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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是我国基础研究体系的重要

平台。一个地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广度

与强度标志着该地区原始创新的 能 力、基 础 研 究 的

实力。本文以２０１０—２０１４期 间 浙 江 省 获 得 国 家 自

然科学基金情况［１］为 研 究 对 象，重 点 对 浙 江 省 获 得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发展趋势和结构特征进行

了统计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 浙 江 省 在 国 家 自

然科学基金立项资助中的优势和 存 在 的 问 题，并 就

提升浙江省基础研究实力，争取获 得 更 多 国 家 自 然

科学基金项目提出对策建议。

１　浙江 省 获 得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资 助 项 目

统计分析

１．１　总体情况分析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浙江省累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资助立项８　３７１项，其中，面上项目３　９８８项，青

年基金项目３　４６２项，重点项目８９项，重大项目（含

重大项目课题）２５项，杰 出 青 年 基 金 项 目３５项。５
年累计资助金额４４３　１７１．４万元。无论就立项数量

而言，还是就资助金额而言，浙江省获得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资助均呈现总体上升趋势（表１、表２）。

１．２　项目资助率分析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浙江省累计申请各类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３１　２８７项，累计立项数量与累计申请

数量之比，即综合资助率为２６．７６％。其中，面上项

目１７　２０９项，平 均 资 助 率２３．３３％；青 年 基 金 项 目

１３　０６１项，平均资助率２６．３９％；重点项目５４９项，平
均资 助 率１６．１５％；重 大 项 目５１项，平 均 资 助 率

４８．８８％；杰 出 青 年 基 金 项 目４１７项，平 均 资 助 率

表１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浙江省获得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的立项总数、金额及排名

年份 项目总数（项） 项目总金额（万元） 全国排名

２０１０　 １　２７０　 ４２　２７９．００　 ６
２０１１　 １　６２０　 ７６　９３２．４７　 ７
２０１２　 １　８５０　 １０６　６２２．６２　 ６
２０１３　 １　８０８　 １０９　２７４．３０　 ６
２０１４　 １　８２３　 １０８　０６３．０１　 ６
累计 ８　３７１　 ４４３　１７１．４０ —

表２　年度立项构成（项）及环比发展速度（％）

年份
面上项目 青年基金项目 重点项目 重大项目 杰出青年基金

项数 环比 项数 环比 项数 环比 项数 环比 项数 环比

２０１０　 ６５３ — ４７０ — ７ — ７ — １２ —

２０１１　 ７６０　 １１６．３８　 ６８１　 １４４．８９　 １６　 ２２８．５７　 ５　 ７１．４３　 ９　 ７５．００

２０１２　 ９２１　 １２１．１８　 ７２１　 １０５．８７　 ２１　 １３１．２５　 ３　 ６０．００　 ４　 ４４．４４

２０１３　 ８７１　 ９４．５７　 ７３８　 １０２．３６　 ２３　 １０９．５２　 ６　 ２００．００　 ５　 １２５．００

２０１４　 ７８３　 ８９．８９　 ８５２　 １１５．４５　 ２２　 ９５．６５　 ４　 ６６．６７　 ５　 １００．０
累计 ３　９８８　 １０５．５１　 ３　４６２　 １１７．１４　 ８９　 １４１．２５　 ２５　 ９９．５３　 ３５　 ８６．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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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６％（表３）。平 均 资 助 率 最 高 的 是 重 大 项 目，但

是考虑到重大项目申请的特殊性，这 种 高 资 助 率 不

具备示范效应。平均资助率最低的是杰出青年基金

项目。这可能是“龙门效应”作用 的 结 果，值 得 项 目

申请者理性对待。

１．３　不同科学部资助项目分析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浙江省所获得的资助项目覆盖

了国家自 然 科 学 基 金 所 有 学 部，其 中，数 理 科 学 部

（科学部代码Ａ）６７０项，化学科学部（科学部代码Ｂ）

８３６项，生命科学部（科学部代码Ｃ）１　３１８项，地球科

学部（科学部代码Ｄ）３８６项，工程与材料科学部（科

学部代码Ｅ）１　２１７项，信 息 科 学 部（科 学 部 代 码Ｆ）

９４２项，管理科学部（科 学 部 代 码Ｇ）３７６项，医 学 科

学部（科学部代码 Ｈ）１　７０５项（表４）。

１．４　浙江大学获得资助项目分析

作为浙江省唯一国家９８５、２１１重点建 设 大 学，
浙江大学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数量在省内

