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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９０年代初,为解决我国基础研究投入不

足的问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自
然科学基金委”)与地方政府、科研和行业部门及企

业开展联合资助工作,开始了对基础研究多元投入

的探索.联合基金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重要组成

部分,在引导和整合社会资源投入基础研究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２０１８年自然科学基金委启动了新

时期科学基金深化改革,新时期联合基金旨在引导

与整合政府、行业、企业及个人等社会资源投入基础

研究,吸引和集聚全国优势科研力量,围绕区域、行
业、企业的紧迫需求,聚焦关键领域中的核心科学问

题、新兴前沿交叉领域中的重大科学问题开展前瞻

性基础研究,培养科学与技术人才,逐步建立基础研

究多元投入机制,共同促进区域创新体系建设,推动

产业及重要领域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为建设创新

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贡献力量.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要加大基础研究投

入,首先是国家财政要加大投入力度,同时要引导企

业和金融机构以适当形式加大支持,鼓励社会以捐

赠和建立基金等方式多渠道投入,扩大资金来源,形
成持续稳定投入机制”的重要指示,自然科学基金委

持续推动新时期联合基金深化改革进程,加快构建

新时期联合基金的资助和管理体系,更好地发挥联

合基金在科学基金体系中的独特作用.截至２０２０
年４月,四川、湖南、安徽、吉林、广东、浙江、湖北、青
海、辽宁、宁夏、黑龙江、西藏、广西、北京、重庆、河北

等１６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加入了区域创新发展联

合基金;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

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航

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等５

家企业加入了企业创新发展联合基金;与水利部、中
国民用航空局等３个行业部门分别设立联合基金.

２０２０年自然科学基金委计划局在委党组的统

一领导下,在分管委主任的指导下,认真贯彻«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条例»,坚持新时期联合基金深化改

革,会同各联合资助方圆满完成了２０２０年度联合基

金项目的资助工作.

１　指南发布

２０２０年是新时期联合基金实施的第二年,截至

上半年共发布二批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项目指

南,二批企业创新发展联合基金项目指南和一批行

业联合基金项目指南.同时,２０２０年还有１５个正

在协议期内实施的联合基金发布了项目指南.共发

布指南方向数１１２６个,其中集成项目指南方向数

２０个,重点支持项目指南方向数１１０６个,如表１
所示.

２　项目申请

２．１　按申请量统计

２０２０年共接收联合基金项目申请５８０６项,与

２０１９年的５７２９项相比,增加７７项,增加率为１．３４％,
如表２所示.其中,新时期联合基金的申请量由２０１９
年的１００１项增长到２２５３项,增长了１２５．００％,正在

协议期内实施的联合基金由于部分协议结束,申请量

由２０１９年的４７２８项下降到２０２０年的３５５３项.

２．２　按领域/学部统计

２０２０年度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在７个领域

发布５４４个研究方向,共接收项目申请１５８８项(图

１).其中,新材料与先进制造领域、电子信息领域及



　
第３５卷　第１期 李志兰等:２０２０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基金项目申请、受理与评审情况 ６７　　　 　

人口与健康领域发布指南方向数均超过１００个,分
别为１１１、１０７和１０４个;人口与健康领域、新材料与

先进制造领域项目申请量位居前两位,分别为３５８

项和３４４项.从申请热度(申请量/指南方向数)来
看,人口与健康领域和环境与生态领域的申请热度

较高,分别为３．４４和３．３０.

表１　２０２０年联合基金项目指南发布情况汇总表

联合基金类别
指南方向数

重点支持 集成

新时期联合基金

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 ５３９ ５

企业创新发展联合基金 １１３ ５

与行业部门设立的联合基金 ６４ —

正在协议期内

实施的联合基金

NSFC—广东联合基金 ３１ ２

NSFC—云南联合基金 ３２ —

NSFC—新疆联合基金 ６８ —

NSFC—河南联合基金 ３１ —

促进海峡两岸科技合作联合基金 ２５ —

NSFC—山东联合基金 ４６ —

NSFC—深圳机器人基础研究中心项目 １９ ３

智能电网联合基金 １７ ２

航天先进制造技术研究联合基金 １６ ３

核技术创新联合基金 ３７ —

高铁联合基金 １６ —

天文联合基金 ６ —

大科学装置联合基金 ２８ —

空间科学卫星科学研究联合基金 ２ —

地震科学联合基金 １６ —

合计 １１０６ ２０

表２　２０２０年度联合基金项目申请情况(按联合基金类别分类统计)

