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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５年度，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委 员 会（以 下 简

称“基金委”）化学科学部在项目申请集中 受 理 期 间

共接收各类项目申请１３　７９４项，比２０１４年度同比增

长８．８０％。因超 项 违 规 等 原 因 不 予 受 理 项 目 申 请

４５项，占项目申请总数的０．３３％。初评阶段接收并

受理“不予受理”项目复审申请７项，经审查，维持原

判６项，恢复评议１项，恢复评议的项目未获资助。

化学科学部在评审资助 工 作 中 始 终 坚 持“鼓 励

原始创新，关注学科发展 瓶 颈，支 持 跨 学 科 研 究，重

视青年人才培养，支持实质性国际合作，促进科研诚

信建设”。２０１５年８月 经 委 务 会 集 中 审 批，化 学 科

学部资助项目３　３９９项，资 助 金 额１７６　３６７万 元，均

为直接经费。

１　各类项目的受理、评审与资助情况

１．１　面上项目

１．１．１　受理与资助情况

面上项目是科 学 基 金 项 目 的 主 体，其 申 请 数 量

及资助经费均占各科学部项目申请总量及资助总经

费的５０％左右。２０１５年 化 学 科 学 部 面 上 项 目 申 请

６　１５４项，比２０１４年的４　９９６项增加１　１５８项，增幅为

２３．１８％。面上项目资助１　５６８项（包括小额项目４９
项），资助经费１０１　９８０万元，平均资助强度６５．０４万

元／项，资助率２５．４８％。

１．１．２　几点特征

（１）无机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分析化学、

环境化学和化学工程６个学科每份申请项目选送３
位同行专家进行通讯评审，高分子 科 学 学 科 每 份 申

请项目选送４位同行专家进行通讯评审。化学科学

部通讯评议回收率为１００％。
（２）４年期面上项目资 助 强 度 在５３—９５万 元／

项之间，２年 期 面 上 项 目 资 助 强 度 在３０—４０万 元／

项之间。
（３）面上项 目 申 请 单 位 共 计６０８个，获 资 助 单

位２７９个，占 申 请 单 位 总 数 的４５．８９％。其 中 获 资

助１项 的 单 位 有１０４个；获 资 助２—５项 的 单 位 有

１０２个；获资助６项以上（含６项）的单位有７３个，包
括１２个中国科学院研 究 所 和６１所 高 等 院 校，共 获

资助 项 目１　１６２项，占 面 上 项 目 资 助 总 项 目 数 的

７４．１１％，获资助经费合计７５　９２５万元，占面上项目

资助总经费的７４．４５％。
（４）化学科学部在综合通讯评议结果的基础上

统计分析了面上项目申请书的 质 量，并 与 青 年 和 地

区科学 基 金 项 目 的 评 议 结 果 进 行 了 对 比，结 果 见

表１。

表１　化学科学部２０１５年面上、青年、地区科学

基金项目申请书质量统计

面上项目 青年科学基金 地区科学基金

通讯评

议全优

均为优

先资助

通讯评

议全优

均为优

先资助

通讯评

议全优

均为优

先资助

项目数 ４３８　 ３１９　 ２７２　 ２０８　 ２９　 ２４

百分比 ７．１２％ ５．１８％ ５．１８％ ３．９６％ ２．７９％ ２．３１％

１．２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２０１５年 化 学 科 学 部 青 年 科 学 基 金 项 目 申 请

５　２５３项，资助１　４２８项，资助经费２９　９９０万元，平均

资助强度２１．００万 元／项，资 助 率２７．１８％。３年 期

青年科学 基 金 项 目 资 助 强 度 在１６—３０万 元／项 之

间，２年期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强度在１０—１５万

元／项之间，２年期项目申请人均为博士后。

１．３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２０１５年 化 学 科 学 部 地 区 科 学 基 金 项 目 申 请

１　０４０项，资助２３８项（包 括 小 额 项 目８项），资 助 经

费９　３８０万元，平均资助强度３９．４１万元／项，资助率

２２．８８％。４年 期 地 区 科 学 基 金 项 目 资 助 强 度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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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万—５０万 元／项 之 间，２年 期 小 额 项 目 资 助 强 度

在２０万—２４万元／项之间。

１．４　重点项目

１．４．１　申请、评审及资助情况

（１）２０１５年项目指南公布了化学科学部重点项

目领域６７个（包括２个科学部前沿导向重点项目），
接收项目申请共计２４２项，平均每个领域有３．６１项

申请，竞争较激烈。
（２）化学科学部推荐参加学科评审组会评的重

点项目均到会答辩。本着“择优支 持、宁 缺 勿 滥”的

评审原则，学科评审组经认真审议，对于创新性不强

或申请队伍难以承担重点项目研 究 的 项 目 申 请，予

以取消立 项 或 重 新 发 布 指 南。２０１５年 化 学 科 学 部

资助重点项目６５项，资助经费１９　４３０万元，平均资

助强度２９８．９２万元／项，资助率２６．８６％。
（３）重点 项 目 的 学 术 带 头 人 层 次 高，承 担 单 位

研究基础好。６５位获资助的重点项目负责人中，４６
位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获得者（含２位 院

