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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课题的选 择 是 从 众 多 研 究 课 题

中选择和确定符合一定要 求 的 课 题 进 行

研究的过程。由于研究课题关系到科学研

究的方向、目标和内容，决定了研 究 工 作

进度的快慢，并直接影响着科学研究的途

径和科学研究成果的水平，因此，研 究 课

题的选择是科学研究中最 困 难 最 需 要 具

有远见卓识的一步，是整个研究工作中具

有战略意义的重要一环，也是科技基金申

请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步骤。选择科研基金

申 请 项 目 的 研 究 课 题 通 常 应 考 虑 以 下 5
方面因素。

1） 研究课题本身的因素。 主要应考

虑研究课题的价值、科学性和难度。 基础

研究课题的价值主要是认识价值，即研究

课题对探索自然现象和规律、提出科学理

论并发现真理的作用，包括对学科领域的

开拓作用、更新科学理论的作用、改 进 科

学方法的作用等。应用研究课题的价值主

要体现在研究问题的解决 可 能 带 来 的 或

实际带来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等，可 以

从科学问题的解决对社会经济发展、国家

安全、社会生活（包括文化、卫生等方面）
的影响来评价。应用基础研究课题的价值

则既具有认识价值，也具有应用价值。
研究课题的科学性主要 应 考 虑 3 个

方面：一是课题中所提出的科学问题是否

符合科学思维的要求；二是课题是否是以

被科学实践反复证明的客观规律为基础；
三是课题中提出的科学假 说 及 其 检 验 方

法是否合适，或者课题的研究对象和研究

手段是否合适。
研究课题的难 度 主 要 与 所 提 出 的 科

学问题的指向、目标和应答域有关，科 学

问题的指向越新颖、求解目标越高、应 答

域越广泛，其难度也就越大[1]。
2） 资助机构的因素。 申请项目的研

究课题的选择首先要考虑 资 助 机 构 的 战

略定位。 例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的战略定位是支持基础研 究 和 应 用 基 础

研究，在选题时一定要选择基础研究课题

或应用基础研究的课题。 此外，申请项目

的研究课题的选择还要根 据 资 助 机 构 的

具体申请指南和项目类型的要求来选择，
例如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区项目时，

要尽量选择能结合地方经济、文化建设的

实际、体现地方特色的课题。
3） 研究者本人的因素。 首先，应该考

虑研究课题对研究者的意义（价 值、重 要

性等），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个研

究课题对选择者的价值越大，就越应该被

选择。其次，还应该考虑研究者的兴趣，一

个感兴趣的课题会激 发 研 究 者 强 烈 的 动

机去解决它，因此，在价值相等的情况下，
应尽量选择研究者认为有趣的研究课题。
第三，要考虑研究者的专业特 长，即 研 究

者对与某个特定研究 课 题 相 关 的 信 息 和

知识了解的广度和深度，应尽力选择研究

者对相关信息和知识 了 解 得 又 广 又 深 的

课题。 第四，要根据研究者本身的能力与

水平，选择研究范围大小适中、研 究 难 度

适当的研究课题[2]。
4） 研 究 者 所 在 依 托 单 位 的 因 素：研

究课题的选择还要满足现实可行性原则，
即具备完成和实施课题的基本条件。

5） 同行专家的因素。 科技基金的申

请项目一般都要通过 同 行 专 家 的 评 审 才

能获得资助。 因此，申请人在选题时也要

适当考虑相关同行专家的因素，包括同行

专家的人数、学术观点的多样性等。
对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申 请 项 目 未 获

资助的原因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选题不

当是申请未获资助的主要原因之一，选择

科研基金申请项目的 研 究 课 题 时 尤 其 要

注意 3 方面的问题。
1） 创新性不足。 研究课题的创新性

包括概念上的创新、方法上的创新和应用

上的创新。 以 2009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生命科学部 免 疫 学 科 所 受 理 的 面

上项目为例，3 位同行评议专家都认为创

新性良好以上的项目仅占 35%[3]。
2） 关键科学问题不明确。 科学问题

不明确是指申请项 目 中 未 提 及 拟 解 决 的

科学问题或科学问题表述不清。国家自然

科 学 基 金 生 命 科 学 部 六 处 曾 对 2002-
2005 年间的 4740 项 的 专 家 评 审 意 见 进

行分析， 结果表明，70%以上的申请书被

同行专家认为在提出、凝练科学问题方面

存在缺陷[4]。
3） 立 项 依 据 不 够 充 分 。 对 2003-

2006 年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生命

科学部免疫学科所 受 理 的 青 年 基 金 申 请

项目的专家定性评 价 意 见 的 综 合 分 析 结

果表明，被专家认为立项依据关键论点缺

乏 科 学 依 据 的 比 例 占 20.08%~46.3%[5]。
立项依据主要是针 对 研 究 课 题 的 价 值 和

科学性而言的。因此，在选择研究课题时，
要尽量选择科学问 题 和 科 学 假 说 的 提 出

符合科学思维要求的课题。对于针对同一

科学问题提出不同 科 学 假 说 的 多 个 研 究

课题，应尽量选择所提出的科学假说解释

能力强、表述结构简单和预见力强的研究

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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