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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

目(以下简称重点合作研究项目)旨在鼓励科学技术

人员立足国际科学前沿,有效利用国际科技资源,本
着平等合作、互利互惠、成果共享的原则开展实质性

国际合作研究,以提高我国科学研究水平和国际竞

争能力.«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地区)合作研究

项目管理办法»规定,项目依托单位的科学技术人员

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作为项目负责人正

在承担或者承担过３年期以上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与国外(地区)合作者具有良好的合作基础,可以申

请重点合作研究项目.

２０１７年度重点合作研究项目资助资金直接费

用为２．５５亿元,计划资助资金为３００万元/项,项目

研究期限为５年.由各科学部提出重点合作研究项

目鼓励研究领域,并在２０１７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指南中发布.申请人根据重点合作研究项目的要

求和鼓励研究领域,自主选择合作对象、确定项目名

称、合作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案.现将２０１７年度重点

合作研究项目申请受理、评审以及资助项目的相关

情况等进行综述.

１　项目申请受理

２０１７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基

金委)共收到重点合作研究项目申请 ６０９ 项,比

２０１６年的６１０项减少了１项.根据«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条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地区)合作研

究项目管理办法»、«２０１７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指南»等有关规定,各科学部分别对申请项目进行

了初审,共计３１项不符合上述有关规定,最终正式

受理５７８项,不予受理项目占申请项目的５．０％,与

２０１６年持平.不予受理的主要原因包括超项、无英

文申请书、英文申请书未签字且无确认函、申请书未

盖章、合作协议等附件材料不符合要求(包括合作协

议未签名)、未提供研究项目证明或近３年论文、研
究年限错填、合作方以境内或境外双重身份申请各

类项目、参加人单位名称填错、研究内容不属于申报

学科受理范畴等.

２　项目评审

各科学部对受理的５７８项申请均送５位或５位

以上国内外专家进行了同行通讯评议.评审专家除

对申请项目的科学价值、创新性、社会影响以及研究

方案的可行性等进行独立判断和评价外,还结合重

点合作研究项目的特点,对合作双方的研究基础和

条件、开展合作的意义和基础、合作方案的合理性和

可行性等方面提出了评审意见.
在对同行通讯评议意见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

上,各科学部根据资助计划和评审要求,同行专家评

议结果,结合申请材料,经各科学部主任办公会议综

合分析比较、分管委主任审批,共推荐会议答辩项目

１５４项,符合我委关于上会答辩项目为资助项数

１３０％—１５０％的要求.
各科学部分别组织专家召开了重点合作研究

项目评审会议.评审专家根据重点合作研究项

目应具备的条件:(１)有利于吸纳、利用国外科学

研究资源和经验,有利于发挥我国科学家在合作

中的优势,有利于提升我国基础研究原始创新能

力;(２)合作各方应是高水平的活跃在学科前沿

的学术带头人和优秀研究团队;(３)合作各方有

很好的合作基础(如已合作发表研究论文等),属
于强强合作,优势互补;(４)合作各方在经费、人
员、设备条件等研究资源上应有实质性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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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成果共享.结合申请者的实际研究水平,在
充分考虑申请人答辩情况、通讯评议意见和资助

计划的基础上,对到会答辩项目以无记名投票的

方式表决,共遴选出１０７个项目作为建议资助的

重点合作研究项目.经基金委委务会议审议,通
过专家评审会答辩的１０７个项目获得资助.

３　资助项目分析

近两年重点合作研究项目的申请数量和项目资

助率均相对稳定,２０１７年度的项目资助率为１７．６％
(２０１５年１６．９％;２０１６年１７．２％).８个科学部中,
生命科学部与管理科学部较高,分别为２２．９％和

２２．２％;数理科学部最低,为１２．９％.各科学部重

点合作研究项目直接费用、资助项数及资助强度见

图１.

图１　２０１７年度重点合作研究项目资助直接费用、
资助项数及资助强度统计

２０１７年度获资助重点合作研究项目的合作

对象 国 别 (地 区)以 北 美 (美 国、加 拿 大 合 计 占

６１％)为主,欧洲(２９％)为辅,但与２０１６年相比,
均有所上升(图２).另外,本年度获资助重点合

作研究项目的合作对象中华裔科学家所占比例

为３６％,较２０１６年度有所下降.其中,化学科学、

数理科学和工程与材料科学领域资助项目中合作对

象为华 裔 科 学 家 的 项 目 所 占 比 例 较 高,分 别 为

５７％、５０％和５０％.

图２　２０１７年度获资助重点合作研究项目

合作对象国别分布

４　思考及建议

对于重点合作研究项目中外合作双方或者多

方良好的合作基础以及合作的互补性非常重要,
这将直 接 影 响 项 目 的 执 行 过 程 以 及 预 期 成 果.
因此,建议申请人在自主选择合作对象时,一方

面注重国际化合作,另一方面也要注重双/多方

良好的合作基础,更好地提高合作成果,服务科

研实力的提升、人才的培养、学科的交叉.此外,
在自主选题时,建议注重前沿基础、注重国家需

求、注重学科发展的同时,要考虑服务于国家整

体外交.２０１７ 年 度,不 予 受 理 项 目 达 ３１ 项,与

２０１６年度基本持平,希望在将来的申请中,申请

人能够提高申请书及其他申请材料的填报质量,
同时建议依托单位科研管理部门严格审核,确保

申请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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