联合基金类别
２０２０年度 ２０１９年度

联合基金个数 申请量 联合基金个数 申请量

新时期

联合基金

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 １(１６个省) １５８８ １(４个省) 　５７５

企业创新发展联合基金 １(５个企业) ３４６ １(３个企业) ２５５

与行业部门设立的联合基金 　３ ３１９ １ １７１

小计 ５ ２２５３ ３ １００１

正在协议

期内实施的

联合基金

与地方政府设立的联合基金 　７ ２４６１ １１ ２９２０

与企业设立的联合基金 ４ ３３６ ５ ４９６

与科研及行业部门设立的联合基金 ４ ７５６ ８ １３１２

小计 １５ ３５５３ ２４ ４７２８

合计 ２０ ５８０６ ２７ ５７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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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年度企业创新发展联合基金在３个领域

发布１１８个研究方向,共接收项目申请３４６项(图

２).其中,人工智能领域和和能源领域的申请量均

超过１００项,分别为１８１项和１０９项.从申请热度

(申请量/指南方向数)来看,人工智能领域的申请热

度较高,为４．３１.

２０２０年度新时期与行业部门设立的联合基金

所涉及到的各科学部申请情况如表３所示.NSAF
联合基金和民航联合研究基金的项目申请分别由数

理科学部和信息科学部受理,长江水科学研究联合

基金项目申请由生命科学部、地球科学部和工程与

材料科学部受理.

２０２０年度正在协议期内实施的联合基金各学

部申请情况如表４和图３所示.其中工程与材料科

学部申请量最多,为９４４项;其后依次为数理科学部

(７５５项)、医学科学部(６３６ 项)、生命科学部(５１１
项)、地球科学部(２５１项)、化学科学部(２２６项)、信息

科学部(２２１项),管理科学部申请量最少,为９项.

２．３　分类评审情况

２０１９年,自然科学基金委按照新时代科学基金

的资助导向,试点开展基于科学问题属性的分类申

请与评审工作.四类科学问题属性分别是:鼓励探

索、突出原创(属性Ⅰ),聚焦前沿、独辟蹊径(属性

Ⅱ),需求牵引、突破瓶颈(属性Ⅲ),共性导向、交叉

融通(属性Ⅳ).
在２０２０年度联合基金的项目申请中,所有项目

都选择了科学问题属性,具体统计情况如表５所示.
其中,选择“需求牵引、突破瓶颈”属性(属性Ⅲ)的申

请项目数最多,占申请总量的５８．７７％;其次为选择“聚
焦前沿、独辟蹊径”属性(属性Ⅱ)的申请项目,占申请总

量的２５．２２％;选择“鼓励探索、突出原创”属性(属性Ⅰ)

和“共性导向、交叉融通”属性(属性Ⅳ)分别占申请

总量的７．４４％和８．５８％.
从图４中可以看出,企业创新发展联合基金和

与企业设立的联合基金中,选择“需求牵引、突破瓶

颈”属性(属性Ⅲ)的申请项目均超过了８５％;与科

研及行业部门设立的联合基金中,选择“聚焦前沿、
独辟蹊径”属性(属性Ⅱ)的项目所占比例最大,为

４３．７８％.

图１　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各领域申请情况

图２　企业创新发展联合基金各领域申请情况

表３　新时期与行业部门设立的联合基金各科学部申请情况

科学部
数理

科学部

化学

科学部

生命

科学部

地球

科学部

工程与材

料科学部

信息

科学部

管理

科学部

医学

科学部
小计

NSAF联合基金 １３５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３５
民航联合研究基金 ０ ０ ０ ０ ０ ７２ ０ ０ ７２
长江水科学研究联合基金 ０ ０ １０ ４４ ５８ ０ ０ ０ １１２
总计 １３５ ０ １０ ４４ ５８ ７２ ０ ０ ３１９

表４　正在协议期内实施的联合基金各科学部申请情况

科学部
数理

科学部

化学

科学部

生命

科学部

地球

科学部

工程与材

料科学部

信息

科学部

管理

科学部

医学

科学部
小计

与地方政府设立的联合基金 １６ １９８ ５１１ ２００ ６９２ １９９ ９ ６３６ ２４６１
与企业设立的联合基金 ２２ ２８ ０ ２０ ２４４ ２２ ０ ０ ３３６
与科研及行业部门设立的联合基金 ７１７ ０ ０ ３１ ８ ０ ０ ０ ７５６
总计 ７５５ ２２６ ５１１ ２５１ ９４４ ２２１ ９ ６３６ ３５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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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正在协议期内实施的联合基金各科学部申请情况分布图

表５　２０２０年度联合基金申请项目科学问题属性统计(按联合基金类别分类统计)

联合基金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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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计

