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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总结了２０２１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化学科学部评审工作情况,分析了化学

科学部各类项目申请与受理情况,并提出下一年项目评审的工作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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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项目受理、评审与资助总体情况

１．１　项目接收与项目受理

２０２１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化学科学

部接收各类项目申请共计２２９８６项.其中,集中接

收期项目申请２２４２１项,较２０２０年度同类型项目申

请总量增长２．３４％.
各类项目申请中,不予受理项目申请１１０项(表

１、表２),占项目申请总数的０．４８％;本年度共受理

复审申请６项,均维持原判.面上项目和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合计不予受理４８项,占不予受理项目总数

的４３．６４％(表２).集中接收期项目申请不予受理

原因中,“研究期限填写错误”主要为非在聘(站)博
士后研究人员未按要求选择资助期限,“申请书缺

项”主要是未按申请书撰写提纲要求删除了部分标

题及括号中的文字,“未如实填写研究生导师或博士

后合作导师姓名”主要是未按«２０２１年度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指南»要求提供研究生导师和博士后

合作导师姓名,“其他可认定的不予受理情形”主要

为不符合科技人才计划统筹衔接有关政策要求、申
请人或主要参与者填写单位信息与依托单位或法人

单位信息不一致等.非集中接收期项目申请不予受

理原因中,“其他可认定的不予受理情形”主要为依

托单位未按要求提交申请项目清单、项目负责人未

按通告要求提交或撰写申请书,“研究期限填写错

误”主要为项目负责人未按通告要求填写研究期限.
１．２　通讯评审与项目推荐

化学科学部在通讯评审阶段全面推行计算机辅

助分组和辅助指派,同时发挥项目主任专业判断,保
障了申请项目的指派效率与匹配性,各类项目发送

同行评议回收率均为１００％.
学部制定严格、统一的会议评审项目遴选标准,

不留模糊地带.对于面上项目和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按科学问题属性、平均分、资助意见排序;对于地

区科学基金项目,按平均分、资助意见排序.答辩评

审类项目,按通讯评审情况确定讨论范围,学部部务

(扩大)会议逐一审议.人才类项目,重视候选人研

究方向的新颖性、研究思路的独特性及拟开展工作

的创新性,注重项目申请人未来的发展潜力和创新

动力,避免“四唯”倾向.重点项目还关注资助领域

的分布.

１．３　会议评审与项目资助

化学科学部根据项目类型并结合疫情防控要求

组织各类项目会议评审,灵活安排会议评审专家及

答辩人参会方式,保质保量完成各项评审工作.

２０２１年度资助各类项目４４５４项,资助金额

３２２４１４．８９万元.其中,集中受理期资助各类项目

４３２１项,资助金额２９０３８８．６６万元(表３).

２　各类项目申请及资助情况

２．１　面上项目

申请８８１２项(比２０２０年减少７７项,降幅为

０．８７％),资助１８９７项(比２０２０年增加８２项,增幅

为４．５２％),资助直接经费１１３９４１万元,平均资助

强度６０．０６万元/项(２０２０年为６３．０２万元/项),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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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率２１．５３％(２０２０年为２０．４２％).２０２１年学部加

强宏观调控,在政策允许范围内,调入５８００万元用

于保障面上项目资助强度和资助率.
项目申请人的年龄段主要集中在３１~４５岁(表

４),此年龄段申请人的申请和获资助占比分别高达

７２．８７％和７２．０６％.其中,年龄段在３６~４０岁申

请人的申请与获资助占比均为最高,分别达到３２．
６３％和３３．２１％;年龄段在３１~３５岁的申请人较在

４１~４５岁的申请人呈现出较强的优势(前者申请与

资助占比分别为１６．６９％和２０．２９％;后者申请与资

助占比分别为２３．５５％和１８．５６％).

