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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2018年资助总体情况一



1.国家基金财政支出和申请总量

 2018年安排资助计划（含联合资助委外经费）
264.46亿元
 比2017年增加8.75亿元，增长3.42%

 2018年共接收申请225278项，创历史新高
 比2017年增加22961项，增幅11.35%

资助经费增幅远小于申请

项目增幅，竞争日益激烈73728
83437

102270
119123

153826

176785
162078157633

173035
182534

202317

225278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资助格局（4个系列、18个类型）

系列 定位 项目类型

探索
加强科学前沿探索，培育源头创新能力，为
国家其他重要科技计划孕育源头知识、提供
成果储备

面上项目、重点项目、国际（地区）
合作研究项目

人才
针对人才发展学科广泛性、路径多样性等特
征，完善稳定支持机制，对不同年龄段优秀
人才实行全谱系支持，为国家科技创新队伍
建设奠定人才资源基础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优秀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项目、创新研究群体项目、地区科
学基金项目、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
研究基金项目

工具 为科学研究提供新颖手段和有力工具，开拓
研究领域，催生源头创新

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

融合 面向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聚焦重大科学问
题，凝聚人才团队，促进多学科交叉融合

重大项目、重大研究计划项目、联
合基金项目

自下而上的自主选题（自由探索）

自上而下的战略引导（需求导向）



 面上项目
 资助18947项，比去年增加811项，直接费用111.53亿
 平均资助率20.46%，与去年下降了2.13%
 平均强度58.86万元/项，与去年基本持平

3.面上、青年项目情况

 青年项目
 资助17671项，比去年增加148项，直接费用41.76亿
 平均资助率20.54%，比去年降低了1.87%
 平均强度23.63万元/项，比去年提高了3.46%



4.重大、重点、重大研究计划、重点国合项目情况

 重大项目
 资助36项，平均强度1909万元/项

 重点项目
 资助701项，平均强度293.07万元/项

 重大研究计划
 2018年新设立
 资助28个重大计划，464项项目

 重点国际（地区）合作
 资助106项，平均强度242.45万元/项



5.联合基金、重大科研仪器项目情况

 联合基金
 27个联合基金实施。资助项目811项，直接费用13.81亿元

 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
 自由申请项目86项（我校4项），平均强度706.13万元/项
 部门推荐项目 3项，直接费用共2.29亿元



6.优秀青年科学基金情况

 共申请5421项，比2017年增加11.38%
 共资助400人（我校17项）， 资助直接费用5.2亿元，

平均资助率7.38%，比2017年降低0.82%
 平均年龄36.1岁，与去年基本持平
 获资助女性66人，占全部总数的16.50%
 400人全部为中国大陆籍



7.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情况

 共申请2974项，比2017年增加10.80%
 共资助199项（我校4项），资助直接费用6.83亿元，平

均资助率6.69%，比2017年降低0.69%
 平均年龄41.56岁，比去年略减
 获资助女性22人，占全部总数的11.06%
 197人为中国大陆籍，1人为中国香港籍， 1人为美国籍



8.创新研究群体项目情况

 申请262项，比去年增加6项
 资助38项，直接费用3.90亿元
 分布在30个单位

 其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华中科技大学
各3项，其余单位均1项（我校1项）

 地区分布情况
 北京13项，湖北和上海各5项，安徽和山东各3项，江苏和辽

宁各2项，重庆、四川、山西、广东和浙江各1项

 学术带头人平均年龄51.32岁（2017年51.50岁，
2016年49.90岁），其中最大55岁，最小38岁

 学术带头人中31位获得过杰青资助



 对2012年批准立项、已实施6年的30个群体项目进行考
核评估（其中21个申请延续）

 延续资助其中10个，资助直接费用5092.5万元

8.创新研究群体项目情况

项目名称 负责人 依托单位 科学部
数学物理 李安民 四川大学 数理

基于光子与冷原子的量子信息物理和技
术 潘建伟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数理

化学生物传感的分析化学基础研究 谭蔚泓 湖南大学 化学
细胞钙信号研究 程和平 北京大学 生命

航空航天用超高温复合材料制备与服役
的物理化学过程 李贺军 西北工业大学 工材

复杂油气井钻井与完井基础研究 高德利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工材
机电液系统基础研究 谭建荣 浙江大学 工材

