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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对近年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不予受理情况进行分析,总结科学基金“放管服”
改革背景下,浙江大学在项目形式审查工作中的实践经验,就依托单位如何进一步加强项目形式审

查工作进行探讨,并对科学基金申请受理工作提出建议.

[关键词]　依托单位;科学基金;形式审查;放管服

长期以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下简称“科学

基金”)在推动基础研究的高质量发展方面发挥着关

键作用,各依托单位均非常重视科学基金的组织实

施,纷纷将其作为科研管理的重点工作来抓.近年

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自然科学

基金委”)聚焦改革任务,深化科学基金“放管服”,持
续优化项目管理,逐年简化申请材料,从２０２０年开

始申请阶段全面试行无纸化申请,切实减轻了申请

人和依托单位管理人员的负担.
科学基金申请规定和提交流程的变化,相应带

来了申请书形式审查要点的变化,依托单位必须主

动适应新形势,在工作组织模式上作出相应调整,以
便形式审查工作更有针对性.本文通过对浙江大学

在科学基金项目受理阶段申请书形式审查工作方

式、方法的探索,思考如何面对申请量逐年递增以及

全面无纸化申请带来的工作挑战,并提出相关工作

建议.

１　不予受理整体情况

１．１　申请规定

众说周知,提交一份高质量的申请书是项目获

得资助的必要条件,而提交一份符合规定的申请书

刘彬　华中农业大学 科 学 技 术 发 展 研 究

院基础研究处处长、副研究员.主要研究

方向为科研管理、科学计量与科技评价.

薛建龙　浙江大学科 学 技 术 研 究 院 基 础

研究与海外 项 目 部 副 部 长.主 要 研 究 方

向为科技政策、科研管理.

却是项目能够进入评审阶段的前置条件.依托单位

在规定时间内将申请人提交的申请书报送至自然科

学基金委后,自然科学基金委依据«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条例»(国务院令第４８７号)完成对申请书的初审,
决定是否受理项目申请.因此,申请书的写作必须

符合科学基金项目指南、基金管理规定和申请书撰

写要求,这是申请能否进入评审程序的门槛,否则可

能会不予受理[１].

１．２　主要原因

　　近５年(２０１７—２０２１年)科学基金在集中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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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不予受理项目共计１４８５０项.自然科学基金委通

过持续简化申请要求、进一步完善科学基金网络信

息系统(以下简称“信息系统”)功能等诸多举措下,
集中接收期不予受理项目申请数由２０１７年的３７４７
项降低到２０２１年的１７１７项,不予受理率由１．９６％
降低到０．６２％,但每年不予受理项目的绝对数量依

然较大.项目申请书一旦初筛不通过,申请人需等

到下一年度方能再提出相应类型项目的申请,甚至

可能会因此错过重点项目等的指南领域.
导致项目申请不予受理的原因相对集中,主要

是未认真阅读指南所致,包括:(１)研究期限填写错

误;(２)申请代码或研究领域选择错误;(３)不属于

项目指南资助范畴;(４)申请人不具备该类项目的

申请资格;(５)未按要求提供附件材料(如推荐信、
导师同意函、知情同意函、伦理委员会证明等),详见

表１.整体来看,虽然申请规定和申请流程每年均

有一定变化,但对申请的规范性和政策相符性等要

求并没有降低.通过认真阅读项目指南,大部分不

予受理的原因是可以避免的,申请人的认真程度决

定了申请书是否能顺利被受理,不予受理项目的数

量和比例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依托单位的管理

水平.

２　浙江大学形式审查工作实践

一份严谨、规范的申请书不仅能通过形式审查,
也能给评审专家留下好的印象[２].自然科学基金委

对不同学科和不同项目类型的申请书有着不同的撰

写要求,申请人往往把主要时间精力用在申请书内

容的撰写,却忽视申请政策等方面的要求.因此,依
托单位除了鼓励科研人员潜心研究、夯实研究基础

并开展各种方式的申请书写作技巧辅导外,提醒申

请人认真阅读指南、规范申请书写作并集中进行申

请书形式审查同样重要.这也是依托单位切实履行

管理主体责任的要求使然,更重要的是可以尽量降

低项目申请因非学术因素而落选的可能.
长期以来,浙江大学坚持做好科学基金项目申

请的支撑保障工作.通过全校申报动员大会、院系

宣讲会、座谈交流会等形式,广泛宣传自然科学基金

委深化改革要点及政策变化,着重引导科研人员认

真阅读项目指南、熟悉申请规定、理解科学问题属性

表１　２０１７—２０２１年集中接收期科学基金项目不予受理主要原因及数量

排序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２１年

１ 依托单位或合作研

究单位未盖公章或

是非法人公章,或所

填单位名称与公章

不一致(５２３项)