表１　化学科学部２０２１年度项目申请不予受理情况

不予受理原因
集中接收

期项目(项)
非集中接收

期项目(项)

未按要求提供证明材料、推荐信、
导师同意函、伦理委员会证明等

７ ０

申请人或主要参与者申请超项 ２ ０
申请人或主要参与者填写的信息

不一致
３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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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

不属于项目指南资助范畴 ０ ２
申请代码或研究领域选择错误 ０ ３
申请书缺项 １４ ０
研究期限填写错误 １８ ６
未如实填写研究生导师或博士后

合作导师姓名
１３ １

其他可认定的不予受理情形 １５ ２３
小计 ７４ ３６
合计 １１０

　　申请单位共计７２２个,获资助单位２９４个,占申

请单位总数的４０．７２％.其中获资助１项的单位有９５
个;获资助２~５项的单位有１１０个;获资助６项以上

(含６项)的单位有８９个,包括７６所高等院校和１３个

研究院/所/中心,共获资助项目１４７４项(占面上项目

资助总项目数的７７．７０％),获资助直接经费８８５４４万

元(占面上项目资助总直接经费的７７．７１％).
女性申请２５００项,占申请项目总数的２８．３７％;

女性获资助４４８项,占资助总项数的２３．６２％.

表２　化学科学部２０２１年度各类型项目申请不予受理情况

类别 申请项目类型
不予受理项

目数(项)

集中

接收期

面上项目 ２６
重点项目 ３
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 ４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２２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８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港澳) １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２
创新研究群体项目 ２
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自由申请) ２
联合基金项目 ４

小计 ７４

非集中

接收期

重大项目 １

重大研究计划项目 １

专项项目 ３０

组织间合作研究项目 ４

小计 ３６

合计 １１０

表３　化学科学部２０２１年度集中受理期各类型项目申请与资助情况

项目类型 申请数(项) 资助数(项) 资助率(％) 资助经费(万元)资助强度(万元/项)

面上项目 ８８１２ １８９７ ２１．５３ １１３９４１．００ ６０．０６
重点项目 ３０６ ６９ ２２．５５ ２０９８６．００ ３０４．１４
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 ２６ ５ １９．２３ １２９０．００ ２５８．００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９９２０ １８４２ １８．５７ ５４７４０．００ ２９．７２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１６０３ ２７９ １７．４０ ９７９５．００ ３５．１１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８０５ ８６ １０．６８ １７２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港澳) １７ ２ １１．７６ ４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５４８ ４５ ８．２１ １８０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
创新研究群体项目 ３２ ５ １５．６３ ５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基础科学中心项目 ５ ２ ４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００
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自由申请) ６１ １２ １９．６７ ９４３５．６６．００ ７８６．３１
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部门推荐) ２ １ ５０．００ ７９５３．００ ７９５３．００
联合基金项目 ２８４ ７６ ２６．７６ １９６４８．００ ２５８．５３
小计 ２２４２１ ４３２１ ２９０３８８．６６

　　注: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港澳)及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经费实行
“包干制”,资助经费为“直接经费＋间接经费”;其余项目资助经费均为“直接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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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化学科学部２０２１年度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人年龄段分布情况

年龄段

面上项目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申请 获资助 申请 获资助 申请 获资助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３０岁 ４７ ０．５３ １３ ０．６９ ２２７４ ２２．９３ ５３０ ２８．７７ ３０ １．８７ ７ ２．５１

