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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五”农业部基本科研业务费执行情况总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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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环境与植物保护研究所，海南儋州　５７１７３７）

摘　要　 “十一五”期间，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环植所对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予以科学立项，并提出一系

列完善专项管理制度、加强科研条件建设、推进节点考核、加强奖励机制、促进预算执行等建议，严格执

行并顺利完成专项资金的实施，最终在该专项资金的支持下，各学科科研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明显提升，

并在人才培养中取得显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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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十一五”基本科研业务费执行情况

１１　预算下达与立项情况
“十一五”期间中央财政下拨该所的基本科研

业务费专项资金共计１４８０万元，中国热带农业科
学院环保所自筹资金１０９万元，合计１５８９万元。
资助各类科研项目共 ７４项。其中 ２００６年预算于
２００７年下达，下达经费３００万元，２００７年下达经
费３００万元，合计６００万元用于资助２００７年立项
的１３项。２００８年下达经费３００万元，该所自筹的
１００万元，用于资助２００８年立项的基本科研业务
费项目２７项。２００９年下达预算２８０万元，自筹９
万，用于资助２００９年立项的３４项；２０１０年下达
预算 ３００万元，用于滚动支持 ２００９年立项的 ３３
项。

１２　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领域分布情况
根据该所的公益职能定位，结合该所 “十一

五”发展规划，专项经费专门用于支持热带农业

环境保护和植物保护领域能保持或提升该所持续发

展能力的战略性、前瞻性、探索性、基础性、创新

性和孵化性的科学研究工作。“十一五”期间该所

在针对不同学科的建设情况下对各学科创新团队进

行资助，并倾斜资助新学科，分别在热带植物病理

学、热带农业昆虫与入侵生物学、农药学、热带农

业环境生态学及管理科学等学科研究领域资助科研

项目７４项：热带植物病理学领域：共立项２１项，
资助金额５３３万元；热带农业昆虫与入侵生物学领
域：共立项１９项，资助金额４２７万元；农药学领
域：共立项１６项，资助金额３１９万元；热带农业
环境生态学领域：共立项１４项，资助金额２９２万
元；管理科学领域：共立项４项，资助金额１８万
元。

图１　资助项目各领域分布情况

１３　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验收情况
该所先后对２００７年、２００８年、２００９年及２０１０

年立项的７４项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进行了会议验
收。严格对照各项目任务书考核指标完成情况，并

结合节点考核与绩效评价情况 （详见第五部分），

最终，验收小组同意７４个项目通过验收。



２　基本做法

“十一五”期间，研究所通过不断完善管理制

度、加强科研条件建设以及创新管理等方式，有效

保证了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的顺利实施，同时

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益。

２１　制度建设
该所根据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财政部科技部

关于改进和加强中央财政科技经费管理若干意见的

通知》［１］ （国办发 〔２００６〕５６号）和财政部 《中

央级公益性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实施

细则 （试行）》［２］ （财教 〔２００６〕２８８号）、《农业
部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管理办法 （试行）》［３］ （农

办科 〔２００９〕６３号）以及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相
关文件的精神和要求，结合该所实际，先后制定了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环境与植物保护研究所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年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实施细则》和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环境与植物保护研究所中央

级公益性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实施细

则》，还颁布了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环境与植物

保护研究所科技成果管理办法》、 《中国热带农业

科学院环境与植物保护研究所科技成果奖励办

法》、《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环境与植物保护研究

所学术交流管理办法》等各类科研管理制度和其

他管理制度共计２１个，这些制度的建立和健全，
提高了该所的科研管理水平，为基本科研业务费项

目的顺利实施提供了制度保障。

２２　条件保障
“十一五”期间，该所在修缮购置项目、非营

利研究所科研启动费和其他项目的支持下，先后购

置了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高效气相色谱、微生

物全自动鉴定系统、荧光定量 ＰＣＲ仪、总有机碳
分析仪、地理信息及数据采集系统等大型仪器设备

３０多台件，截止２０１０年１２月，该所具有各类仪
器设备２１４９台 （件、套），设备总值２３０９万元，
实验室面积３１３３ｍ２，试验大棚面积８８０ｍ２。基本
能满足植物保护与环境保护学科研究需要。

