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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各类项目受理情况

2侧又 年生命科学部受理各类项 目的特点是
:
申

请项 目数增加 30 84 项
,

达 17 8 84 项 ; 申请单位增加

I H 个
,

达 7 48 个 ;青年申请者增加 了 2 6 52 人 (增长

率为 26
.

77 % )
,

达 12 5 56 人
,

占科学部总申请项 目

数的 75
.

43 % ;有博士学位的项 目申请人明显增加
,

达 9 7 20 人
,

增加了 2 351 人 (增长率为 31
.

90 % )
,

占

科学部总申请项 目数的 58
.

36 %
。

2 同行评议情况

2
.

1 面上项 目同行评议

( l) 全面实行网上同行评议

2仪阵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全面实现网

上受理
、

网上评审
,

实行网上选派评议专家和申请书

电子文档的联网评议
,

对所有未获资助项 目全文反

馈同行评议意见
。

为此
,

通过不同方式不断扩大和

完善专家库
,

已更新与扩充的专家数量达到 24 0 36

人 ;整合和完善了同行评议指标体系
,

将原来的 16

个评议指标简化为 5 个
,

使同行评议指标体系和同

行评议表格更加科学
、

更加简明实用
。

网上评审工作得到了全国生命科学领域专家们

的大力支持和积极配合
。

截止到 2以又 年 7 月 巧

日
,

科学部网上指派面上项 目 巧 7% 项
,

网上指派

同行评议 79 6 59 份
,

聘请了 5 7 91 位同行专家
,

网上

指派率达 100 %
。

网上 回 函 78 20 7 份
,

回函率达

9 8
.

18 %
。

( 2) 继续邀请海外专家参加评审

2 X( 科 年生命科学部 19 个学科评审组中有 16 个

学科评审组邀请了 27 位海外专家参加专家评审会
,

重点项 目答辩邀请海外专家 26 名
,

共计 53 人
。

2
.

2 重点项目同行评议及答辩人员遴选

( l) 组织形式

按
“

自由申请
”

与领域申请两部分分别组织 同行

评议
。

前者
,

由各科学处组织进行
,

后者
,

根据学科

覆盖情况成立工作小组
,

共同协商完成本领域内所

有申请项 目的同行评议专家的选择
、

同行评议意见

的综合分析和答辩候选人的推荐等工作
。

( 2 )发函
、

回函

除未能通过初审的 81 项申请外
,

其余的 46 8 个

项 目
,

共发出同行评议函 265 2 份
,

回函 24 72 份
,

回

函率 93 % (截止到 2以拜 年 6 月 巧 日 )
。

( 3) 广泛邀请海外专家参加重点项 目的同行评

议

在 2印3 年 5 个学科试点工作的基础上
,

2X( 只 年

进一步扩大海外专家评审规模
,

共有 84 位海外专家

参与了 246 项重点项目的同行通讯评议
。

2
.

3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同行评议及答辩人

员遴选

( l) 专家的选择和评议

除了筛除的 10 项外
,

对其余的 27 1项进行了函

评
,

共发函 13 57 份
,

收函 13 49 份
,

回收率 99
.

41 % ;

海外
、

港澳青年学者合作研究基金除了筛除的 3 项

外
,

对其余的 154 项进行了函评
,

共发函 7 71 份
,

收

函 768 份
,

回收率 99
.

61 %
。

较优 秀 的 申请者 ( 3 ZA B 以 上 ) 有 41 人
,

占

2 6
.

11 %
。

2 X( 只 年分 配 指标 是 33 人
,

资 助率 为

2 1
.

02 %
。

( 2) 答辩人员的遴选

主要程序
:
( i) 科学部按生物学与生物医学

、

农

业科学
、

医学三大领域
,

以同行评议的结果为主要依

据
,

同时参考申请项 目数的多少
,

分配参加科学部答

辩人数指标 ; ( }} )各学科对每位申请者综合分析同

行评议意见
,

在此基础上 向科学部提出建议参加答

辩人选 ; ( !i} )按生物学与生物医学
、

农业
、

医学三大

领域
,

各个学科逐项介绍推荐人选情况
,

进行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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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科学部全体人员进行无记名投票
,

最后科学部

以投票结果为主要依据
,

同时分析专家意见
,

确定各

领域的答辩人选
。

遴选结果
:

( !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答辩名额分

配 :生物与生 物医学领域 29 人
,

农业科学领域 14

人
,

医学领域 19 人
,

合计 62 人 ; ( 两)海外
、

港澳青年

领域 20 人
,

农业科学领域 5 人
,

医学领域 16 人
,

合

计 4 1人
。

3 评审结果与资助项 目情况

3
.

