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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总结回顾了“十三五”期间（２０１６年～２０２０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经济科学学科的
自由探索类项目（面上、青年和地区）与重点项目的申请与资助情况，从项目负责人、依托单

位、学科领域等角度系统分析了基金资助特征及其在“十三五”期间的结构性变化，进一步以

农林经济管理学科为例探讨了经济学科基金资助与研究主题的发展趋势，并对未来基金管理

工作与经济学科研究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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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经济科学旨在解释经济现象，揭示经济规律，

形成经济理论，从而更好地指导经济活动
［１］．经

济科学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健康运行与发展至关重

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自然科
学基金委”）自１９８６年设立以来，一直重视对经
济科学的资助，近年来持续加大资助力度

［２，３］．
“十三五”（２０１６年～２０２０年）以来科学基金资助
体系不断改革

［４，５］，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

在该背景下优化了学科布局，在２０１７年学科代码
调整中将经济科学学科设置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加

以资助
［６］．本文针对“十三五”期间经济科学学科

的自由探索类项目与重点项目进行回顾，总结基

金申请与资助的规律特征及其发展趋势，为未来基

金管理工作和经济学者研究工作提供有益借鉴．

１　自由探索类项目资助情况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体系中，面上项目、

青年项目与地区项目（以下简称“面青地项目”）

均支持科学家在基金资助范围内自主选题、自由

探索，同时这三类项目覆盖面较广，常被统称为自

由探索类项目
［７］．“十三五”期间，经济科学学科

面青地项目申请总量增长 ８１％，由 ２０１６年的
１６２２项提高至２０２０年的２９４１项．如图１ａ所示，
三类项目申请量均有所增长，但增长趋势和增幅

差异较大．其中，青年项目增长最多，五年增幅达
１２３％；地区项目其次，增长了５３％；面上项目则
增长４８％．青年项目在“十三五”前期高速增长，
２０２０年增速放缓，当年度申请量仅增加２６项．相
似地，面上项目申请量在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９年间稳
定增长后于２０２０年下跌，降幅约１００项，部分原
因可能是当年度限项规定的收紧．由于区域的限
制，地区项目总量较少，但“十三五”期间持续增

长且增速稳定．上述不同类型项目申请趋势的差
异导致自由探索类项目申请格局在“十三五”期

间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十三五”之初，面上项目
申请量稍高于青年项目，而在２０２０年青年项目申
请量已远超面上项目，居三类项目之首，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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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７３项，占比超当年自由探索类项目申请量的一
半（５３％）．

随着申请量的大幅提高，自由探索类项目的立

项数量在“十三五”期间也有所增长，由２０１６年的
３２４项提高至２０２０年的４０４项，五年增幅为２５％．

如图１ｂ所示，青年项目立项数量持续增加，“十
三五”期间经济学科立项增长的８０项中有７２项
来自青年项目．面上项目立项数量在 ２０１６年 ～
２０１９年期间稳中有增，２０１９年达到１６２项，然而
在２０２０年立项数量小幅下滑至１５１项．除了申请
量下降的影响，其他原因可能包括２０２０年科学基
金预算总额减少且提高了青年基金的资助强度．

地区项目立项数量较为稳定，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８年期
间在３５项上下浮动，２０１９年、２０２０年两年均稳定
在３７项．与申请情况类似，经济学科的资助格局
在“十三五”期间也有所变化．２０２０年，青年项目
占自由探索类项目数量约 ５３％，面上项目占约
３７％，地区项目占约９％，均与申请量中比例分布
相同，表明三类项目的申请结构和立项结构趋于

一致．

上述分析显示申请量大幅增长的同时立项数

量增长较低，导致“十三五”期间经济学科资助率

持续下降，由２０１６年的２０．０％下滑至２０２０年的
１３．７％，表明基金申请竞争更加激烈．图１ｃ显示三
种自由探索类项目的资助率在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９年间
均有所下跌．其中，青年项目的资助率在２０１９年
之前略高于面上和地区项目，但在２０１９年出现明
显下降．面上和地区项目的资助率变化趋势基本
一致．２０１９年面青地项目的资助率已趋同，
２０２０年继续稳定在约１３％的水平上．
　　资助金额方面，自由探索类项目经费稳步增
加，由“十三五”期初的１０４８３万元增至期末的
１３４７１万元，增幅约２９％．图２ａ显示面上项目资
助金额最高，青年项目次之，地区项目最低．此外，
“十三五”期间三类项目的资助金额变化趋势存

在差异．２０１９年之前，面上项目资助金额年均增
长３％；青年项目资助金额增幅相对较大，年均增
速达１５％．２０２０年，经费情况出现显著变化，面上
项目资助总量下降，同时青年项目资助额度大幅

