，具

有重要的意义。

２　研究背景

　　目前对于ＮＳＦＣ资助项目的研究主要存在以下几

个问题：

　　 现有研究大多是针对某个学科、某个具体领域

的项目进行的，未对面上项目的整体情况进行统计分

析。例如：徐琳等将 ＮＳＦＣ资助的计算机科学论文按
照研究机构和地区以及资助金额进行了统计分析［３］。

张志强等对于地球科学方向的项目按照资助的数量、

金额及其对应的增长量、增长率进行了统计分析，并对

地球科学包含的各个子学科做了进一步的分析［４］。此

外，还有一些针对其他学科，比如生命科学［５］、物理科

学［６－７］等的研究。

　　 当前对ＮＳＦＣ资助项目的分析往往重点关注资
助项目本身，鲜有对基金项目产出（论文等）的分析。

比如王长锐等对于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度的项目进行了总
结和统计分析［８］；刘作仪对于供应链管理方向中受

ＮＳＦＣ资助的项目进行了分析［９］；ＨｏｎｇＷｅｉ等以 ＮＳＦＣ
癌症研究领域资助的项目为例，对于项目的数量、资助

金额以及资助项目的产出进行了分析，并分析了该学

科的影响［１０］。

　　 在对基金资助项目的分析中也出现了新的研
究方法，如在对 ＮＳＦＣ资助项目的分析中逐步采用一
些新型指标。赵星等将 Ｈ指数和 Ｇ指数引入对基金
的分析中［１１］，但是其只对不同省市的基金的相应的 Ｈ

指数和Ｇ指数进行了分析，未利用这两个指标对不同
的学科进行分析。

　　本文拟对 ＮＳＦＣ资助的项目进行统计，建立一套
指标体系，并将Ｈ指数和Ｇ指数引入到对面上项目的
各个学科的分析中。同时，建立一个对指标进行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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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的系统，通过该系统得到各个指标的数据，并采用