新型微电子器件集成的基础研究 刘明 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 信息
突触和神经环路调控的分子机制及其在

神经精神疾病中的作用 段树民 浙江大学 医学

精神疾病的神经可塑性机制 陆林 北京大学 医学



9.基础科学中心项目情况

 按照“原创导向、交叉融合、开放合作、稳定支持、动
态调整”的原则，继续试点实施

 资助4个基础科学中心项目，直接费用7.5亿元

项目名称 负责人 依托单位 直接费用
（万元）

1
高温超导材料与

机理研究 王楠林 北京大学 18750

2
大陆演化与季风

系统演变 郭正堂
中国科学院地质
与地球物理研究

所
18750

3 能源有序转化 郭烈锦 西安交通大学 18750

4 低维信息器件 高鸿钧 中国科学院物理
研究所 18750



浙江大学2018年资助总体情况二

（注：本部分数据截至2018年12月17日）



国家基金委2019年改革举措三



改革总体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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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先
行

分
步
实
施



1.试点开展分类申请与评审

 是指科学问题源于科研人员的灵感和新思想，且具有鲜明的
首创性特征，旨在通过自由探索产出从无到有的原创性成果

 是指科学问题源于世界科技前沿的热点、难点和新兴领域，
且具有鲜明的引领性或开创性特征，旨在通过独辟蹊径取得
开拓性成果，引领或拓展科学前沿

A 鼓励探索，突出原创（0→1）

B 聚焦前沿，独辟蹊径（1→N）

按照新时期科学基金的资助导向，选择部分项目类型
及部分学科，试点开展基于四类科学问题属性的分类
申请与评审，为建立项目分类管理机制奠定基础



是指科学问题源于国家重大需求和经济主战场，且具有鲜明的
需求导向、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特征，旨在通过解决技术瓶颈
背后的核心科学问题，促使基础研究成果走向应用

是指科学问题源于多学科领域交叉的共性难题，具有鲜
明的学科交叉特征，旨在通过交叉研究产出重大科学突
破，促进分科知识融通发展为知识体系

1.试点开展分类申请与评审

C 需求牵引，突破瓶颈（R→A）

D 共性导向，交叉融通（D→S）



科学部 试点代码 代码相应的学科名称

数理 A04 物理学I

化学 B01-B08 合成化学、催化与表界面化学、化学理论与机制、化学测量学、材
料化学与能源化学、环境化学、化学生物学、化学工程与工业化学

生命 C07 细胞生物学

地球 D05 大气科学

工材 E01、E06 金属材料、工程热物理与能源利用

信息 F04、F05 半导体科学与信息器件、光学和光电子学

管理 G03 经济科学

医学 H16 肿瘤学

面上项目分类申请与评审的试点学科

1.试点开展分类申请与评审

 试点分类申请与评审的范围
 重点项目
 部分学科面上项目



特别提醒：

1.试点开展分类申请与评审

 申请人在填写重点项目或试点学科面上项目申请书
时，应当根据要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和研究内容，
选择科学问题属性，并在申请书中阐明选择该科学
问题属性的理由

 申请项目具有多重科学问题属性的，申请人应当选
择最相符、最能概括申请项目特点的一类科学问题
属性

 基金委根据申请人所选择的科学问题属性，组织评
审专家进行分类评审

（单选）



1.试点开展分类申请与评审

试点项目的申请书增加“科学问题属性”页



仅试点学科填写此部分信息

申请书填写界面增加科学问题属性栏目

1.选择科学问题属性（单选）

2.详细阐明选择该科学问题属性的理由（800字以内）

1.试点开展分类申请与评审

选择试点学科提交申请书时，
信息系统做科学问题属性必填项检测



2.探索构建新时期联合基金资助体系

 总体部署
 围绕区域、行业、企业的紧迫需求，聚焦关键领域中的核心

科学问题、新兴前沿交叉领域中的重大科学问题，与联合资
助方共同出资设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
金”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企业创新发展联合基金”