提高，主要原因包括青年项目资助强度与资助数

量的提高．另一方面，地区项目资助金额基本稳
定，在１０００万元上下小幅浮动．“十三五”期末，

面上项目占自由探索类总经费的５４％，青年项目
占比约为３８％，地区项目占比约８％．资助强度方
面，图２ｂ显示面上和地区项目的资助强度保持稳
定，分别为４８万元／项和２８万元／项．青年项目的
资助强度在２０１９年之前小幅提高，由２０１６年的
１７万元／项缓慢增至 ２０１９年的 １８．８万元／项；
２０２０年，科学基金加大了对青年学者的支持，

将青年项目的资助额度统一提高至２４万元／项．

（ａ）申请量

（ｂ）资助量

（ｃ）资助率

图１　“十三五”期间面青地项目申请量、资助量与资助率

Ｆｉｇ．１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ｕｍｅ，ｆｕｎｄｉｎｇｖｏｌｕｍｅ，ａｎｄ

ｆｕｎｄｉｎｇｒａｔｅ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ｙｏｕｔｈ，ａｎｄ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１３ｔｈＦｉｖｅＹｅａｒＰｌａｎ

—６１１— 管　理　科　学　学　报 ２０２１年３月



（ａ）资助经费总额

（ｂ）资助强度

图２　“十三五”期间面青地项目资助总额与资助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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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自由探索类项目依托单位和申请
人情况分析

２．１　项目依托单位分布
“十三五”期间，共有５３１家依托单位申请了经

济学科面上项目，平均每家单位申请９项，其中
１２７家单位的申请量超过平均值，４家单位申请量
超过１００项．依托单位申请量的标准差为１６５项，
表明依托单位间在申请项目数量上差异程度较

大．表１显示申请量排名前１０的高校合计占总申
请量的近１／５；申请量最高的中国人民大学达到
１５１项，而申请量仅１项的单位有１４２家．聚焦申
请量前１０名的高校，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浙
江大学、北京大学等顶尖９８５高校表现抢眼，体现
了其成熟的师资队伍和较强的研究实力．此外，项
目申请人相对集中于财经类高校，例如西南财经大

学、上海财经大学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农林类高校
中，南京农业大学的申请量最高，达１０７项．

从评审结果来看，“十三五”期间共有１５２家
依托单位获得经济学科面上项目资助，平均每家

单位立项５项，３３所高校的立项数量超过该平均
值，其中２４所高校立项数量达到两位数．所有获
得资助的依托单位立项数量标准差为７．２项，虽
相对于申请情况有所下降，但差异仍较显著．表２
显示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和复旦大

学等在经济学科具有传统优势的高校立项数量较

多．部分高校虽然申请量不高，但由于拥有较高的
资助率，在立项数量上排名靠前．例如，厦门大学、
清华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立项数量排名均进入了

前１０，同时三所学校资助率均高于３５％，北京师
范大学更是高达４６％．农林类院校中，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的资助率超过南京农业大学１１个百分
点，其立项数量排名也进入前１０．另一方面，一些
高校的资助率相对较低，造成申请量虽高但立项

数量并不高的局面．例如，西南财经大学申请量排
名第２但立项数量排名第９，其资助率显著低于
其他立项数量排名靠前的高校；对外经济贸易大

学和中央财经大学的申请量排名均位列前１０，但
立项数量未能进入前１０．部分原因是面上项目的
竞争更加激烈，对于申请人的综合研究实力和申

请书质量要求更高，说明此类单位应着力培养提

升申请人研究水平，同时注重提高申请书质量．
青年项目面向处于职业生涯发展初期的科研

人员群体，旨在促进青年人才快速成长，因而对申

请人年龄有所限制（男性３５岁，女性４０岁），且
累计只能获得一次资助．“十三五”期间，共有来
自５６５家依托单位的科研人员申请了经济学科青
年项目，平均每家单位申请１０．５项，依托单位申
请量标准差为１８项．表１显示５所高校的青年项
目申请量超过１００项，且申请量前１０名高校合计
占总申请量的 １８％．同时，申请量前 １０名高校
中，除暨南大学外均为财经类院校，表明我国经济

学科青年人才分布较为集中．从立项情况来看，共
有２０５家依托单位受到青年项目的资助，平均每
家单位获资助４．７项．其中，财经类高校仍然占据
头部位置，部分原因在于其基数较为庞大．表２显
示前１０名高校的立项数量差异相较申请情况已
缩小，但各高校间的资助率差异较大．例如西南财
经大学的资助率略高于２０％，尽管其青年项目申
请量居全国之首，比第二名上海财经大学高出

５６项，但立项数量反而少于上海财经大学１项．
此外，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和厦门大学等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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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优势高校的立项数量能够进入前１０名主要
得益于其较高的资助率，例如中国人民大学青年

