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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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与材料科学部评审工作情况,分析

了工程与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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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理、评审与资助总体情况

截至目前,２０２１年度工程与材料科学部接收各

类项目申请总计４９７９０项,涉及１２４７家依托单位.
其中,面上项目申请数量为 ２０６００ 项,申请量比

２０２０年降低０．６８％;青年科学基金项目２０７３０项,
增长１０．４４％;地区科学基金项目２８５３项,增长

５．５５％;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７００项,增长

６．３８％;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１２６１项(含港澳),
申请量与２０２０年基本持平;创新研究群体项目５２
项,增幅为１．９６％.

不予受理２５３项,与２０２０年相比(３４０项)降低

了２５．５９％.其中,面上项目７８项,青年科学基金

项目６０项,地区科学基金项目１９项,重点项目３
项,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１１项,优秀青年科

学基金项目２项,联合基金项目１７项,其他６３项.
共接 收 ２６ 项 复 议 申 请,占 不 予 受 理 项 目 的

１０．２８％.
不予受理原因统计如图１所示.未按要求提供

导师同意函、推荐信、伦理委员会证明等材料的４２
项,主要原因为专家推荐信缺少签字或签名日期不

符.研究期限填写错误的７２项,未如实填写研究生

导师或博士后合作导师姓名的４４项,申请人或主要

参与者申请超项的４项,申请代码或研究领域选择

错误的１３项,主要集中于联合基金项目,其他可认

定的不予受理情形７８项,主要有申请书缺页、未按

要求说明申请人同年申请其他科学基金项目,以及

在指南要求的集中接收时间之外提交等.

１．１　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地区科学基金三类

项目资助情况

２０２１年工程与材料科学部面上项目申请量相

对２０２０年减少１４０项,降幅０．６８％;青年科学基金、
地区科学基金增幅分别为１０．４４％和５．５５％.青年

科学基金和地区科学基金的增长表明了我国青年科

技人才队伍壮大以及地区科研人才的稳定增长,工
程与材料科学部２０２１年度各学科三类项目的申请

与资助情况如表２所示,总体上较好地满足了三类

项目持续发展和学科均衡的基本要求.
本年度共接收面上项目２０６００项,受理２０５２２

项.共发送同行评议函９９２３０份,回函率９９．９９％.
批准面上项目３３０９项,资助直接费用１９２３１８万

元,平均资助强度(直接费用,下同)５８．１２万元/项,
资助率为１６．０６％.２０２１年度面上项目申请人的平

均年龄为４２．５７岁,３６~４０周岁的申请者占比最

大,达３２．０７％,具体年龄分布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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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工程与材料科学部２０２１年度不予受理项目原因统计

２　各类项目申请及资助情况

２０２１年度,工程与材料科学部集中受理项目的

情况如表１所示.本文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 (以下简称“自然科学基金委”)的资助项目分类,
将分别对所受理的项目进行概述.

本年度共接收青年科学基金项目２０７３０项,受
理２０６７０项.共发送同行评议函７７８９０份,回函率

１００％.批准青年科学基金项目３６４８项,资助直接

费用１０８９３０万元,平均资助强度２９．８６万元/项,资
助率为１７．６０％.本年度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人

的平均年龄为３２．６８岁,３１~３５周岁的申请者占比

最大,达６９．３６％.

２０２１年工程与材料科学部共接收地区科学基

金项目２８５３项,受理２８３４项.共发送同行评议函

１１５３６份,回函率１００％.批准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４１１项,资助直接费用１４３７０万元,平均资助强度

３４．９６万元/项,资助率为１４．４１％.本年度地区科

学项目申请人的平均年龄为４２．５０岁,且主要集中

在３１~５５周岁,其中３６~４０周岁的申请者占比最

大,达到３０．９８％.

