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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９年生命科学部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以下简称“自然科学基金委”)党组和分管委主任

的领导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进一步明确生命科学研究兼具推动科学探

索和支撑国家战略需求双重属性的战略定位,在项

目评审和资助过程中,努力践行新时代科学基金深

化改革的各项举措,深入调查研究,及时分析总结试

点经验,优化试点方案;注重评审工作的规范管理,
强化基金评审工作中的廉政风险防控,不断净化评

审环境;注重项目申请人的学风和科研诚信与伦理

建设,积极营造风清气正的学术生态环境,确保年度

科学基金项目申请、受理、评审和资助等工作的顺利

完成.

１　本年度项目的申请、受理、评审与资助

概况

生命科学是研究生命现象的基本特征、探索生

命活动基本规律和本质的科学,其研究内容包括生

命体自身以及与其生存环境间的互作等.生命科学

部目前的资助范围包括生物学、农业科学、基础医学

和交叉学科等四大领域,共计２１个学科评审组.２０１９
年度科学部共计收到各类基金项目申请３６０３５项,占
全委申请总数的１４．３６％,比去年增长４４２３项,增
长率为１３．９９％.其中７个生物学学科的申请项目

数占比为２９．８８％;８个农业科学学科的申请占比为

５３．１０％;３个生物医学学科的申请占比为 ８．７３％;

３个交叉融合学科的申请占比为８．２９％.
申请项目经过形式审查、项目评审、资助审批等

程序,最终有６７７０项项目获得资助,共资助直接经

费４２４１３５万元.其中,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地
区科学基金三类项目(以下简称“面青地”)的申请量

为３２０６８项,占生命科学部总申请量的８８．９９％,资
助直接费用占生命科学部总经费的５９．８０％;重点、

重大和重大研究计划三类项目申请量为１１９３项,
占生命科学部总申请量的３．３１％,资助直接费用

占比为１７．４３％;以培养、支持高层次领军人才为

目的的 国 家 杰 出 青 年 科 学 基 金 (以 下 简 称 “杰

青”)、优秀青年科学基金(以下简称“优青”)、创新

研究群体三类项目的申请量为１２６０项,占生命科

学部总 申 请 量 的 ３．５０％,资 助 直 接 费 用 占 比 为

７．４４％;以促进国际合作交流研究为目的的重点

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及组织间合作研究项目

申请占比为１．７２％,资助直接费用占比为４．３７％;
以推动区域创新及行业发展为目的的联合基金的

申请 量 为 ７３９ 项,占 全 委 同 类 项 目 申 请 量 的

１２．９０％,资助直接费用占生命科学部总资助费用

的３．４３％.各类项目申请和资助情况详见表１.

１．１　项目初审

依据«２０１９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
各类项目管理办法以及各类项目申请书“撰写提纲

与填报说明”等相关要求,生命科学部对接收的基金

项目进行了形式审查,有５７０项申请因不符合规定

不予受理.其中面上项目１９７项、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９９项、地区科学基金项目１２５项、重点项目２２项、重
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６项、优秀青年科学基

金项目５项、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１项、创新

研究群体项目１项、基础科学中心项目１项、重大科

研仪器研制项目(自由申请)２项、重大研究计划项

目１０项、联合基金项目８９项等,不予受理的主要原

因见表２.

１．２　同行评议及会评情况

同行评议质量是基金资助工作的基石,同行专

家信息库建设又是同行评议质量的保障.在２０１９
年的基金项目评审工作中,生命科学部持续推进并

不断完善以申请代码、研究方向、关键词为特征的专

家辅助指派信息系统的构建和使用工作.年初部署



　

　６２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２０２０年

表１　２０１９年各类型项目申请和资助情况一览表

项目类型
申请项数

(项)
受理项数

(项)
资助项数

(项)
资助率

(％)
经费

(万元)
平均经费

(万元)