２３　管理方式
有了以上的条件和制度的保障，研究所对基本

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的立项和管理一直遵循 “稳

定支持、长效机制；科学民主、公开公正；依托院

所、自主安排；专款专用、追踪问效”的原则，

并结合该所 “十一五”发展规划予以立项资助，

主要包括以下管理措施。

２３１　立项
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的项目按照我所 “十一

五”发展规划优先支持平台、引进人才、产业急

需技术的情况下支持该所４大重点学科领域建设。
通过资格初审、公开答辩，经学术委员会评议和所

长办公会议审定，再经公示无异议后，最后确定资

助项目［４－５］。

２３２　全程跟踪及抽样检查
中期检查。每年６～８月对各项目进行中期检

查。由项目主持人向学术委员会和项目领导小组汇

报项目的执行情况进展和存在的问题，专家对项目

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领导小组

对项目的实施进度和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对每个项

目的执行情况进行半年考评［６］。

年终考评。每年底各项目负责人向由学术委员

会和领导小组组成的考评小组汇报整个项目的实施

情况，包括项目计划任务完成总体情况、科研项目

的创新与突破、阶段性成果、产出情况等，考评小

组对每个项目提出评议意见和指导建议，并对考核

优秀的项目考虑给予优先滚动支持。

抽样检查。在项目管理过程中，项目领导小组

定期或不定期的深入科研一线，全面了解项目的进

展情况，为科技工作提供必要的帮助和支持，保障

项目如期高质量完成。

２３３　奖励机制
制定了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环境与植物保

护研究所科技成果奖励办法》，对基本业务费资助

项目获得的各级科技发明奖、科技进步奖、专利、

著作以及发表文章等科技产出进行奖励。

３　人才团队培育

项目负责人员情况：研究所基本业务费专项主

要用于资助青年科研骨干并培育创新性人才，“十

一五”期间承担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的负责人共

计５１位，其中高级职称 １６人，中级职称 ３３人，
初级职称的两人；具有博士学位２５人，硕士学位
２４人，本科两人；年龄在 ３０岁以下为 ２０人，３０
～４０岁的有２９人，４０～４５岁的两人 （国外引进人

才两人），分别占总人数的 ３９２１％、５６８６％、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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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人才人数情况：“十一五”期间，在专项

资金的资助下，该所２００６年引进人才 ４位，其中
博士１名，硕士３名；２００７年引进人才４位，其
中从国外引进人才 １名，博士两名，硕士 １名；
２００８年引进人才８位，其中博士６名，硕士两名；
２００９年引进人才４人，其中两名博士，两名硕士；
２０１０年引进人才 ５位，其中博士后 １人，博士 １
人，硕士３人，共计２５人，均受到基本业务费的
资助。

培养人才人数情况：“十一五”期间，在基本

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的资助下，培养了中青年专家

１０人 （被评为正高／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资格科技
人员），共培养人才 １４２人，其中，培养博士两
人，硕士８４人，本科生５６人，在读在职博士１５
名。

４　取得成效

４１　学科科研能力明显提升
４１１　热带植物病理学领域

结合该所 “十一五”发展布局，该学科领域

共立项２１项，资助金额５３３万元，重点开展香蕉、
橡胶、木薯、芒果、菠萝、槟榔、甘蔗、胡椒等主

要热带作物重要病原菌的生物学特性、群体遗传多

样性、致病机理、病害成灾机理，寄主抗病机制、

抗病基因资源的挖掘利用、果蔬采后病理学以及热

带农业主要病害的发生流行规律与防治技术等研

究。

成效：国际上首先完成了香蕉枯萎病菌１、４
号小种、胶孢炭疽菌和多主棒孢菌、木薯萎蔫病全

基因组测序，鉴定了相关致病功能基因；初步完成

香蕉抗枯萎病相关基因表达与蛋白组学分析，克隆

了１、４号生理小种的核糖体转录间隔区 （ＩＴＳ）
ＤＮＡ片段，分析比较了２５个尖孢镰刀菌种间和２４
个种内 ＩＴＳ序列特征，发现 ＩＴＳ序列在种内无差
异，可以作为鉴定尖孢镰刀菌种的依据；首次建立

