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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年是“十三五”规划启动之年,是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也是推进结构性改

革的攻坚之年,对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

简称“自然科学基金委”)来说更是“三十而立”的特

殊之年.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自然科学基金委牢牢

把握“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紧紧围绕“四个全面”战
略布局,深入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
五大发展理念,突出“聚力前瞻部署、聚力科学突破、
聚力精准管理”的三大战略导向,按照坚持定位、激
励原创、统筹支持、升级发展的总体思路,构筑科学

基金“十三五”发展新格局.全委按照“支持基础研

究和科学前沿探索、支持人才和团队建设、增强我国

源头创新能力”的战略定位,按计划完成了各类项目

申请受理和评审工作,并在优化人才资助模式、试点

实施基础科学中心项目、推进战略协同等方面进行

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

１　项目申请与受理情况

１．１　申请情况

２０１６年,自然科学基金委共接收各类项目申请

１８２３３４项,比去年的１７３０１７项增加５．３９％.

２０１６年,在项目申请集中接收期间,共接收各

类项目申请１７２８４３项,超过此前同期申请量最高的

１７０７９２项(２０１２年),比２０１５年同期(１６５５９８项)增
加７２４５项,增幅４．３８％.面上项目、重点项目、重
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等项目类型的申请量基

本与去年持平.人才类项目则呈现出申请数增幅较

大、竞争更趋激烈的特点.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增幅２５．３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增幅

１３．２７％,地区科学基金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

增幅也均超过７％.有关统计数据见表１.

表１　２０１６年度部分科学基金项目按项目类型统计申请情况

项目类型 ２０１５年申请项数 ２０１６年申请项数 比２０１５年同比增幅

面上项目 ７３０２５ ７４０４８ ＋１．４０％
重点项目 ２８０５ ２７８２ －０．８２％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６５７２２ ７０３９９ ＋７．１２％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１３１７０ １４１５６ ＋７．４９％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３５２０ ４４１３ ＋２５．３７％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２１４８ ２４３３ ＋１３．２７％
创新研究群体项目 ２４９ ２５７ ＋３．２１％
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项目 ３９９ ３８６ －３．２６％
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 ６１８ ６１０ －１．２９％
外国青年学者研究基金项目 １８８ ２４０ ＋２７．６６％
数学天元青年基金项目 ６５９ ６３７ －３．３４％
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自由申请) ６０６ ５８８ －２．９７％
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部门推荐) ５９ ６２ ＋５．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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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受理情况

在项目集中接收期间,经各项目管理部门初审、
计划局复核,共受理项目申请１６９８３２项,不予受理

项目 申 请 ３０１１ 项,占 申 请 总 数 １７２８４３ 项 的

１．７４％,不予受理率为近５年来最低.在不予受理

的项目申请中,“不属于本学科资助范畴”(４５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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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８项)、“中级

职称且无博士学位人员推荐信只有一封或无推荐

信”(３０６项)为数量前３位的原因.因人员超项而

导致的不予受理申请数１２８项,比２０１５年的１７３项

进一步下降.

１．３　不予受理项目复审申请及审查情况

在规定期限内,各项目管理部门共收到复审申

请５４５ 项,占 全 部 不 予 受 理 项 目 (３０１１ 项)的

１８．１０％.经审核,共受理复审申请４４０项.各项目

管理部门对受理的复审申请进行了审查,维持原不

予受理决定的４２３项;认为原不予受理决定有误、重
新送审的１７项,占全部不予受理项目的０．５６％,其
中４项通过评审建议资助.

２　项目评审与批准资助情况

２．１　项目评审情况

各类项目通讯评审指派专家数量及有效通讯

评审意见数量均符合相关项目管理办法的要求.
在京及京外召开的评审会议均使用了会议评审系

统,有答辩环节的按规定进行了录音录像并归档

保存.