折线图形式进行展示，从而发现 ＮＳＦＣ基金资助的发

展趋势。

３　指标体系

　　ＮＳＦＣ基金资助的面上项目共分为８个学部，分别

是数理科学部、化学科学部、生命科学部、地球科学部、

工程与材料科学部、信息科学部、管理科学部、医学科

学部，各学部的代码分别用 Ａ?Ｈ表示。表１列出了各

个学部的名称及代码：

表１　学部名称及代码

学部名称 学部代码 学部名称 学部代码

数理科学部 Ａ 工程与材料科学部 Ｅ

化学科学部 Ｂ 信息科学部 Ｆ

生命科学部 Ｃ 管理科学部 Ｇ

地球科学部 Ｄ 医学科学部 Ｈ

　　研究人员申请项目时需要选择不同的学部，并且

需要选定具体的申请代码。每个申请代码分为三层，

每层在首字母后加两个数字，最低一层（第４层）有一

个首字母和６个数字。表２以数理科学部项目为例，

给出了申请代码层次关系：

表２　数理科学部项目的申请代码层次关系示例

Ａ 数理科学部 Ａ０１数学

Ａ０１０１ 数论 Ａ０１０２ＸＸ －

Ａ０１０２ 代数学

Ａ０１０２０１ 群及其表示

Ａ０１０２０２ 李群与李代数

　 Ａ０１０２ＸＸ表示Ａ０１０１数论包含多个下级申请代码。

　　表３中给出了本文用到的符号及其含义。将这些

符号作用到每一年，就产生了本文的指标体系（见表

４）。由于申请代码存在层次关系，同一指标的不同层

次之间也存在层次关系。

表３　本文用到的符号及其含义

符号 符号的含义 符号 符号的含义

Ｐ 项目代码中学部级别的代码 Ｎ 项目的数量

Ｑ 项目代码中第二层级别的代码 ＳＵＭ 项目的批准金额

Ｍ 基金项目代码中第三层级别的代码 ＰＡＰＥＲ 项目产出的论文数量

Ｚ 项目代码中第四层级别的代码 Ｙ 年度

α 代表Ｐ、Ｑ、Ｍ、Ｚ － －

表４　本文的指标及其含义

指标 指标含义

ＮＰ（Ｙ）
项目的年度数量；具体各学科分别为 ＮＱ（Ｙ）、ＮＭ
（Ｙ）、ＮＺ（Ｙ），依次类推

ＳＵＭＰ（Ｙ）
项目的年度批准金额数量；具体各学科分别为 ＳＵＭＱ
（Ｙ）、ＳＵＭＭ（Ｙ）、ＳＵＭＺ（Ｙ），依次类推

ＰＡＰＥＲＰ（Ｙ）
项目的年度论文产出数量；具体各学科分别为

ＰＡＰＥＲＱ（Ｙ）、ＰＡＰＥＲＭ（Ｙ）、ＰＡＰＥＲＺ（Ｙ），依次类推

ＳＵＭａｖｅｒａｇｅα （Ｙ） 类别α的年平均批准金额

ＰＡＰＡＥＲａｖｅｒａｇｅα （Ｙ） 年度项目平均论文产出

ｘα（Ｙ） 论文均金额

ｈα 项目α的Ｈ指数

ｇα 项目α的Ｇ指数

　　 年度资助项目数量：

　　ＮＰ（Ｙ）、ＮＱ（Ｙ）、ＮＭ（Ｙ）、ＮＺ（Ｙ）。

　　有如下等式：

　　ＮＰ（Ｙ）＝∑ＱＮＱ（Ｙ）＝∑Ｑ∑ＭＮＭ（Ｙ）＝∑Ｑ∑Ｍ∑ＺＮＺ（Ｙ）

（１）

　　 年度项目的批准金额：

　　ＳＵＭＰ（Ｙ）、ＳＵＭＱ（Ｙ）、ＳＵＭＭ（Ｙ）、ＳＵＭＺ（Ｙ）。

　　同样有如下等式：

　　ＳＵＭＰ（Ｙ）＝∑ＱＳＵＭＱ（Ｙ）＝∑Ｑ∑Ｍ ＳＵＭＭ（Ｙ）＝∑Ｑ∑Ｍ
∑
Ｚ
ＳＵＭＺ（Ｙ） （２）

　　 年度论文产出数量：

　　ＰＡＰＥＲＰ（Ｙ）、ＰＡＰＥＲＱ（Ｙ）、ＰＡＰＥＲＭ（Ｙ）、ＰＡＰＥＲＺ
（Ｙ）。

　　同样有如下等式：

　　ＰＡＰＥＲＰ（Ｙ）＝∑Ｑ ＰＡＰＥＲＱ（Ｙ）＝∑Ｑ∑Ｍ ＰＡＰＥＲＭ（Ｙ）

＝∑
Ｑ
∑
Ｍ
∑
Ｚ
ＰＡＰＥＲＺ（Ｙ） （３）

　　 类别α的年平均批准金额（年资助强度）：

　　ＳＵＭａｖｅｒａｇｅα （Ｙ）＝
∑
α
ＳＵＭα（Ｙ）

∑
α
Ｎα（Ｙ）

（４）

　　其中α代表 Ｐ、Ｑ、Ｍ、Ｚ。年平均批准金额为项目

的年度批准金额除以年度的项目数量。

　　 年度的项目平均论文产出：

　　ＰＡＰＡＥＲａｖｅｒａｇｅα （Ｙ）＝
ＰＡＰＥＲα（Ｙ）
∑
α
Ｎα（Ｙ）

（５）

　　年度的项目平均论文产出为在某一年中所有项目

的论文产出除以该年的项目的数量。

　　 类别α的年度单位批准金额产出论文量（论文

平均金额）：

　　ｘα（Ｙ）＝
ＳＵＭα（Ｙ）
ＰＡＰＥＲα（Ｙ）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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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平均金额为在某一年中所有项目的批准金额
除以该年中的项目在该年发布的论文。