 新模式下联合基金定位
 面向国家需求，引导多元投入
 推动资源共享，促进多方合作

 实施原则
 建立统一机制，鼓励多元投入
 坚持开放合作，注重需求导向
 分类统筹管理，强化监督评估



2.探索构建新时期联合基金资助体系

 按1:4比例共同投入，目前中国电科、中国石化、中国海油已加入

 按1:3比例共同投入，目前四川、湖南、安徽、吉林已加入

 按1:2比例共同投入，目前与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签署NSAF协议

企业创新发展联合基金

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

新模式下联合基金架构

与行业部门联合基金

新设立的联合基金将单独发布指南
 2019年尚在协议期的25个，在《2019年度项目指南》

中的有23个，其余2个单独发布指南



3.优化基础科学中心项目资助管理

 在总结试点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项目的资助与
管理工作
 采用公开发布指南的方式，申请人通过依托单位自主申请
 增加资助指标，每年15项。每个科学部2项（其中管理科学

部1项）
 资助周期为“5年+5年”，5年一个资助周期，最多两期
 一个资助周期资助直接费用不超过8000万元（数学和管理

科学不超过6000万元）
 学术带头人和骨干成员合计不多于5人；依托单位及合作研

究单位数量合计不得超过3个



 基础科学中心项目申请时不计入申请和承担总数范围
 正式接收申请到基金委作出资助与否决定之前，以及获得资

助后，计入申请和承担总数范围
 获得资助后的项目负责人及骨干成员在结题前不得再申请或

参与申请除杰青、优青项目以外的其他类型项目
 申请人和主要参与者（骨干成员或研究骨干）同年不得同时

申请基础科学中心项目和创新研究群体项目
 正在承担创新研究群体项目的项目负责人和具有高级专业技

术职务（职称）的参与者不得申请或者参与申请基础科学中
心项目；但在结题当年可以申请或者参与申请

3.优化基础科学中心项目资助管理



4.优化调整创新研究群体项目资助模式

 为进一步加强科学基金对创新人才和团队的贯通培养
功能，对创新研究群体项目资助模式进行优化调整

在资助强度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资助期限由
6年缩短为5年

由之前的每年38项增加到46项。每个科学部
在原有指标基础上各增加1项

缩短资助期限

在研（2013 -2018年批准资助）和新批准
（2019年及以后批准资助）创新研究群体
项目不再实行延续

增加资助规模

取消延续资助



5.优化人才项目资助体系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有关要求，基金委将优化
整合科学基金人才资助体系
 自2019年起，不再设立海外及港澳学者基金两年期项目
 自2020年起，不再设立海外及港澳学者基金延续项目
 有关杰青、优青项目与其他科技人才计划的统筹协调要求，

将按照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的统一部署，另行通告



6.进一步简化申请管理要求

 贯彻落实中央文件精神以及“放管服”改革要求
 杰青项目和创新研究群体项目申请时，不再需要提供学术委

员会或专家组推荐意见
 在站博士后人员作为申请人申请面上、青年和地区项目时，

不再需要提供依托单位承诺函
 青年基金中不再列出参与者，使评审专家关注申请人本人独

立主持科研项目、进行创新研究的能力
 扩大无纸化申请试点范围，除重点项目、优秀青年科学基金

项目外，增加青年基金试点无纸化申请

无纸化项目提醒：为保证项目信息准确真实（尤其重点项目中参与者
与合作单位），我校老师申请时需交两份签章后的签字盖章页至院系
科研科留存，待批准立项后随计划书上报基金委



按照以下顺序列出：
一、10篇以内代表性论著；
二、论著之外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和学术
奖励。

按照以下顺序列出：
一、代表性论著（包括论文与专著，合
计5篇以内）；
二、论著之外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和学术
奖励（合计10篇以内）。

2018年个人简历模板 2019年个人简历模板

6.进一步简化申请管理要求
 落实代表作评价制度
将申请人与参与者简历中所列代表性论著数上限由10篇减少为5篇
论著之外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和学术奖励数由原来不设上限改为10篇以内



