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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球科技快速发展和科学研究范式变革的背

景下,我们面临原创科学问题的凝练、前沿领域的甄

别、“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多学科的交叉融

合等挑战,这些均需要立足全球视野、深度结合中国

实情,系统提升科学基金资助与管理的国际化水平,
加强在战略、政策方面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学习借鉴

国际最佳实践经验,深度参与全球科学共同体建设,
推动全球科研合作资助模式的深刻变革.卓有成效

的科学基金国际(地区)合作,有助于提高基础研究

水平,培养基础科学研究人才,实施中国科学基金

制,提高和扩大我国科研工作的国际影响和地位,分
享国际科学界在学术思想、科研设施以及人才培养

和管理等方面的成果和经验[１].

２０１９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

称“自然科学基金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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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资

助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１１４０项,资助直接费

用达１００９１５．７７万元.整体情况见表１.

表１　２０１９年度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资助情况

项目类别
资助项目数

(项)
直接费用

(万元)

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 １０３ ２５０００．００
组织间国际(地区)合作研究 ３２５ ６３９２６．１０
组织间国际(地区)合作交流 ２５２ ３７４０．３７
出国(境)参加双(多)边会议 ２４７ ７３７．１５
在境内举办双(多)边会议 ５１ ７１４．１５
外国青年学者研究基金 １６１ ４５００．００
中德科学研究中心 １ ２２９８．００
总计 １１４０ １００９１５．７７

１　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

２０１９年度自然科学基金委共受理重点国际(地
区)合作研究项目(以下简称“重点合作研究项目”)

５５７项,最终资助１０３项,资助率为１８．５％,比２０１８
年度资助率(１５．５％)略有提高[１],也高于２０１７年度

资助率(１７．６％)[２],近三年资助率呈连续上升趋势.

８个科学部中,地球科学部资助率最高,达２５％,工
程与材料科学部资助率最低,为１５．２％.各科学部

重点合作研究项目直接经费、资助项数及资助强度见

图１,其中医学科学部总资助额度最高,达８１８０万元;
管理科学部最低,为８５０万元.

２０１９年度获资助重点合作研究项目的合作对

象分布于２０个不同的国家(地区),以北美(美国、加
拿大合计占４４．７％)为主,较２０１８年度占比(６４％)
有所降低;欧洲(３６．９％)次之(图２),较２０１８年度

占比(２４％)有所上升[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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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４％,较２０１８年度(４２％)有所下降[１].其中工程与

材料科学、信息科学和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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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７．１％、１７．１％和３１．４％.

２　组织间合作研究项目

２０１９年度,自然科学基金委与２８个境外资助机

构/国际组织联合开展了资助工作,共资助３２５项组

织间合作研究项目,资助直接经费总额达６３９２６．１万元,
资助项目涉及研究领域广泛,其中生命科学、环境、
资源较为突出(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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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２０１９年度获资助重点合作研究项目统计情况 图２　２０１９年度获资助重点合作研究项目合作对象国别分布