２．２　重点项目、重大项目及重大研究计划资助情况

２０２１年起,工程与材料科学部在“三纵十四横”
的总体资助框架下布局重点发展领域,其中“三纵”
为工程、材料、工程与材料交叉,“十四横”为十四个

重点发展领域,包括一个“工程与材料领域共性软件

支撑平台”的交叉领域、四个材料科学领域和九个工

程科学领域.２０２１年度,１４个重点资助领域共申请

６９７项,其中不予受理３项,与２０２０年相比申请增

加了６３项(增幅９．９４％),批准资助１０８项,资助直

接费用３２４００万元,资助强度３００万元/项,资助率

为１５．４９％.

表１　２０２１年度工程与材料科学部集中受理项目情况一览表

项目类型
申请数

(项)
资助数

(项)
资助率

(％)
资助经费

(万元)
平均资助经费

(万元)

面上项目 ２０６００ ３３０９ １６．０６ １９２３１８．００ ５８．１２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２０７３０ ３６４８ １７．６０ １０８９３０．００ ２９．８６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２８５３ ４１１ １４．４１ １４３７０．００ ３４．９６

重点项目 ６９７ １０８ １５．４９ ３２４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含港澳) １２６１ １１３ ８．９６ ２２６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７００ ５７ ８．１４ ２２８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

创新研究群体项目 ５２ ６ １１．５４ ６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 ６３ １０ １５．８７ ２５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

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自由申请) １２４ １７ １３．７１ １３９６１．９６ ８２１．２９

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部门推荐) ９ １ １１．１１ ８８３５．２８ ８８３５．２８

基础科学中心项目 ８ ２ ２５．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４７０９７ ７６８２ ４３６７１５．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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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０２１年度各学科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地区科学基金项目三类项目资助情况

学科代码 申请项目数 资助项目数 资助直接费用(万元) 资助率(％)

E０１ ３５４６ ５７９ ２４４２５ １６．３３

E０２ ４１０６ ７１３ ２９９９６ １７．３６

E０３ ２９９２ ５１２ ２１３７９ １７．１１

E０４ ５２７３ ８４７ ３６６１４ １６．０６

E０５ ７２２９ １２２１ ５２５５７ １６．８９

E０６ ３０１４ ５１８ ２１６３８ １７．１９

E０７ ３００２ ４９０ ２１１４３ １６．３２

E０８ ６５１７ １０７１ ４６９４０ １６．４３

E０９ １９６６ ３４１ １４４２０ １７．３４

E１０ ２５９９ ４３６ １８５１５ １６．７８

E１１ １３１１ ２２１ ９７０６ １６．８６

E１２ １４７０ ２２６ ９９０６ １５．３７

E１３ １１５８ １９３ ８３７９ １６．６７

合计 ４４１８３ ７３６８ ３１５６１８

表３　２０２１年度工程与材料科学部面上项目

申请人年龄分布情况

年龄段(岁) 人数 占比(％)

２６~３０ ５６ ０．２７
３１~３５ ２７７９ １３．４９
３６~４０ ６６０６ ３２．０７
４１~４５ ５１７６ ２５．１３
４６~５０ ２８９４ １４．０５
５１~５５ １５８４ ７．６９
５６~６０ １３０３ ６．３３
＞６０ ２０２ ０．９８