３１~３５岁 １４７１ １６．６９ ３８５ ２０．２９ ６６１９ ６６．７２ １２３８ ６７．２１ ２７２ １６．９７ ６４ ２２．９４
３６~４０岁 ２８７５ ３２．６３ ６３０ ３３．２１ １０２７ １０．３５ ７４ ４．０２ ４４６ ２７．８２ ８５ ３０．４６
４１~４５岁 ２０７５ ２３．５５ ３５２ １８．５６ — — — — ４６１ ２８．７７ ６３ ２２．５８
４６~５０岁 １１２０ １２．７１ ２２９ １２．０７ — — — — ２１１ １３．１６ ２７ ９．６８
５１~５５岁 ６３９ ７．２５ １３２ ６．９６ — — — — １０２ ６．３６ ２１ ７．５３
５６~６０岁 ５２６ ５．９７ １３６ ７．１７ — — — — ７６ ４．７４ １１ ３．９４
＞６０岁 ５９ ０．６７ ２０ １．０５ — — — — ５ ０．３１ １ ０．３６
合计 ８８１２ １００．００ １８９７ １００．００ ９９２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８４２ １００．００ １６０３ １００．００ ２７９ １００．００

２．２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申请９９２０项(比２０２０年增加６９１项,增幅为

７．４９％),资助１８４２项(比２０２０年增加２６０项,增幅

为１６．４３％),资助经费５４７４０万元,平均资助强度

２９．７２万元/项(２０２０年为２３．７３万元/项),资助率

１８．５７％(２０２０年为１７．１４％).
项目申请人的年龄主要集中在３５岁以下,此年

龄段申请人的申请和获资助占比分别高达８９．６５％
和９５．９８％(表４).其中,年龄段在３１~３５岁的申

请人的 申 请 与 获 资 助 占 比 均 为 最 高,分 别 达 到

６６．７２％和６７．２１％;其次为年龄段在３０岁以下的

申请人,申请与资助占比分别为２２．９３％和２８．７７％.
值得注意的是,年龄段在３０岁以下的申请人可能是

由于具有较好的研究基础,获资助潜力较大.
女 性 申 请 ４６３６ 项,占 申 请 项 目 总 数 的

４６．７３％;女性获资助 ６４５ 项,占资助项目总数的

３５．０２％.其中,３６~３９岁的申请人均为女性,申请

１０２７项,占女性申请人的２２．１５％;获资助７４项,占
女性获资助项目数的１１．４７％.

２．３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申请１６０３项(比２０２０年增加４９项,增幅为

３．１５％),资助２７９项(比２０２０年增加４４项,增幅为

１８．７２％),资助直接经费合计９７９５万元,平均资助

强度３５．１１万元/项(２０２０年为３９．９４万元/项),资
助率１７．４０％(２０２０年为１５．１２％).

项目申请人的年龄段主要集中在３１~４５岁

(表４),此年龄段申请人的申请和获资助占比分别

达７３．５６％和７５．９８％.其中,年龄段在３６~４０岁

申请人 的 申 请 与 获 资 助 占 比 均 较 高,分 别 达 到

２７．８２％和３０．４６％;年龄段在３１~３５岁的申请人,
申请与资助占比分别为１６．９７％和 ２２．９４％;年龄

段在４１~４５岁的申请人,申请与资助占比分别为

２８．７７％和２２．５８％.

女性申请５８１项,占申请项目总数的３６．２４％;
女性获资助８３项,占资助总项数的２９．７５％.

２．４　重点项目

２０２１年化学科学部指南中公布重点项目资助

领域１０５个(包括２个科学部前沿导向重点项目

群),共９０个领域接收到项目申请.申请３０６项,资
助６９项,资助直接经费２０９８６万元,平均资助强度

３０４．１４万元/项,资助率２２．５５％.

６９位获资助的重点项目负责人中,有１６位项

目负责人所在单位为中国科学院研究所/中心,其余

５３位项目负责人所在单位为高等院校.

２．５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申请８０５项,资助８６项,资助经费１７２００万元,
资助率１０．６８％.其中女性申请２２１项,占申请项

目总数的２７．４５％;女性获资助２６项,占资助总项

数的３０．２３％.
项目申请人的年龄段主要集中在３３~３７岁(表

５),此年龄段申请人的申请和获资助占比分别达

７８．２６％和７７．９０％;年龄段在３２~３６岁,资助率较

高(１０．２０％~１３．７５％).年龄段在３８~３９岁的申

请人均为女性,申请６９项,占同类型项目女性申请

人的３１．２２％;获资助１０项,占同类型项目女性获

资助项目数的３８．４６％.可以看出,年轻的项目申

请人总体上表现出较强的优势;对于女性申请人,获
资助年龄偏高.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港澳)申请１７项,资助

２项,资助经费４００万元.