表２　２０１９年度组织间合作研究项目资助情况

序号 协议项目名称
资助项数

(项)
资助直接费用

(万元) 合作研究领域

１ NSFCＧPSF项目(中巴) ９ １５７５ 农业、生物技术

２ NSFCＧBRICS项目(国际组织) １８ ２８８０ 天文学、灾害预警等

３ NSFCＧCERN项目(国际组织) ２ ３８９８ 高能物理

４ NSFCＧCGIAR项目(国际组织) １３ ２０４０ 生命、管理

５ NSFCＧISF项目(中以) ３６ ６１２５ 数学、物理、化学、地球科学、计算机科学等

６ NSFCＧJSPS项目(中日) ４ １１７９ 环境的可持续修复

７ NSFCＧMFST项目(中蒙) ５ ８７５ 畜牧业、地学

８ NSFCＧNRF项目(中韩) １ １９９ 海洋生物学

９ NSFCＧTRF项目(中泰) ８ １５９９ 天然产物等

１０ NSFCＧUNEP项目(国际组织) ４ １０４０ 生态系统、气候变化、资源效率、防灾减灾等

１１ A３前瞻计划项目(中日韩) ２ ８００ 核物理

１２ NSFCＧASRT项目(中埃) ６ １０５０ 生命科学与工程材料

１３ NSFCＧNIH 项目(中美) １３ ３９００ 医学、环境

１４ NSFCＧHRC项目(中新西兰) ４ ４５０ 医学

１５ NSFCＧCONICYT项目(中智) ８ ２３５１．９９ 水资源管理、化学可再生能源

１６ NSFCＧNSF项目(中美) １４ ３８２６．１２ 食品、能源、水

１７ NSFCＧFWO项目(中比) １２ ２３６８ 宽领域

１８ NSFCＧNCN项目(中波) ３０ ４０４８ 宽领域

１９ NSFCＧRS(中英人才基金) ２２ １０９７ 宽领域

２０ NSFCＧVR项目(中瑞) １２ ３５４０ 可再生能源、生物技术

２１ NSFCＧJPI_UE项目(中欧) １１ ２１９０ 城市化

２２ NSFCＧEU项目(中欧) ６ ３０００ 微生物技术

２３ NSFCＧRFBR项目(中俄) １０ ９９９ 医学

２４ NSFCＧDFG项目(中德) １９ ５３９０ 化学、生命、管理、医学

２５ NSFCＧFDCT项目(内地—澳门) １１ １４４０ 全领域

２６ 两岸项目 １７ ２２９０ 太阳能领域、化工领域

２７ NSFCＧRGC项目(内地—香港) ２３ ２２９８ 全领域

２８ NSFCＧSNSF项目(中瑞) ５ １４７８ 大气污染与健康、表面地球系统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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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组织间合作交流及双/多边会议项目

２０１９年度,资助组织间合作交流项目２５２项,
直接经费总额３７４０．３７万元;资助双多边会议项目

２４７项,直接经费总额７３７．１５３万元;资助在华召开

国际(地区)学术会议项目 ５１ 项,直接经费总额

７１４．１５万元.通过上述项目的资助,增进了中外科

研人员的沟通交流,为进一步开展实质性合作研究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以与香港地区的合作为例,自
然科学基金委与在港地区资助机构共同组织青年科

学家学术研讨会,并出台对港交流最新鼓励政策,允
许每位赴港专家携带不超过两名随行青年学者、学
生参会,为两地青年之间增进理解、建立互信搭建了

良好平台,同时为他们将来成为两地科技合作的中

坚力量奠定了基础.

４　外国青年学者研究基金项目

２０１９年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外国青年学者研

究基金管理办法»正式实施第五年,外国青年学者研

究基金项目(以下简称“外青项目”)申请数量比上年

度有大幅增加,共受理新申请项目１０００项,比２０１８年

(受理６３３项)增加了５８％.经评审,最终资助１５２项,
资助直接经费总额４２８６．６７万元.接收延续申请项

目１９项,经专家评审,其中９项获得资助,资助直接

经费２１３．３３万元.总体而言,２０１９年外青项目资助

率为１５．８％,比２０１８年资助率(２１．５％)有所降低[１].
从学科分布看,八个科学部中,生命科学部受

理数(２１３项)和资助数最高(３２项),资助金额最高

(９３３．００万元),医学科学部受理数(６８项)和资助项

数最少(９项).信息科学部项目资助率最高,达到

１６．８０％;医学科学部资助率最低,为１３．２４％,见图３.
从国别分布来看,２０１９年的１６１个获资助外

青项目负责人分别来自５０个国家,值得指出的是,
来自印度、巴基斯坦等２２个“一带一路”国家获资

助数达到８６项,较往年有所提升;来自美国、日本、
意大利、英国等发达国家的项目负责人数量也较多

(图４).

５　调研及展望

为科学地提出科学基金国际合作中长 期 及

“十四五”发展思路、目标与举措,国际合作局特

开展“科学基金的国际化发展策略研究”专题调

研工作,通过系统研究主要发达国家科学资助机

构的国际合作政策,分析我国基础研究国际合作

发展状况、科学基金国际合作现状及面临的机遇

与挑战,提出深化开放合作、提升科学基金资助

与管 理 国 际 化 水 平 的 战 略 思 路 与 政 策 措 施.