项目的获资助比例超过了４０％．这说明在充实青
年人才队伍的同时，提升科研人员研究水平对于

未来获得青年项目资助至关重要．
与面上和青年项目不同，地区项目仅面向我国

部分欠发达地区、少数民族自治区、边境地区等特

定区域的部分依托单位开放，旨在稳定和凝聚优秀

人才，促进区域社会经济发展
［８］．“十三五”期间，

共有１０４家依托单位申请了地区项目，平均每家单
位申请１１项，各依托单位申请量的标准差为１６
项．表１显示申请量前１０名依托单位占申请总量

的４５％，表明地区项目申请出现了区域和依托单
位的高度集中现象．申请量靠前的依托单位主要为
云南、江西、贵州等地的财经类和农林类高校，同时

海南、宁夏等省份的综合类大学近年来申请量迅速

增加．从立项数量上来看，共有５０家依托单位获得
资助，平均每家单位立项３．６项，各依托单位立项
数量的标准差为４．８项．表２显示立项数量前１０名
高校共获资助１１１项，占地区项目总数量的６２％，
表明地区项目的立项集中度较申请情况进一步加

剧．立项数量前１０名高校中，财经类高校和综合类
高校立项最多，特别是江西财经大学的立项数量遥

遥领先，获资助数量接近第二名的２倍．
表１　申请量排名前１０的依托单位

Ｔａｂｌｅ１Ｔｏｐ１０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ｂｙ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ｎｕｍｂｅｒ

面上 青年 地区

依托单位 数量 占比 依托单位 数量 占比 依托单位 数量 占比

中国人民大学 １５１ ３．１％ 西南财经大学 １７６ ３．０％ 云南财经大学 ９２ ７．９％

西南财经大学 １１８ ２．４％ 暨南大学 １２０ ２．０％ 江西财经大学 ７７ ６．６％

上海财经大学 １１１ ２．３％ 上海财经大学 １２０ ２．０％ 江西农业大学 ５８ ５．０％

南京农业大学 １０７ ２．２％ 中央财经大学 １１８ ２．０％ 贵州财经大学 ５１ ４．４％

复旦大学 ８１ １．７％ 南京财经大学 １０９ １．８％ 海南大学 ５０ ４．３％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８１ １．７％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９４ １．６％ 云南大学 ４６ ４．０％

中央财经大学 ８１ １．７％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９２ １．５％ 宁夏大学 ４１ ３．５％

浙江大学 ７３ １．５％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８８ １．５％ 昆明理工大学 ４１ ３．５％

北京大学 ７２ １．５％ 浙江财经大学 ８３ １．４％ 云南师范大学 ３４ ２．９％

山东大学 ６８ １．４％ 南京审计大学 ７３ １．２％ 内蒙古农业大学 ３３ ２．８％

合计 ９４３ １９．４％ 合计 １０７３ １８．０％ 合计 ５２３ ４５．０％

表２　资助量排名前１０的依托单位
Ｔａｂｌｅ２Ｔｏｐ１０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ｂｙｆｕｎｄｉｎｇｖｏｌｕｍｅ

面上 青年 地区

依托单位 数量 资助率 依托单位 数量 资助率 依托单位 数量 资助率

中国人民大学 ４９ ３２．５％ 上海财经大学 ３７ ３０．８％ 江西财经大学 ２７ ３５．１％

上海财经大学 ３１ ２７．９％ 西南财经大学 ３６ ２０．５％ 云南财经大学 １４ １５．２％

北京大学 ３０ ４１．７％ 暨南大学 ３３ ２７．５％ 江西农业大学 １３ ２２．４％

浙江大学 ２７ ３７．０％ 中央财经大学 ３０ ２５．４％ 海南大学 １２ ２４．０％

复旦大学 ２５ ３０．９％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２９ ３１．５％ 云南大学 １１ ２３．９％

厦门大学 ２４ ３５．８％ 中国人民大学 ２８ ４０．６％ 广西大学 ９ ２８．１％

南京农业大学 ２４ ２２．４％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２５ ２６．６％ 宁夏大学 ９ ２２．０％

清华大学 １９ ３７．３％ 中山大学 ２３ ３１．９％ 昆明理工大学 ６ １４．６％

山东大学 １９ ２７．９％ 浙江财经大学 ２３ ２７．７％ 内蒙古农业大学 ５ １５．２％

北京师范大学 １７ ４５．９％ 厦门大学 ２２ ３１．４％ 吉林大学 ５ ４１．７％

西南财经大学 １７ １４．４％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１７ ３３．３％

合计 ２９９ ３０．３％ 合计 ２８６ ２８．２％ 合计 １１１ ２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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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申请人年龄和性别分布
由于面青地三类项目各自不同的定位，其申