２０２１年度,工程与材料科学部将重大项目立项

建议采取“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有机结合,强调

顶层设计,竞争择优.经公开征集、学科酝酿、专家

论证、评审和委务会审批等环节,共发布了“基于能

量耗散的金属基复合材料强—韧性关联重构”“高频

高效电机用新型非晶软磁材料”“第三代半导体中压

电—电/光耦合新效应、材料与器件研究”“干热岩地

热资源开采机理与方法”“瞬态折展变形机构设计理

论与关键技术基础”“规模化多能协同存储与能质调

控”“高压电缆聚烯烃绝缘性能强化”“重大基础设施

服役安全智能诊断”“梯级水电枢纽群巨灾风险评估

与防控”“城市污水资源化与安全利用”“极地环境载

荷及其与海洋结构物的耦合特性”和“内禀功能耦合

MA２Z４材料”１２个领域的重大项目指南,共受理１８
项重大项目申请,经通讯评审、会议评审(含资金预

算专项评审)和委务会审批等程序后最终９项申请

获得通过,总资助直接费用为１３４６１．６３万元.
本年度工程与材料科学部接收“功能基元序构

的高性能材料基础研究”重大研究计划重点支持项

目申请５７项、培育项目申请２４４项,批准重点支持

项目１６项、培育项目３５项,直接资助经费５２５０万

元和２２５０万元.“共融机器人基础理论与关键技术

研究”重大研究计划重点支持项目申请７７项、集成

项目申请１３项,最终遴选出集成项目１项,直接经

费共７８０万;重点支持项目６项,直接经费共１４１２
万元.“航空发动机高温材料/先进制造及故障诊断

科学基础”重大研究计划遴选出集成项目１项,直接

经费共２０００万;重点支持项目７项,直接经费共

２０８９万.“极端条件电磁能装备科学基础”重大研

究计划遴选出重点支持项目６项,培育项目１２项,
资助项目经费共计２７５６万元.

２．３　人才类基金项目资助概况

２０２１年工程与材料科学部接收优秀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申请１２６１项(含港澳),申请量与２０２０年

持平,批准１１３项,总资助经费２２６００万元,资助率

为８．９６％.共接收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申

请７００项(２０２０年６５８项),增幅为６．３８％.批准５７
项,资助强度４００万元/项,总资助经费２２８００万元,
资助率为８．１４％.

２０２１年工程与材料科学部接收创新研究群体

项目申请５２项(２０２０年５１项),增幅为１．９６％.批

准创新研究群体项目６个,总资助直接费用６０００万

元,资助率为１１．５４％.共接收基础科学中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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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８项(２０２０年７项),增幅为１４．２９％;批准基础

科学中心项目２项,总资助直接费用１２０００万元,资
助率为２５％.

２．４　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资助概况

２０２１年工程与材料科学部接收国家重大科研

仪器研制项目(部门推荐)申请９项,批准１项,直接

经费８８３５．２８万元;接收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

目(自由申请)申请１２４项,批准１７项,总资助直接

费用１３９６１．９６万元,平均资助强度８２１．２９万元/
项,资助率为１３．７１％.

２．５　国际合作研究类项目资助概况

２０２１年工程与材料科学部接收重点国际合作

项目申请６３项(２０２０年９２项),降低３１．５２％,批准

１０项,资助直接费用２５００万元,平均资助强度２５０
万元/项,资助率为１５．８７％.

２．６　联合基金项目资助概况

２０２１年工程与材料科学部共受理１０类联合基

金项目申请,各类联合基金共接受申请１０１６项,申
请量与２０２０年基本持平,其中不予受理１７项,主要

原因包括研究期限填写错误、申请代码或研究领域

填写错误、不属于项目指南资助范畴等.申请与资

助整体情况如表４所示,共资助各类型联合基金项

目２５３项(重点支持项目２４８项,集成项目５项),直
接资助经费７０５６５．１１万元.

２．７　原创探索计划项目资助概况

工程与材料科学部２０２１年度受理第一批原创

探索计划项目预申请５６项,通讯评审采取双盲通讯

评审的方式进行,经学部部务会审议,确定第一批原

创探索计划项目预申请通过１２项,其中８个项目上

会答辩,建议资助项目４项,直接经费共３２０万元.
第二批原创探索计划预申请项目４５项,预申请通过

１５项进入正式申请,其中９项上会答辩,建议资助

项目６项,直接经费共４５５万元.

２．８　专项项目

２０２１年度,工程与材料科学部发布了两期专项

项目指南.第一期专项项目包括２类:(１)工程与

材料科学相关领域学科发展战略研究;(２)在华举

办的有影响的国际(地区)学术会议和基础研究短期

人才培训活动.第二期专项项目增加了“依托工程

与材料科学领域国家重点实验室开展的面向中、小
学生的科学传播和普及活动类型项目(简称‘科学传

播类’项目)”.
第一期专项项目共受理战略研究和学术交流类

项目申请５３项,经会议评审,资助２４项,直接资助

经费３６０万元.第二期专项项目共受理１１９项,其
中科学传播类项目申请４１项,经会议评审,“战略与

管理类”“学术交流类”项目予以资助２５项,建议资

助经费共计３５４．８万元.经通讯评审及会议评审,
“科学传播类”项目予以资助１２项,建议资助经费共

表４　２０２１年度工程与材料科学部联合基金项目申请与资助情况

项目类型 项目亚类
申请数

(项)
资助数

(项)
资助率

(％)
资助经费

(万元)
平均资助经费

(万元)