面上项目 １４３０７ １４１１０ ３００７ ２１．３１ １７４４７０ ５８
重点项目 ６３５ ６１３ １１５ １８．７６ ３４５００ ３００
重大项目 ６２ ６２ ３６ ５８．０６ １３９１７ —

重大研究计划项目 ４９６ ４８６ １１４ ２３．４６ ２５５１８ —

基础科学中心项目 ７ ６ ２ ３３．３３ １６０００ ８０００
创新研究群体项目 ３６ ３６ ６ １６．６７ ６１００ １０１７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３６９ ３６８ ３８ １０．３３ １５２００ ４００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８５５ ８５０ ９０ １０．５９ １１２９０ １２５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１３５１９ １３４２１ ２４２８ １８．０９ ５８２４０ ２４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４２４２ ４１１７ ７４１ １８ ２９２６０ ３９
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项目(延续) １０ １０ ３ ３０ ４８０ １６０
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部门推荐) ２ ２ ０   

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自由申请) １９ １７ ３ １７．６５ ２０７２ ６９１
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 ８８ ８２ １６ １９．５１ ４０８０ ２５５
组织间合作 ５３３ ４９７ ６３ １２．６８ １５０５１ ２３９
联合基金 ７３９ ６５０ ８６ １３．２３ １５０２３ １７５
专项项目 １１６ １１４ ２２ １９．３ ２９３４ —

总　计 ３６０３５ ３５４４１ ６７７０ １９．１０ ４２４１３５ —

　　资助率(％)＝资助项数/受理项数∗１００％

表２　各类项目未通过形式审查的原因统计

项目类别 未通过形式审查的原因 项目数(项)

面上、青年、地区项目

项目研究期限填写错误(含年度研究计划与研究期限不一致) １６４

申请代码填写错误(含研究内容不符合学科指南资助范畴) １１３

申请人或主要参与者填写的个人信息不一致(含签名问题) ５０

其他原因 ９４

重点项目
未按要求填写附注说明(含非领域自由申请) １９

其他原因 ３

杰青/优青项目 未提交５篇代表作论文电子版 　６

重点国际(地区)
合作研究项目

无英文申请书或合作协议等附件材料不符合要求 　５

其他原因 　１

基础科学中心项目 学术带头人和骨干成员合计超过５人 　１

重大科研仪器研制

项目(自由申请) 申请人或主要参与者申请超项;或签名问题 　２

重大研究计划项目
申请人或主要参与者申请超项 　８

其他原因 ２

联合基金项目

申请代码填写错误或不属于项目指南资助范畴 ４８

申请人或主要参与者填写的个人信息不一致(含签名问题) ２６

其他原因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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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专项工作,生命科学部组织各学科补充完善评审专

家信息、修订申请代码、研究方向、关键词更新,做好工

作对接.２０１９年生命科学部专家库内共计新增国内外

专家７３８７人,由学科完善更新的专家信息４０５４２条,
评审专家自主维护信息２６９８６条,为高质量完成评

审专家的计算机辅助指派工作打下良好基础.

２０１９年生命科学部共邀请１００５１位同行专家

对受理的３５４４１项各类基金项目进行通讯评审,共
发出同行评议函１２６０８４份,回函１２６０５５份,回收

率达９９．９８％.各类评审会议共计邀请会评专家

６８９人次,其中海外专家１３人次.

２　各类项目申请及资助情况

２．１　面青地项目

按照自然科学基金委党组关于优化学科布局的

改革精神,生命科学部对科学处和相关学科进行了

调整和重新定位,除综合与战略规划处外,依据学科

资助范畴和资助定位,设立了包括生物学一处、生物

学二处、生物医学科学处、交叉融合科学处、环境与

生态科学处、农学与食品科学处、农业环境与园艺科

学处、农业动物科学处在内的八个科学处.科学处

所辖的２１个学科也进行了相应调整,初步构建形成

了更加面向科学前沿、更加面向国家需求、更加鼓励

交叉融通的学科布局.此外,根据生命科学部统一

部署,各学科组织领域专家针对调整后的学科申请

代码、研究方向及关键词进行了系统性梳理,及时调

整和补充了新的研究方向,为进一步优化学科布局

打下坚实基础.

