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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基金项目(以下简称“联
合基金项目”)旨在发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导向作

用,引导与整合社会资源投入基础研究,促进有关部

门、企业、地区与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的合作,

培养科学与技术人才,推动我国相关领域、行业、区
域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联合

基金设立以来,在各联合资助方的积极配合下,按照

“面向国家需求,引导多元投入,推动资源共享,促进

多方合作”的原则,引导科研人员关注国家战略需求

以及区域与产业发展需求,解决地方社会和经济发

展、行业发展的关键和共性问题中的重大科学问题,

为提升地区自主创新能力,促进区域创新体系建设,

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发挥了积极作用.

２０１８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

称“自然科学基金委”)计划局会同各联合资助方及

自然科学基金委各科学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适应国家对基础研究的

发展需求,严格执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和«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基金项目管理办法»,按照

«２０１８年度科学基金项目评审工作意见»的相关要

求,圆满完成了联合基金项目的指南发布、申请受

理、评审和资助工作.

１　项目申请与受理

１．１　指南发布

２０１８年度,自然科学基金委与有关部门、地方

政府和企业共同设立的２７个联合基金公开发布指

南征集项目,其中地方政府联合基金１２个,科研及

行业部门联合基金９个,企业联合基金６个.集中

接收期共发布指南１８个,非集中接收期共发布指南

９个.

１．２　申请情况

２０１８年度,联合基金共接收项目申请５０４４项,

与２０１７年同期相比,增加６０１项,增长率为１３．５３％
(表１).其中与地方政府联合基金共接收申请２８０９
项,比２０１７年增长７．２５％(图１(a));科研及行业部

门联合基金共接收申请１３４０项,比２０１７年增长

１８．０６％(图１(b));企业联合基金共接收申请８９５
项,比２０１７年增长２９．９０％(图１(c)).

表１　２０１８年度联合基金项目申请情况(按联合资助方的性质分类统计)

项目

２０１８年度 ２０１７年度

联合基金

个数

接收项目

申请数

联合基金

个数

接收项目

申请数

项目申请数

较２０１７年度

增长

增长率

地方政府联合基金 １２ ２８０９ １２ ２６１９ １９０ ７．２５％
科研及行业部门联合基金 ９ １３４０ ８ １１３５ ２０５ １８．０６％
企业联合基金 ６ ８９５ ５ ６８９ ２０６ ２９．９０％
合计 ２７ ５０４４ ２５ ４４４３ ６０１ １３．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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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２０１８年度联合基金项目申请情况

１．３　项目初审情况

按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项目限项规定,相关

科学部对接收项目进行了审查.经过初审和复审,

２０１８年度２７个联合基金共有２６６个项目不予受理,
占联合基金总申请数的５．２７％.导致不予受理的首

要原因是申请代码或研究领域选择错误,共有１１９项

不予受理,占不予受理项目总数的４４７３％.其次是

依托单位或合作单位未盖公章或单位名称与公章不

一致和不属于本学科项目指南资助范畴,各有２４项

不予受理,各占不予受理总数的９０２％.其他不予受

理的原因还有:申请人或主要参与者职称信息不一致;
申请书缺页或缺项、缺少主要参与者简历;申请人或主

要参与者未签名或签名与人员姓名不一致;申请人不

具备该类项目的申请资格;申请人或参与者超项申请;
无高级职称且无博士学位的申请人未提供专家推荐信

或推荐信不符合要求;申请人或主要参与者身份证件

信息不实;合作单位数量或相关信息不符合项目指南

要求;未按要求填写附注说明;申请人正在承担或申请

社科基金项目;在职研究生未提供导师同意函等.
不予受理项目数最多的是 NSFCＧ河南联合基金

(９８项);不予受理率最高的前三位分别是 NSFCＧ贵

州喀斯特科学研究中心项目、天文联合基金和高铁联

合基金.NSFCＧ广东大数据科学中心项目的申请项

目均通过初审,进入评审环节.各联合基金的不予受

理情况统计见表２所示.

表２　各联合基金不予受理情况统计表

序
号 联合基金名称 项次

不予受理率
(％)

１ NSFCＧ广东联合基金 ８ ５．２３
２ NSFCＧ云南联合基金 ５ ２．５９
３ NSFCＧ新疆联合基金 ２０ ７．４３
４ NSFCＧ河南联合基金 ９８ ６．７７
５ 促进海峡两岸科技合作联合基金 ２ ２．１１
６ NSFCＧ山东联合基金 １ ０．７９
７ NSFCＧ辽宁联合基金 １ ２．４４
８ NSFCＧ浙江两化融合联合基金 ３ ３．７０
９ NSFCＧ山西煤基低碳联合基金 １１ ３．９７