　　 项目 Ｈ指数（Ｈ?ｉｎｄｅｘ）和 Ｇ指数（Ｇ?ｉｎｄｅｘ）以
及篇均被引次数。对于项目 Ｆｕｎｄα产出的 Ｎ篇文献，
将Ｎ篇文献按被引次数从高至低排序，有 ｈ篇文献的
被引次数不低于ｈ，则定义此项目的Ｈ指数为ｈα。
　　对于项目Ｆｕｎｄα产出的 Ｎ篇文献，将 Ｎ篇文献按
被引次数从高至低排序，当序号的平方大于文献的累

积被引次数时，该序号即为此项目的Ｇ指数ｇα
　　篇均被引次数即对于某个项目类别，在某一年产
出的所有论文的被引次数之和，除以该产出的论文

篇数。

４　研究结果及分析

４．１　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有二：①选择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的科学基金网络信息系统为项目信息来源［１２］。

检索途径是单位名称，批准年度选择２０００－２０１２年，
将２０１３年的基金项目数据逐年下载，其中包含的字段
有项目批准号／申请代码、项目名称、项目负责人、依托
单位、批准金额和项目起止年月。②选择 Ｗｅｂ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３］（以下简称ＷＯＳ）作为基金项目论文产出信
息的来源。原因是：一方面，ＷＯＳ收录的论文经过了
国际专家的评审，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另一方面，ＷＯＳ
收录的大多是国际上影响力比较高的期刊的论文，对

这些论文进行分析，能够及时跟踪国际上某一领域的

研究态势和最新的研究趋势。在 ＷＯＳ上，检索途径为
“ＧｒａｎｔＮｕｍｂｅｒ”（基金项目的项目批准号），时间区间
为“ａｌｌｙｅａｒｓ”。

图１　同一基金项目不同指标对比

４．２　指标抽取及
展示系统

４．２．１　指标抽取
系统的构成　本
系统采用流行的

Ｂ／Ｓ （Ｂｒｏｗｓｅｒ／
Ｓｅｒｖｅｒ）架构，客
户端 采 用 Ｆｌａｓｈ
展示各种图表并

支持用户的交互；

服务器端以ＪＡＶＡ
编程，支持接收客

户端的请求，并从

数据库中取得数

据后以ＸＭＬ的形式返回给客户端。本系统通过三个
页面，从不同角度对指标进行展示。

　　本系统与其他研究相比［８］，能够针对不同学部、不

同学部下不同级别的基金项目，按照基金数量、基金项

目的论文产出、平均资助金额进行统计，并且能够计算

出基金项目的Ｈ指数和Ｇ指数，最重要的是能够根据
这些指标的计算，对其历史数据进行数学建模，从中发

现基金项目在过去发展过程中的规律，为今后 ＮＳＦＣ

确定对项目的重点资助方向和强度提供预测支持。

４．２．２　指标抽取的过程　本系统将收集到的基金项
目数据和 ＷＯＳ的论文数据以及二者的关联关系（一

个基金项目可能产出多篇论文，一篇论文可能受到

多个基金项目的资助）存储到数据库中。对基金项

目在第４个层次进行每年的各个指标的统计，如果不
同层级的指标之间有累加关系，则上一级指标的值

为是下一级指标值的和；如果没有累加关系，则分层

计算指标。

４．２．３　指标抽取结果展示页面
　　 同一项目不同指标对比图。如图１所示。在

该页面中，对同一项目展示如下指标的变化趋势图：项

目数量、年度批准金额、年度论文产出、项目均金额、项

目均论文产出、论文均金额。图中分为上中下三个区

域，第一个区域为功能区，第二个区域为曲线展示区，

第三个区域为数据展示区。在功能区中可以选择某个

学部，或者在基金类别中选择某个学部下的第一级基

金类别、第一级基金类别下的第二级基金类别，依次类

推。在页面展示区中根据选择的不同展示级别，第二

个区域中显示不同指标的趋势变化图，同时在第三个

区域中显示该基金类别各个指标的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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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项目同一指标对比图。该页面布局（见图
２）和图１中的布局一致，也是分为功能区、曲线展示区
和数据展示区，展示的指标也是相同的。不同点在于