２０１９年生命科学部共接收面上、青年、地区三

类项目申请３２０６８项,占全委同类项目申请总数的

１４．５５％,其中面上项目申请１４３０７项,比上一年度

增长１２．９７％;青年基金项目申请１３５１９项,比上一

年度增长１７．７５％;地区基金项目申请４２４２项,比
上一年度增长９．５８％.

２．２　重点项目

２０１９年生命科学部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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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助导向,面向科学前沿和国家重

大需求,确定了２０１９年度的重点项目立项领域,力
图通过重点项目高强度资助,在学科重要前沿方向

和解决国家重大需求的关键领域形成重点项目集

群,凝聚创新合力.

２０１９年生命科学部共计公布４３个重点领域,
收到重点项目申请６３５项,占全委重点项目申请量

的１７．０５％.值得注意的是,２０１９年生命科学部重

点项目不接收非领域申请,而８６．３６％的不予受理

重点项目是由于申请人没有按项目指南公布的立项

领域填报,而是选择了“非领域申请”,反映出部分申

请人没有事先认真研读年度项目申请指南而盲目申

请的问题.各学科重点立项领域项目申请、受理和

资助情况详见表３.

２．３　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

２０１９年生命科学部共接收重点国际(地区)合
作研究项目申请８８项,受理８２项,有６项未通过形

式审查,其中无英文申请书或合作协议等附件材料

不符要求是不予受理的主要原因.排名前六位的合

作国家(地区)依次为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
德国、荷兰.２２项参加评审会议答辩的项目最终有

１６项获得资助,资助直接费用为４０８０万元,平均每

项资助额为２５５万元.

２．４　重大项目

２０１９年度生命科学部发布了７项重大项目申

请指南,包括“肿瘤微环境中免疫细胞命运调控机

制”“染色质可塑性的机制及生物学意义”“纤毛形成

的分子机理和生理功能”“被子植物有性生殖过程中

细胞互作的分子机制”“作物杂种不亲和与生殖隔离

的分子遗传机理”“优质蔬菜的分子基础与基因组设

计”和“异源多倍体作物进化和驯化的分子基础”.
上述领域共计收到重大项目申请１２项(包括５０项

课题申请),经过评审,资助了其中７项(其中共包含

２９项课题项目),总资助直接费用１３９１７万元.

２．５　重大研究计划

重大研究计划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重大科

学前沿,加强顶层设计,凝练科学目标,凝聚优势力

量,形成具有相对统一目标或方向的项目集群,促进

学科交叉与融合,培养创新人才和团队,提升我国基

础研究的原始创新能力,为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国

家安全提供科学支撑.２０１９年生命科学部发布５个

重大研究计划项目指南,其中“主要农作物产量性状

的遗传网络解析”和“基因信息传递过程中非编码

RNA的调控作用机制”２个重大研究计划已进入项

目集成阶段,共计收到集成项目申请２４项,资助１１项,
资助直接费用１０３００万元;另外“水圈微生物驱动地

球元素循环的机制”、“细胞器互作网络及其功能研

究”以及“糖脂代谢的时空网络调控”等３个重大研

究计划共计收到培育项目申请３８４项,资助７３项,
资助直接费用５８７１万元;收到重点支持项目申请

８４项,资助２６项,资助直接费用７８２７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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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２０１９年度生命科学部各重点项目立项领域申请、受理与资助情况