NSFC—山东联合基金 重点支持 ８２ １２ １４．６３ ３１５０．００ ２６２．５０

NSFC—云南联合基金 重点支持 ７０ ５ ７．１４ １１８０．００ ２３６．００

企业创新联合发展基金 重点支持 １０５ ２５ ２３．８１ ６４９１．５１ ２５９．６６

集成项目 １ １ １００．００ １１００．００ １１００．００

核技术创新联合基金 重点支持 １９ ５ ２６．３２ １２７５．００ ２５５．００

“叶企孙”科学基金 重点支持 ８８ ２６ ２９．５５ ６８０７．２０ ２６１．８２

智能电网联合基金 重点支持 ９０ １６ １７．７８ ４１６０．００ ２６０．００

集成项目 ３ ２ ６６．６７ ２５６０．００ １２８０．００

地震科学联合基金 重点支持 １０ ３ ３０．００ ８４０．００ ２８０．００

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 重点支持 ４３２ １３４ ３１．０２ ３４８３５．００ ２５９．９６

集成项目 ７ ２ ２８．５７ ２４４６．４０ １２２３．２０

长江水科学研究联合基金 重点支持 ６４ １２ １８．７５ ３１２０．００ ２６０．００

黄河水科学研究联合基金 重点支持 ４５ １０ ２２．２２ ２６００．００ ２６０．００

合计 １０１６ ２５３ ７０５６５．１１



　

　３６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２０２２年

计１３０万元.

３　深化科学基金改革实施情况

３．１　积极落实资助布局改革,探索板块运行机制

工程与材料科学部根据自然科学基金委的统

一部署,积极落实科学基金资助布局改革,基于

“源于知识体系逻辑结构、促进知识与应用融通、
突出学科交叉融合”的学科布局方案,学部与信息

学部组成技术科学板块,贯彻“四个面向”要求,加
强关键技术基础研究,解决重大需求背后的核心科

学问题,增强技术源头供给,强化技术科学的知识

基础并形成技术科学体系.在此架构下,统筹安

排,统一行动,圆满完成２０２１年度国家杰出青年科

学基金项目评审,为板块内部其他重大类型项目统

筹评审提供了经验.

３．２　扩大RCC分类评审试点范围,提升项目评审

质量

工程与材料科学部继续落实“负责任、讲信誉、
计贡献(Responsibility,Credibility,Contribution,

RCC)”评审机制的改革工作,将金属材料学科、电气

科学与工程学科与海洋工程学科纳入试点评审范

围.对于通讯评审过程中专家的态度、完成度进行

记录,同时将通讯评审专家的申请评审重置与 RCC
挂钩,相关学科及学部将对每年评审中出现的“重
置”情况进行统计和评估,对于认定的“非正常重置”
情况,将按照RCC评审机制,计入专家信誉档案;通
讯评审意见收回后,各科学处对评审意见是否贴切、
提交是否及时进行总结评价.同时,工程与材料科

学部利用各类项目评审会对 RCC改革工作进行宣

传,也不断听取专家的意见和建议,结合试点开展工

作进行总结,为后续科学基金改革提供宝贵经验.

３．３　聚焦科学发展前沿,加强顶层设计

２０２１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工程与材料科学

部积极面对新时代工程与材料科学基础研究的机遇

与挑战,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与战略布局,充分体现

学部特点,聚焦基金改革重点任务,促进工程领域与

材料领域的深度交叉融合,实现学科发展前沿与国

家的重大战略需求有机结合,促进我国工程科学与

材料科学基础研究的高质量发展.
通过举办双清论坛,聚焦“高端精密装备精度测

量基础理论”“智慧海洋与智能装备前沿关键基础科

学问题”和“５d电子材料中的新奇物性”,梳理相关

研究的发展趋势、热点及面临的挑战,凝练亟需解决

的关键前沿热点科学问题,推动研究范式变革,促进

交叉融合研究与未来长远发展,进一步加强工程与

材料科学部顶层设计和资助布局.