选择性培养基对田间香蕉枯萎病病害进行简易快速

检测与监测体系，建立了拮抗内生菌促生抗病种苗

工厂化生产，为控制病害扩散蔓延起到了重要支撑

作用。在橡胶树病害生物防治研究方面，从在分子

水平研究了天然橡胶多主棒孢菌、炭疽病菌的遗传

多样性；在芒果、香蕉、荔枝高效安全防生物源保

鲜剂的研制等保鲜技术上也取得了重大突破。

４１２　热带农业昆虫与入侵生物学领域
该领域共立项１９项，资助金额４２７万元，重

点支持热带农业昆虫和入侵生物学两方面研究。热

带农业昆虫学方面：重点开展热带农业昆虫多样

性、害虫天敌资源的挖掘与创新利用、害虫与寄主

植物互作的生理生化与分子生物学基础、害虫发生

规律与成灾机理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入侵生物学方

面：以热带农林入侵害虫、入侵微生物和入侵植物

等研究对象，重点开展入侵生物调查、鉴定检测、

风险分析、监测预警、发生规律、成灾机理等研

究。

成效：成功研发出一套先进、简便、易于推广

的寄生性天敌椰甲截脉姬小蜂和椰心叶甲啮小蜂规

模化繁育与释放技术；明确了释放寄生蜂与常用杀

虫剂、绿僵菌防治椰心叶甲的协调性；成功研制出

椰心叶甲半人工饲料；发明了一套简便、易行、实

用的天敌寄生蜂释放器；初步阐明了椰心叶甲—椰

甲截脉姬小蜂—寄主植物之间的互作机理，构建了

完整的寄生蜂防治技术体系，在椰心叶甲天敌寄生

蜂引进与利用领域走在世界前列。在热带作物害

螨、橡胶树蚧壳虫、香蕉象甲、蓟马、橡胶树小蠹

虫、荔枝蝽、小卷夜蛾、棉铃虫生态学、生物防

治、引诱防控基础、粉虱类害虫 ＣＯＩ基因、木薯
抗螨和辣椒抗蚜性机理等研究方面也取得重要研究

进展，初步阐明了害虫橡副珠蜡蚧爆发的生物学生

态学机理；解决了荔枝新三角卷叶蛾、橡胶树六点

始叶螨、橡胶树小蠹虫的综合防治技术问题。建成

了热带作物病虫害基本信息和热区外来有害生物及

热带作物病虫害远程诊断专家系统。

４１３　农药学领域
共立项１６项，资助金额３１９万元，以天然橡

胶、热带果树、南繁作物和海南瓜菜为研究对象，

以新型环境友好型农药新剂型为导向，充分利用热

区资源 （植物、微生物），进行新农药创制及针对

热区农业害物特点的制剂研究。

成效：通过该专项的支持，在绿色防治药剂新

剂型研制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研制出用于防治

橡胶蚧壳虫———烟雾剂、防治椰心叶甲生防菌剂

———绿僵菌、防治橡胶根病特效药剂———根康、防

治香蕉黑星病———醚菌腈水悬浮剂等１０多种新型
绿色环保药剂；建立了海南热带作物农药使用情况

数据库；明确了 ６种常见化学杀虫剂对环境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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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评价了２５０多种热带植物提取物的农药活性。
４１４　热带农业环境生态学领域

该学科共立项１４项，资助金额２９２万元，重
点开展热区农业环境污染监测、退化土壤修复，热

带农业废弃物资源化高质化利用、生态农业等方面

的研究。

成效：明确了香蕉枯萎病发病区土壤微生物与

理化特性的变化特点；阐明了限制香蕉茎叶快速腐

熟的关键因素；建立了堆肥的基础工艺与无害化还

田处理工艺；确定了香蕉茎叶快速腐熟技术；确定

了以木薯、甘蔗生产与加工副产物为发酵生产栽培

基质基础工艺与木薯渣高温发酵基础工艺；阐明了

产地环境农药残留降解动态及降解技术以及建立了

蚯蚓转化基质栽培芽苗菜等技术，为热区大宗农业

生产与加工副产物生产高附加值肥料与基质奠定了

良好的基础，并在此研究基础上依托我所筹建了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环境影响评价与风险分析研

究中心”以及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生态农

业研究所”等两个院级科技平台。

４１５　管理科学领域
科研院所不仅仅要做好科研项目的研究，还要

提高管理水平，保障科研工作高效率的有序进行。

“十一五”期间，专项还分别资助管理科学４个方
向的研究，重点针对科研机构科技人员岗位设置方

案和绩效管理体系、科技人员业绩查询、成果和项

目管理、财务管理进行探索，对如何提升研究所科

技创新能力等进行了研究。

成效：提出了一套较为可行的非营利性研究机

构岗位设置、岗位聘用方案和绩效考核体系；针对

该所科技发展现状和存在的不足，制定了切实有效

的具体措施和相应对策；完善了相应的会计核算方

法和财务管理办法，提高科研经费的使用效益；初

步开发出一套科研、条件管理信息系统。为规范非

营利科研机构的管理、如何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提

高科研经费的使用效益和大大提高科研信息化的进

程提供保障。

４２　产出情况
在该专项的资助下，该所科研人员共计发表文

章２８６篇，其中核心期刊２５９篇，ＳＣＩ／ＥＩ／ＩＳＴＰ：
６篇，会议论文２１篇；出版著作１８部，３部待出
版；制定农业行业标准１２个，地方标准两个；鉴
定和验收科技成果１６个；授权专利９个，申请专

