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１期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３３　　　 　

专题:２０１８年度基金项目评审工作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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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人类进入全球化时代,各国政治、经济、社
会和文化等领域日益相互联系和影响,同时也面临

一系列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共同机遇和挑战.在人类

寻求发展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过程中,全球科技合

作显得极为重要[１].方兴未艾的国际科技合作是提

升本国科研实力的必由之路[２].国际科技合作是我

国外交工作和科技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卓有成效

的科学基金国际(地区)合作,有助于基础研究水平

的提高,有助于基础科学研究人才的培养,有助于中

国科学基金制的实施,有助于提高和扩大我国科研

工作的国际影响和地位,有助于分享国际科学界在

学术思想和科研设施以及人才培养及管理等方面的

成果和经验.
在委党组和分管委主任领导下,２０１８年度国际

合作局按照全委统一部署,在各部门支持下,圆满完

成了各类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的申请受理、
评审与资助工作.国际合作局全年共收到各类国际

(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申请书５５９４份;经专家评审

和审批,资助１１７１项,资助经费约９．５亿元.资助

整体情况具体见表１.

１　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

２０１８年度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简称

重点合作研究项目)申请了６８５项,获资助１０６项,
资助率为１５．５％,比２０１７年度资助率(１７．６％)略
有降低.８个科学部中,化学科学部资助率最高,达

２３．７％,医学科学部资助率最低,为１３．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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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医学部总资助额度最高,达８１８０
万元;管理学部最低,为８５０万元.

表１　２０１８年度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资助情况

项目类别
申请

项目数

资助

项目数

经费

(万元)

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

究项目
　６８５ 　１０６ ２５７００．００

组织间合作研究 ２４６７ ３２４ ５７７３５．６６
组织间合作交流 １３５０ ２４５ ５７２７．４８
出国(境)参加双(多)边
会议

３２５ ３０９ ７４０．７６

在华召开国际(地区)学
术会议

１１５ ４７ ６４３．５０

外国青年学者研究基金 ６５２ １４０ ４５００．００
总计 ５５９４ １１７１ ９５０４７．４０

　　２０１８年度获资助重点合作研究项目的合作对

象分布于１６个不同的国家(地区),以北美(美国、加
拿大合计占６４％ )为主,较２０１７年占比(６１％)有所

上升;欧 洲 (２４％)次 之 (图 ２),较 ２０１７ 年 比 例

(２９％)略有下降[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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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２％,较２０１７年度(３６％)有所上升[３].

２　组织间合作研究项目

２０１８年度共资助２８个不同组织间的合作研究

项目,收到申请２４６７项,获资助３２４项,资助率为

１３．１％;资助直接经费共计５７７３５．７万元,平均资助

强度１７８．２万元(表２).获资助项目数最高的是

NSFCＧDFG (中德)合作研究项目,共资助６８项,资
助直接经费总额达８９９７万元.

３　组织间合作交流及双多边会议项目

２０１８年度,组织间合作交流项目共收到申请

１３５０项,获资助２４５项,资助经费５７２７．４８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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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２０１８年度重点合作研究项目资助情况

图２　２０１８年度获资助重点合作研究

项目合作对象国别分布

出国(境)参加双(多)边会议项目接受申请３２５项,
资助３０９项,资助经费７４０．７６万元.在华召开国际

(地区)学术会议项目接受申请１１５项,资助４７项,
资助经费６４３．５０万元(表１).

４　外国青年学者研究基金项目

２０１８年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外国青年学者研

究基金管理办法»正式实施第四年,外国青年学者研

究基金项目(简称外青项目)申请数量比上年度有所

增加,共接收新申请项目６３３项,比２０１７年(申请

３９１项)增加了６１．９％.经评审,获资助１３２项,资
助直接费用４２７６．６０万元.接收延续申请项目１９
项,经 专 家 评 审,８ 项 获 得 资 助,资 助 直 接 费 用

２２３４０万元.外青项目管理办法实施以来,由于愈

来愈多的依托单位和外国青年学者关注该类项目,
所以项目竞争性逐年提高.２０１８年外青项目资助

率为２１．５％,比２０１７年资助率(３７．５％)大幅降低.

表２　２０１８年度组织间合作研究项目资助情况

项目类别
资助金额

(万元)

资助

项目数

(项)

资助强度

(万元/项)

A３前瞻计划项目 (中日韩) 　７２０．０ 　２ ３６０．０
NSFCＧASRT(中埃) １５３０．０ ９ １７０．０
NSFCＧBRICS(国际组织) ２８８０．０ １８ １６０．０
NSFCＧCGIAR项目 (国际组织) ２５６０．０ １６ １６０．０
NSFCＧCONICET(中—阿) １０７１．８ ５ ２１４．４
NSFCＧCONICYT(中智) １１７８．９ ４ ２９４．７
NSFCＧDFG(中德) ８９９７．０ ６８ １３２．３
NSFCＧEU项目 (中欧) １５００．０ ３ ５００．０
NSFCＧFDCT(内地—澳门) １４４０．０ １１ １３０．９
NSFCＧFRQＧCITMA(中—
加—古)