科学处 学科 领域名称 申请数 不予受理 受理数 资助数

生物学

一处

微生物学

植物学

动物学

微生物与环境相互作用及其代谢调控 １７ ２ １５ ２
微生物关键生命过程的解析、设计与构建 １６ １６ ３
植物生长发育的调控 ２８ ２８ ３
植物环境适应及演化 １４ １４ ２
动物适应的生物学基础 １９ １９ ３
动物多样性与动物资源 ６ ６ ２

生物学

二处

遗传学与生物信

息学

细胞生物学

发育生物学与生

殖生物学

生物信息与生物大数据的理论与应用 ２３ ２ ２１ ３
重要性状的遗传和表观遗传解析、功能及机制研究 １８ ２ １６ ４
亚细胞结构、功能和动态调控 １１ １ １０ ３
细胞重要生命活动及可塑性的分子调控 ９ １ ８ １
组织器官发生、稳态维持及干细胞与再生的调控机理 １７ １７ ４
生殖细胞发生、受精和胚胎发育的分子机制 １２ １２ ４

生物医

学科学

处

免疫学

神 经 科 学 与 心

理学

生理学与整合生

物学

免疫识别、应答、调节及其在疾病中的作用 ２５ ２５ ４
免疫器官、细胞、分子的再认识与新发现 ８ ８ ３
感觉、行为的神经生物学机制 ２７ ２７ ６
神经系统的发育、退变及可塑性 １７ １７ ４
认知(含社会认知)及情感的心理和脑机制 １７ １７ ２
病理生理过程中组织器官重构及分子调控 １２ １ １１ ２
机体结构及生理功能的稳态调控 ８ ８ ３

交叉融

合科学

处

生物物理与生物

化学

生 物 材 料、成 像

与组织工程学

分子生物学与生

物技术

生物大分子及其复合物的合成、修饰与活性调控 ３１ １ ３０ ５
生物膜的动态调控与功能 ７ ７ ２
组织修复与再生及其机制研究 １２ １２ １
生物材料及药物递送的先进技术研究 １１ １１ ２
新功能蛋白质设计与规模化生物合成 ３ ３ ０
高时空分辨率分子事件探测 ２ ２ １

环境与

生态科

学处

生态学

林学与草地科学

生态系统对全球变化及人类活动的响应与适应 １８ １８ ３
生物多样性的形成、演化与维持机制 １４ １４ ２
森林资源与草地高效培育与利用基础 １５ １５ ４
林木重要性状的解析 １２ １２ ０

农学与

食品科

学处

农 学 基 础 与 作

物学

食品科学

作物优异种质资源的发掘与利用 ２１ １ ２０ ３
作物产量、品质形成及抗非生物逆境的机制 １２ ２ １０ ２
食品品质、营养与食品安全控制的基础研究 １６ １６ ０
食品贮藏、加工与生物制造过程中的生物学研究 １５ １５ ４

农业环

境与园

艺科学

处

植物保护学

园艺学与植物营

养学

农作物与有害生物互作机理 １６ １６ ５
农作物有害生物致害机制与调控 １４ ２ １２ ２
园艺作物优异性状形成的生物学基础与调控机制 ２０ ２０ ６
作物养分需求规律及营养元素高效利用的机制 ６ ６ １

农业动

物科学

处

畜牧学

兽医学

水产学

畜禽与蜂蚕优良性状的遗传基础与繁育调控 ２２ ２２ ４
畜禽健康养殖的生物学基础 １４ １４ ２
畜禽重要疾病发病机制与宿主抗病机理 ２３ １ ２２ ２
畜禽重要病原变异、耐药的机制与控制 ３ ３ １
重要水产生物营养代谢与病害发生机制 １２ １２ ４
重要水产生物经济性状形成机制 ６ ６ １

非领域申请 ６ ６ ０ —　
总　计 ６３５ ２２　 ６１３ １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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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　优秀人才类项目

２０１９年生命科学部共收到创新研究群体项目

申请３６项,其中６项获得资助,资助率为１６．６７％;
共收到杰青项目申请３６９项,占全委同类项目申请

数的１１．６８％,除有１项因未提供代表作电子版不

予受理外,其余３６８项全部进入评审程序,最终资助

３８项,资助率为１０．３３％;共收到优青项目申请８１５项,
其中５项因未提供代表作电子版不予受理,共计受

理８１０项,资助８６项,资助率为１０．６２％.此外,港
澳优青项目申请４０项,资助４项,资助率为１０％.