独占鳌头。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浙江大学共获得面上项

目２　０９２项，青年基金项目１　１０４项，重点项目７４项，
重大项目２２项，杰 出 青 年 基 金 项 目２９项。从 各 类

项目占比情况看，除青年基金项目外，浙江大学获得

资助项 目 数 量 均 超 过５０％，尤 其 是 在 重 大 项 目、杰

青项目、重点项目中，浙江大学多数年份占比都超过

８０％，甚至有些年份囊括浙 江 获 得 的 所 有 重 大 项 目

（表５）。

表３　不同类型项目资助率（％）及其环比发展速度（％）

年份
面上项目 青年基金项目 重点项目 重大项目 杰出青年项目

资助率 环比 资助率 环比 资助率 环比 资助率 环比 资助率 环比

２０１０　 ２１．２７ — ２５．３５ — ８．７５ — ５３．８５ — １３．３３ —

２０１１　 ２１．０６　 ９９．０１　 ２５．６８　 １０１．３０　 １１．８５　 １３５．４３　 ５０．００　 ９２．８５　 １１．８４　 ８８．８２
２０１２　 ２１．８９　 １０３．９４　 ２５．４９　 ９９．２９　 １７．０７　 １４４．０５　 ３７．５０　 ７５．００　 ５．４８　 ４６．２８
２０１３　 ２５．５４　 １１６．６７　 ２６．７１　 １０４．７９　 ２３．９６　 １４０．３６　 ６６．６７　 １７７．７９　 ５．６２　 １０２．５５
２０１４　 ２６．８７　 １０５．２１　 ２８．７４　 １０７．６０　 １９．１３　 ７９．８４　 ３６．３６　 ５４．５４　 ５．０５　 ８９．８６
平均 ２３．３３　 １０６．２１　 ２６．３９　 １０３．２５　 １６．１５　 １２４．９２　 ４８．８８　 １００．０５　 ８．２６　 ８１．８８

表４　获得资助项目的学部分布情况

年份

学部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面上 青年 面上 青年 面上 青年 面上 青年 面上 青年

Ａ　 ５６　 ４１　 ６９　 ６３　 ８８　 ７５　 ７９　 ７３　 ５８　 ７０
Ｂ　 ８７　 ６６　 ９３　 ７２　 １００　 ７８　 ８６　 ８８　 １００　 ７６
Ｃ　 １３７　 ６３　 １３７　 １２５　 １６２　 １１４　 １６５　 １３１　 １４４　 １４５
Ｄ　 ２２　 ２７　 ２４　 ４３　 ４３　 ４４　 ４８　 ４２　 ４１　 ５２
Ｅ　 ７５　 ８８　 １３１　 １１５　 １５４　 １２５　 １３５　 １０６　 １１９　 １６９
Ｆ　 ９１　 ７９　 １０１　 ９１　 １１７　 ８４　 １１４　 ８７　 ９１　 ８８
Ｇ　 ４５　 １５　 ３８　 ３０　 ５０　 ３０　 ４４　 ３９　 ３８　 ５１
Ｈ　 １４０　 ９５　 １７０　 １４５　 ２０９　 １７３　 ２０４　 １７３　 １９２　 ２０４

表５　浙江大学获得资助项目数量（项）及其省内占比（％）

年份
面上项目 青年基金项目 重点项目

重大项目
（含课题）

杰青项目

项数 占比 项数 占比 项数 占比 项数 占比 项数 占比

２０１０　 ３５６　 ５４．５２　 １８１　 ３８．５１　 ６　 ８５．７１　 ７　 １００．００　 ９　 ７５．００
２０１１　 ４１２　 ５４．２１　 ２２７　 ３３．３３　 １２　 ７５．００　 ３　 ６０．００　 ８　 ８８．８９
２０１２　 ４８４　 ５２．５５　 ２２８　 ３１．６２　 １９　 ９０．４８　 ３　 １００．００　 ４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３　 ４３８　 ５０．２９　 ２１０　 ２８．４６　 １９　 ８２．６１　 ５　 ８３．３３　 ４　 ８０．００
２０１４　 ４０２　 ５１．３４　 ２５８　 ３０．２８　 １８　 ８１．８２　 ４　 １００．００　 ４　 ８０．００
平均 ４１８．４０　 ５２．５８　 ２２０．８０　 ３２．４４　 １４．８０　 ８３．１２　 ４．４０　 ８８．６７　 ５．８０　 ８４．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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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浙江 省 获 得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资 助 优 势