功能区选择不同的指标，曲线展示区就显示该基金对

应指标的趋势变化图。

图２　不同基金项目同一指标对比

　　 Ｈ指数和Ｇ指数以及篇均被引次数的对比图。
该页面布局（见图３）与前两个一致，不同点在于在功
能区选择不同的学部，曲线展示区显示该学部下的第

一级基金类别的 Ｈ指数和 Ｇ指数以及篇均被引次数
的对比柱状图，同样在数据展示区显示这一类别的三

个指标的数据。

图３　Ｈ指数和Ｇ指数以及篇均被引次数的对比

４．３　实验结果分析
　　限于篇幅，本文只在两个层次对各个指标进行了
分析，在学部级别上进行了定性的分析，在某一具体领

域中进行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分析。

４．３．１　学部指标分析　利用三个页面对面上项目的

各个学部的各个指标进行变化趋势分析，得出以下

结论：

　　 项目数量和年度批准金额以及项目平均金额
都呈现出明显的随时间逐渐上升的趋势。这说明，

ＮＳＦＣ对于面上项目的资助，无论项目的申请数量还是
ＮＳＦＣ资助的金
额以及项目平均

资助金额都在逐

渐增大。

　　 年度论文
产出和项目平均

论文产出，呈现出

明显的倒 Ｕ型分
布，即在某一个时

间点达到一个峰

值，然后逐年下

降。这说明虽然

ＮＳＦＣ在逐渐加
大对于项目的资

助力度和广度，但是论文的产出需要一定时间才能达

到一个比较高的峰值，因此，从另一方面说明，如果要

某个领域有持续高效的产出，则需要对这个领域持续

不断地予以资助。

　　 Ｈ指数和 Ｇ指数以及篇均被引次数呈现出较
强的相关性，这一

点在下文将有进

一步的讨论。

４．３．２　具体领域
的指标分析　本
文选定纳米复合

领域进行分析，因

为这一领域发展

较快，论文产出也

较多，比较具有代

表性。纳米复合

材料的申请代码

是 Ｅ０３０７０３，领域
数据比较稀疏，因

此，选定其上一级学科———工程与材料科学学部下的

有机高分子材料（Ｅ０３）领域进行分析。
　　第一，不同指标的对比分析。
　　 数据分析（见表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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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有机高分子材料领域的不同指标的数据对比

年度

项目

数量

（个）

年度批准

金额（万）

立项以来

论文产出

（篇）

项目平均金额

（万元／项目）

项目平均论文

产出

（篇／项目）

论文平均金额

（万元／篇）

２０００ ４５ １０８０ ３６ ２４．００ ０．８００ ３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６７ ２１６０ ６５ ３２．２４ ０．９７０ ３３．２３

２００２１００ ２５３０ ７４ ２５．３０ ０．７４０ ３４．１８

２００３１１２ ３９８０ ２４２ ３５．３４ ２．１６０ １６．４４

２００４１３１ ３２８０ ４７７ ２５．０４ ３．６４１ ６．８７

２００５１６７ ５２９０ １０２２ ３１．６８ ６．１１９ ５．１７

２００６１５９ ６０１０ １６０７ ３７．８０ １０．１０６ ３．７４

２００７１７６ ５６９０ １７１８ ３２．３３ ９．７６１ ３．３１

２００８２３１ ９３４０ ２４６４ ４０．４３ １０．６６６ ３．７９

２００９２７２ １２５３０ ２８０５ ４６．０７ １０．３１２ ４．４６

２０１０３４７ １２７８０ １９９７ ３６．８３ ５．７５５ ６．４０

２０１１４４７ ２４５７０ １１６３ ５４．９７ ２．６０１ ２１．１２

２０１２４８１ ２９１４０ ６１ ６０．５８ ０．１２６ ４７７．７０

　　对表５中的数据进行初步分析，关于有机高分子
材料领域的面上基金项目可以得到以下结果：

　　———自２０００年后，受资助项目的数量、项目的批
准金额、项目平均金额一直都迅速增长，如项目平均资

助金额在２０００年为２４万元／项目，到２０１１年突破５０
万元／项目，２０１２年则增长到６０万元／项目。
　　———项目的论文产出开始呈增长趋势，２０００年仅
为３６篇，在２００９年达到高峰，为２８０５篇；后面则呈现
下降的趋势。这是因为虽然每年资助的项目数量在迅