４　下一步工作举措

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工程与材料科学部将继续

深化落实党中央关于科技领域改革的各项决策部

署,坚持“四个面向”,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

于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的重大部署,发挥科学基金

支持源头创新的重要作用,为推动科学基金深化改

革以及我国基础研究的进步贡献力量.

４．１　推进“双碳”行动

工程与材料科学部相关学科领域是落实国家双

碳战略的主战场,学部积极落实党中央“双碳”战略

和委“双碳研究行动计划”,发挥学部特色和交叉融

合优势,提出工程与材料科学部双碳战略工作设想,
以材料科学与工程为纽带,在能源结构转型、产业结

构调整和生态环境建设方面提供关键支撑.从全生

命周期评价双碳目标和全产业链深度脱碳理念,识
别和确定主控因子,进而凝练关键科学问题,建立和

发展相应科学体系.

４．２　进一步加强面向需求的科学问题的凝练机制

科学问题要坚持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加强基

金管理者与科学家和领域专家之间的互动,将“由下

而上”和“由上而下”相结合,进一步发扬科学基金的

导向作用.引导论证过程中的行业、产业、企业专家

的实质性参与,充分发挥企业的作用.加强国家不

同科技部门之间的协调,综合产、学、研、用多环节和

不同部门、领域内多学科专家的意见,经反复充分论

证,全面系统的明晰国家需求与关键技术,厘清不同

层级、不同紧迫程度的科学问题.

４．３　进一步完善学科代码体系

工程与材料科学部将进一步优化学科布局,
对学科代码进行调整.新代码体系实施两年来,
体现了前沿新方向和学科发展空间,加强了科学

前沿与国家重大需求的有机结合,促进了学科交

叉融合.仍需遵循知识体系结构和逻辑演化规

律进一步完善和优化学科代码体系.完善二级

学科内涵与外延,扩展学科范围,引导学科均衡

发展加强关键词的分级检索和匹配精度,完善指

派功能及时反馈、更新和优化研究方向、关键词

等数据库系统加强学科交流研讨和宣传,进一步

形成广泛学科共识.



　
第３６卷　第１期 赖一楠等:２０２１年度工程与材料科学部基金项目评审工作综述 ３７　　　 　

ProposalApplication,PeerReviewandFundingoftheDepartmentof
EngineeringandMaterialSciencesin２０２１:AnOverview

　　∗ CorrespondingAuthor,Email:laiyn＠nsfc．gov．cn

LaiYinan１∗ ZhangPeng２ TanYeqiang３ GuoMengjing４ LuZhongyu５ PanRui６

LiuYonglu７ DingXinrui８ ZhouFeng９ MiaoHongyan１ WangQidong１

１．DepartmentofEngineeringandMaterialSciences,NationalNaturalScienceFoundationofChina,Beijing１０００８５

２．QingdaoUniversityofTechnology,Qingdao２６６０３３　　 　３．QingdaoUniversity,Qingdao２６６０７１

４．XianUniversityofTechnology,Xian７１００４８　　　　　 　５．GuangdongUniversityofTechnology,Guangzhou５１０００６

６．BeijingUniversityofTechnology,Beijing１００１２４　　　　 ７．CentralSouthUniversity,Changsha４１００８３

８．SouthChinaUniversityofTechnology,Guangzhou５１０００６　９．ChangshaUniversity,Changsha４１００２２

Abstract　ThispapersummarizesthereviewworkoftheDepartmentofEngineeringandMaterialSciences
intheNationalNaturalScienceFoundationofChinain２０２１,analyzestheapplicationsandawardsof
variousprojectsintheDepartmentofEngineeringandMaterialSciences,andproposestheguidelinesfor
projectreviewinthenextyear．

Keywords　NationalNaturalScienceFoundationofChina;engineeringand materialsciences;project
review;applicationdata;awarddata

(责任编辑　刘 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