请者的年龄和性别分布也呈现出不同特征，且在

“十三五”期间出现若干变化．
在博士毕业后和职业生涯发展初期，科研人

员大多选择首先申请青年项目．图３ｂ显示青年项
目主持人的主要年龄范围是２８岁 ～３７岁，表明
科研人员博士毕业后５年左右的时间是申请青年
项目的关键时期．青年项目主持人的年龄高峰由
２０１６年的３４岁前移至２０２０年的３１岁，且２９岁～
３３岁的项目负责人数量大幅提高，表明青年项目
负责人群体的迅速年轻化．作为自由探索类项目
的核心部分，面上项目面向所有年龄段的申请人，

且不限资助次数．图３ａ表明，面上项目负责人年
龄分布主要范围是３３岁 ～５５岁，表明该年龄段
是科研人员学术生涯和创新的黄金时期．与青年
项目类似，“十三五”期间面上项目负责人年龄分

布的峰值由４０岁左右前移至 ３６岁，且 ３５岁 ～
４０岁的项目负责人数量显著提高．一个可能的原
因是科研人员在完成青年项目之后紧接着申请面

上项目并获得资助，这与青年人才成长规律相符．
与面上项目类似，地区项目不限制申请人的年龄，

但每位申请人累计最多获得３次资助．图３ｃ表明
３４岁～４５岁是获得地区项目资助的主要年龄段，
然而“十三五”期间年龄分布变化不显著．

（ａ）面上

（ｂ）青年

（ｃ）地区

图３　面青地项目申请人年龄分布与变化
Ｆｉｇ．３Ａｇ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ｔｓ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ｙｏｕｔｈ，

ａｎｄ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ｊｅｃｔａｐｐｌｉｃａｎｔｓ

男性和女性科研人员在教育、就业、职业发展

等方面均存在差异，而这些差异也体现和反映在

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上
［９］．图４显示２０１６年～２０２０

年经济学科青年项目负责人的男女比例约为５５：
４５．男性稍多于女性，但仍较为均衡，表明在科研
人员职业发展初期，科学研究和项目申请中的性

别差异尚不显著．然而，面上项目负责人性别比例
急剧向男性倾斜，图４显示２０１６年 ～２０２０年经
济学科面上项目负责人中男性约占３／４，表明存
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一个可能的原因是面上项目
竞争更加激烈，要求科研人员长期专注于学术创

新和积累，然而女性在３０岁之后往往由于家庭、
子女教育等原因分散了时间和精力，导致学术竞

争力不足．经济学科地区项目负责人中，男性约占
６４％，相较青年项目性别差距有所扩大，但并未存
在显著的性别失衡．综合来看，虽然性别差异程度
在不同类型项目中有所不同，但男性科研人员在

经济学科面青地项目中均占据多数，同时“十三

五”期间性别结构较为稳定．上述分析结果表明
在未来人才培养、职业发展过程中需更加关注女

性科研人员．

图４　面青地项目申请人性别分布
Ｆｉｇ．４Ｇｅｎｄｅｒ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ｙｏｕｔｈ，ａｎｄ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ｊｅｃｔａｐｐｌｉｃａｎ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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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自由探索类项目研究领域与科学问
题属性

在当前自然科学基金体系中，经济科学学科

共包含９个资助领域，涵盖了博弈论与信息经济
（Ｇ０３０１），行为与实验经济（Ｇ０３０２），计量经济与
经济计算（Ｇ０３０３），经济发展与贸易（Ｇ０３０４），货
币与财税政策（Ｇ０３０５），金融管理（Ｇ０３０６），人资
环与劳动经济（Ｇ０３０７），农林经济管理（Ｇ０３０８）
及区域与产业经济（Ｇ０３０９）．以上９个研究领域
可粗略分为经济方法和工具类学科（Ｇ０３０１－
Ｇ０３０３）和应用经济类学科（Ｇ０３０４－Ｇ０３０９）．

“十三五”期间，经济学科面上项目和青年项

目在申请结构和资助结构上均相似（如图 ５所
示）．获得面上项目和青年项目资助最多的学科
是农林经济管理，其次是经济发展与贸易及金融

管理．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政府部门的关
注焦点和经济学者们的研究重心所在．例如，我国
政府部门长期重视“三农”问题，大批学者就如何

更好地支撑和服务国家“三农”发展战略展开研

究，“十三五”期间农林经济管理领域共收到１３３６
份面上项目申请书和１４６３份青年项目申请书，
两类项目分别资助 １９６项和 ２０６项（如表 ３所
示）．类似地，在推进高质量发展、脱贫攻坚与防
范化解金融风险等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背景

下，关于经济发展与贸易及金融管理的研究大量

涌现．近年来，随着资源环境、劳动力市场和就业、
区域不平衡等问题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影响愈发显

