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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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科学部的评审相关工作,对各类项

目受理、评审及资助情况进行梳理和分析,尤其是深化科学基金改革新举措的实施情况,同时提出

下一年度工作思路和建议,以期进一步促进医学科学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医学科学部;项目评审;项目资助;科学基金深化改革;发展建议

１　申请与资助总体情况

２０２１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以下简称

“自然科学基金委”)医学科学部共收到各类项目申

请８６１５７项(占全委申请总数的２９．９９％),其中未

通过初审５８８项.提出复审５５项,复审有效３８项,
有２项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以下简称“青年基金”)、１
项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原判有误,予以受

理.学部最终正式受理项目８５５７２项.不予受理

５８５项(占申请总数的０．６８％),主要原因见表１.
截至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３１日,医学科学部共资助各类项

目１１１６５项,资助直接经费６０１４３９．４５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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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１年医学科学部收到面上项目、青年基金和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以下简称“地区基金”)申请共

８１７６４项,比２０２０年(８０２２４项)增加１５４０项,增幅

１．９２％,占全委相应类别申请总数(２５６３６０项)的
３１．８９％.
２．１．２　资助情况

２０２１年医学科学部共资助面上项目４５３４项

(２４９７６８万元)、青年基金５０５５项(１５１１９０万元)、
地区基金９５８项(３２６２０万元),总资助经费占医学

科学部总经费的７２．０９％.获资助面上项目负责人

年龄主要集中在３６~４５岁,获资助青年基金负责人

年龄集中在３１~３５岁,获资助地区基金负责人年龄

主要集中在３６~４５岁.资助面上项目、青年基金和

地区基金负责人年龄分布情况详见表２.
在获资助项目负责人性别方面,面上项目和地

区基金男性(＞６０％)多于女性(＜４０％),青年基金

负责人则女性(５６．８０％)多于男性(４３．２０％),资助

项目负责人性别分布情况详见图１.

２０２１年医学科学部除重点项目外,新增面上项

目和青年基金两个类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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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项数及占比情况见表３和表４.
由表３、表４可见,面上项目与青年基金的申请

项目中,科学问题属性为“聚焦前沿、独辟蹊径”(属
性II)和“需求牵引、突破瓶颈”(属性III)的申请项

目占比超过８０％,而“鼓励探索、突出原创”(属性I)
类项目和“共性导向、交叉融通”(属性IV)类项目占

比较低.

２．１．３　面上项目专项申请与资助情况

为响应临床科学研究的需求和医学领域科研人

员的呼声,经过全面分析和深入研判,医学科学部

２０２１年面上项目中首次设立“源于临床实践的科学

问题探索研究”专项(简称“临床专项”),加大支持以

临床科学问题为导向、以服务临床实践为目标的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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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转化研究.该专项从临床诊疗实践出发,基于临

床发现的新现象,针对疾病的发生、发展、诊断与防

治,创新研究方法开展研究,发现新规律、阐释新机

制,将有助于提升医学研究创新的水平.共收到申请

表１　２０２１年医学科学部申请项目不予受理原因

序号 不予受理原因归类 项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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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６５

２ 不属于项目指南资助范畴 １５８
３ 研究期限填写错误 ６４
４ 申请代码或研究领域选择错误 ５０
８ 申请人或主要参与者申请超项 ４４
７ 其他可认定的不予受理情形 ３４
５ 未如实填写研究生导师或博士后合作导师姓名 ３１
６ 申请人或主要参与者填写的信息前后不一致 ３０
９ 申请人不具备该类项目的申请资格 ５
１０ 申请书缺项 ４
合计 ５８５

１６６２项,遴选出７２项比较符合指南的项目申请,资
助直接经费６０万~８０万元/项.此外,还遴选出７８
项比较优秀、但与项目指南要求存在一定差距的项

目申请,给予普通面上项目资助.
从２０２１年本专项受理的项目申请来看,不符合

本专项指南要求的共性问题主要包括:(１)从临床

实践和临床需求中凝练和发掘的创新性科学问题不

够,科学问题单纯来自于文献;(２)申请项目前期已

取得的研究成果潜在临床转化价值不足;(３)缺乏

严谨的临床研究设计或高质量的前期数据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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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除外面上项目、青年基金和地区基金(以下简称

“面青地项目”),其他人才和团队类项目、重大类型

项目、重大仪器研制项目和国际合作项目等共计收

到申请４０３４项,最终资助５８９项,资助直接经费

１６１６９１．４５万元.详情见表５.