新时期

联合基金

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 ６７ ２８９ １１２６ １０６ １５８８

企业创新发展联合基金 ０ ４２ ２９６ ８ ３４６

与行业部门设立的联合基金 １０ ４６ ２２９ ３４ ３１９

正在协议

期内实施的

联合基金

与地方政府设立的联合基金 ２７８ ７３０ １２３２ ２２１ ２４６１

与企业设立的联合基金 ７ ２６ ２９０ １３ ３３６

与科研及行业部门设立的联合基金 ７０ ３３１ ２３９ １１６ ７５６

合计 ４３２ １４６４ ３４１２ ４９８ ５８０６

占比(％) ７．４４ ２５．２２ ５８．７７ ８．５８ １００．００

图４　２０２０年度联合基金申请项目科学问题属性占比统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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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项目初审情况

按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有关规定,相关科学部

对接收的申请项目进行了初审,共有２０８个项目不

予受理,占联合基金总申请量的３．５８％.各联合基

金的不予受理情况汇总如表６所示.
导致不予受理的主要原因包括申请代码或研究

领域选择错误、不属于项目指南资助范畴、申请人不

具备该类项目的申请资格等,如表７所示.其中,有

１０２项申请由于申请代码或研究领域选择错误导致

不予受理,占比４９．０４％.

４　项目评审与资助

自然科学基金委会同各联合资助方严格按照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联合

基金管理办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新时期联合基金

试点工作方案»«２０２０年度联合基金评审工作安排»
等要求,遵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回避和保密的相关

规定,坚持“依靠专家、发扬民主、择优支持、公正合

理”的评审原则,按照时间节点要求保质保量完成评

审工作.经评审,２０２０年度共批准资助联合基金项

目１０８４项,直接费用近２３．８８亿元.

４．１　新时期联合基金的评审与资助情况

在新时期联合基金项目实施管理过程中,强化

统筹管理,坚持需求导向,２０２０年度共资助集成项

目１０项,重点支持项目５３９项、培育项目２０项,直
接费用１５３４５８．４０万元,其中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

金资助集成项目５项,重点支持项目４１３项,直接费

用１１４９５４．００万元;企业创新发展联合基金资助集

成项目５项,重点支持项目７５项,直接费用２５０７５．４０
万元;行业联合基金资助重点支持项目５１项,培育

项目２０项,直接费用１３４２９．００万元.各领域项目

资助情况如表８~１０所示.

表６　各联合基金不予受理情况统计汇总表

联合基金类别

不予

受理

项数

不予

受理

率(％)

新时期

联合

基金

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 ２９ １．８３
企业创新发展联合基金 １ ０．２９
与行业部门设立的联合基金 ２ ０．６３
小计 ３２ １．４２

正在协

议期内

实施的

联合基金

与地方政府设立的联合基金 １５６ ６．３４
与企业设立的联合基金 ６ １．７９
与科研及行业部门设立的联合基金 １４ １．８５
小计 １７６ ４．９５

合计 ２０８ ３．５８

表７　各联合基金不予受理原因统计表

不予受理原因 项目数

申请代码或研究领域选择错误 １０２

其他可认定的不予受理情形 ６１

不属于项目指南资助范畴 ２３

申请人不具备该类项目的申请资格 １２

申请人或主要参与者填写的信息不一致 ７

申请人或主要参与者申请超项 １

申请人正在承担或申请社科基金项目(限管理科学部) １

申请书缺页或缺项 １

合计 ２０８

表８　２０２０年度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各领域资助情况

研究领域
生物与

农业

环境与

生态
能源

新材料与

先进制造

现代交通与

航空航天

电子

信息

人口与

健康
小计

资助集成项目数(项) — — — ２ — ２ １ ５
资助直接费用(万元) — — — ３１５６．００ — ２８３９．００ １５７９．５０ ７５７４．５０
资助重点支持项目数(项) ５２ ７３ ３１ ８６ １３ ７３ ８５ ４１３
资助直接费用(万元) １３５２０．００ １８９８０．００ ８０５９．５０ ２２３６０．００ ３３８０．００ １８９８０．００ ２２１００．００ １０７３８０．５０
资助直接费用合计(万元) １３５２０．００ １８９８０．００ ８０５９．５０ ２５５１６．００ ３３８０．００ ２１８１９．００ ２３６７９．５０ １１４９５４．００

表９　２０２０年度企业创新发展联合基金各领域资助情况

研究领域 能源领域 人工智能领域 航天领域 小计

资助集成项目数(项) ５ — — ５
资助直接费用(万元) ６０２０．００ — — ６０２０
资助重点支持项目数(项) ２２ ３２ ２１ ７５
资助直接费用(万元) ５４８１．００ ８１９８．４０ ５３７６．００ １９０５５．４０
资助直接费用合计(万元) １１５０１．００ ８１９８．４０ ５３７６．００ ２５０７５．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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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与地方政府设立的联合基金评审与资助情况

与地方政府共同设立的联合基金旨在推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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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度正在协议期内实施的７
个联合基金共资助项目２８６项,直接费用４７９２７万

元,如表１１所示.