7.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

第1页为申请人和参与者承诺页 第2页为依托单位与合作研究单位承诺页

 为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
的要求，2019年将科研诚信承诺书列入申请书中



依托单位报送申请材料的公函中增加科研诚信承诺

要求：法定代
表人签字承诺

7.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



浙江大学2019年申报工作安排四



1.申请人需参考的文件和材料

 浙江大学科研院网站、学校综合服务网站
 《关于2019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有关事项的通告》

 国家基金委网站
 《2019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

电子版：12月底基金委网上发布； 纸质版：1月中旬至科研院领取

不同项目类别、不同学科要求不同，务请至少认真研读三遍！！！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和各类项目管理规定及办法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资金管理办法》及补充通知

 了解本领域已资助项目情况 （科学基金共享服务网、学部网站等）

 2019年新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书（1月15日后在线填写）



2.集中接收项目申请类型

 2019年集中接收项目申请类型（16类）
 面上项目、重点项目、部分重大项目、部分重大研究

计划项目、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地区科学基金项目、优秀青年科

学基金项目、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创新研究
群体项目、基础科学中心项目、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
研究基金延续资助项目、数学天元基金项目、外国青
年学者研究基金项目

 部分联合基金项目、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自
由申请）



 项目指南将原“申请须知”“预算编报须知”与“科研
诚信须知”合并成新的“申请须知”

 上述试点开展分类申请与评审、将青年基金纳入无纸化
申请试点范围、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等内容将体现
在申请须知中

 申请须知中还特别强调了科研伦理与科技安全、加强和
规范依托单位管理等内容。
 如果项目申请涉及科研伦理与科技安全的相关问题，申请人应

当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伦理准则。同时，申请人在申
请书中提供依托单位对于生物安全等的保障承 诺，以及所在单
位或上级主管单位伦理委员会的审查证明等

3.《指南》申请须知调整



 生命科学部
 部分一级代码进行了拆分、合并、更改对应名称等
 二级代码和三级代码进行了增减和细化

调整前一级代码 所做调整 调整后一级代码

C05生物物理、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拆分
C05生物物理与生物化学

C21分子生物学与生物技术

C09神经科学
合并 C09神经科学与心理学

C21心理学

C16林学 扩充 C16林学与草地科学

C17畜牧学与草地科学 削减 C17畜牧学

C10生物力学与组织工程学 更名 C10生物材料、成像与组织工程学

C13作物学 更名 C13农学基础与作物学

4.申请代码调整



调整前 调整后

一级代码
二级代
码数

三级代
码数

一级代码
二级代
码数

三级代
码数

D01地理学 7 18 D01地理学 8 23
D02地质学 14 7 D02地质学 19 7
D03地球化学 8 0 D03地球化学 14 0
D04地球物理学和空间物
理学

12 11
D04地球物理学和空间物
理学

13 11

D05大气科学 13 0 D05大气科学 15 0
D06海洋科学 11 0 D06海洋科学 15 0
D07环境地球科学 14 18 D07环境地球科学 11 24
合计 7 79 54 7 95 65

注：具体变化请查阅《2019年度项目指南》

 地球科学部
 新增部分二级代码和三级代码
 部分二级代码和三级代码调整了所属一级代码

4.申请代码调整



 分为定额补助和成本补偿：除重大项目和国家重大科
研仪器研制项目外，都是定额补助项目

 申请人需认识到预算编报的重要性
 认真阅读项目指南申请须知中“预算编报要求”部分
 只需填报直接费用预算部分
 多个单位共同承担一个项目的，需分别编制项目资金预算，