士）；１９位项 目 负 责 人 所 在 单 位 为 中 国 科 学 院 研 究

所，其余４６位项目负责人所在单位为高等院校。

１．４．２　２０１６年资助计划

化学科学部 建 议 在２０１６年 重 点 项 目 指 南 中 公

布重点项目领域６８个，拟资助重点项目６５—７０项，
鼓励竞争。

１．５　重大项目

２０１５年化学科学部计划资助３个重大项目，分

别为“稀土４ｆ５ｄ电 子 结 构 的 物 性 关 联”、“实 现 高 能

化学激光的动力学基础研究”及“水中低浓度有机污

染物的深度净化及 机 理 研 究”，每 项 计 划 资 助１　７００
万元左右，目前已完成评审工作。

１．６　重大研究计划项目

化学科学部正 在 运 行６个 重 大 研 究 计 划 项 目，

其中“基于化学小分子探针的信号转导过程研究”重

大研究计划已完成全部资助计划，其余５个在２０１５
年均发布 了 年 度 项 目 指 南，目 前 均 处 于 评 审 阶 段。
“多相反应过程中的介尺度机制及调控”重大研究计

划２０１５年共接收申请１３９项，其中重点支持项目１５
项，培育项目１２４项，计划资助４　２００万元。“可控自

组装体系及其功能化”和“功能导向晶态材料的结构

设计和可控制备”两个重大研究计划处在集成阶段，
其中“可控自组装体系及其功能 化”已 发 布２０１５年

度指南征集集成项目申 请，共 接 收 申 请２２项，计 划

资助２　０００万元，拟资助集成项目５—６项。

２０１５年化学 科 学 部 新 实 施２个 重 大 研 究 计 划

项目。“碳基能源转化利用的催化科学”重大研究计

划共接收申请２１７项，其 中 重 点 支 持 项 目１７项，培

育项目２００项，计划资助４　５００万元。联合重大研究

计划“中国大气复合污染的成因、健康影响与应对机

制”的第二部分“大气细颗粒物的毒理与健康效 应”
由化学 科 学 部 负 责 受 理，该 研 究 计 划 共 接 收 申 请

２４３项，其中重点支持项目４８项，培育项目１９５项，
计划资助５　０００万元。

１．７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２０１５年化学 科 学 部 国 家 杰 出 青 年 科 学 基 金 项

目申请３１５人，女 性 申 请 者３８人，占 申 请 人 总 数 的

１２．０６％。推荐答辩４３人，答辩人中有６位女性，占
到会答辩人数的１３．９５％。３９人得票过半数，３０人

获资助，其中女性５人，占资助人数的１６．６７％。

１．８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２０１５年化学 科 学 部 优 秀 青 年 科 学 基 金 项 目 申

请４９９人，女 性 申 请 者 ９６人，占 申 请 人 总 数 的

１９．２４％。推荐答辩８２人，答 辩 人 中 有１５位 女 性，
占到会答辩人数的１８．２９％。资助５７人，资助经费

７　４１０万元，其中女性１１人，占资助人数的１９．３０％。

１．９　创新研究群体项目

２０１５年化学科学部创新研究群体项目申请２９
项，经过通讯评审后，推 荐８个 群 体 参 加 答 辩，其 中

６个群体得票过半数，资助５个群体，分别是以北京

化工大学何静研究员为学术带头人的“插 层 化 学 与

产品工程”创新研究群体、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俞书宏

教授为学术带头人的“纳米材料制备与 能 源 转 换 性

能研究”创新研究群体、北京大学陈鹏教授为学术带

头人的“细胞命运调控的化学生物学研究”创新研究

群体、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范 青 华 研 究 员 为 学 术

带头人的“分子识别与选择性合成”创新研究群体和

厦门大学江云宝教授为学术带头人的“谱学分析”创

新研究群体。

１．１０　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

２０１５年化学 科 学 部 重 点 国 际（地 区）合 作 研 究

项目申请５１项，推 荐 答 辩１２项，资 助９项，资 助 经

费１　９１０万元。合作方分别为美国、加拿大、英国、德
国和日本。

１．１１　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项目

２０１５年化学科学部 海 外 及 港 澳 学 者 合 作 研 究

基金项目两年 期 项 目 申 请２３项，四 年 期 延 续 资 助

项目申请６项。延续资助项目申请人均到会答 辩。
通过 评 审，资 助 两 年 期 项 目８项，资 助 延 续 项 目

２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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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２　联合基金项目