２．６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申请５４８项,资助４５项,资助经费合计１８０００
万元,资助率８．２１％.其中女性申请５８项,占申请

人总数的１０．５８％;女性获资助７项,占资助总项数

的１５．５６％.
项目申请人的年龄段主要集中在３９~４４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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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此年龄段项目申请人的申请与获资助占比分别

达７７．７４％和７７．７８％.年龄在４４岁的项目申请

人,其 申 请 与 获 资 助 占 比 分 别 为 １４．０５％ 和

２２．２２％,资助率为１２．９９％,由此表明目前国家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获资助者年龄偏高.值得关注

的是,年龄较轻的项目申请人也表现出一定的优势

(年龄３６岁的项目申请人,申请和获资助占比分别

为４．３８％和６．６７％,资助率为１２．５０％;年龄３７岁

的项目申请人,申请和获资助占比分别为５．１１％和

８．８９％,资助率为１４．２９％;年龄３４岁的项目申请

人也获得了资助.

２．７　创新研究群体项目

申请３２项,资助５项,资助直接经费５０００万元.

２．８　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

申请２６项,资助５项,资助直接经费１２９０万

元,平均资助强度约２５８万元/项.合作方主要来自

美国、法国、日本、德国等国家.

２．９　重大项目

接收重大项目申请１３项,资助７项;经预算评

审,资助直接经费１０３９１．５万元.

２．１０　重大研究计划项目

２０２１年化学科学部共有６个重大研究计划项

目正在执行.其中,“生物大分子动态修饰与化学干

预”重大研究计划于２０２１年开始进行项目集成,“多
相反应过程中的介尺度机制及调控”重大研究计划

将于２０２２年下半年进行结束评估.２０２１年重大研

究计划受理项目类型包括培育项目、重点支持项目、
集成项目及战略研究项目,各重大研究计划项目申

请与资助情况见表６.

２．１１　联合基金项目

２０２１年化学科学部联合基金项目反受理重点

支持项目申请.各类联合基金共计接收项目申请

２８４项,资助７６项,资助直接经费１９６４８万元(表７).

２．１２　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

２．１２．１　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自由申请)
申请６１项,占全委申请比例的１０．２７％.１２项

获得资助,资助直接经费９４３５．６６万元,资助强度

７８６．３１万元/项,资助率１９．６７％.

２．１２．２　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部门推荐)
申请２项,１项获资助,资助直接经费７９５３万元.

２．１３　基础科学中心项目

申请５项,资助２项,资助直接经费１２０００万元,
平均资助强度６０００万元/项.

２．１４　专项项目

２．１４．１　原创探索计划项目

原创探索计划项目分为专家推荐类和指南引导

类两种类型,化学科学部２０２１年度主要受理专家推

荐类原创探索计划项目.接收预申请１５项,通过预

申请审查并提交正式申请９项,资助５项,资助直接经

费１５００万元,资助强度３００万元/项,研究期限３年.

表５　化学科学部２０２１年度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人年龄分布情况

年龄(岁)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申请数

(项)
申请占

比(％)
获资助

数(项)
获资助占

比(％)
资助率

(％)
申请数

(项)
申请占

比(％)
获资助

数(项)
获资助占

比(％)
资助率

(％)