并由申请人汇总编制，并在预算说明表中说明是否外拨以及
外拨金额

 定额补助项目申请书阶段的分预算至少需
经合作方参与者签章，计划书阶段的分预
算需经合作方参与者和合作研究单位签章

5.申请提示- 经费预算



 总数≤“3”          高级职称人员
 申请(负责＋参加)＋在研(负责＋参加) 
 特殊类别项目不限项，如创新群体

 申请+承担≤“1” 非高级职称人员
 “申请(负责)＋在研(负责)” 合计不超过1项
 “参加”不限项
 青年基金负责人结题当年可申请面上项目

 同年同类≤ “1” 
 申请人（不含参与者）同年只能申请1项同类型项目（特殊类

别项目除外）
 上一年获得资助的，当年不得作为申请人申请同类项目（特

殊类别项目除外）

5.申请提示-限项规定（1）



 青年or优青or杰青or 群体≤“1”   
 作为负责人限获得1次资助

 优青+杰青≤“1” 
 获得杰青的不能申请优青
 不能同时申请杰青和优青
 优青负责人结题当年可申请杰青
 申请时不限项；正式接收申请到自然科学基金委作出资助与

否决定之前，以及获得资助后，计入限项

 连续两年申请面上项目未中后暂停面上项目申请1年
 包括初审不予受理的项目

5.申请提示-限项规定（2）



 处于评审阶段的申请项目
 自然科学基金委做出资助与否决定之前，计入限项申请范围

之内

 申请人受聘于多个依托单位
 通过不同依托单位申请和承担项目，其申请和承担项目数量

仍然适用于限项申请规定

 2018年12月结题的项目，今年提交结题报告且正常
结题的不在限项范围

 限项规定基本维持不变，注意指南中的特殊说明，以
发布的《2019年度项目指南》为准

 将通过申报系统自动进行限项检查

5.申请提示-限项规定（3）



 2019年将科研诚信承诺书列入申请书中
 个人信息真实：包括申请人、参与者
 在项目申请受理阶段，基金委开展项目相似度检查

 同一内容不得以任何形式重复申请

 研究内容
 如实填写工作基础和研究内容
 论文：规范列出所有作者署名，准确标注
 应遵守学术界公认的学术道德和规范，不得使用存在科研

不端行为的研究成果作为基础申请
 涉及科学伦理的，应提供伦理证明

5.申请提示-科研诚信与规范



 基金委2018年不予受理的申请中，“不属于本学科项目指南资助
范畴”（495项） 、“研究计划与研究期限不一致”（364项）
、“依托单位或合作研究单位未盖公章、非原件或名称与公章不
一致”（361项）为数量前三位的原因

 我校2018年不予受理的申请中，“不属于本学科项目指南资助范
畴”（11项） 、“申请人或主要参与者未签名或签名与基本信
息表中人员姓名不一致”（2项）、“申请书缺页或缺项、缺少
主要参与者简历”（2项）为数量前三位的原因

5.申请提示-重视申请书形式审查

1.务请严格按照新版申请书格式填写！！！
2.务请认真负责填写《2019年度国家基金申请
书形式审查明细表 》进行自查！！！

“错过一次即一年”



 院系科研科：也可直接分配新用户名密码
 有纸化申请项目：申请人打印最终版PDF申请书2份
 所需纸质材料附件：证明信、推荐信、非全职人员聘用合同等
 无纸化申请项目：需交2份签章后的签字盖章页至院系科研科留存

6.申请书上报流程



7.申请进度安排

3月6日（周三）中午12:00前
学院（系）将所有签章后的完整申请材料上报科研院

各院系对本单位项目进行审查和初评

申请人完成初稿（1月15日后登陆系统填写）

前期培训（全校动员&培训、分类别交流、院系培训）



8. 联系方式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各学部学科：http://www.nsfc.gov.cn
 技术咨询电话：010-62317474
 技术咨询邮箱：support@mail.nsfc.gov.cn
 在线咨询：

 浙江大学科学技术研究院
 基础研究与海外项目部
 咨询电话：88981080  88981126
 咨询邮箱：kyyjcb@zju.edu.cn



及时传达政策，细化管理服
务，为学校基金工作更好更
快发展保驾护航

认真组织院系动员会、交流
培训、形式审查，对重点重
大类、人才类项目内容把关

学校

关注和支持基金工作发展，
积极申请项目，认真参与基
金评审等管理工作

结语

教师

院系

学校主导；院系主体；教师主角；学科支撑



预祝新年快乐，取得好成绩！

衷心感谢各单位、各基金管理人员、
广大科研工作者长期以来的支持！
欢迎对基金工作提出建议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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