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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报初审工作的几点思考

白冲朝 刘喜珍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数理科学部 , 北京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以下简称科学基金 资助项

目的生命周期包括项目申报 包括初审 、评审 通讯

评审和会议评审 、批准 、执行 包括中期检查 、结题

与后期跟踪 个过程 。其中项目申报作为科学基金

资助项目生命周期的起点是至关重要的 。通不过这

个起点 ,其他都无从谈起 。

科学基金项目初步审查的目的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以下简称 自然科学

基金委 工作人员遵照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管理条

例 》的总体要求 ,依据 “年度项目指南 ”、当年度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申请与结题 申报等有关事项通

告 》 以下简称 《通告 和科学基金项 目管理办法的

要求进行初审 。初审实际上是对申请材料做形式上

的审查 ,不做学术判断 ,主要是审查申请书是否按照

要求填写 、申请者和参加者是否符合申请项数的规

定 、手续和证明材料是否完备等 。

项 目不予受理的原因主要分两类 ,一类是违反

科学基金项目限项的要求 另一类是申报的手续不

完备 。因此科学基金项目初步审查的目的对应的也

是两个 一是避免科研资源的过分集中 二是体现科

学基金项目申报程序的严肃性 。

一 年科学基金项目不予受理情

况分析

自然科学基金委不予受理的总体情况

一 。年 , 年中自然科学基金委集中受

理期间分别接收申请项 目 、 、 和

项 经过初审 ,不予受理 申请项 目分别为

、 、 和 项 ,分别 占总申请量的

、 、 和 。

由此看出 ,虽然在集中受理期间每年不予受理

项目的总量在不断增加 ,但不予受理项目占总申请

量的百分比有逐年下降的趋势 。

数理科学部不予受理情况分析

数理科学部在 一 年集中受理期间分

别接收申请项 目 、 、 、 项 经过初

审 ,不予受理申请项目分别为 、 、 和

项 ,占数理学部总 申请量的比例分别为 、

、 和 占当年 自然科学基金委

总不 予受 理量 的 比例分 别 为 、 、

和 。

依前所述 ,科学基金项目不予受理主要分两类 。

限项涉及的方面主要包括项目总数限制和承担某类

项目的项数限制 违规涉及的方面包括签字 、公章 、

年龄限制 、区域限制 、填报要求 、推荐信 无博士学位

的中级职称申请者和在职研究生 、申请资格等 。

表 一 年数理科学部不予受理情况

超出 违规类别

年度 限项 未盖 未签 无推 不在受 不符合 超过

数量 公章 字 荐信 理范围 填报要求 年龄
其他 小讨

乃八八月︸̀州曰︺,乙,﹄两乃已卜目匕臼乃八内

乙门

年

年

年

年

合计

从 一 。年 年数理科学部不予受理的

数据看 ,三分之二的项目是因为违反科学基金项 目

的限项要求 ,其中主要是因为违反了承担的面上项

目类与重点项 目类的项 目总数不能超过 项的限

制 。因违规而不予受理的项 目中 ,排在前三位是公

章问题 、推荐信问题和不符合填报要求 类 。

做好科学基金项目申报工作的几点思考

科学基金项目初审是一种形式审查 ,只要申报

人和依托单位科研管理人员工作做得扎实一点 、认

真仔细一点大都可以避免 。特别是申请人经过两三

个月甚至半年的前期调研 、分析 、撰写 ,准备一份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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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材料很不容易 ,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但只因为一个