２７岁 １ ０．１２ 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９岁 ６ ０．７５ 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３０岁 １６ １．９９ １ １．１６ ６．２５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３１岁 ３４ ４．２２ ３ ３．４９ ８．８２ １ ０．１８ 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３２岁 ４９ ６．０９ ５ ５．８１ １０．２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３３岁 ８０ ９．９４ １１ １２．７９ １３．７５ ３ ０．５５ 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３４岁 １０７ １３．２９ １１ １２．７９ １０．２８ ４ ０．７３ １ ２．２２ ２５．００
３５岁 １２７ １５．７８ １６ １８．６０ １２．６０ １３ ２．３７ 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３６岁 １４０ １７．３９ １７ １９．７７ １２．１４ ２４ ４．３８ ３ ６．６７ １２．５０
３７岁 １７６ ２１．８６ １２ １３．９５ ６．８２ ２８ ５．１１ ４ ８．８９ １４．２９
３８岁 ４０ ４．９７ ７ ８．１４ １７．５０ ４９ ８．９４ ２ ４．４４ ４．０８
３９岁 ２９ ３．６０ ３ ３．４９ １０．３４ ６４ １１．６８ ８ １７．７８ １２．５０
４０岁 — — — — — ６７ １２．２３ ５ １１．１１ ７．４６
４１岁 — — — — — ８４ １５．３３ ７ １５．５６ ８．３３
４２岁 — — — — — ７４ １３．５０ ２ ４．４４ ２．７０
４３岁 — — — — — ６０ １０．９５ ３ ６．６７ ５．００
４４岁 — — — — — ７７ １４．０５ １０ ２２．２２ １２．９９
合计 ８０５ １００．００ ８６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６８ ５４８ １００．００ ４５ １００．００ ８．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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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化学科学部２０２１年度重大研究计划申请与资助情况

重大研究计划名称 项目类型
项目数(项)

申请 资助

资助直接费用

(万元)

多相反应过程中的介尺度机制及调控 战略研究项目 １∗ １ ８８．５０

碳基能源转化利用的催化科学
集成项目

战略研究项目
７　
１　

２
１

８４０．００
７０．００

大气细颗粒物的毒理与健康效应
重点支持项目

集成项目
７　
１　

２
１

２２０．００
７５０．００

生物大分子动态修饰与化学干预 集成项目 ４　 ３ ３０００．００

多层次手性物质的精准构筑
重点支持项目

培育项目
１９　

１１２　
５

２０
１８５０．００
１４００．００

团簇构造、功能及多级演化
重点支持项目

培育项目
１８　

１３２　
５

２６
１８５０．００
１９５０．００

合计 ３０２　 ６６ １２０１８．５０
　　∗２０２０年底提交申请,２０２１年资助.

表７　化学科学部２０２１年度联合基金申请与资助情况

联合基金名称 领域信息
申请数

(项)
资助数

(项)
直接费用

(万元)
资助率

(％)
资助强度

(万元/项)
“叶企孙”科学基金 ９ ３ ７８０ ３３．３３ ２６０．００
核技术创新联合基金 ３１ ６ １５３０ １９．３５ ２５５．００
企业创新发展联合基金 能源领域 ３７ １１ ２７７６ ２９．７３ ２５２．３６

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

环境与生态领域 ３６ ８ ２０８０ ２２．２２ ２６０．００
能源与化工领域 ９３ ２８ ７２８０ ３０．１１ ２６０．００
人口与健康领域 ７ ３ ７８２ ４２．８６ ２６０．６７
新材料与先进制造领域 ７１ １７ ４４２０ ２３．９４ ２６０．００
小计 ２０７ ５６ １４５６２ ２７．０５ ２６０．０４
合计 ２８４ ７６ １９６４８ ２６．７６ ２５８．５３

２．１４．２　科学部综合研究项目

申请１项,资助１项,资助直接经费１０００万元,
研究期限４年.

２．１４．３　科学部综合科技活动项目

化学科学部２０２１年度发布两期科学部综合科

技活动项目通告,共接收申请８７项,资助２３项,资
助直接经费２４９万元.

２．１５　组织间合作研究项目

申请１５３项,资助３１项,资助直接经费６８６７．２３
万元.各项目类别申请与资助情况请见表８.