著，人资环与劳动经济（Ｇ０３０７）和区域与产业经

济（Ｇ０３０９）逐渐成为研究热点，这两个学科在
２０１６年～２０２０年面上项目和青年项目的申请量
与资助量稳步增加，资助量占比均为１２％．另一
方面，侧重经济方法和工具类学科的研究较少，占

面上项目资助量的１１％，在青年项目中的占比略
高，为１５％．其中，计量经济领域的申请量与资助
量相对较多，这与我国部分高校持续在该领域发

力密不可分，例如厦门大学和上海财经大学近年

来在计量经济研究方面持续发表高水平文章，研

究实力取得了长足进步．
地区项目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服务、促进我

国欠发达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该类项目的申请

与资助也尤其关注地方的现实需求．图 ５显示
农林经济管理、区域与产业经济、经济发展与贸

易在地区项目资助量中占比最高，特别是农林

经济管理占比高达３８％．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
了当前我国欠发达地区的重点发展领域与急需

决策支撑的领域．例如，发展农林畜牧业是众多
欠发达地区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农村现

代化则对农林经济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从地

区项目的申请和资助情况可以看出相关领域的

学者们也在积极地回应该现实需求．此外，表 ３
显示人资环与劳动经济（Ｇ０３０７）及金融管理
（Ｇ０３０６）的申请量较高，一定程度上表明这两个
领域逐渐受到欠发达地区决策部门的重视；然

而资助量与资助率均较低，部分原因可能是申

请地区项目的学者在上述两个领域的竞争力稍

弱．与面上及青年项目相类似，地区项目中侧重
方法和工具类的学科（Ｇ０３０１－Ｇ０３０３）申请量
与资助量也较小．

图５　“十三五”期间面青地项目资助领域分布

Ｆｉｇ．５Ｆｕｎｄｉｎｇａｒｅａ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ｙｏｕｔｈ，ａｎｄ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１３ｔｈＦｉｖｅＹｅａｒＰｌ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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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十三五”期间面青地项目申请量、资助量和资助率
Ｔａｂｌｅ３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ｕｍｅ，ｆｕｎｄｉｎｇｖｏｌｕｍｅａｎｄｆｕｎｄｉｎｇｒａｔｅ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ｙｏｕｔｈ，ａｎｄ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１３ｔｈＦｉｖｅＹｅａｒＰｌａｎ

研究领域 代码
面上 青年 地区

申请量 资助量 资助率 申请量 资助量 资助率 申请量 资助量 资助率

博弈论与信息经济 Ｇ０３０１ ９０ １８ ２０．０％ １２７ ３０ ２３．６％ １３ １ ７．７％

行为与实验经济 Ｇ０３０２ １１０ １８ １６．４％ １７８ ４１ ２３．０％ ２２ ３ １３．６％

计量经济与经济计算 Ｇ０３０３ １９４ ５１ ２３．３％ ２８２ ７３ ２２．６％ ３２ ８ ２５．０％

经济发展与贸易 Ｇ０３０４ ７７０ １２９ １７．１％ １０６１ １７０ １６．２％ １２３ ２４ １９．５％

货币与财税政策 Ｇ０３０５ ３３４ ６１ １８．３％ ４１１ ６７ １６．３％ ７５ １１ １４．７％

金融管理 Ｇ０３０６ ８３０ １１０ １３．４％ ８３７ １４６ １７．４％ １２７ １５ １１．８％

人资环与劳动经济 Ｇ０３０７ ５５６ ９１ １６．４％ ８０６ １１１ １４．１％ １４１ １６ １１．３％

农林经济管理 Ｇ０３０８ １３３６ １９６ １４．７％ １４６３ ２０６ １４．１％ ４０１ ６８ １７．０％

区域与产业经济 Ｇ０３０９ ６２９ ９０ １４．３％ ７６２ １１８ １５．６％ ２０９ ３３ １５．８％

合计 ４８４９ ７６４ １５．８％ ５９２７ ９６２ １６．２％ １１４３ １７９ １５．７％

　　为适应新时代背景下科学研究新形势和出现
的新变化，科学基金自２０１９年开始进行基于科学
问题属性的分类申请与评审．目前科学基金体系
中设定的四类科学问题属性为（Ａ）鼓励探索，突
出原创；（Ｂ）聚焦前沿，独辟蹊径；（Ｃ）需求牵引，
突破瓶颈；（Ｄ）共性导向，交叉融通．这四类科学
问题分别瞄准源头创新、科学前沿、国家需求和学

科交叉．表４显示在２０１９年和２０２０年两年中，Ｃ
类项目的申请和资助最多，特别是在地区项目和

面上项目中．这表明目前经济学科的自由探索类
项目主要着眼于对接国家现实需求，解决现实问

题，体现了经济学科“经世济民”的问题导向．申

请量和资助量排在第二位的是 Ｂ类项目，同时地
区项目中Ｂ类项目比例显著低于面上和青年项
目，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学科研