分析

２．１　获得资助项目数量逐年增加、排名稳定

（１）项目 资 助 数 量 逐 年 增 加。从 整 体 情 况 来

看，浙江省面上项目、青年基金项目和重点项目的受

资助数量近５年来均呈逐年增加态势。总的项目数

从２０１０年的１　２７０项到２０１４年的１　８２３项，增加了

４３．５４％。特 别 是 青 年 基 金 项 目，从２０１０年 的４７０
项上升到２０１４年的８５２项，增加了８１．２８％。从环

比视角看，面上项目、青年 基 金 项 目、重 点 项 目 增 速

明 显，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年 平 均 环 比 增 长 速 度 分 别 为

１０５．５１％、１１７．１４％和１４１．２５％（表２）。
进一步 分 析 不 难 发 现，２０１３年 和２０１４年 面 上

项目的资助数量出现下降，究其原 因 主 要 受 基 金 申

请限项政策影响。限项政策的实施直接导致浙江申

请量的下降。限项之前的２０１２年，全省面上项目申

请量高达４　２０６项。限 项 实 施 后，２０１３年 面 上 项 目

申 请 量 下 降 到 ３　４１０项，２０１４年 进 一 步 下 降 达

２　９１４项。
（２）项目资助率稳步提升。虽然项目资助的绝

对数量受限项政策的影响在２０１３年和２０１４年出现

了一定幅 度 的 下 浮，但 是 项 目 资 助 率 却 稳 步 提 升。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面上项目的平均资助率为２３．３３％，
平均环比增长速度为１０６．２１％，青年基金项目的平

均资 助 率 为 ２６．３９％，平 均 环 比 增 长 速 度 为

１０３．２５％，重点项目的平均资助率为１６．１５％，平均

环比增长速度为１２４．９２％（见表３）。
（３）排 名 稳 居 全 国 第 六。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除

２０１１年微跌至第７名外，浙江省获得的项目总数量

和总金额都稳定在全国第６的位置（如表１所 示）。
特别是近３年，浙江排名 一 直 稳 定 在 第６位。浙 江

省的基础研究实力位于 全 国 前 列。但 是，相 对 浙 江

社会经 济 发 展 水 平 而 言，这 一 排 位 并 不 十 分 令 人

满意。

２．２　浙江基础研究结构得以优化

（１）实现重大项目（含课题）覆盖面的突破。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是瞄准 国 家 目 标，把 握 世

界科学前沿，根据国家经济、社会、科技发展的需要，
重点选择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科学问题进行多学科

交叉研究和多 学 科 综 合 研 究。除 浙 江 大 学 外，２０１１
年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和浙江农林大学分别获得１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课题。２０１３年，宁波大