１．１２．１　ＮＳＦＣ－河南人才培养联合基金

２０１５年化学 科 学 部 ＮＳＦＣ－河 南 人 才 培 养 联 合

基金项 目 申 请１１４项，建 议 上 会 重 点 审 议 项 目３４
项，资助１９项，资助经费５１３万元。

１．１２．２　ＮＳＦＣ－青海省“柴达木盐湖化工科 学 研 究

联合基金”

　　基金委与青海省人民政府共同设立的ＮＳＦＣ－青

海省“柴达木盐湖化工科学研究联合基金”，２０１５年

共接收２０５项申请，其 中 重 点 支 持 项 目１９项，培 育

项目１８６项，该基金正在评审过程中，计划资助经费

１　６８０万元。

１．１２．３　ＮＳＦＣ－山西煤基低碳联合基金

基金委与山西省人民政府自２０１５年至２０１９年

共同设立煤基低碳联合基金（以下简称 ＮＳＦＣ－山西

煤基低碳联合基金），化学科学部负责受理“煤 化 工

领域”的申请，２０１５年共接收１７４项申请，其中重点

支持项目１４项，培 育 项 目１６０项，该 基 金 正 在 评 审

过程中。

１．１２．４　ＮＳＦＣ－辽宁省人民政府联合基金

基金委与辽宁省人民政府自２０１５年至２０１９年

共同设立ＮＳＦＣ－辽宁省人民政府联合基金，化学科

学部负责受 理“精 细 化 工 领 域”的 重 点 支 持 项 目 申

请，２０１５年 共 接 收２１项 申 请，该 基 金 正 在 评 审 过

程中。

１．１３　专项基金

１．１３．１　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自由申请）

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自由申请）由科学

部负责受理和组织同行专家通讯 评 审，在 此 基 础 上

按计划指标推荐部分项目到全委统一组织的评审会

议上进行 答 辩。２０１５年 化 学 科 学 部 共 接 收 国 家 重

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自由申请）申请６８项，占全委

申请 比 例 的１１．２０％。通 过 竞 争，有１４项 获 得 资

助，资助经费７　８９９．１１万元，平均资 助 强 度５６４．２２
万元／项，资助率２０．５９％。

１．１３．２　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部委推荐）

２０１５年化学 科 学 部 共 接 收 国 家 重 大 科 研 仪 器

研制项目（部委推荐）申请１项，经同行专 家 通 讯 评

审，推荐１个项目到学部专家咨询委员会上答辩，经
讨论、评审、投票通过后，该 项 目 在 委 务 会 答 辩 评 审

时获得了２／３以上的赞成票，并已通过现场验收，目
前正在审批中。

２　未来评审与资助工作的思考

２．１　始终坚持原始创新，推动基础研究深入发展

基础研究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中发挥着非常重

要的作用，基金委成立之初的定 位 即 为 支 持 基 础 研

究。近年来，中国化学化工学科整体发展态势较好，
从国际论文数量上看，已经跻身世界前列，引文数量

同步迈 进。总 体 上，中 国 的 科 技 创 新 正 面 临 着 由

“量”的 积 累 向“质”的 飞 跃 转 变，由“点”的 突 破 向

“面”的提升转变。然而，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就科

技创新能力和水平而言，我国与 欧 美 等 发 达 国 家 尚

存在较大差距。国家投 入 的 研 发 经 费 总 量 较 大，但

基础研究投入踯躅不前；论文和专利数量不少，但有

世界影响的高水平科技成果产出不足。从历年科学

基金项目申请和函评统计结果 看，具 有 较 强 创 新 性

的项目仍然很少，多数研究停留 在 对 国 际 热 点 工 作

的追踪和改进。另一方 面，原 创 性 较 强 的 项 目 往 往

因可行性较差而不被 广 泛 认 可。因 此，化 学 科 学 部

强调，在科学基金评审过程中应 把 支 持 源 头 创 新 放

在首要位置，打破常规思维，给予“非共识”项目更多

的关注和支持。

２．２　更加重视人才培养，充分发掘科研潜力

当前中国的科 技 发 展 现 状 是，虽 然 拥 有 世 界 上

最大规模 的 科 技 队 伍，但 高 端 科 技 人 才 十 分 短 缺。
人才培养历来是基金委的重要工作，对于有思想、有
潜力的年轻人应给予更多的关 注 和 支 持，促 进 其 成