１０ NSFCＧ广东大数据科学中心项目 ０ ０．００
１１ NSFCＧ贵州喀斯特科学研究中心 １ １６．６７
１２ NSFCＧ深 圳 机 器 人 基 础 研 究 中 心

项目
２ ２．０６

１３ NSAF联合基金 ３ ２．９１
１４ 天文联合基金 ２１ １０．３４
１５ 大科学装置联合基金 ４ ０．８４
１６ 民航联合研究基金 １３ ６．４０
１７ 高铁联合基金 ７ ９．７２
１８ NSFCＧ通用技术基础研究联合基金 ３ ２．１９
１９ 空间科学卫星科学研究联合基金 １ ３．０３
２０ 航天先进制造技术研究联合基金 ２ ４．８８
２１ 地震科学联合基金 ３ ４．２３
２２ 钢铁联合研究基金 ６ ６．３２
２３ 石油化工联合基金(A类) ４５ ８．１２
２４ 中国汽车产业创新发展联合基金 １ ２．０４
２５ 雅砻江联合基金 １ ２．８６
２６ 智能电网联合基金 ２ ２．５０
２７ 核技术创新联合基金 ２ ２．４４

２　项目评审与资助

经过联合基金规定的评审和审批程序,２０１８年

度共批准资助联合基金项目 ８２２ 项,直接经费为

１４０５８７万元.

２．１　聚焦社会经济发展需求,促进区域创新能力

提升

　　地方政府联合基金主要针对部分地区所具有的经

济优势或资源优势,旨在推动地区经济与社会可持续

发展,培养科技人才,促进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２０１８
年度正在实施的１２个地方政府联合基金共资助项目

３７７项、直接经费费用总额为７８７２７万元(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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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面向国家战略和行业共性需求,推动科研与行

业创新发展

　　科研及行业部门联合基金主要服务于国家的科

技、经济与社会发展以及国家安全问题,同时推动一

些部门所具有的科技平台和研究设施的开放与共享.

２０１８年度正在实施的９个科研与行业部门联合基金

共资助项目３３５项,直接经费费用总额为 ３８７６０ 万

元(表４).

表３　地方政府联合基金的评审与资助情况汇总表

项目类型 资助类别 项数
直接费用

(万元)
资助强度

(万元)
资助率

(％)

NSFCＧ广东联合基金
重点支持项目 ２３ ５８６６ 　２５５

１６．３４％
集成项目 ２ ２２３４ １１１７

NSFCＧ云南联合基金 重点支持项目 ２３ ４９１４ ２１３．６５ １１．９２％

NSFCＧ新疆联合基金

培育项目 ２９ １６１８ ５５．７９

１９．３３％重点支持项目 １８ ４６５２ ２５８．４４
本地青年人才培养专项 ５ ４５０ ９０

NSFCＧ河南联合基金
培育项目 １００ ４７９９ ４７．９９

８．０８％
重点支持项目 １７ ３６０１ ２１１．８２

促进海峡两岸科技合作联合基金 重点支持项目 １８ ４０９０ ２２７．２２ １８．９５％

NSFCＧ山东联合基金 重点支持项目 ３０ ８４００ ２８０ ２３．６２％
NSFCＧ辽宁联合基金 重点支持项目 １７ ４２５０ ２５０ ４１．４６％

NSFCＧ浙江两化融合联合基金 重点支持项目 ２１ ４２００ ２００ ２５．９３％

NSFCＧ山西煤基低碳联合基金
培育项目 ２９ １７６２ ６０．７６

１３．７２％
重点支持项目 ９ ２３５８ ２６２

NSFCＧ广东大数据科学中心项目
重点支持项目 ４ ２０００ ５００

３６．３６％
中心项目 ４ ８６２０ ２１５５

NSFCＧ贵州喀斯特科学中心项目 中心项目 ３ ７５６０ ２５２０ ５０％

NSFCＧ深圳机器人基础研究中心项目 重点支持项目 ２５ ７３５３ ２９４．１２ ２５．７７％
合计 ３７７ ７８７２７

表４　科研及行业部门联合基金的评审与资助情况汇总表

项目类型 资助类别 项数
直接费用

(万元)
资助强度

(万元)
资助率

(％)