学再次获得１项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 重 大 项 目 课 题。

至此，浙江省内已经有四所大学 获 得 过 国 家 自 然 科

学基金重大项目（含课题）资助。这标志着浙江省部

分省属高 校 在 一 些 学 科 领 域 里 已 经 具 有 了 一 定 优

势，能够围绕国家可持续发展的 战 略 目 标 以 及 国 家

经济发展亟待解决的重大科学 问 题 开 拓 创 新，重 点

突破，不断提高前沿基础科学研究的综合实力。
（２）项目依托单位科研实力日益提升。２０１０—

２０１４年，浙江省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在

数量增加与结构优化的同时，项 目 依 托 单 位 科 研 实

力也得以日益提升。截至２０１４年，浙江获得国家基

金各类项目资助数量超过６０项 的 依 托 单 位 增 加 到

６家，项 目 申 请 资 助 率 超 过３０％的 依 托 单 位 已 有３
家。项目依托单位大户、强户不断增加，以往省属依

托单位小、散、弱的结构格局得以不断优化。

２．３　优势学科得以长期保持

就国家自然科 学 基 金 资 助 项 目 排 名 而 言，浙 江

基础研究的优势学科主要集中 在 化 学 科 学 部、信 息

科学部、生命科学部、管理科学部和数理科学部。浙

江上述学科所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排名都

稳居全国前列。特别是 在 化 学 和 信 息 学 部，所 获 项

目基本维持在全国前５名，并且 这 些 学 科 与 浙 江 省

的经济发展需求息息相关［２］。

就浙江省所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省内结构

而言，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医学科学部、生命科学部和工

程与材料科学部所获得的资助项目数量是浙江省获

得基金项目 资 助 的 主 体，分 别 占 总 数 的２３％、１８％
和１６％；其次 是 信 息 科 学 部 和 化 学 科 学 部，分 别 达

到了１３％和１１％；数理科学部、地球科学部和管理

科学部，所占比例则小于１０％。

２．４　浙江大学势头依然强劲

浙江大学作为浙江省唯一一所国家教育部重点

建设院校，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 目 的 申 请 过 程 中

起着主力军的作用。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间，与国内其他

依托单位相比，浙江大学在国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的 申

请和受资助的数量上 都 位 列 前２名。同 期，浙 江 大

学获得的各类基金在省内所占 比 例 分 别 为：面 上 项

目５２．５８％，青 年 基 金 项 目 ３２．４４％，重 点 项 目

８３．１２％，重 大 项 目８８．６７％，杰 出 青 年 基 金 项 目

８４．７８％（表５）。从 比 例 上 看，除 了 青 年 基 金 以 外，
其余各类项目浙江大学所承担的项目数都超过了一

半。特别是重点、重大和杰青等大型项目，浙江大学

可谓是一家独大。从学 科 分 布 上 看，浙 江 大 学 在 医

学科学、生命科学、工程与材料科学中占据相当大的

比例。特 别 是 在 医 学 科 学 部，浙 江 大 学 占 比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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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６０％。

３　提升 浙 江 省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竞 争 实 力

的对策建议

３．１　注重科研领军人物培育，提高大型项目资助数

量与质量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浙江省在大额度项目的资助上

一直处 于 弱 势。除 了 重 大 项 目 占 全 国 的 比 例 达

５．４３％以外，重 点 项 目 占 全 国 的 比 例 只 有３．３７％，
杰出青年基金项目占全国的比例只有３．５３％，两者

都相对较低。究其原因，一是由于浙江省大院大所、
著名高校较少，科技基础特别是基 础 研 究 力 量 相 对

薄弱［３］；二是因为近 年 来 人 们 对 平 台 的 重 要 性 已 经

形成广泛共识，受“马太效应”作用，高层次人才纷纷

流向具有较好基础研究平台的单 位，而 不 是 仅 仅 考

虑个人经济待遇等问题［４］。而浙江省具有较好基础

研究平台的单位较少，仅仅靠提供 丰 厚 的 经 济 待 遇

已经难以保证尖端人才 的 聚 集。相 反，尖 端 人 才 流

出浙江的现象不断发生。
针对高端人才 向 优 势 平 台 集 聚 的 趋 势，提 高 大

型项目资助数量与质量，除了加强 人 才 引 进 力 度 之

外，必须注重挖掘省内各依托单位自身潜力、凝聚省

内各依托单位学科优势、构建更多 基 础 研 究 创 新 平

台，唯有如此，才能培养更多对浙江具有强烈归属感

和责任心的科研领军人物。

３．２　有效提升浙江基础研究整体水平

浙江大学一家独大一直是浙江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立项资助情况的基本特征。虽然近年来浙江大学

获得的各 类 项 目 在 省 内 所 占 比 例 呈 现 部 分 下 降 趋

势，但一家独大的基本格局仍将会 在 一 段 时 间 内 长

期保持。提升浙江基础研 究 整 体 水 平，应 当 在 继 续

巩固浙江大学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立项资助优势地

位的同时，充分发挥浙江大学辐射效应，积极鼓励省

属其他依托单位与浙江大学协同创新、共同发展。
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是提升浙江基础研究整体

