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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

“自然科学基金委”)医学科学部贯彻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的决策部署,认真执行委党组的各项决定,严格

落实疫情防控责任,前瞻布局疫情防控基础科学研

究,深入推进落实科学基金深化改革各项任务,调研

谋划医学领域中长期暨“十四五”优先发展领域及战

略研究,扎扎实实做好２０２０年科学基金项目评审与

管理工作.

１　申请与资助总体情况

２０２０年医学科学部共收到各类项目申请８５０２９
项,其中６６６项申请未通过初审,发出不予受理通知

后,有４７项提出复审,其中１项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原判有误;学部最终正式受理项目８４３６４项,不予受

理６６５项(占０．７８％),主要不予受理原因见表１.
截止到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医学科学部共资助各类

项目１０５８１项,资助总金额５４０２１７．６７万元.

表１　２０２０年医学科学部申请项目不予受理原因

序号 不予受理原因 项次

１ 不属于项目指南资助范畴 ２３９

２
未按要求提供证明材料、推荐信、导师同意

函、知情同意函、伦理委员会证明等
２０５

３ 其他可认定的不予受理情形 ８３

４ 申请代码或研究领域选择错误 ５４

５ 申请人或主要参与者申请超项 ４３

６ 申请人不具备该类项目的申请资格 ３１

７ 申请人或主要参与者填写的信息不一致 ３

８ 申请书缺页或缺项 ３

９
未提供５篇与本申请内容相关的代表性论著
(限生命和医学科学部) ２

１０
高级职称的申请人或主要参与者承担或申请

多个项目单位不一致,未标注说明
２

合计 ６６５

２　各类项目申请及资助情况

２．１　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地区科学基金

项目申请与资助情况

２．１．１　申请情况

２０２０年医学科学部收到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

金项目(以下简称“青年基金”)和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以下简称“地区基金”)申请共８０２２４项(其中２０２５
项截止日期为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０日,面向因在疫情防

控一线工作无法在２０２０年度项目申请集中接收期

间提交项目申请的科研人员再次开放的项目申请),
比２０１９年(６９１８６项)增加１１０３８项,增幅１５．９５％,
占全委相应类别申请总数(２４７７４８项)的３２．３８％.

２．１．２　资助情况

２０２０年医学科学部共资助面上项目４５８４项,
资助经费２５２７２０万元;青年基金４５０５项,资助经

费１０７５２０万元;地区基金９１７项,资助经费３１２００
万元.资助总经费占医学科学部总经费７２．４６％.
资助面上项目、青年基金、地区基金项目负责人年

龄、性别分布情况见表２、表３.

２．１．３　罕见病研究项目申请与资助情况

罕见病种类多、单病种罕见、总体发病情况危害

大,负担重.医学科学部连续５年鼓励研究人员充

分利用和挖掘我国疾病谱资源,在罕见病资源保护、
病理机制、疾病预防、诊断和药物研发等领域开展深

入的研究工作.同时,关注常见重大疾病中的罕见

类型研究,旨在以罕见病例为突破口推动对重大疾

病发病机制的认识,为重大疾病的诊疗新策略提供

理论基础.

２０２０年共收到“罕见病发病机制和防治研究”
项目申请４１６项,资助５８项、直接经费３３６４万元.

２０２１年,医学科学部在申请代码中增设医学遗

传学一级代码(H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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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其他类别项目申请与资助情况

２．２．１　其他类别项目申请与资助情况一览

２０２０年医学科学部各类项目申请与资助情况

(面上、青年、地区除外)见表４.

２．２．２　部分类别项目情况说明

(１)重点项目

２０２０年,医学科学部继续选择重点项目开展基

于四类科学问题属性的分类申请与评审工作.基于

四类科学问题属性的项目申请、答辩数及占比情况

见表５.
由表５可见,超过８０％的项目申请,其科学问

题属性为“聚焦前沿、独辟蹊径”和“需求牵引、突破

瓶颈”,而“鼓励探索、突出原创”和“共性导向、交叉

融通”的项目申请相对较少,只占总申请量的１１％
和５％,但答辩项目占比较高.

(２)重大项目

２０２０年医学科学部根据“十三五”优先发展领

域总体布局,共发布５个领域的重大项目指南,包括

“慢阻肺早期疾病演进相关机制和靶标发现”“肾脏

纤维化发生机制与干预”“焦虑障碍发病机制及临床

转化研究”“缺血性脑卒中神经损伤机制及修复策略

的基础研究”和“基于全维度数据的智能诊疗研究”.
共资助５项,直接经费８９２０．６２万元.