利１６个；获部省级以上科技奖励１４项，其中获海
南省科技进步奖特等奖两项、海南省科技进步二等

奖两项、海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７项、海南省科技
成果转化奖二等奖１项、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科学技
术奖科学研究类二等奖 １项，中国侨界贡献奖 １
项；颁布标准１１个；培养博士两人，硕士８４人，
本科５６人，共计１４２人；获中试产品１１个，集成
技术１个；示范推广面积１１７５ｈｍ２。
４３　典型案例
４３１　重大项目孵化

“十一五”期间，在专项资金的资助下，极大

地促进了研究所学科的交叉与融合，调动了全体人

员的积极性，激发了团队的创造力，激发了研究所

科研团队竞争大项目、聚集大成果的热情。２００７
年主持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 “热带农林重大病

虫害防控技术研究”、２００８年主持公益性行业科研
专项 “新入侵危害性有害生物螺旋粉虱防控技术

研究与示范”、２００９年主持的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
“由尖孢镰刀菌引起的作物土传病害综合防控技术

研究”和２０１１年主持的 “入侵昆虫综合防控技术
研究与示范推广”，以及承担的科技部农业成果转

化资金项目均是该所团队共同努力和集体攻关的成

果。

４３２　培养重大成果
“十一五”期间，在专项资金的资助下，获得

研究成果 “利用寄生蜂防治重大入侵害虫椰心叶

甲的研究与应用”，建立了寄生蜂规模化繁育基地

４个，累积繁蜂释放 ２６亿头，防治面积约 １０万
ｈｍ２，得到持续控制的面积约７５万 ｈｍ２，每年可
挽回直接经济损失 ５６２７５万元，保障了我国椰
子、槟榔及棕榈科绿化苗木产业和观赏旅游业的健

康发展，保证了海南５０万椰农的生活收入，生态
效益与社会效益显著，该成果获得２０１０年度海南
省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获得研究技术 “香蕉枯萎病快速检测与监测

应用”，能使香蕉枯萎病发病率降低５％以上 （目

前平均发病率在１０％以上），以２００８年海南省香
蕉总收入９０亿来计算，可间接挽回经济损失４５
亿元。可从源头上防止香蕉枯萎病的蔓延，早发

现，早处理，对我国香蕉产业的稳定发展具有重要

应用价值。该项技术获得２０１０年度海南省科技进
步奖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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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３　人才培养成果
“十一五”期间，在专项资金的资助下，该所

高度重视人才队伍建设工作，提出了一系列人才强

所的重要举措，引进和培养了植物病理、农业昆

虫、农药和外来入侵生物等植保学科领域的大批人

才以及环境保护学科人才队伍。全所创新岗位不断

壮大，到 “十一五”末，全所现有创新岗位 ８１
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６８人，管理人员１５人 （其

中双肩挑人员６人），专业技术和管理人员占创新
岗位的９５１％；职称结构方面，高级专业技术人
员占３３３％，中级专业技术人员占４３５％，初级
及以下人员占２３２％；学历结构方面，研究生以
上学历占７１．６％，其中博士学位人员 ３０人，在
读博士生 １５人；年龄结构方面，３５岁以下占
４７４％；３６～４５岁 占 ２３１％，４６～５９岁 占
２９５％。人员的学历、知识、职称、年龄等层次结
构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优化，整体素质大幅度提高，