水平的 又 一 重 要 平 台。通 过 浙 江 省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包括省 重 点、省 杰 青、省 面 上 和 省 青 年）的 立 项 资

助，不仅取得了一批高水平的科研成果，而且使项目

申请者进行了充分的预研，为其进 一 步 申 请 国 家 自

然科学基金奠定了坚实 的 前 期 研 究 基 础。例 如，新

近设立的浙江省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资 助 了 大 量 刚

刚参加工作的优秀博士和博士后，使 得 这 支 最 具 活

力的年青科研力量得以快速融入 研 究 团 队、凝 练 研

究方向。从近两年省属院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青年项目资助的人员 名 单 可 以 看 出，８０％以 上 获 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者前期都获得了省青年基金项

目的资助。因此，有必要 进 一 步 完 善 浙 江 省 自 然 科

学基金的资助体系和评审办法，从 而 使 其 能 够 为 衔

接国家自然科学层面的各类项 目 提 供 更 为 稳 定 的、
长期的支撑。与此同时，省 政 府 应 继 续 加 大 基 础 研

究投入力度，鼓励省属院校发挥自身学科优势，广泛

开展产学研合作，结合地方经济发展需求，体现地方

基础研究的区域特色和创新引领作用。

３．３　抓住“两化融合”契机，推动优势学科发展

如何使基础研 究 优 势 与 社 会 经 济 需 求 相 结 合，

基础研究结构 与 人 才 队 伍 结 构 相 匹 配［５］，是 浙 江 基

础研究发展面临的两大问题。
相对其他省市，根据有关资料和前述分析，在信

息科学部分领域浙江具有一定优势。浙江是全国唯

一的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国家示范区。为了强

化“两化融 合”领 域 的 基 础 研 究，探 索 积 累“两 化 融

合”经验，推进“两化”深度融合，浙江省 政 府 与 国 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在今年３月份设立 了“国 家 自

然科学基 金—浙 江 省 人 民 政 府‘两 化 融 合’联 合 基

金”。本联合基金将结合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需要，
充分发挥浙江省发展信息经济和建设“两化”深度融

合国家示范区的作用，主要选择高端工业自动化、物
联网、云计算与大数据、智慧城市、智慧海洋、智能设

计与制造、工业机器人、电子商务等“两化”深度融合

领域的基础科学问题，吸引和集 聚 全 国 范 围 的 科 学

家开展基础研究。抓住设立“两化融合”联合基金的

契机，进一步夯实信息科学这个优势学科，引领信息

科学基础研究新一轮创新浪潮，不 仅 有 助 于 提 升 浙

江基础研究竞争实力，推动优势学科发展，而且有助

于推动以电子信息、软 件 工 程、电 子 商 务、智 能 制 造

为代表的浙江重要支柱和重点发展产业健康成长。
另外，浙江的生命学科是省内强势学科，同时在

全国也有一定优势，但 相 关 科 研 人 员 数 量 偏 少。而

在工程与材料科学和医学科学 研 究 领 域，浙 江 虽 然

拥有庞大的科研队伍和扎实研 究 基 础，却 尚 未 能 成

为全国 优 势 学 科。针 对 这 种 基 础 研 究 结 构 失 衡 现

状，采取差异化发展战略，在进一步做强优势学科的

同时，加大浙江特色产业有关学科扶持力度，有助于

快速提升浙江基础研 究 综 合 实 力。具 体 而 言，对 于

人才少、实力强的现有优势学科，应该着力做好后备

人才培养 与 引 进，特 别 是 青 年 优 秀 人 才 的 培 养［６］。

对于人才多、实力差的弱势学科，应该着力提高现有

科研人员素质。对于浙 江 特 色 产 业，具 有 区 域 经 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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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的相关学科从业人员，可通过“走出去、请进来”
等方式，紧 密 结 合 发 展 需 求，给 予 重 点 地 关 注 和 支

持。同时采取更为有效的 激 励 措 施，激 发 现 有 科 研

人员投身基础研究的科研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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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信息·