表２　２０２１年度医学科学部资助面上项目、青年基金、地区基金负责人年龄分布情况

年龄(岁) ≤２５ ２６~３０ ３１~３５ ３６~４０ ４１~４５ ４６~５０ ５１~５５ ５６~６０ ＞６０ 合计

面上项目(项) ０ ２０ ５６６ １００３ ９６１ ７３９ ５４９ ５６２ １３４ ４５３４
占比(％) ０．００ ０．４４ １２．４８ ２２．１２ ２１．２０ １６．３０ １２．１１ １２．４０ ２．９６ １００．００

青年基金(项) ５ １３２４ ３１１０ ６１６ ０ ０ ０ ０ ０ ５０５５
占比(％) ０．１０ ２６．１９ ６１．５２ １２．１９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地区基金(项) ０ ２２ １５７ ２２５ ２０８ １６８ ８９ ８３ ６ ９５８
占比(％) ０．００ ２．３０ １６．３９ ２３．４９ ２１．７１ １７．５４ ９．２９ ８．６６ ０．６３ １００．００

图１　２０２１年度医学科学部资助面上项目、青年基金、地区基金负责人性别分布情况

表３　２０２１年医学科学部面上项目申请和资助项目

科学问题分类属性统计

分类属性∗
申请

项数

申请项数

占比(％)
资助

项数

资助项数

占比(％)

属性I ２６５０ 　８．０６ 　１５３ 　３．３７
属性II １９０７９ ５８．０１ ３０６３ ６７．５６
属性III ９４２１ ２８．６４ １１６６ ２５．７２
属性IV １７３９ ５．２９ １５２ ３．３５
合计 ３２８８９ １００．００ ４５３４ １００．００

表４　２０２１年医学科学部青年基金申请和资助项目

科学问题分类属性统计

分类属性
申请

项数

申请项数

占比(％)
资助

项数

资助项数

占比(％)

属性I ３８１２ 　９．４０ 　１９５ 　３．８６
属性II ２３９７２ ５９．０９ ３５５６ ７０．３５
属性III １０６９０ ２６．３５ １１５９ ２２．９３
属性IV ２０９４ ５．１６ １４５ ２．８７
合计 ４０５６８ １００．００ ５０５５ １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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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２０２１年医学科学部各类项目申请与资助情况(面青地项目除外)

项目类别
申请

项数

不予受理

项数

最终受理

项数

资助

项数

资助直接经费

(万元)

重点项目 ７５８ １６ ７４２ １２３ ３５７２０．００
重大项目 ２７∗ １ ２６ ６ 　９０００．００

重大研究计划

器官衰老与器官退行性变化的机制 ７１ ０ ７１ ７ 　１８５０．００
肿瘤演进与诊疗的分子功能可视化研究 ２０８ １ ２０７ １５ 　３２００．００
组织器官再生修复的信息解码及有序调控 ２０１ ３０ １７１ ２９ 　３８５９．００
冠状病毒—宿主免疫互作的全景动态机制

与干预策略
１２７ ０ １２７ ３５ 　５１１０．００

组织器官区域免疫特性与疾病 １ ０ １ １ 　 １２４．９０
血管稳态与重构的调控机制 １ ０ １ １ 　 １８６．００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４６７ ３ ４６４ ３８ １５２００．００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７５５ １ ７５４ ７４ １４８００．００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港澳) ２０ １ １９ ２ 　 ４００．００
创新研究群体项目 ４０ ０ ４０ ５ 　５０００．００
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 １１８ ４ １１４ ２０ 　５０００．００
基础科学研究中心 ５ ０ ５ ２ １２０００．００
国家重大科研

仪器研制项目

自由申请 ６７ ０ ６７ ８ 　６７１０．５５
部门推荐 ２ ０ ２ ０ 　　 ０．００

专项项目

研究项目 ６１１ １ ６１０ ５３ 　６０００．００
专家推荐类原创探索计划项目 １７ ０ １７ ８ 　１９００．００
指南引导类原创探索计划项目 １０５ ０ １０５ ６４ １０３１５．００

联合基金项目
NSFC—云南联合基金 ６９ １０ ５９ ６ 　１３９８．００
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 ３６４ １６ ３４８ ９２ ２３９１８．００

合计 ４０３４ ８４ ３９５０ ５８９．００ １６１６９１．４５
　　∗ 重大项目按照整体项目包申请统计,每个项目包包含１个项目申请和４~５个课题申请,本年度不予受理项目为１个项

目申请和３个课题申请(均来自同一个项目包,缺少一个课题申请,不符合指南要求).