人才的引进、培养、激励和使用的管理日趋规范，

服务体系日益健全，自主创新能力和对外竞争实力

不断增强，科研实力和学术水平有了大幅度提升。

培养了博士研究生两名，硕士研究生 ８２名，
本科生５６名，为热带农业环境保护和植物保护领
域输送了一大批优秀人才。

５　节点考核和绩效评价情况

根据该所 《中央级公益性科研院所基本科研

业务费专项资金实施细则》（环植所科 〔２０１０〕５９
号）的相关规定，根据合同书，以及项目的执行

情况、绩效 （包括论文、著作、标准、成果、专

利、获奖、人才培养和推广面积等指标）和经费

使用等情况对项目进行节点考核和绩效评价，并提

出考评意见。考评意见分为优秀，良好、合格和不

合格 （达到或超过项目考核指标且延续性和前景

良好的为优秀，达到项目考核指标的为良好，基本

达到项目考核指标的为合格，在缺乏充分理由的情

况下严重达不到项目考核指标的为不合格）［７－８］。

考评专家小组分别对 ２００７（１３项）、２００８
（２７项）和２００９（３４项）年立项的基本科研业务
费专项进行节点考核和绩效评价。根据各项目负责

人的汇报结果及项目获得的科技产出，结合合同任

务书的考核指标，经专项学术委员会评议，该专项

的７４个项目在考评中均达到合格以上。其中，考

核优秀与良好项目的比例程逐年递增，该专项的考

核不仅为该所营造了良好的科研氛围和态势，也为

下一年度科技人员申请该类项目立项评审时提供依

据。

“十一五”期间在该专项的稳定支持下，该所

在整体的科技创新上迈上一个新台阶。 “十一五”

期间，培育省部级科研项目共计１６３项，获批项目
数较 “十五”期间增加两倍，在国家支撑计划项

目、公益行业科研专项等重大项目上实现零的突

破；专利较 “十五”期间实现零的突破；获省部级

奖励是 “十五”期间的两倍；中文核心期刊论著

约是 “十五”期间的两倍，ＳＣＩ论文约是 “十五”

期间的 ８倍；鉴定成果和培养研究生较 “十五”

期间也有较大提高。

６　２０１１年基本科研业务费进展概况

该所２０１１年度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助项目
经专项学术委员会评审并通过所长办公会审议，经

公示无异议后，予以立项，共计３０项，立项总金
额３００万元。

项目立项至今，所有项目执行情况良好，均按

任务书计划进行，并获得了阶段性成果。截至目

前，已发表科技论文 １５篇，其中 ＳＣＩ论文 １篇、
ＩＳＴＰ论文１篇；申请国家发明专利４项，申请鉴
定成果６项，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并获得中国热
带农业科学院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两项，成果推广示

范面积累积１０８３ｈｍ２。

７　存在的主要问题、改进意见和建议

７１　存在的问题
７１１　季节性和地域性与预算按月执行有冲突。
农业科学研究受试验条件、季节性的影响较大，要

确保项目研究内容按计划完成，实现项目的预期目

标，不少项目的预算进度往往难按月来执行。如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的两年的经费在２００７年１年支出，
财政部、农业部关于基本科研业务专项资金的管理

有严格的规定，故此经费的使用安全和规范要求与

加快预执行存在着一定的矛盾［９－１０］。

７１２　专项的类型还需有待明确。基本科研业务
费验收后，在进一步进行科技成果鉴定时，无法确

定专项的项目来源，因此不能以基本科研业务费为

项目来源进行成果鉴定，在此情况下，许多在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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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业务费资助下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和研究结果不

能进一步转化成科技成果就显得非常遗憾。

７１３　绩效评价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因为基本
科研业务费分为基础性、前瞻性和探索性 ３类项
目，而探索性项目本身就具有一定不确定性，因此

三类项目用同一套评价体系不利于项目研究和学科

发展。

７１４　专项支持额度不够。该所创新团队不断扩
大，而且大多数都是新引进的青年科技人员，为了

培养青年科研骨干，需要在３～５年内给予稳定的
支持，而专项经费不能实现每位人员在３～５年内
都得到持续支持。

７２　对下一步财政支持的意见和建议
７２１　近几年通过人才引进该所科研人员数量增
加，而基本业务费的支持额度却没有相应增加，加

上为了适应热带农业发展需求，设立了一些新兴学

科或方向，而这些新学科因基础薄弱，建设时间

短，致使经费来源渠道少，尽管在专项的资助下，

研究团队虽初步形成，但发展缓慢，所以，建议中

央财政对基本科研业务费进一步加大支持额度，以

更快更好地促进青年科研人员的成长和新学科的发

展，培育新的生长点。

７２２　硕士、博士研究生在科研工作中已经成为
中坚力量，而目前许多科研院所因为缺少专项资助

而阻碍了该力量创新实践能力、学术研究水平的提

高。因此建议中央财政在基本业务费项目中能否设

立 “研究生创新基金”来资助硕士、博士研究生，

以助于其创新能力和学术水平的提高。

７２３　建议针对基本业务费的基础性、前瞻性和
探索性３类项目，结合实际制定相应绩效评价体
系，以便更好的管理和促进 ３类项目的实施和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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