表８　化学科学部２０２１年度组织间合作研究项目申请与资助情况

项目类别
申请

(项)
资助

(项)
资助直接

经费(万元)

NSFC—DFG(中德) ５３ ６ １７７７．００
NSFC—FWO(中比) １２ １ ２００．００
NSFC—ISF(中以) ４７ １１ ２１９６．００
NSFC—NCN项目(中波) ２８ ３ ４００．００
NSFC—SNSF(中瑞) １３ ３ ９００．００
NSFC—PSF(中巴) ７６∗ ７ １３９４．２３
合计 ２２９ ３１ ６８６７．２３

　　∗２０２０年提交申请,２０２１年资助.

３　深化改革实施情况

化学科学部积极响应并全面落实自然科学基金

委党组关于深化科学基金改革的决策部署,围绕“明
确资助导向、完善评审机制、优化学科布局”三大改

革任务,持续推进并落实科学基金系统性改革.

３．１　扎实推进,深化落实改革核心任务

３．１．１　明确资助导向,深入推进分类评审

为提高申请和选题质量,深入实施分类评审.

２０２１年化学科学部在所有学科的重点项目、面上项

目和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中开展分类申请和评审(表

９),共涉及项目１９０３８项,分类评审覆盖学部集中接

收期项目的８３．９％.试点工作表明,基于四类科学

问题属性的分类申请与评审,有利于引导科研人员

凝练好科学问题,基于研究内容提出高质量申请,也
有利于评审专家根据四类科学问题属性内涵进行评

审与遴选项目.
由表９可以看出,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和重点项目,针对“聚焦前沿、独辟蹊径”(属性Ⅱ)及
“需求牵引、突破瓶颈”(属性Ⅲ)的项目申请占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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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比较符合化学领域目前研究现状.

３．１．２　完善评审机制,推进 RCC试点

为提升评审质量,稳步推进“负责任、讲信誉、计
贡 献 (Responsibility,Credibility,Contribution,
RCC)”评审机制.２０２１年,化学科学部所有学科

(B０１~B０９)面上项目参与试点 RCC评审.通过试

点工作发现,RCC评审机制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评

审工作的时效性,有利于提高评审质量,增强评审专

家的责任感和项目申请人对评审意见的认可度.
３．１．３　优化学科布局,实施新代码体系

为促进学科交叉融合,２０２１年度全面实施了新

的申请代码体系,化学科学部从四个维度优化并考

察了新申请代码实施成效.(１)申请人:便于较为

容易找到合适的申请代码,增加申请人的学科认同

感和归属感.(２)基金管理人员:有助于进行项目

辅助分组,方便遴选评审专家.(３)评审专家:多数

认为收到的申请书与自己研究领域较为切合,能够

保障对项目科学性的判断.(４)学科发展:新申请

代码体系涵盖原有代码研究内容,同时为新兴领域

预留空间;新申请代码着眼“四个面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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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原创性基础研究,鼓励针对

解决“卡脖子”技术的基础研究;
新申请代码推进学科交叉,鼓励申请人在学科

交叉融合基础上提出项目申请.
３．２　积极探索,不断完善改革重要举措

３．２．１　探索基于基础科学板块联合工作机制

根据«基于板块的科学基金资助管理改革试行方

案»相关举措,注重板块间的交流以促进交叉研究项

目的资助,积极探索基于基础科学板块的联合工作机

制,通过板块内联合立项与评审,助力资助布局改革.
化学科学部尝试请数理科学部推荐专家参与通

讯评议、邀请具有数理学科背景的专家参加会议评

审,提升对申请项目技术原理性及基础性把握的质

量.面向国家经济主战场与国家重大需求,基础科

学板块２０２１年度联合评审并资助３项专项项目.
３．２．２　完善原创探索计划项目遴选与资助机制

强调以研究思想的原创性和预期成果的引领性

作为评价重点,在引入预申请、同行评审意见反馈及

对意见答复等机制的基础上,化学科学部通过强化学

科处职责、强化集体决议、强化学部专家咨询委员会

职能,进一步完善原创探索项目的遴选与资助工作.
３．２．３　探索机制改革提升评审质量和立项水平

化学科学部认真落实«关于完善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重大类型项目立项机制的若干意见(试行)»和
«关于加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和世界科学前沿的科