生命科学部２０１９年度杰青、优青项目受资助者

中,女性比例较２０１８年度均有所提高,获资助的杰

青项目中女性占比为１５．７９％,优青项目中女性占

比为２４．４４％,与其申请比例大致相当.(统计结果

见表４).

２．７　基础科学中心项目

２０１６年自然科学基金委正式设立基础科学中

心项目,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间,全委共资助１１项基础科

学中心项目,其中生命科学部仅有１项获得资助.

２０１９年起基础科学中心项目申请、评审与资助工作

由各科学部独立完成.２０１９年生命科学部共收到

基础科学中心项目申请７项,１项申请因其学术带

头人和骨干成员合计超过５人不予受理.最终北京

大学的“生态系统对全球变化的响应”和清华大学的

“卵子发生和胚胎发育的调控”两个基础科学中心项

目获得批准资助,资助直接费用８０００万元/项.

２．８　联合基金

联合基金是自然科学基金委引导资金多元投入

的有效资助模式,也是积极发挥基础研究与区域经

济、产业发展有机结合的重要机制.２０１９年生命科

学部受理 NSFCＧ广东联合基金、NSFCＧ云南联合基

金、NSFCＧ新疆联合基金、NSFCＧ河南联合基金、促
进海峡两岸科技合作联合基金、NSFCＧ山东联合基

金、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项目等共计７３９项,资助

８６项,资助直接费用１０５２３万元.

２．９　专项项目

自２０１８年８月非洲猪瘟病毒传入我国境内以

来,传播迅速,目前除了澳门和台湾外,全国各省市

均出现了非洲猪瘟疫情,给我国养猪业造成了史无

前例的打击.在爆发全国性的非洲猪瘟事件发生

后,为尽快阐明非洲猪瘟疫情传播过程中的重大基

础科学问题,生命科学部迅速组织落实党组会议精

神,组织专家多次研讨、凝练关键科学问题,并分别

于２０１９年１月、１１月发布两批专项项目指南,征集

资助“非洲猪瘟重大基础科学问题研究”课题项目.
两次项目征集共计收到“非洲猪瘟”专项项目申请

１１１项,经过评审,资助专项项目１９项,资助直接费

用共计２９００万元.

３　项目分类评审试点工作

３．１　重点项目分类评审的试点情况

基于四类科学问题属性的资助导向是委党组

确立的深化科学基金改革的三大任务之一,按自然

科学基金委统一要求,对２０１９年度重点项目开展

分类评审试点工作.２０１９年生命科学部四类科学

问题属性重点项目申请与资助情况详见表５.从

统计结果看,选择“前沿”类属性的项目申请最多,占
申请总数的４６．１４％;选择“需求”类次之,占比为

３１．３４％;选择“原创”类的申请占比为１７．８％,选择

“交叉”类 项 目 申 请 量 最 低,仅 占 申 请 总 数 的

４．７２％.从最终的资助结果来看,“前沿”类项目占

比为５４．８％,“需求”类项目占比为２６．１％,１５．７％
项目属于“原创”类研究,而获资助的“交叉”类项目

仅占３．５％,呈现出“重前沿、兼需求、待原创、罕交

叉”的特征.