２．２．２　重大类型项目情况介绍

(１)重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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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项数及占比情况见表６.
由表６可见,８７．２１％的申请项目其科学问题属

性为“聚焦前沿、独辟蹊径”(属性II)和“需求牵引、
突破瓶颈”(属性III),而“鼓励探索、突出原创”(属
性I)和“共性导向、交叉融通”(属性IV)的项目申请

相对较少,只占总申请量的７．２６％和５．５４％.
(２)重大项目

２０２１年医学科学部发布６个领域的重大项目

指南,包括“听力障碍的发病机制与干预策略”“早
期胚胎发育与不良妊娠结局”“极端环境机体应激

与防护策略”“实体肿瘤的免疫异质性及精准诊疗

策略”“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脑血管疾病系统流行病

学研究”和“基于中医临床常用‘有毒’中药减毒配

伍研究”.共收到项目申请２７项,资助６项,直接

经费９０００万元.

表６　２０２１年医学科学部重点项目申请和资助

项目科学问题分类属性统计

分类属性
申请

项数

申请项数

占比(％)
资助

项数

资助项数

占比(％)

属性I ５５ 　７．２６ 　６ 　４．８８

属性II ４０８ ５３．８３ ７５ ６０．９８

属性III ２５３ ３３．３８ ４０ ３２．５２

属性IV ４２ ５．５４ ２ １．６３

合计 ７５８ １００．００ １２３ １００．００

　　(３)重大研究计划

２０２１年医学科学部共发布“器官衰老与器官退

行性变化的机制”“肿瘤演进与诊疗的分子功能可视

化研究”“组织器官再生修复的信息解码及有序调

控”和“冠状病毒—宿主免疫互作的全景动态机制与

干预策略”四个重大研究计划项目指南,共收到项目

申请６０７项,资助８６项、直接经费１４０１９万元.“组
织器官区域免疫特性与疾病”及“血管稳态与重构的

调控机制”两个重大研究计划项目各资助战略研究

项目１项,资助直接经费３１０．９万元.



　

　５２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２０２２年

２．２．３　专项项目与原创探索计划项目情况介绍

(１)“罕见肿瘤研究”专项项目

２０２１年生命与医学板块发布“罕见肿瘤研究”
专项项目指南.该专项基于我国罕见肿瘤研究现状

和临床诊疗需求,针对肿瘤个性化治疗的重大需求,
深度整合基础与临床转化研究,构建罕见肿瘤分子

特征图谱,探寻罕见肿瘤发生发展的新靶标,推动罕

见肿瘤的个性化精准治疗.本专项共收到申请４０９
项,资助３１项,直接经费３０００万元.

(２)“中医药防治病毒性肺炎基础研究”专项项目

２０２１年医学科学部积极响应国务院加快中医

药特色发展的要求,针对中医药在病毒性肺炎防治

中显示出一定特色和优势,但其防治理论和药物的

现代科学基础不明的问题,设立“中医药防治病毒性

肺炎基础研究”专项项目.共收到申请２０１项,资助

２１项,直接经费２５００万元.
(３)指南引导类原创探索计划项目

针对肿瘤免疫的前沿科学问题,２０２１年医学科

学部与生命科学部共同发布生命与医学板块“肿瘤

免疫与肿瘤代谢”原创探索计划项目指南,旨在资助

聚焦于肿瘤新的免疫检查点、肿瘤代谢干预新靶点

的发现,以及肿瘤预防和肿瘤治疗新策略的探索项

目,促进对肿瘤发生发展规律的变革性认识,实现有

效预防和治疗肿瘤的目的.共收到预申请５２８项,
其中２６项通过审查,提交正式申请.最终１９项获

得资助,直接经费４８４０万元,平均资助强度２５４．７４
万元/项,资助期限均为３年.

２０２１年医学科学部在２０２０年新冠病毒溯源、
致病机制、无症状感染流行病学、病毒—宿主互作等

方面应急性布局专项等项目的基础上,发布“基于冠

状病毒感染与致病共性机制的创新药物研究”原创

探索计划项目指南,旨在聚焦原创性抗冠状病毒药

物基础研究,发现并确证抗冠状病毒新靶点、新理

论、新策略、新技术与新方法,设计并发现活性明确、
安全性好、成药率高的原创抗冠状病毒候选药物,阐
明其作用机制.共收到预申请５１２项,通过预申请

审查后,有３１项提交正式申请,最终２５项获得资

助,直接经费２９７５万元,平均资助强度１１９．００万

元/项,资助期限为１~３年.
为鼓励多学科交叉的原创性诊疗技术研究,

２０２１年医学科学部发布“重大疾病的物理治疗与调

控技术”原创探索计划项目指南,旨在资助聚焦于

磁、声、电、光等物理疗法在神经、运动、心血管、代谢

与免疫系统等重大疾病治疗中的原创探索性研究,
为医工结合的物理治疗与调控新技术发展提供支

撑.共收到预申请４２５项,４８项通过审查,提交正

式申请.最终资助２０项,直接经费２５００万元,平均

资助强度１２５．００万元/项,资助期限均为３年.
(４)专家推荐类原创探索计划项目

２０２１年医学科学部共收到专家推荐类原创探

索计划项目预申请１００项,其中有１７项通过预申请

审查,提交正式申请,最终资助８项,资助直接经费

１９００万元,平均资助强度２３７．５０万元/项,资助期

限为２~３年.