研究 期 限 填 写 不 符

合要求(５８３项)
申请代码或研究领

域选择错误(７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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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６项)

研究 期 限 填 写 错 误
(３３３项)

２ 不属于本学科资助

范畴(５１７项)
不属 于 所 选 择 的 申

请代 码 所 在 学 科 指

南的 资 助 范 畴 (４９５
项)

不属于项目指南资

助范畴(６０８项)
不属于项目指南资

助范畴(３４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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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附件材料(３１９项)

３ 申请书内容不完整、
信息有误、前后不一

致(５０４项)

依托 单 位 或 合 作 研

究单位未盖公章、非
原件 或 名 称 与 公 章

不一致(３２７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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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８３项)

申请人不具备该类

项 目 的 申 请 资 格
(３０５项)

申请代码或研究领域

选择错误(２７０项)

４ 研究期限、经费等内

容不 符 合 指 南 (４７６
项)

申请书缺页或缺项、
缺少 主 要 参 与 者 简

历(２８２项)

其他可认定的不予

受理 情 形 (其 中,研

究期限填写不符合

要 求 占 绝 大 多 数)
(５３５项)

研究期限填写错误
(２９９项)

未如实填写研究生导

师或博士后合作导师

姓名(２４８项)

５ 代码 填 写 错 误 (３４３
项)

申请 人 或 主 要 参 与

者未 签 名 或 签 名 与

基本 信 息 表 中 人 员

姓名不一致(２５５项)

申请书缺页或缺项
(４３０项)

申请代码或研究领

域选择错误(２５２项)
不属于项目指南资助

范畴(２２２项)

　　数据来源:自然科学基金委历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集中接收项目申请与受理情况”.



　

　１２８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２０２３年

分类、深度凝练科学问题,提交选题科学、内容严谨、
格式规范的高质量项目申请书.在项目集中申报

期,学校努力克服时间短、任务重、申请量大、人手不

足等困难,积极顺应自然科学基金委的政策变化,综
合应用多种手段,逐渐摸索建立了适应“全面无纸

化”新形势的一整套完整规范、操作性强的高效形式

审查体系,有效提升了申请人撰写申请书的严肃性,
端正其申报态度,及时纠正未按要求填报的情形,提
升了申报质量.２０２１年集中接收期,浙江大学提交

项目申请４９４６项,不予受理项目９项,不予受理率

０．１８％,低于全国总体不予受理率(０．６２％),不予受

理原因主要是不属于项目指南资助范畴、申请代码

或研究领域选择错误,基本杜绝了因学校管理层面

疏漏而造成的项目不予受理情况.

２．１　全面梳理审查要点

学校按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项目指南

以及各类型项目填报说明与撰写提纲等规定,认真

梳理各类型项目的审查要点.此项工作至关重要,
是关系到后续审查工作能否有效进行的基础.本文

以面上项目为例对形式审查要点进行了梳理,详见

表２.

２．２　优化具体审查方式

学校每年按照梳理出的形式审查要点,制作«申
请书形式自查明细表»,要求每一个项目申请人对照

要点一一进行规范性自查,提升其主体责任意识,然
后再由院系的科研管理人员复核,最后由学校进行

集中形式审查.２０２１年,学校集中形式审查工作实

现了全程无纸化,工作人员查看电子版申请书及附

件材料,发现问题后通过邮件进行反馈,申请人修改

后重新在系统提交,工作更加便捷高效.形式审查

内容主要包括:电子申请书审查、申请书基本信息审

查、附件材料审查、特殊事项审查等,按照相应内容

分成４个工作小组协同多轮次进行.
(１)电子申请书审查.首先,在信息系统下载

一份电子申请书,利用 AdobeAcrobatPro软件的

PDF包功能,按照项目类型对申请书中的审查要点

逐项进行快速批量检索和审查[３].
(２)基本信息审查.以“依托单位管理用户”角

色在信息系统“确认与退回申请书”界面导出«当年

申请项目人员信息表».此信息表可直接用来判断

的要点包括:“附注说明”“依托单位/参加人单位信

息”“研究期限”等填写是否规范,是否需要两封同行

表２　２０２１年面上项目形式审查要点

申请书内容 审查要点

封面 附注说明:一般不填写内容,个别研究领域需选择相应附注说明.如医学科学部设立“源于临床实践的科学问

题探索研究”专项,申请该专项的申请书在附注说明栏中注明“源于临床实践的科学问题探索研究”.