(３)重大研究计划

２０２０年医学科学部共发布５个重大研究计划

项目指南,其中包括“器官衰老与器官退行性变化

的机制”“组织器官区域免疫特性与疾病”“情感和

记忆的神经环路基础”“肿瘤演进与诊疗的分子功

能可视化 研 究”四 个 在 研 重 大 研 究 计 划 项 目 和

２０２０年新启动的“组织器官再生修复的信息解码

及有序调控”重大研究计划.共资助８０项,直接经

费１０４４８６０万元.
(４)专项项目

１)“新型冠状病毒(２０１９ＧnCoV)溯源、致病及防

治的基础研究”应急专项

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２日,医学科学部与生命科学部

联合发布“新型冠状病毒(２０１９ＧnCoV)溯源、致病及

防治的基础研究”应急专项项目指南,共收到项目申

请５６３项,严格按照评审程序,保证评审质量,高效

完成评审资助工作.最终共资助３５项,直接经费

５０００万元.
通过专项项目群凝聚国内优秀团队创新攻关,

部分成果已助力抗疫.

２)指南引导类原创探索计划项目———肿瘤研

究新范式探索项目

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推动学科交叉,积极应

对科学研究范式变革,医学科学部与化学科学部联

合发布“肿瘤研究新范式探索项目”指南,旨在通过

促进医学与化学的深度交叉融合,推进对肿瘤发生

发展规律的认识.经预申请审查、项目正式申请、评

表２　２０２０年度资助面上项目、青年基金、地区基金项目负责人年龄分布情况

年龄段(岁) ≤３０ ３１~３５ ３６~４０ ４１~４５ ４６~５０ ５１~５５ ５６~６０ ＞６０ 合计

面上项目(项) １５ ５０９ １１２９ ９３９ ７７３ ５８１ ５３８ １００ ４５８４

占比(％) ０．３３ １１．１０ ２４．６３ ２０．４８ １６．８６ １２．６８ １１．７４ ２．１８ １００．００

青年基金(项) １３２６ ２６２５ ５５４ — — — — — ４５０５

占比(％) ２９．４３ ５８．２７ １２．３０ — — — — — １００．００

地区基金(项) ２８ １３２ ２１８ ２１２ １６２ ８７ ７４ ４ ９１７

占比(％) ３．０５ １４．３９ ２３．７７ ２３．１２ １７．６７ ９．４９ ８．０７ ０．４４ １００．００

表３　２０２０年度资助面上项目、青年基金、地区基金项目负责人性别分布情况

性别 女性 男性 合计

面上项目(项) １６６０ ２９２４ ４５８４

占比(％) ３６．２１ ６３．７９ １００．００

青年基金(项) ２５６６ １９３９ ４５０５

占比(％) ５６．９６ ４３．０４ １００．００

地区基金(项) ３７３ ５４４ ９１７

占比(％) ４０．６８ ５９．３２ １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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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２０２０年医学科学部各类项目申请与资助情况(面上、青年、地区除外)

项目类别
申请

(项)
不予受理

(项)
最终受理

(项)
资助

(项)
资助直接经费

(万元)

重点项目 ７５９ ２０ ７３９ １２５ ３７１２２．００
重大项目 ２７ １∗∗ ２７ ５ ８９２０．６２
重大研究计划 器官衰老与器官退行性变化的机制 ２０５ ２ ２０３ ２７ ３４５０．００

组织器官区域免疫特性与疾病 ９０ ０ ９０ ６ ９００．００
情感和记忆的神经环路基础 １ ０ １ １ ２４１．６０
肿瘤演进与诊疗的分子功能可视化研究 ３００ ０ ３００ １９ ２４００．００
组织器官再生修复的信息解码及有序调控 ３７１ １ ３７０ ２７ ３４５７．００

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４７２ ２ ４７０ ３６ １４４００．００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 ７１７ ３５ ６８２ ７６ ９１２０．００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
(港澳) ２７ ０ ２７ ３ ３６０．００

创新研究群体项目 ３６ ０ ３６ ５ ５０００．００
重点国际(地区)
合作研究项目

１２０ ３ １１７ ３３ ８１８０．００

联合基金项目 NSFC—云南 ５７ ８ ４９ ４ ８９６．００
NSFC—河南 ５４６ ５６ ４９０ ４２ ２６２０．００
促进海峡两岸科技合作 ３２ ２ ３０ ４ １０８９．００
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 ３０３ ５ ２９８ ７４ ２０５５９．５０

基础科学研究中心 ５ ０ ５ ２ １２０００．００
国家重大科研 自由申请 ６８ １ ６７ ８ ５８４２．９５
仪器研制项目 部门推荐 １ ０ １ ０ ０
专项项目 ４５８ ３０ ４２８ ４８ ５７５６．００
原创探索计划项目 ２９ ０ ２９ ９ ２３２０．００

　　∗∗ 重大项目按照整体项目包申请统计,不予受理项目为１项单独课题申请.