NSAF联合基金
培育项目 ３９ ２４１８ ６２．００

４４．６６％
重点支持项目 ７ １７８２ ２５４．５７

天文联合基金
培育项目 ３８ ２０３５ ５３．５５

２４．１４％
重点支持项目 １１ ３００５ ２７３．１８

大科学装置联合基金
培育项目 ９３ ５０４０ ５４．１９

２３．６９％
重点支持项目 ２０ ５０４０ ２５２．００

民航联合研究基金
培育项目 ３０ １０５２ ３５．０７

１６．２６％
重点支持项目 ３ ６２８ ２０９．３３

高铁联合基金 重点支持项目 １１ ２５２０ ２２９．０９ １５．２８％
NSFCＧ通用技术基础研究联合基金 培育项目 １８ １１９０ ６６．１１

２９．２０％
重点支持项目 ２２ ５５３０ ２５１．３６

空间科学卫星联合基金
培育项目 １６ ７６５ ４７．８１

５７．５８％
重点支持项目 ３ １０３５ ３４５．００

航天先进制造技术研究联合基金
重点支持项目 １１ ２５１７ ２２８．８１

３１．７１％
集成项目 ２ １６８３ ８４１．５

地震科学联合基金 重点支持项目 １１ ２５２０ ２２９．０９ １５．４９％
合计 ３３５ ３８７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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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企业联合基金的评审与资助情况汇总表

项目类型 资助类别 项数
直接费用

(万元)
资助强度

(万元)
资助率

(％)

钢铁联合研究基金
培育项目 １４ 　７２０ ５１．４３

２１．０５％
重点支持项目 ６ １８００ ３００

石油化工联合基金(A类) 培育项目 ２０ ８４０ ４２
４．８７％

重点支持项目 ７ １６８０ ２４０
中国汽车产业创新发展联合基金 重点支持项目 １４ ２９４０ ２１０ １７．５％

雅砻江联合基金
培育项目 ４ ２００ ５０

３４．２９％
重点支持项目 ８ ２３２０ ２９０

智能电网联合基金
重点支持项目 １２ ３１２０ ２６０

３０．６１％
集成项目 ３ ３６００ １２００

核技术创新联合基金 重点支持项目 ２２ ５８８０ ２６７．２７ ２６．８３％
合计 １１０ ２３１００

２．３　服务产业发展需求,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企业联合基金主要服务于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需

求,促进知识创新与技术创新结合,资助产业发展的

关键问题和共性问题的基础研究,为提高企业技术

创新能力提供支撑.２０１８年度正在实施的６个企

业联合基金共资助项目１１０项、直接经费费用总额

为２３１００万元(表５).

３　２０１９年联合基金资助工作展望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
适应国家对基础研究的发展需求,２０１８年自然科学

基金委聚焦完善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科学基金体

系这一重大命题,全面分析了新时代对科学基金提

出的新任务、新要求和新挑战,在６月１９日召开的

在八届一次全委会上系统提出了“鼓励探索,突出原

创;聚焦前沿,独辟蹊径;需求牵引,突破瓶颈;共性

导向,交叉融通”的科学基金资助导向以及新时代工

作发展的新战略和新举措.
新时期科学基金改革对联合基金提出了新的要

求.而联合基金在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了顶层设计亟

待优化、管理压力不断增加及实施效果有待评估等

需要持续完善的问题.为切实发挥联合基金的作

用,提升资助精准度,进一步吸引基础研究多元投

入,加强跨部门、跨行业、跨区域的协同创新,２０１８
年自然科学基金委提出了“建立统一机制、鼓励多元

投入、统筹经费使用、坚持开放合作、注意需求导向、

分类统筹管理、强化监督评估”的新时期联合基金工

作的新思路,制定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新时期联合

基金试点工作方案»,优化整合现有联合资助布局.
根据试点工作方案,自然科学基金委与联合出资方

坚持问题和需求导向,共同出资设立“区域创新发展

联合基金”和“企业创新发展联合基金”.其中区域

创新发展联合基金旨在聚焦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需

求,吸引和集聚全国优势科研力量开展基础研究,解
决区域发展中的重要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问题.企

业创新发展联合基金要主动服务产业可持续发展的

需求,围绕产业发展中的紧迫需求,吸引和集聚全国

优势科研力量,聚焦关键技术领域中的核心科学问

题开展前瞻性基础研究,促进知识创新体系和技术

创新体系的融合.

２０１９年是联合基金新老交替的第一年,我们将

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新理念新思想为指

引,围绕新时期科学基金改革新战略,在做好协议期

内２５个联合基金的基础上,贯彻落实联合基金的新

思路和新举措,以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企业创新

发展联合基金为抓手,充分发挥科学基金这个平台的

导向作用,创新科研与行业部门、地方政府、大型企业

等的联合资助模式,探索建立需求、人才、成果对接平

台,进一步放大财政资金杠杆效应,促进跨部门、跨行

业、跨区域的协同创新,推动行业与区域原始创新能

力提升,积极构建具有更高资助效能的新时期联合基

金资助体系,逐步形成基础研究多元投入新局面.

Proposalapplication,peerreviewandfundingofthe
JointFundsProgramsin２０１８:anOverview

LeiRong　　LiuQuan　　WangYan
(BureauofPlanning,NationalNaturalScienceFoundationofChina,Beijing１０００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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