速增长，但是项目需要执行一段时间才会有论文的产

出，所以 ２０１０年以后（近三年）的论文产出都小于
２００９年的论文产出。项目平均论文产出和２０００年以
来的论文产出呈现出相同的趋势，２００８年为１０．６篇／
项目，达到峰值，后来也呈现出下降的趋势。

　　———论文篇均金额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逐渐减小，即
２０００年为３０万元／篇，２００７年达到最小值，为３．３万
元／篇；之后逐年增长，２００８年为 ３．７９万元／篇，２０１２
年则达到最大值４７７．７０万元／篇。这是由项目自立项
以来的论文产出需要一定的时间积累和项目的资助金

额一直在增长两个原因所导致的。

图４　有机高分子材料领域的不同指标对比分析

　　 曲线分析。如图４所示，项目数量、年度批准
金额、项目平均金额三个指标和学部的指标的趋势一

致，都随着年度逐年上升；年度论文产出、项目平均论

文产出、各自在某一个时间点都有一个明显的最高峰，

然后迅速衰减，而论文平均金额呈现震荡上升的趋势。

　　———Ｋ?Ｓ检验。Ｋ?Ｓ检验是柯尔莫哥洛夫 －斯密
尔洛夫（Ｋｏｌｍｏｇｏｒｏｖ?Ｓｍｉｒｎｏｖ）检验的简称，而单样本 Ｋ?
Ｓ检验的原假设为来自总体的分布样本与指定的理论
分布无显著性差异，ＳＰＡＳＳ自动计算检验统计量的概
率ｐ值，如果ｐ值小于显著性水平（一般取０．０５），则
拒绝原假设；当 ｐ值大于显著性水平时，则接受原假
设。将年度论文产出输入 ＳＰＡＳＳ，利用单样本的 Ｋ?Ｓ
检验来验证其是否为正态分布，得到的结果如表 ６
所示：

表６　有机高分子材料领域的单样本Ｋ?Ｓ检验

指标
正态参数 最极端差别

均值 标准差 绝对值 正 负

Ｋｏｌｍｏｇｏｒｏｖ?

ＳｍｉｒｎｏｖＺ

渐近显著性

（双侧）

立项以来论文产出 １０５６．２３ ９８５．５７ ０．１８３ ０．１８３ －０．１５０ ０．６６ ０．７７６

项目平均论文产出 ４９０４．８４４１０５．１３０．１８９ ０．１７４ －０．１８９ ０．６８３ ０．７４０

　　对表６的数据进行分析，可以看出，三者的渐进显
著性（双侧）都大于０．０５，都可以被认为服从正态分
布，但是其值逐渐降低，笔者认为年度论文产出和项目

平均论文产出比较复合正态分布。

　　———正态分布曲线拟合。本文使用 Ｍａｔｌａｂ的
ｃｆｔｏｏｌ工具包对数据进行正态分布的曲线拟合。立项
以来论文产出的拟合曲线如图５所示，项目平均论文

图５　立项以来论文产出的正态分布曲线拟合

产出拟合曲线如图６所示。２０００年以来论文产出拟合
的结果如图７所示。可以看出，２００８年（置信区间为
９５％）论文产出达到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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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项目论文产出的正态分布曲线拟合

ＧｅｎｅｒａｌｍｏｄｅｌＧａｕｓｓ１：
　　 ｆ（ｘ）＝　ａ１ｅｘｐ（－（（ｘ－ｂ１）／ｃ１）^２）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９５％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ｂｏｕｎｄｓ）：
　　　 ａ１＝　　　　２５９８　（２２１８，２９７９）
　　　 ｂ１＝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　％均值
　　　 ｃ１＝　　　３．０１３　（２．４８２，３．５４４）
Ｇｏｏｄｎｅｓｓｏｆｆｉｔ：
　ＳＳＥ：７．１９ｅ＋００５　％方差
　Ｒ?ｓｑｕａｒｅ：０．９３８３　％判定系数，区间为［０，１］，越高则模型的预测能力
越强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Ｒ?ｓｑｕａｒｅ：０．９２６％矫正后的判定系数　ＲＭＳＥ：２６８．１　％标
准差