究力量相对薄弱，需进一步提高其把握科学前沿

的能力．此外，交叉研究在三类项目中的比例均有
下降，表明在未来经济学研究中需更加重视和提

倡多学科理论方法的融合与交叉．另一个显著问
题是原创性研究极少，在面青地项目中占比均在

５％上下，２０１９年～２０２０年未出现明显变化，面上
项目中Ａ类项目占比甚至稍有下降．这种严峻的
形势也号召更多的优秀学者转变研究思路，将重

点放在创造新知识、提出新理论、构造新方法上．
表４　２０１９年～２０２０年经济学科面青地项目科学问题属性分布

Ｔａｂｌｅ４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ｙｏｕｔｈ，ａｎｄ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ｉｎ２０１９～２０２０

科学问题属性
面上项目 青年项目 地区项目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Ａ

鼓励探索、突出原创
４．３％ ４．０％ ５．７％ ７．４％ ２．７％ ５．４％

Ｂ
聚焦前沿、独辟蹊径

２１．６％ ２４．５％ ３１．９％ ２３．１％ １０．８％ １６．２％

Ｃ
需求牵引、突破瓶颈

６６．７％ ６６．９％ ５０．０％ ６１．６％ ７３．０％ ６７．６％

Ｄ
共性导向、交叉融通

７．４％ ４．６％ １２．４％ ７．９％ １３．５％ １０．８％
　

４　重点项目申请与资助情况

与自由探索类项目不同，重点项目瞄准学科

前沿，旨在推动学科发展、产出具有国际影响的创

新成果，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改革开放进程

中面临的重大管理理论与应用问题．“十三五”以

来，管理科学部逐年发布重点项目立项领域，引导

学者围绕关键领域进行有组织的学术创新．图６
显示２０１６年 ～２０２０年间经济学科共受理重点项
目申请１０１项，共资助２４项．在“十三五”时期的
５年间，重点项目申请数量除了在２０１９年稍有下
降，其余年份均呈增长态势．同时，资助数量显著
增长，从２０１６年的１项增至２０２０年的９项，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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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国经济学科竞争力逐步增强和科学基金对经

济学科的愈发重视．经过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８年的波
动之后，重点项目资助率稳定在２５％上下．

“十三五”期间共有２０家依托单位承担了经
济学科重点项目，分布于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

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山东大学等顶尖综合类

高校，以及上海财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东北财

经大学等财经类院校．此外，作为政府智囊与研究
机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

究所等单位也承担了重点项目．在所有２０家依托
单位中，只有复旦大学获资助４项，西南财经大学
获资助２项，其余１８家依托单位各１项，这也从
侧面体现了重点项目竞争的激烈程度．

图６　“十三五”期间经济学科重点项目申请与资助数量
Ｆｉｇ．６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ｕｎｄｉｎｇｖｏｌｕｍｅｓｆｏｒｋｅｙ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ｉ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１３ｔｈＦｉｖｅＹｅａｒＰｌａｎ

如前所述，重点项目主要围绕前沿科学问题、

经济管理实践中的重大问题及学科生长点进行布

局，体现了其科学前沿性和现实重要性．图７显示
经济发展与贸易（Ｇ０３０４），农林经济（Ｇ０３０８）与
计量经济（Ｇ０３０３）是“十三五”期间重点项目立
项最多的三个学科，合计占资助总量的６０％．另
一方面，博弈论与信息经济（Ｇ０３０１）和人资环及
劳动经济（Ｇ０３０７）立项最少，分别获资助１项．从
２０１９年和２０２０年两年获资助项目的科学属性来
看，２０１９年重点项目以回应国家现实需求为主，Ｃ
类项目占比８０％，交叉类项目占比２０％．２０２０年
重点项目资助出现了显著变化，当年 Ｂ类与 Ｃ类
项目各占４４％，表明重点项目在关注实践问题的
同时更加聚焦科学前沿，然而仍未出现原创类项

目．进一步具体到研究主题，重点项目紧密结合学
科发展趋势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向．例如，作为
宏观调控与经济政策制定的科学基础，宏观经济

模型长期受到学界的重视．２０１６年立项的唯一经
济学科重点项目即聚焦于我国宏观经济模型．随
着全球价值链／产业链的深入发展，２０１７年围绕
价值链及其对产业升级、区域分工与市场一体化

的作用资助了２项重点项目．十九大提出三大攻
坚战之后，管理科学部在２０１８年和２０１９年持续
资助金融体系及其风险、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等

相关主题的研究．２０２０年，经济学科在市场设计
方向资助了重点项目群，关于经济大数据、新时代

居民消费、新旧动能转换等主题也有重点项目获

得资助．

图７　“十三五”期间经济学科重点项目学科分布

Ｆｉｇ．７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ｋｅ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ｂｙ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１３ｔｈＦｉｖｅＹｅａｒＰｌ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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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经济科学学科代表性领域分析：
以农林经济管理为例