３　２０２１年医学科学部落实科学基金深化改

革任务情况

　　医学科学部贯彻委党组关于科学基金深化改革

的部署,加强学风建设,深入落实明确资助导向、完
善评审机制和优化学科布局三大改革任务.

３．１　加强学风建设

医学科学部始终注重加强学风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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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科学精神,营造良好的科研生态.将科

学研究的原创性、真实可靠性、科学意义和价值作为

项目评价的主要原则和标准,遴选出具有真正创新

思想的研究项目和优秀人才,鼓励研究人员潜心探

究、攻克具有挑战性和变革意义的疑难科学问题,培
育并形成“十年磨一剑”的学术氛围.

３．２　明确资助导向

医学科学部在本年度继续落实基于科学问题属

性分类申请和评审的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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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资助导向宣传工作的不断深入,申请人对项目研究

内容的分类把握不断清晰.

３．３　完善评审机制

２０２１年医学科学部进一步扩大“计算机辅助指

派升级”试点工作,共有１４个一级代码的青年基金

采用试点模式,完成专家指派匹配工作.经过积极

总结、探索完善,在保证专家库质量、保证“小同行”
评审的前提下,提高了工作效率、减轻了工作压力、
增强了风险防控技术支撑.

本年度肿瘤学科作为试点学科,参与了全委面

上项目“人工智能辅助指派”试点工作,为全委“人工

智能辅助指派系统”建设提供了有效的数据支撑.
通过将全新的知识图谱数据库接入现有同行评议系

统,引入先进的人工智能算法,为学科提供了更丰富

的专家信息量,提升优秀专家使用量.
同时医学科学部进一步推进“负责任、讲信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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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贡 献 (Responsibility,Credibility,Contribution,

RCC)”评审机制的试点工作,２０２１年 H０７(内分泌

系统/代谢和营养支持)和 H１４(耳鼻咽喉头颈科

学)两个代码的面上项目和青年基金参与了试点工

作.RCC评审机制不仅提高了评审效率,也增强

了专家责任心,对科学基金评审具有积极的推动作

用,得到了评审专家和申请人的认可与支持,发挥

了正向激励作用,推动了科学基金评审工作质量进

一步提高.

３．４　优化学科布局

为加强面向人民健康方向的布局,医学科学部

每年通过学部门户网站、邮箱等多种途径,采用长期

及集中方式广泛征集下一年度拟立项领域建议,此
外亦接收国家其他部门征集的重大科学问题或拟立

项领域建议.结合双清论坛、学科战略研讨会等,调
研学科发展战略,凝练重要科学问题,完成重大类型

项目的布局工作,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建立对重

大原创项目等的非常规评审机制,加强前瞻性的基

础研究和探索性原创研究的布局.
为顺应医学学科发展的需求,强化“四个面向”

发展领域布局,基于自然科学基金委“优化学科布

局”的改革方案,２０２１年医学科学部启用新的申请

代码(一级代码３５个,二级代码３８１个),突出科学

问题导向和研究新范式,强化和细分病毒感染与免

疫、急危重症救治、核医学以及罕见病、遗传病资源

等领域方向.
此外基于咨询意见和调研建议,２０２１年医学科

学部围绕重大需求和科学前沿,分别在肿瘤、重大慢

性疾病、传染性疾病、中医中药等领域,面向国家重

大需求和人民生命健康,布局了重大科学问题或诊

疗新技术等研究,不断满足医学健康发展的需求.

４　对未来工作的展望

２０２２年,医学科学部将继续秉承“坚持正确价

值导向,追求卓越医学创新”的理念,围绕新时代科

学基金系统性改革目标,继续落实改革任务,扎实推

进各项工作.加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和世界科学前

沿的科学问题凝练,推动原始创新,促进学科交叉融

合,完善重大类型项目的立项机制,加强基础研究的

谋划与顶层设计.针对我国医学科学研究的发展现

状和发展需求,仍需继续深入调研,推动医学研究新

范式的变革,推动临床科学问题的基础研究布局,发
挥科学基金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基础研究支撑

作用.
弘扬科学精神,营造有利于创新的科研生态,

在深化改革的任务中抓住重要机遇,不断提升科

学基金资助效能,推动医学领域基础研究高质量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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