４．３　与企业设立的联合基金评审与资助情况

与企业共同设立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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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度正在

协议期内实施的４个联合基金共资助项目６０项,直
接费用１９３２０万元,如表１２所示.

４．４　与科研及行业部门设立的联合基金评审与资

助情况

　　与科研及行业部门设立的联合基金旨在解决相

关部门在服务国家、履行职能中遇到的共性的、基础

性的重大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问题,促进相关领域

的科技发展和人才队伍建设,同时推动这些部门所

具有的科技平台和研究设施的开放与共享.２０２０
年度正在协议期内实施的４个联合基金共资助项目

１６９项,直接费用１８０００万元,如表１３所示.

表１０　２０２０年度与行业部门设立的联合基金资助情况

联合基金名称 资助类别 资助项数(项) 资助直接费用(万元) 平均直接费用资助强度(万元)

NSAF联合基金 培育项目　　 ２０ １０００ ５０．００
重点支持项目 ９ ２７８０ ３０８．８９

民航联合研究基金 重点支持项目 １８ ３７８０ ２１０．００
长江水科学研究联合基金 重点支持项目 ２４ ５８６９ ２４４．５４
合计 ７１ １３４２９ １８９．１４

表１１　２０２０年度与地方政府设立的联合基金项目资助情况

联合基金名称 项目类别 资助项数(项)资助直接费用(万元)平均直接费用资助强度(万元)

NSFC—广东联合基金 重点支持项目 ２７ ７０００ ２５９．２６
集成项目 １ １１００ １１００．００

NSFC—云南联合基金 重点支持项目 ２１ ４６８７ ２２３．１９
NSFC—新疆联合基金 培育项目 ３３ １９１４ ５８．００

重点支持项目 １６ ４１７６ ２６１．００
本地青年人才培养

　专项
７ ６３０ ９０．００

NSFC—河南联合基金 培育项目 １０３ ５１５０ ５０．００

重点支持项目 １５ ３２９８ ２１９．８７

促进海峡两岸科技合作联合基金 重点支持项目 １６ ４３１７ ２６９．８１

NSFC—山东联合基金 重点支持项目 ３０ ８４００ ２８０．００

NSFC—深圳机器人基础研究中心项目 集成项目 ３ ３３００ １１００．００

重点支持项目 １４ ４０００ ２８５．７１

合计 ２８６ ４７９７２ １６７．７３

表１２　与企业设立的联合基金项目资助情况

联合基金名称 项目类别 资助项数(项)资助直接费用(万元)平均直接费用资助强度(万元)

航天先进制造技术研究联合基金 重点支持项目 ６ １５８０ ２６３．３３
集成项目 ３ ２６２０ ８７３．３３

高铁联合基金 重点支持项目 １１ ２５２０ ２２９．１０
智能电网联合基金 重点支持项目 １７ ４３２０ ２５４．１２

集成项目 ２ ２４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
核技术创新联合基金 重点支持项目 ２１ ５８８０ ２８０．００
合计 ６０ １９３２０ ３２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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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３　与科研及行业部门设立的联合基金项目资助情况

联合基金名称 项目类别 资助项数(项) 资助直接费用(万元) 平均直接费用资助强度(万元)

天文联合基金 培育项目　　 ４９ ２１００ ４２．８６
重点支持项目 １２ ２９４０ ２４５．００

大科学装置联合基金 培育项目　　 ７０ ４１５０ ５９．２９
重点支持项目 ２０ ５３０ ２９６．５０

空间科学卫星联合基金 培育项目　　 ９ ３６０ ４０．００
地震科学联合基金 重点支持项目 ９ ２５２０ ２８０．００
合计 １６９ １８０００ １１６．４７

５　２０２１年联合基金资助工作展望

２０２０年自然科学基金委不断深化新时期联合

基金改革,基础研究多元投入机制初步建成,在引导

多元投入、强化协同创新等方面起到了良好的示范

作用.
自然科学基金委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精神,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支撑,
落实新时期联合基金的新思路和新举措.２０２１年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基金的工作重点包括以下几

个方面:继续拓展多元投入规模,稳步扩大联合基金

的范围;进一步加强统筹协调;不断强化指南论证,
提高项目指南质量,提升指南的科学性和规范性;充
分发挥联合资助方在科学问题凝练及项目管理过程

中的关键作用;推动联合基金项目成果精准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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