２００．０ １ ２００．０

NSFCＧFRQS项目 (中加) １９８８．０ ９ ２２０．９
NSFCＧISF(中以) ５６００．０ ３５ １６０．０
NSFCＧMAECI(中意) １９５６．０ １０ １９５．６
NSFCＧNRCT项目 (中泰) ５４０．０ ３ １８０．０
NSFCＧNRF(中韩) ３２０．０ ２ １６０．０
NSFCＧNRF(中新) １４４０．０ ９ １６０．０
NSFCＧNSF(中斯) ７２０．０ ４ １８０．０
NSFCＧNSF项目 (中美) ２６９５．９ ９ ２９９．５
NSFCＧNWO项目 (中荷) １２００．０ ４ ３００．０
NSFCＧRCN(中挪) １８００．０ ９ ２００．０
NSFCＧRGC(内地—香港) ２２８２．０ ２３ ９９．２
NSFCＧRS(中英人才基金) ８３９．１ ２０ ４２．０
NSFCＧSFI(中爱) ３１９２．０ ８ ３９９．０
NSFCＧTRF项目 (中泰) １４４０．０ ９ １６０．０
NSFCＧUKRI_EPSRC项目
(中英)

１２００．０ ４ ３００．０

NSFCＧUKRI_MRC(中英) ３５９６．０ １２ ２９９．７
NSFCＧUNEP(国际组织) １３００．０ ５ ２６０．０
NSFCＧVR(中瑞) ３５４９．０ １２ ２９５．８
总计 ５７７３５．７ ３２４ １７８．２

从学科分布看,八个科学部中,生命科学部申请数

(１５４项)和资助数最高(２８项),资助金额也最多

(１０３０．３万元),管理科学部申请数(２８项)和资助

数最少(７项),资助金额也最少(２００．０万元,图３).
数理科学部项目资助率最高,达到２５．６％;生命科

学部资助率最低,为１８．２％.
从国别分布来看,２０１８年的１４０个获资助外青

项目分别来自４０个国家,值得指出的是,来自印度、
巴基斯坦等２４个“一带一路”国家获资助数达到８０
项,较往年有所提升;来自美国、英国等欧美强国的

申请人数量也较多(图４).
为了持续稳步推进对外国青年学者的资助工

作,鉴于当前的外青项目要求申请人年龄小于４０岁

的限制,而资助强度小的现状,根据国际合作局的工

作部署,为了吸引更多、更优秀的外国人才,为了解

项目执行过程的问题及需求,更好地做好该类项目

的管理和服务工作,国际合作局开展了相关深入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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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２０１８年度外青项目资助直接费用、资助项数

及资助强度统计

图４　２０１８年获资助外青项目数的国别分布

研并和资深外国专家开展了面对面交流,撰写了«推
进新时期科学基金国际合作,工作广泛吸纳海外智

力资源»,未来将会进行深入研讨,不断探索完善外

国来华工作人才资助机制.

５　总结与展望

２０１８年,国际合作局共收到各类国际(地区)合
作与交流项目申请５５９４项,经专家评审和审批,资
助１１７１项,平均资助率为２４．８％;申请量比２０１７
年的４７３１项增加１８．２％,资助率降低３．８％.其

中,２０１８年度重点合作研究项目申请 ６８５ 项,比

２０１７年增加７６项,资助１０６项,资助率为１５．５％,
比２０１７ 年度资助率 (１７．６％)略有 降 低,也 低 于

２０１８年重点项目资助率(２０．８％);随着国际(地区)
科技合作的日益加强,建议未来可适当增加重点合

作研究项目的总额度.此外,２０１８年度外青项目共

计申请６５２项,比２０１７年度申请量(４１３项)增加了

５７９％,而经费总额维持在４５００万元,资助率由

２０１７年的３７．５％下降至２１．５％,下降１６个百分点;

随着外青项目关注度日益提高,建议未来可适当提

高资助强度,放宽资助年限,打造科学基金国际人才

品牌项目.
２０１８年,国际合作局完成了“科学基金国际(地

区)合作项目资助与管理绩效评估”、“推进新时期科

学基金国际合作工作,广泛吸纳海外智力资源”等两

项调研报告.根据这两项调研报告的分析,结合实

际工作情况,２０１９年国际合作局在科学基金国际合

作项目方面拟重点关注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１)探索依托我国的大科学装置,支持中国科

学家发起/主导的国际合作计划.
(２)希望启动“一带一路”可持续发展科学—人

才合作计划,在双多边合作基础上逐步推进“人才科

学合作”资助框架的实施.
(３)希望能支持由我国科学家提出或主导的重

大国际(地区)合作研究计划.
(４)探索将外青项目拓展为“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国际优秀学者基金项目”;不设年龄限制、扩展经

费使用范围.
(５)探索符合国际合作项目特点的评审机制,

逐步实现由双方独立评审转变为共同评审单一联合

申请书的评审模式,并在个别地区处尝试进行评审

模式改革.
(６)逐步完善我委评审系统,提高系统使用的

国际化程度.
通过以上重点工作的开展,将进一步推动“一带

一路”国家重大战略的实施;完善科学基金国际(地
区)交流与合作项目类型,改进科学基金国际(地区)
交流与合作项目的评审模式,提高评审效率;完善我

委对于海外智力资源的吸纳工作,推进中国文化在

科研领域广泛而深入地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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