表４　杰青、优青项目申请人/负责人中男女性别比例情况

年份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

女性占比(％) 男性占比(％) 女性占比(％) 男性占比(％)

申请 资助 申请 资助 申请 资助 申请 资助

２０１８年 １６．７６ １２．００ ８３．２４ ８８．００ ２５．２９ １８．９７ ７４．７１ ８１．０３

２０１９年 １５．７２ １５．７９ ８４．２８ ８４．２１ ２５．１５ ２４．４４ ７４．８５ ７５．５６



　

　６６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２０２０年

表５　生命科学部四类科学问题属性重点项目申请与资助情况一览表

科学属性 申请数(项) 占比(％) 答辩数(项) 占比(％) 答辩率(％)资助数(项) 资助率(％)

AＧ鼓励探索、突出原创 １１３ １７．８０ ２８ １７．５０ ２４．７８ １８ １５．９３

BＧ聚焦前沿、独辟蹊径 ２９３ ４６．１４ ８１ ５０．６３ ２７．６５ ６３ ２１．５０

CＧ需求牵引、突破瓶颈 １９９ ３１．３４ ４６ ２８．７５ ２３．１２ ３０ １５．０８

DＧ共性导向、交叉融通 ３０ ４．７２ ５ ３．１３ １６．６７ ４ １３．３３

总计 ６３５ １００ １６０ １００ ２５．２０ １１５ １８．１１

３．２　面上项目分类评审的试点情况

２０１９年生命科学部的细胞生物学学科开展面

上项目分类评审试点工作,细胞生物学面上项目的

同行评议和会议评审均按科学问题属性进行了分类

评审.学科评审专家普遍认为面上项目申请人对四

类科学问题属性的定位把握不是非常准确,在会议

审议阶段,如果完全按照科学问题属性的定位进行

评审,会有一些不错的项目因科学问题属性申报偏

差而得不到资助.

４　评审工作的思考

４．１　把握关键问题,切实推进分类评审改革

从２０１９年的分类评审试点工作看,科学基金改

革的思路还需要被广大申请者进一步深入领会,在
项目申报时还存在着盲目性;在专家评审过程中,还
没有完全理解科学基金四类资助导向的评审意图.
申请人自认为的原创性工作与科学基金倡导的原创

还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提示今后要进一步加强对科

学基金改革思路的宣传和引导.

４．２　强调优秀人才类项目的分类评价,防止“唯论

文”的倾向

　　突出人才项目的创新性.学科在遴选、推荐杰

青、优青上会项目时,强调要将同行专家对拟推荐项

目的创新性评价指标作为首要指标加以考虑,既往

发表的工作只能作为研究基础加以参照.此外,在
学科评审会上,生命科学部明确反对只将申请人已

发表文章作为确定资助与否的倾向,积极引导专家

关注申请的研究内容和学术思想的创新性.
注重杰青候选人工作的系统性.在项目评审过

程中,重点考察候选人工作创新性的同时,关注其工

作的系统性,鼓励候选人围绕一个研究方向深入系

统地开展研究工作,反对为了追求发表论文数量而

盲目跟踪热点的研究.
注重学科属性和特点.在推荐遴选杰青、优青

答辩人选时,对于生物学学科,重点关注候选人学术

论文的科学价值和候选人对于成果的实际贡献;而
对于农业科学相关的学科,倡导关注申请人提出和

解决国家重大需求背后的关键科学问题、突破关键

技术瓶颈的能力水平,积极引导青年科研人员注重

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出发,注重问题导向,
注重开展解决实际问题的研究工作,避免单纯用

SCI影响因子去评价和推荐候选人.
总之,在今后评审资助工作中,生命科学部将进

一步完善面向科学前沿、面向解决国家重大需求的

资助体系,一方面鼓励科学家瞄准国际前沿,在原创

上下功夫,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形成学术高地,
实现重要领域的跨越式发展;另一方面鼓励科研人

员瞄准国家、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大需求,在需求牵

引的科学选题上下功夫,着力研究和突破制约产业

发展和社会民生保障等方面的重大基础性、共性关

键科学问题及技术瓶颈,真正实现科技服务经济社

会主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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