农林经济管理学科是经济科学学科中申请量

与资助量最多的学科，其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农林

经济理论与政策、可持续农林发展、农村市场经

济、农村发展及脱贫等方面，旨在服务我国“三

农”战略，为“三农”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该学
科的资助领域包括林业经济管理（Ｇ０３０８０１），农
业经济管理 （Ｇ０３０８０２），农 村 改 革 与 发 展
（Ｇ０３０８０３）与食物经济管理（Ｇ０３０８０４）．
２０１６年～２０２０年，农林经济管理学科共受理

３２００项自由探索类项目申请，共资助４７０项．面
青地项目在申请与资助中的分布基本一致，约

４２％为面上项目，４５％为青年项目，１３％为地区项
目．在“十三五”初期，面上项目申请量最高，然而
自２０１８年起青年项目申请量超过面上项目．与申
请趋势类似，青年项目的资助量自２０１９年反超面
上项目，且反超幅度在２０２０年迅速扩大．这表明
在我国农林经管领域的青年人才不断涌现．“十
三五”初期农林经济学科的项目资助率保持在

１８％上下，但２０１９年出现急剧下降，特别是面上
和青年项目，后者资助率甚至低于１０％，反映科
学基金竞争日益白热化．２０２０年，资助率略有回
升，面上和青年项目在１１％ ～１３％，地区项目为
１８％．如图８所示，农林经济管理学科获得资助的
依托单位主要为行业特色类高校，例如南京农业

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和华中农业大学．此外，
在农林经济学科具有优势的综合类高校也排名靠

前，例如在第四轮农林经济管理学科评估中获评

Ａ＋的浙江大学和获评Ｂ＋的中国人民大学．
“十三五”期间农林经济管理领域的研究主

题也呈现出若干特征和变化．图９显示农业、农
村、农户、政策等关键词在该领域研究主题中出现

频率极高，反映了该领域的研究大多围绕“三农”

问题展开，体现了学术研究与国家发展战略及政

策设计的紧密结合．随着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关
于金融、信用、交易、产权等问题的研究大量涌现．

农业现代化的持续推进要求不断创新农林畜牧生

产技术并提高其生产率，在此过程中农产品与土

地利用、生态环境影响及污染等主题也受到了广

泛关注．表５进一步显示“十三五”首末两年农林
经济领域的研究主题关键词的变化，表明农林经

济学者研究重心出现了转变．例如，“十三五”以
来学者们愈加重视贫困和扶贫方面的理论与政策

研究；研究视角上更微观，更多地侧重农户；研究

对象趋于从粮食拓展为农产品和食物系统；研究

主题上，更多学者关注治理体系、要素投入和绩

效；研究方法则从以模型为主转为重视实验．以上
变化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农林经济学科资助项目研

究主题的时代特征．

图８　“十三五”期间农林经济管理学科面青地项目依托单位Ｔｏｐ１０

Ｆｉｇ．８Ｔｏｐ１０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ｂｙｆｕｎｄｉｎｇ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ｎｄ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１３ｔｈＦｉｖｅＹｅａｒＰｌａｎ

图９　“十三五”期间农林经济管理学科研究主题热词

Ｆｉｇ．９Ｂｕｚｚｗｏｒｄｓｉ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ｎｄ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１３ｔｈＦｉｖｅＹｅａｒＰｌ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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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农林经济管理学科研究主题关键词Ｔｏｐ２０

Ｔａｂｌｅ５Ｔｏｐ２０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ｉ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ｔｏｐｉｃｓ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１６ ２０２０

１ 农业 １１ 农地 １ 农业 １１ 绩效

２ 农村 １２ 技术 ２ 农户 １２ 实验

３ 政策 １３ 生态 ３ 农村 １３ 治理

４ 农户 １４ 安全 ４ 政策 １４ 要素

５ 粮食 １５ 流转 ５ 效应 １５ 农产品

６ 金融 １６ 农民 ６ 贫困 １６ 收入

７ 转基因 １７ 效应 ７ 技术 １７ 生态

８ 经营 １８ 效率 ８ 生产 １８ 森林

９ 模型 １９ 经济 ９ 金融 １９ 经营

１０ 土地 ２０ 价格 １０ 土地 ２０ 流转

６　结束语

“十三五”期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经济科学

学科在立项数量、资助规模、覆盖范围等方面取得

了较大发展；基金申请群体不断壮大且持续年轻

化，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经济学者；资助的研究项目

坚持问题导向，紧密结合国家战略和重大需求，注

重回应时代关切，体现出较强的时代特征，总体上

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经济科学研究的进步和人才的

培养
［１０，１１］．
随着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自然科学基金近

年来持续深化改革，积极主动适应新时代科学技

术发展的新态势．２０２０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管理学部进一步优化了学科布局和学科代码体