基本信息 是否在站博士后:与申请人简历对应信息一致.
合作研究单位:单位名称为自然科学基金委注册依托单位或法人单位,不能是依托单位或法人单位的二级单

位等.
申请代码:尽量选至二级申请代码(４位数字)(生命学部要求必须选至二级申请代码).
研究期限:起始时间一律填写２０２２年１月１日,结束时间一般填写２０２５年１２月３１日,仅在站博士后研究人

员可以根据在站时间灵活填写,且只能填写∗∗年１２月３１日,研究期限不超过４年.

资金预算表

及说明

资金预算表和预算说明:依据«项目资金预算表编制说明»,按照信息系统提供的模板填写预算说明,预算表与

预算说明中各科目预算数勾稽关系对应.

报告正文 报告正文:按照信息系统提供的最新申请书正文模板填写,没有删除或改动提纲标题及括号中的文字,各部分

内容完整、规范.
年度研究计划:起止时间应和基本信息表中研究期限一致,且时间连贯不缺失.

简历 简历:各部分内容完整、规范.尤其需要准确、规范标注代表性研究成果和学术奖励情况,如实填写研究生导

师和博士后合作导师姓名.参与人简历按照信息系统提供的最新简历模板填写,没有删除或改动简历模板中

蓝色字体的标题及相应说明文字.

附件 同行专家推荐信:非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且不具有博士学位的申请人需提供两封同行专家推荐信.按照

信息系统提供的模板准确规范填写,信息完整,推荐专家亲笔签字后扫描上传.
伦理委员会证明、依托单位生物安全保障承诺等:相应内容准确规范,签章完整且有效的证明材料扫描上传.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结项证书:项目负责人近５年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且已获得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

作办公室颁发的«结项证书»,需以附件方式在线提交加盖依托单位法人公章的«结项证书»电子版扫描件.
导师同意函:在职攻读研究生学位人员经过导师同意可以通过其受聘单位申请,按照信息系统提供的模板准

确规范填写,信息完整,导师亲笔签字后扫描上传.
代表性成果或者科技奖励:提供５篇以内代表性论文、专著、科技奖励、专利等电子版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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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推荐信等.
(３)附件材料审查.在前述的两个工作小组基

础上,进入信息系统分别查看相应申请书中导师知情

同意函、两封同行专家推荐信、伦理委员会证明、依托

单位生物安全保障承诺等附件材料是否规范上传.
(４)特殊事项审查.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

目分预算需作为附件提交等项目申请的特别要

求[４],安排专人进行专项审查.

２．３　制定合理审查流程

学校层面的项目形式审查工作流程如图１所

示,各院系形式审查工作参照学校审查工作安排进

行.首先,根据科学基金申请规定及学校总体工作

安排,制定详实的工作方案;其次,根据审查进度及

时间节点安排等进行多轮复核;最后,与院系确认最

终申请项目清单,在信息系统中完成确认提交.

３　思考与建议

为在科学基金管理中落实“放管服”精神,自然

科学基金委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并推动了

多项改革举措,较大地推动了科研管理创新,形成充

满活力的科技管理和运行机制[５],包括近年来在推

进项目申报无纸化与简化初审工作方面做了大量工

作.建议自然科学基金委进一步加强调研,深入

了解项目申请过程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充分听取依

图１　项目形式审查工作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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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单位及科研人员的意见与建议,加强指导与统筹

协调.在申请阶段,给出各科学部和学科处相对规

范统一的形式审查要点,以便依托单位及科研人员

能够更加准确地把握申请要求和注意事项.还应进

一步精简项目申报要求和程序,加快信息系统升级,
逐步实现系统自动化审查,如对申请书中相应内容

的逻辑关系及相应附件材料的完整性等能够通过信

息化手段完成,减轻科研人员、依托单位和自然科学

基金委的多重管理负担,充分释放创新活力.
依托单位是科学基金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

是提升我国基础研究能力的重要力量,其科学基金

的管理水平、科研人员的基础研究能力、科研条件的

优劣等成为影响科学基金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６].
依托单位一方面应认真研读并深刻领会项目指南、
各类型项目撰写提纲等内容,准确把握自然科学基

金委对于申请书的要求,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进一

步做好项目形式审查工作,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另

一方面应强化项目组织实施能力,努力创造良好的

科研管理环境,引导科研人员明确研究方向,强化科

研训练,培养其独立主持科研项目的能力,夯实研究

基础.同时,积极对院系及申请人进行业务指导与

培训,进一步规范和引导科研人员按照规定申请项

目,将更多的精力用于支持和帮助申请人提升申请

书撰写质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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