图７　立项以来论文产出拟合结果

　　项目平均论文产出的拟合结果如图８所示。可以

看出，２００７年（置信区间为９５％）项目平均论文产出达

到最大值。与立项以来论文的产出相比较，发现项目

论文产出提前一年达到最大值，笔者认为这是因为项

目数量随着基金资助力度的加大和资助范围的扩大而

逐年增多。

ＧｅｎｅｒａｌｍｏｄｅｌＧａｕｓｓ１：
　　 ｆ（ｘ）＝　ａ１ｅｘｐ（－（（ｘ－ｂ１）／ｃ１）^２）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９５％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ｂｏｕｎｄｓ）：
　　　ａ１＝　１．１２５ｅ＋００４　（１．００１ｅ＋００４，１．２５ｅ＋００４）
　　　ｂ１＝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　％均值
　　　ｃ１＝　　　３．１９４　（２．７７８，３．６１）
Ｇｏｏｄｎｅｓｓｏｆｆｉｔ：
　ＳＳＥ：８．２９７ｅ＋００６　％方差
　Ｒ?ｓｑｕａｒｅ：０．９５９　％判定系数，区间为［０，１］，越高则模型的预测能力
越强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Ｒ?ｓｑｕａｒｅ：０．９５０８％矫正后的判定系数　ＲＭＳＥ：９１０．９　％标
准差

图８　项目均论文产出拟合结果

　　第二，Ｈ指数、Ｇ指数及篇均被引次数分析。数据

如表７所示：
表７　Ｈ指数和Ｇ指数以及篇均被引次数

Ｈ指数 Ｇ指数 篇均被引次数

１０ ３５ ６

　　具体如图９所示：

图９　工程与材料科学学部的Ｈ指数、Ｇ指数

以及篇均被引次数

　　从图９可以看出，在工程与材料科学学部中，Ｇ指数
大于等于Ｈ指数，而篇均被引次数都在５以下，其中，第
三组是有机高分子材料的三个指标，可以看出，Ｇ指数
（３５）在数值上远远大于 Ｈ指数（１０），说明这个学科历
史积淀的贡献大于即时被引的贡献，而篇均被引次数为

６，说明在该领域中相互引用的现象非常普遍。

５　结　语

　　本文对于ＮＳＦＣ基金资助的面上项目及其产出进
行分析，选中ＷＯＳ作为产出论文的数据来源，并建立
了一套指标，在笔者实现的一个系统中，对这些指标进

行了图示分析，同时，结合系统给出的统计数据，对这

些指标进行了分析。

　　本文选择纳米复合研究方向所在的有机高分子材

料领域作为研究示例领域，经过分析，得到以下结论：

　　 统计意义上的结论。立项以来论文产出和项

目平均论文产出在显著性水平０．７上符合正态分布，

并发现项目平均论文产出由于项目数量的逐年增多而

比立项以来论文产出提前达到最大值。

　　 实践意义上的结论。论文的产出需要一定的

时间积累，因此对基金项目的产出进行成果分析，建议

取截止到最近三年以前的论文产出（有机高分子材料

领域）。

　　在下一步的工作中，笔者认为以下几个方向值得

继续深入研究：

　　 在系统的设计实现方面，需要完善细化分析的

基金的层次。

　　 利用更多的指标对基金数据进行分析。目前

系统的指标主要是线性指标，下一步可建立非线性指

标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对于本文中得出的年度论文产出、项目平均论

文产出符合正态分布的结论，需要在其他领域作进一

步的验证，探讨是否有可能得出这个正态模型依赖的

参数。如果能得到这个模型，一方面，能够更好地为

ＮＳＦＣ选择重点资助的研究方向提供预测支持功能，另

一方面，研究人员在研究中提前重点关注某个领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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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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