1 面上各类项 目

( 1) 2 X( 拜 年生命科学部面上项 目资助情况 (见

学者合作研究基金答辩名额分配
:
生物与生物医学 表 1)

。

表 1 2 X( 拜年度生命科学部面上项目资助情况

项 目类别

自由申请

青年基金

地区基金

地区联合

小额资助

资助项目数 (计划数 ) 资助金额 (计划数 ) (万元 ) 平均资助率 ( % ) 平均资助强度 (万元
J

/项 )

2沙均 (么又5 )

57 8 ( 58 3 )

152 ( 15 2 )

5 ( 5 )

28 0 (邓0 )

4 30 3 5 ( 4 2争铭 ) 16
.

84

12 1困 ( 12公坦 ) 16
.

3 5

2 88 1 ( 28 8 8 ) 15
.

98

2 (狱〕(刀汉 ) )

2公如 ( 22 4(j )

21
.

00

21 0 1

19
.

00

合 计 18
.

3 9 19
.

75

( 2) 在 2X( 科 年度的评审与资助工作中
,

科学部

强调 :
对于同行评议认为创新性好的项 目

,

视具体情

况给与高出平均强度的资助 ;加强对
“

非共识
”

项 目

的分析
,

慎重对待不同学术观点和被认为具有创新

萌芽的项 目 ;加强对交叉项 目的支持
,

2X( 又 年共资

助跨科学部交叉项 目 97 项
,

19 13 万元 ;根据学科发

展状况和特点
,

考虑资助经费的使用方向和侧重点
,

拉开项 目资助的档次 (最高资助额度为 40 万元 /项
,

最低为 8 万元 /项
,

大于 25 万元 (含 )的项 目有 158

项 ;继续加强
“

绩效挂钩
” ,

扩大试行长期资助项 目的

学科范围
,

对完成基金资助项 目优秀的申请者所申

请的项 目
,

给与同等优先考虑
,

提高连续资助项 目的

比例 (实际资助项目中连续资助项目为 6朔〕项
、

长期

资助项目为 32 项 )
。

.3 2 重点项 目

( l) 重点项目复评工作的改进

( ! )全部实行答辩 ; ( “ )实行高强度的差额遴

选 (差额 巧 6 % ) ; ( iii )实行大领域专家组答辩评审
,

将 5位同行专家的评议意见和项 目简介印发给每位

专家
,

将
“

主审
”

专家改为
“
主阅

”

专家
,

克服
“

主审
”

制

存在的一些不足
。

共资助项 目 80 项 (其中生命利
.

学部独立资助的

重点项目 78 项
,

经费 or s加万元 )
,

总经费 10 7印 万

元
,

平均资助强度 134
.

50 万元 /项
,

资助率 巧% ; 另

外
,

以生命科学部为主
、

其他学部为辅的交叉重点项

目 2项
,

资助总经费 2印 万元
,

其中生命科学部经费

104 万元
,

地球科学部经费 26 万元
,

信息科学部经

费 26 万元
,

计划局交叉重点项 目经费 104 万元
。

其

他科学部为主
、

生命科学部为辅的交叉重点项 目 7

项 (数理科学部 2 项
、

信息科学部 1项
、

管理科学部 1

项
、

地球科学部 3 项 )
,

资助总金额为 12加 万元
,

其

中生命科学部资助经费为 2 40 万元
。

( 2) 资助项目的特点

( } )打破资助经费分配的
“

平均主义
” ,

根据项

目的实际情况确定
,

最高达 1团 万元
,

最低 100 万

元 ; ( ii )打破学科界限资助项 目
,

根据项 目水平和大

领域确定资助项 目 ; ( iil )注意对过去的研究基础和

已取得的重要进展项目的连续资助
。

3
.

3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有 45 位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资助 ;有

3 3位获得海外
、

港澳青年合作研究基金资助
,

有 6

位海外青年合作研究基金转为
“

两个基地
”

模式资

助
。

3
.

4 创新研究群体

2X( 抖 年由教育部推荐创新研究群体 4 个
,

中国

科学院推荐 3个
,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推荐 4 个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生命科学部推荐 5 个共 16 个
。

科学部专业评审组通过听取群体学术带头人报告
、

答辩和充分讨论之后
,

经无记名投票选出 5 个群体

作为候选资助群体 (候选群体尚须经过实地考核和

委务会审批
,

决定是否给予资助 )
。

3
.

5 重大研究计划
“

真核生物重要生命活动过程的信息基础
”

和
“

中医药学几个关键科学问题的现代研究
”

进人第 2

次申请与评审
,

2 X( 只 年共资助 23 10 万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