学问题凝练机制的若干意见(试行)»,在重大项目立

项建议论证、指南制定及立项领域遴选与资助过程

中均注重科学问题及研究方向的凝练,强调指南的

科学性、开放性和包容性,通过多过程差额遴选强化

竞争择优,提升评审质量和立项水平.
３．２．４　倡导科学基金评审的科学性与公正性

学部努力把握科学性与公正性的平衡,引导专

家高质量选好项目.强调“科学性是科学基金的根

本,科学的资助导向是科学基金资助机构的首要命

题,也是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的源头供给;公正性是

科学基金的生命线,公平、公正的评审是科学基金制

的立足之本,也是资助高水平基础研究的前提”.

表９　化学科学部２０２１年度分类申请与资助情况

项目类别 科学问题属性
申请 资助

项目数(项) 占比(％) 项目数(项) 占比(％)
资助率(％)

面上项目

属性Ⅰ ５１０ ５．７９ ９３ ４．９０ １８．２４
属性Ⅱ ４４８９ ５０．９４ １０４５ ５５．０９ ２３．２８
属性Ⅲ ３１８６ ３６．１６ ６６２ ３４．９０ ２０．７８
属性Ⅳ ６２７ ７．１２ ９７ ５．１１ １５．４７
合计 ８８１２ １００．００ １８９７ １００．００ ２１．５３

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属性Ⅰ ５１７ ５．２１ ６０ ３．２６ １１．６１
属性Ⅱ ５３５３ ５３．９６ １１４３ ６２．０５ ２１．３５
属性Ⅲ ３４０１ ３４．２８ ５５５ ３０．１３ １６．３２
属性Ⅳ ６４９ ６．５４ ８４ ４．５６ １２．９４
合计 ９９２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８４２ １００．００ １８．５７

重点项目

属性Ⅰ ２８ ９．１５ ６ ８．７０ ２１．４３
属性Ⅱ １２４ ４０．５２ ３５ ５０．７２ ２８．２３
属性Ⅲ １３１ ４２．８１ ２４ ３４．７８ １８．３２
属性Ⅳ ２３ ７．５２ ４ ５．８０ １７．３９
合计 ３０６ １００．００ ６９ １００．００ ２２．５５

　　属性Ⅰ:鼓励探索、突出原创;属性Ⅱ:聚焦前沿、独辟蹊径;属性Ⅲ:需求牵引、突破瓶颈;属性Ⅳ:共性导向、交叉融通.



　

　２０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２０２２年

４　未来的工作思考

４．１　注重任务落实,持续推进科学基金深化改革

围绕科学基金改革三大任务[８１０],扎实推进评

审改革工作.引导科研人员凝练出高质量科学问

题;在２０２１年面上项目试点基础上,学部将重点项

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纳入试点

RCC评审,总结试点工作经验,引导评审专家负责

任地进行评审;加强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代码改革宣

传力度,方便科研人员进一步了解申请代码内涵.
持续完善改革重要举措,不断优化重大类型项

目的立项与资助机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的战略部

署,突出加强科学问题凝练和推动科研范式变革等

重点任务,为实现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科

技自立自强提供有力支撑.

４．２　坚持“四个面向”,深入推动化学化工领域科技

创新

　　坚持“四个面向”,根据“十四五”优先发展领域,
前瞻布局重大类型项目.创新人才队伍建设,引导科

研人员围绕需求和问题开展基础研究,推动化学化工

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总结经验,进一步加强联合基

金资助的针对性,促进创新体系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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