长。化学科学部认为，对于人才项目系列的基金，尤
其是青年科学基金，不应过于强调研究基础，否则不

利于青年人进行探索性创新研 究。“十 年 磨 一 剑”，

重要成果的取得往往需要较长时间。对于致力于开

拓新方向、敢于攀登科学高峰的青年学者，即使前期

工作发表的论文数量不多，只要 其 曾 在 某 一 方 面 取

得过较好的研究成果，就 应 相 信、爱 护 和 鼓 励，给 予

创新思想萌芽一个探 索、成 长 的 空 间。在 国 家 杰 出

青年科学基金历年的评审和审 查 验 收 过 程 中，化 学

科学部发现，存在着申请人盲目追踪热点、研究方向

分散、发表 研 究 论 文 数 量 多 但 主 题 不 集 中 等 问 题。

因此，学部认为，应引导年轻的科研人员在科研工作

中注重以下两点：一是研究工作的创新性和系统性。
应轻论文数量而重论文质量，反 映 在 其 发 表 论 文 相

对集中在某一研究领 域，站 在 科 学 研 究 前 沿。二 是

在本研究领域的影响力。形成并坚持具有自己特色

的研究方向，有进一步发展的巨大潜力，反映在其担

任国际期刊编委、在国际组织任职、在国际学术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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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受邀作报告及获国际奖励等。

２．３　完善科学基金评价体系，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科学基金发展 到 今 天，形 成 了 较 为 健 全 的 资 助

格局，如何准确、有效地评价不同类型的项目是值得

探讨的问题。化学科学部认为：一方面，应根据学科

均衡协调发展的需要，充分考虑不 同 学 科 和 研 究 方

向的特点，淡化量化指标，不简单以发表高影响因子

论文的数量和引用情况来评价每 一 项 研 究 成 果，如

果研究工 作 解 决 了 某 一 重 要 的 科 学 问 题 和 技 术 难

题，不管论 文 发 表 在 何 期 刊，都 是 值 得 赞 赏 的 好 成

果。譬如，对化学工程、环境化学等面向国家重大需

求的学科，在重视基础研究的同时，还应强调其潜在

的应用前景和对社会经济发展的 推 动 作 用，如 是 否

获得国家或国际发明专利、技术的 转 让 是 否 可 能 带

来技术变革等。另一方面，应考虑项目的创新性、科
学价值和社会价值。譬如，该 研 究 是 否 对 本 学 科 领

域或相关领域的发展起到了推动 作 用，是 否 对 国 民

经济与社会发展产生影响，是否有 可 能 提 出 新 概 念

和新理论、建立具有普遍意义的合成新方法、发展新

的表征技术、制备新的有用材料、做出颠覆传统理念

的重大成果、取得应用方面的重大突破，或者是否在

某领域的发展进程中留下了不可 磨 灭 的 印 迹、解 决

了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问题、可 能 为 国 家 战 略 需

求提 供 科 技 支 撑 以 及 可 能 带 来 产 业 化 的 重 大 突

破等。

２．４　发挥学部导向作用，继续鼓励学科交叉

任何一个学科在经历一段时间的发展后都会遇

到“天花板”的问题，而学科交叉为解决这 一 问 题 提

供了新思路。这就需要科研人员具有宽阔的学术视

野，充分利用学科交叉这一平台，从而在学科前沿取

得突破。截至２０１５年，化学科学部已连续４年发布

“科学部前沿导向重点项目”立项领域，旨 在 促 进 前

沿交叉领域的探索和创新。该项目在学部层面统一

组织相关通讯评议及会议评审，已 先 后 资 助 了７个

前沿领域的重点项目，其 中２０１５年 资 助 了“原 位 可

控合成位点特异性药用 蛋 白 质—高 分 子 偶 联 物”和

“修饰性酶与底物相互作用的蛋白质组学 分 析 方 法

研究”，学部鼓励申请者在学科交叉融合的基础上深

入探索前沿科学问题，未来仍将积极探讨“科学部前

沿导向重点项目”的组织形式和资助效果。

２．５　适度关注弱势群体和区域，拓展科学基金导向

作用

　　近年来科学基金对女性科研人员的适度倾斜获

得了社会好评。同样在带 动 区 域 发 展 方 面，科 学 基

金一直在探索和实践新的资助形式。从历年科学基

金资助情况看，重点高校和科学 院 研 究 所 获 资 助 项

目数占据多数，其他单位的申请 项 目 获 资 助 难 度 较

大。因此，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适当向小单位倾斜，
有利于鼓励这些单位科研人员 的 工 作 积 极 性，推 动

当地基础研究的发展，加 快 科 技 人 才 队 伍 建 设。譬

如，对于地区科学基金，其评审办法虽与面上项目相

似，但学部和专家都给予申请人更多的包容和支持，
旨在帮助西部及欠发达地区凝 聚 人 才，为 区 域 创 新

体系建设与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例如ＮＳＦＣ－青海

省“柴达木盐湖化工科学研究联合基金”和ＮＳＦＣ－山

西煤基低碳联合基金等，都将结 合 区 域 特 点 或 资 源

优势 积 极 推 动 欠 发 达 地 区 基 础 研 究 的 健 康 持 续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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