表５　２０２０年医学科学领域重点项目申请和

答辩项目科学问题分类属性统计

分类属性 申请数
申请数

占比(％)答辩数
答辩数

占比(％)

Ⅰ:鼓励探索、突出原创 ８０ １１．００ １９ ２３．７５

Ⅱ:聚焦前沿、独辟蹊径 ４０４ ５３．００ １０５ ２５．９９

Ⅲ:需求牵引、突破瓶颈 ２３４ ３１．００ ４９ ２０．９４

Ⅳ:共性导向、交叉融通 ４１ ５．００ ６ １４．６３
合计 ７５９ １００．００ １７９ ２３．５８

审等程序,最终共有７个项目获得资助(其中化学科

学部４项,医学部３项),共资助直接经费１７５０万元.

３)专家推荐类原创探索计划项目

对于专家组会议论证建议的“人体纤维结缔

组织网络中的界面主动传输新现象及其机制研

究”,医学科学部联合数理科学部和信息科学部,
以专家推荐类原创探索计划项目的方式组织实

施.最终共有４个项目获得资助(其中数理科学

部１项,医学科学部３项),共资助直接经费１１５０
万元.

对于其他的专家推荐类原创探索计划项目,医
学科学部２０２０年第一批共收到预申请９７项,其中９
项通过预申请审查,提交正式申请书.最终３项获

得资助,资助直接经费７００万元.

３　２０２０年医学科学部落实深化改革实施

情况

３．１　开展RCC评审机制试点工作

为加强科研评价机制改革和科研诚信建设工

作,医学科学部在 H０７(内分泌系统/代谢和营养支

持)和 H１３(耳鼻咽喉头颈科学)两个学科的面上项

目开展“负责任、讲信誉、计贡献(Responsibility,

Credibility,Contribution,RCC)”评审机制的试点

工作,旨在不断完善评审机制,营造良好学术生态.

３．２　在青年基金中开展计算机辅助指派升级试点

工作

　　按照科学基金深化改革的工作要求,医学科学

部在部分领域的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评审工作中,进
一步开展计算机辅助指派升级试点工作.在保证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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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库质量、保证同行专家评审的前提下,提高智能化

专家遴选工作的水平,充分发挥信息化评审系统的

技术支撑作用,既能提升评审工作效率,又能有效强

化风险防控能力.

３．３　落实“四个面向”,深入调研,完善资助布局

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

谈会上提出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

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新时代

科技创新发展战略,医学科学部及时组织召开“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深
化科学基金改革现场调研会”,结合前期调研工作,
在２０２１年的面上项目类别中启动“源于临床实践的

科学问题探索研究”专项.

３．４　持续强调明确资助导向

通过各类项目评审会、检查交流会,明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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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时代科学基金资

助导向,遴选四类属性科学问题的典型案例,在官网

发布并做好引导工作.

３．５　优化学科布局

以学科代码体系调整为契入点,构建源于知识

体系逻辑与结构、促进知识与应用融通的学科布局.
一是进行一级代码优化调整、二级代码分类整合和

研究方向梳理完善.二是参考国际同类科学基金管

理机构的学科布局情况,提出优化学科布局设想,经
专家组咨询论证,形成新的申请代码体系.同时,注
意补齐短板,强化了病毒学及病毒感染性疾病、急重

症医学、核医学与放射医学、儿童健康、医学遗传学

与罕见病等方向的学科布局.

３．６　倡导正确学术价值导向、营造风清气正的评审

环境

　　医学科学部高度重视正确学术价值导向的引

领,以促进医学科学研究质量的提升.强调项目遴

选不唯论文数量,重视申请人的学术水平和代表性

成果的贡献.坚决破除“四唯”,营造十年磨一剑潜

心研究的氛围和科学精神,以学术贡献和科学问题

的价值做为评价标准.
学部持续向科技界发出“坚持正确价值导向,追

求卓越医学创新”的倡议,要求依托单位在项目申请

工作中注重提高申请质量,控制低水平申请.
学部在疫情期间严格落实防控要求,采用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评审方式,并通过多种措施,防范和遏

制干扰及影响评审公正性的不良行为,保证项目评

审的公平公正.

４　对未来工作的展望

展望２０２１年,医学科学部将继续认真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认真贯彻落实２０２０年党组(扩大)会议精神,
围绕新时代科学基金体系的改革目标,继续落实改

革任务和重要举措,积极推进各项改革部署,继续扩

大分类评审试点工作;进一步优化并扩大计算机辅

助指派升级试点;做好新的申请代码体系宣传、引导

以及数据库迁移;重点保障评审工作保质保量顺利

完成;启动并落实“十四五”优先发展领域的布局;加
强学部管理队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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