光电国家实验室开辟薄膜太阳能电池研究新材料体系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基金（６１３２２４０１）
和面向能源的光电转换材料培育项目（９１４３３１０５）等

支持下，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光电国家实验室（筹）在

新型太阳 能 电 池 研 究 方 面 取 得 新 进 展。２０１５年５
月１８日，Ｎａｔｕｒｅ　Ｐｈｏｔｏｎｉｃｓ（２０１５，９：４０９—４１５）在

线全文发表了唐江教授课题组的研究成果。
基于在太阳能 光 伏 领 域 的 长 期 研 究 实 践，唐 江

教授课题组着力于探索新型半导体材料以实现高效

低成本的光伏发电。通过努力，他们另辟蹊径，将目

标锁定在一个尚未被广泛研究的Ｖ－ＶＩ化合物硒化

锑（Ｓｂ２Ｓｅ３）上。硒 化 锑 具 有 禁 带 宽 度 合 适（１．１
ｅＶ），吸光系数大，材料组分储量丰富、绿色低毒等优

势，是一个很有前景的作为太阳能 电 池 的 吸 光 层 新

材料。近三年来，课题组专 注 于 硒 化 锑 薄 膜 太 阳 能

电池研究，在该领域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工作：利用肼

溶液涂膜法制备Ｓｂ２Ｓｅ３薄膜并构建ＴｉＯ２／Ｓｂ２Ｓｅ３太

阳能电池（Ａｄｖ．Ｅｎｅｒｇｙ　Ｍａｔｅｒ．２０１４，４：１３０１８４６）；
研究了热蒸发法制备底衬和顶衬结构的ＣｄＳ／Ｓｂ２Ｓｅ３
薄膜太阳能电池并重点研究了蒸发工艺和器件物理

表征（ＡＣＳ　Ａｐｐｌ．Ｍａｔｅｒ．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２０１４，６：１０６８７；

Ａｐｐｌ．Ｐｈｙｓ．Ｌｅｔｔ．，２０１４，１０４：１７３９０４；２０１４，１０５：

０８３９０５；Ｐｒｏｇ．Ｐｈｏｔｏｖｏｌｔａｉｃｓ，２０１５，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２／

ｐｉｐ．２６２７）。
最新发 表 在Ｎａｔｕｒｅ　Ｐｈｏｔｏｎｉｃｓ的 文 章 显 示，课

题组发展了一种快速热蒸发（ＲＴＥ）工艺，利用简单

的管式炉在低真空条件（～１Ｐａ）下实现硒化锑薄膜

的快速蒸发制备（蒸发速率达１μｍ／ｍｉｎ，３０ｓ完成薄

膜沉积）。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深入分析硒化锑晶体

材料的结构特征，发现其晶体由 一 维 带 状 材 料 堆 积

而成，且只在一个方向上存在共价键，而在另外两个

正交方向上都以范德 华 力 结 合。文 章 指 出，如 果 硒

化锑薄膜 取 向 得 当，则 其 晶 界（ＧＢ）将 不 存 在 悬 挂

键，本征良性。这一特性 使 其 与 目 前 已 知 的 几 乎 所

有无机半导体材料（Ｓｉ，ＧａＡｓ，ＣｄＴｅ等）都不同，后

者在晶界存在悬挂键构成电子 的 复 合 中 心，因 此 需

要钝化处理。课题组与华东师范大学陈时友教授合

作，对硒化锑的晶面能等进行了深入的理论计算，计
算表明在硒化锑晶面 不 存 在 悬 挂 键。实 验 上，课 题

组通过开尔文探针扫描谱（ＫＰＦＭ）和电子束感应光

电流谱（ＥＢＩＣ）进 一 步 证 实 如 果 硒 化 锑 薄 膜 取 向 合

适，则其晶界缺陷态密度极低，本征良性。通过工艺

优化，最 终 成 功 制 备 出 光 电 转 换 效 率 达５．６％的 顶

衬结构硒化锑薄膜太阳能电池，并得到Ｎｅｗｐｏｒｔ公

司的第三方权威认证。经过双８５测试（８５℃，８５％
相对湿度），器件还显示出较好的稳定性。

（供稿：信息科学部　潘庆　朱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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