２０２０年自然科学基金委将结合科学基金国际合

作现状重点关注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１)加强与国外科研资助机构和科学界的战略

对话,推进开放合作.
(２)继续深化双/多边合作,提升合作层次.
(３)稳步推进落实“一带一路”可持续发展国际

合作科学计划.
(４)继续探索引才、育才工作,不断完善吸纳外

国人才的功能.
(５)培育牵头组织和广泛参与国际大科学计

划,依托境内大科学装置支持国际合作研究.

图３　２０１９年度获资助外青项目各科学部资助情况 图４　２０１９年获资助外青项目国别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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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逐步完善我委评审系统,提高系统使用的

国际化程度.
自然科学基金委将进一步发挥科学基金的独特

优势,持续深化双/多边合作,积极拓展与金砖国家

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多边合作,完善国际合作

网络与合作机制,广泛而深入地吸纳海外智力资源,
加强与国外科学资助机构的深度合作,积极参与全

球科技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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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信息

我国学者对儿童结肠炎及炎症性肠病的研究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９１７４２１０９,３１７７０９７８)等资助下,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

中心与北京大学合作研究,在儿童结肠炎及炎症性肠病的研究方面取得重要进展.相关研究成果以“Mucosal
ProfilingofPediatricＧonsetColitisandIBDRevealsCommonPathogenicsandTherapeuticPathways”(儿童结肠炎

和炎症性肠病的共性发病机制与靶向治疗通路)为题,于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１４日以长文形式在Cell(«细胞»)上在线

发表.论文链接:https://www．cell．com/cell/fulltext/S００９２Ｇ８６７４(１９)３１１７７Ｇ８.
儿童结肠炎(不具备典型的克罗恩氏病和溃疡性结肠炎症状,colitis)和儿童炎症性肠病(Pediatric

inflammatoryboweldisease,PIBD,主要包括克罗恩氏病和溃疡性结肠炎)严重影响着婴幼儿生长发育,且发

病率逐年增加,尤其是PIBD反复发作、治疗有效率低且费用昂贵.欧洲儿科胃肠病学、肝病学和营养协会在

２０１４年发文将结肠炎归入PIBD,但未形成普遍共识.研究团队为探明儿童期结肠炎和儿童炎症性肠病是否

存在共性致病机制及相应的防治方法进行了系统研究.首先利用单细胞测序技术分析了对照组、结肠炎和

PIBD各亚型间结肠黏膜的免疫与非免疫细胞的组成、转录特征及分子通路富集情况,结合全基因组关联分

析,阐述了中国结肠炎和PIBD易感基因及受累细胞亚型.通过肠道免疫细胞表型分析和体内外实验证实胞

内第二信使环状单磷酸腺苷(cAMP)缺乏导致肠道免疫微环境紊乱是这两类疾病的共性机制,主要表现为两

方面:第一,成纤维细胞富集,并趋使高表达磷酸二酯酶４B(一类降解cAMP的胞内酶,PDE４B)的巨噬细胞

浸润,这类细胞因cAMP缺乏导致炎性因子,如肿瘤坏死因子α过度分泌;cAMP的缺乏还会导致结肠上皮

T淋巴细胞表达CD３９下调,CD３９是细胞表面酶分子,可降解 ATP和 ADP,从而引起 ADP累积,诱导血小

板在肠黏膜富集、活化并释放５Ｇ羟色胺.进一步发现靶向抑制PDE提高胞内cAMP的临床药物双嘧达莫可

以上调CD３９、抑制巨噬细胞的浸润和炎症因子的分泌、活化血小板.同时,在动物实验和小规模临床试验中

双嘧达莫也取得了良好的疗效.本研究阐明了儿童结肠炎和儿童炎症性肠病的共性发病机制,开拓了利用

第二信使激动剂治疗PIBD以及其他类型胃肠道炎症性疾病的新领域.

(供稿:医学科学部　廖书杰　吕群燕　洪　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