小的疏忽或纸漏 ,造成项目无法得以评审 ,丧失与其

他项目竞争的机会 ,是很可惜的 。这也造成了申请

者 、依托单位科研管理人员 、自然科学基金委工作人

员的时间 、精力 、金钱的浪费 。

虽然科学基金项 目申报工作的主体是申请者 ,

但有些不予受理情况的发生并不仅仅是申请者造成

的 ,譬如因公章问题 。但后果的承受者是项 目申请

者 ,这对申请者就有些不公平 。

申请者 、科学基金项 目承担者 、评审专家 包括

通讯评审专家和会议评审专家 、依托单位和自然科

学基金委 者构成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共同体 。因

此 ,科学基金项 目申报工作并不是申请者一个人的

事 ,做好科学基金项目申报工作是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共同体的共同职责 。

申请者要从自身做起

申请者仔细研读科学基金项目有关管理办法和

相关文件是做好项目申报工作的必要条件 。申请者

作为科学基金项 目申报的主体 ,在申报科学基金项

目前 ,要学习各类科学基金项 目的管理办法 ,重点了

解包括各类基金项目的申请者资格要求 、限项要求 、

经费预算要求等 ,尤其是管理费 、国际合作与交流费

以及劳务费的比例和使用范围 ,切实做到填报时心

中有数 。申请者人还要清楚自己负责与参加的各类

科学基金项目情况 ,特别是要理清参与非本单位科

研人员负责的科学基金项目情况 。

科学基金项目承担者 、评审专家做好科学基金

的宣传工作

科学基金项目的申请者 、承担者 、评审专家三者

角色是经常互换的 。科学基金项 目的承担者 、评审

专家通过承担科学基金项目和参与科学基金项 目的

评审工作 ,会从另一个角度重新认识科学基金项 目

的管理办法和有关规定 。通过他们的切身体会来宣

讲科学基金的有关规定 ,有助于申请者和依托单位

在项目申报过程中做到有的放矢 。

依托单位把好科学基金申请材料的审查关

年 月自然科学基金委发布了《关于加强

依托单位对科学基金项目管理工作的意见 以下简

称 《意见 。在 《意见 》中明确指出依托单位是科学

基金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组织实施科学基

金工作的重要基础和保障 。其中第六条明确规定

“依托单位要全面了解 、认真宣传和贯彻执行科学基

金有关管理规定 ,精心组织 、协调本单位科学基金申

请工作 ,为申请者提供咨询和指导 。”仁巧

由此可以看出 ,依托单位在科学基金项 目申报

工作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为了组织好本单位科学

基金项目申报工作 ,降低本单位不予受理项目的数

量 ,一些依托单位采取各种办法和措施 ,探索出了一

些好的经验和做法 。例如 ,有的依托单位在科学基

金项目开始受理的 一 个月前就开始进行动员和

培训 ,并将自然科学基金委最新的项 目指南和有关

申报要求发送给每个科研人员 有的依托单位还编

写有关科学基金项 目申报的配套文件 ,如关于又年

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报注意事项的说明 、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申报注意事项 、 年度国家 自然科学基

金申报个人承诺书 、火年度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申报

自查表 、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报动员辅导报告

等等 ,其目的之一就是尽量使更多的申报材料通过

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初审关 。

申请者准备的申报材料必须经过依托单位的审

核 ,而依托单位审核主要是看申报材料是否有 “硬

伤 ” ,由于是提交到自然科学基金委前的最后一关 ,

依托单位最后的审核关很重要 。依托单位对申报材

料的审核也是一种形式检查 ,形式审查的方面包括

申请人的资格 、限项要求 、证明材料 、填报要求 包括

资助类别 、亚类说明 、附注说明 、申请代码 、申请代

码 。建议依托单位审查项 目申报材料时 ,注重以

下几方面

看申请人的资格 ,查 “信函 ”。对无博士学

位的中级职称人员提交的申报材料 ,查两个高级职

称人员的推荐信 对在职研究生提交的申报材料 ,查

其导师同意申报的函件 对外籍人员负责申报的和

有外籍人员参研项目的申报材料 ,查其与依托单位

的聘任协议或其同意参加项目申请的函件 。

查好申请书的最后一页 。查看最后一页 ,

就是查看项 目组所有人员是否都签了字 ,依托单位 、

合作单位是否都盖了公章 ,所盖公章是否是单位注

册公章 。

查看填报要求 , “放大抓小 ”。这里的 “大 ”

是指面上项目 、青年基金项 目 、地区基金项目 、重点

项目等申请量多 、接触比较多的项 目类型 ,对这类项

目科研人员比较熟悉 ,填报也没有太多的特殊要求 ,

依托单位在审核这些类项 目时可能不需花费太多的

精力 这里的 “小 ”是指重大项 目 、重大研究计划 、联

合基金 、专项基金等申请量相对较少 、科研人员接触

比较少的项目类型 ,对这类项 目科研人员不太熟悉 ,

大多也会有特别的填报要求 ,这是审核的重点 。

限项预控 。这需要依托单位充分掌握本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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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科研人员承担 包括负责和参加 项 目的情况 ,特

别是本单位的科研人员参加其他单位科研人员项目

的情况 ,确保不会因本单位科研人员的原因造成申

请项目不予受理 。

自然科学基金委提供更细致的服务

从以上的分析可知 ,每年在集中申报期间受理

的项目大约有 左右的项目因形式问题而不予受

理 ,从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的角度 ,希望每年不予受

理项目的数量越少越好 。造成不予受理项 目的出

现 ,尽管有申请者和依托单位的原因 ,但自然科学基

金委也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

细化科学基金项目限项规定 。目前科学基

金项目类型较多 ,其中参加限项规定的就有十多个

类别 ,并且每类项目根据资助定位不同 ,又有不同的

规定 。目前还没有一个包含全部要求的文件 ,想全

面了解限项规定就需要查阅多个文件 。但在年度

《项目指南 》的限项规定中只包括了几条内容 ,很容

易使申请者和依托单位科研管理人员产生理解的歧

义 。建议自然科学基金委有关部门细化科学基金项

目的限项规定 ,使申请者看得明白 ,理解得准确 ,依

托单位审查的依据清楚明了。

明示特别的要求和变化 。现在指导申请者

和依托单位申报的文件主要有 《条例 》、有关管理办

法 、年度项 目指南 、《通告 》等 。自然科学基金委每年

也会根据实际情况 ,对年度项 目指南和 《通告 》中的

有些规定进行微调 。建议自然科学基金委有关部门

将有别于上年度要求的条目和有特殊要求的条目加

以特别注明 。

提供预查重功能 。不予受理的项目中有三

分之二是因为违反限项规定而不予受理的 ,因此建

议在现行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报系统

中增加对申请项目的实时预查重功能 还应建

立一个信息查询窗口 ,使当年度的申报人可以在申

请前查询本人承担的在研项 目情况 包括参加项

目 ,以减少因超项造成不予受理情况的发生 。

做好科学基金项目申报的宣传工作 。自然

科学基金委作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管理者 ,有义

务宣讲科学基金的有关管理办法和规定 。 自然科学

基金委应充分利用广播电台 、电视 、报纸 、杂志 、互联

网和各类管理工作会议宣讲科学基金知识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工作地区联络网工作条例 》中规

定了地区联络网的 项任务 ,其中前 项都与科学

基金项目申报有关 ,因此要充分利用地区联络网这

个平台 ,宣传科学基金项目申报有关规定和经验 ,达

到事半功倍的目的 。

科学基金项 目申报工作不是申请人一个人的

事 ,需要科学基金共同体一起努力 ,各负其责 ,提高

申报工作的质量 ,尽量减少不予受理情况的发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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