系，取消三级学科代码，设计符合知识体系内在逻

辑和结构、促进知识层次与应用领域相适应的二

级学科代码．对于经济科学学科，按照经济科学方
法（数理、计量和实验），经济理论（宏观和微观），

到经济科学实践与应用（金融、财政、产业、制度、

农林、城市、资源环境等领域）的逻辑调整了学科代

码，新旧代码对应关系如表６所示．调整后的代码体
系更好地体现了经济学科的主要研究领域．

表６　经济科学学科新旧申请代码对应关系
Ｔａｂｌｅ６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ｎｅｗａｎｄｏｌ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ｄｅｓ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现行学科代码 ２０２０年调整后学科代码

Ｇ０３０１ 博弈论与信息经济 Ｇ０３０４ 微观经济

Ｇ０３０２ 行为经济与实验经济 Ｇ０３０２ 行为经济与实验经济

Ｇ０３０３ 计量经济与经济计算 Ｇ０３０１ 计量经济与经济统计

Ｇ０３０４ 经济发展与贸易 Ｇ０３０６ 国际经济与贸易

Ｇ０３０４０１ 经济增长与发展 Ｇ０３０５ 宏观经济管理

Ｇ０３０４０２ 贸易经济 Ｇ０３０６ 国际经济与贸易

Ｇ０３０５ 货币政策与财税政策 Ｇ０３０５ 宏观经济管理

Ｇ０３０６ 金融管理 Ｇ０３０７ 金融经济

Ｇ０３０６０１ 银行体系管理 Ｇ０３０７ 金融经济

Ｇ０３０６０２ 金融市场管理 Ｇ０３０７ 金融经济

Ｇ０３０６０３ 金融创新管理 Ｇ０３０７ 金融经济

Ｇ０３０７ 人口资源环境经济与劳动经济 Ｇ０３１３ 人口劳动与健康经济

Ｇ０３０７０１ 劳动经济 Ｇ０３１３ 人口劳动与健康经济

Ｇ０３０７０２ 人口资源环境经济 Ｇ０３１４ 资源与环境经济

Ｇ０３０８ 农林经济管理 Ｇ０３１１ 农林经济管理

Ｇ０３０８０１ 林业经济管理 Ｇ０３１１ 农林经济管理

Ｇ０３０８０２ 农业经济管理 Ｇ０３１１ 农林经济管理

Ｇ０３０８０３ 农村改革与发展 Ｇ０３１１ 农林经济管理

Ｇ０３０８０４ 食品经济管理 Ｇ０３１１ 农林经济管理

Ｇ０３０９ 区域经济与产业经济 Ｇ０３１２ 区域经济

Ｇ０３０９０１ 区域经济管理 Ｇ０３１２ 区域经济

Ｇ０３０９０２ 产业经济管理 Ｇ０３０９ 产业经济

Ｇ０３０３ 数理经济与计算经济

Ｇ０３０８ 财政与公共经济

Ｇ０３１０ 经济发展与经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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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望未来，为更好地促进我国经济学科的发
展，以下三个方面值得经济学者和基金管理者关

注．首先，需更努力地推动经济科学原创研究．经
济科学的重要作用在于总结提炼经济规律，形成

经济理论，指导未来经济发展．经过长期发展，经
济科学愈发成熟，但现有的理论框架仍无法合理

解释部分特别是新兴的经济现象，例如中国改革

开放四十年来的经济奇迹．“十三五”期间，原创
性的经济科学研究极少．在当前即将进入“十四
五”和处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

上，需进一步引导经济学者投身原创性经济科学

研究，总结中国经济规律进而提升为理论，争取理

论突破，为我国未来经济政策制定提供更科学的

依据．其次，需更聚焦于学科前沿问题．前沿科学
问题一般是本领域亟待解决的、对经济管理实践

有重要指导意义的理论方法难题，也往往代表着

学科未来发展方向，因而兼具重大科学价值与现

实意义．从“十三五”期间经济学科项目申请与资
助的情况来看，愈来愈多的学者瞄准前沿经济科

学问题，但总体占比仍较低，需激励更多学者探索

更前沿的经济理论、提出更先进的研究方法．再
者，经济科学研究需更加注重面向需求，致力于服

务实践
［１２，１３］．经济科学的本质与学科属性要求其

学以致用．“十三五”期间经济学科项目申请、资
助与进展情况表明，我国经济学者愈发重视研究

现实问题、提出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案，努力将学术

研究成果转化为政府经济政策制定与企业决策的

依据．在当前我国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
局引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需要经

济学者们更加关注国家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等重大需求，更自觉地将学术研究与国家

战略目标有机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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