２．２　项目批准资助情况

经过规定的评审与审批程序,批准资助项目

４１１８４项,直接费用２２７．０６亿元,完成全部直接费

用资助计划的９６．３２％.
促进各学科均衡协调发展,保持自由探索项目

的经费占比.资助面上项目１６９３４项,直接费用

１０１７５２７万元,平均资助强度６０．０９万元/项,平均

资助率２２．８７％.近几年来,面上项目负责人呈年

轻化趋势,２０１６年,年龄４５岁以下的占６４．２３％,比
十二五初(２０１１年)的５８．３７％增长近６个百分点.
资助青年科学基金项目１６１１２项,直接费用３１１６７０
万元,平均资助率２２．８９％,平均资助强度１９．３４万

元/项.其中,女性申请人资助６５７７项,占４０．８２％.
资助地区科学基金项目２８７２项,直接费用１０９０５０
万元,平均资助强度３７．９７万元/项,平均资助率

２０．２９％. 其 中,女 性 申 请 人 资 助 ９６３ 项,占

３３．５３％.以上３类项目的资助规模、资助强度和资

助率与２０１５年基本保持稳定.
围绕国家重大需求和学科前沿,加强对重点

领域的前瞻部署,资助重点项目６１２项,直接费

用１７１５３５ 万元,平均资助强度２８０．２９万元/项.
其中,资 助 强 度 最 高 ３５０ 万 元/项,最 低 １９７ 万

元/项.
坚持把推动学科交叉融合、破解复杂难题作为

战略重点,引导科学家结合国家需求和学科前沿开

展交 叉 研 究.资 助 重 大 项 目 ２３ 项,直 接 费 用

３５０７６．７３万元.科学实施２８个重大研究计划,资
助项目５０２项,直接费用７１４４７．４８万元.

坚持以开放合作促开放创新,加强实质性国际

(地区)合作研究.加强组织间双边合作与交流,资
助国际(地区)组织间合作研究项目２５１项,直接费

用５４１０３万元.持续推进实质性国际合作研究,资
助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１０５项,直接费用

２５０００万元.加大对外国青年学者的吸引力度,资
助外国青年学者研究基金项目１１７项,直接费用

３０００万元.资助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两

年期资助项目１１５项,直接费用２０７０万元;资助四

年期延续资助项目２０项,直接费用３６００万元.
大力培养优秀青年人才,促进人才队伍年轻化.

资助 优 秀 青 年 科 学 基 金 项 目 ４００ 项,直 接 费 用

５２０００万元.其中,女性获资助７７人,占１９．２５％,
比去年的１６．５０％提高２．７５个百分点.资助国家

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１９８项,直接费用６７９３５万

元.其中,女性获资助２７人,占１３．６４％,比去年的

７．５８％提高６．０６个百分点.
稳定支持优秀团队,促进人才团队的交叉融合.

资助创新研究群体项目３８项,直接费用３８９５５万

元.３８项分布在３２个单位.其中,学术带头人中２
位为中科院院士,３４位获得过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

金资助;平均年龄４９．９０岁,其中最大５４岁,最小４１
岁.为推动学科深度交叉融合,探索对跨部门、跨单

位、跨学科的人才团队的资助模式,我委试点启动实

施基础科学中心项目,共资助首批３个基础科学中

心项目,资助直接费用５１１７０万元.
加强联合资助工作,统筹实施２３个联合基金,

资助项目７３９项,直接费用１１２８７０万元.
强化对原始创新研究的条件支撑,资助国家重

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自由申请)８５项,直接费用

５５３８１．７３万元,平均资助强度６５１．５５万元/项;资
助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部门推荐)４项,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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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费用２７０２５．０３万元.
为提升我国数学创新能力,培育青年人才,资助

数学天元基金项目２５３项,直接费用２５００万元.

３　申请、评审与资助工作新举措

３．１　科学实施资助计划,高效配置创新资源

２０１６年统筹年度资助计划安排,调整形成探

索、人才、工具、融合４个项目系列的资助格局,强化

全面培育源头创新能力的战略布局.推动学科协调

发展,着力提升“蓝绿”学科研究水平,加强蓝色经济

和生态文明发展的科学基础.保持面上、青年、地区

３类项目合理资助规模,持续营造鼓励自由探索的

宽松环境.着眼“十三五”规划优先发展领域,加强

重点项目部署.试点支持基础科学中心项目,推动

交叉融合,汇聚优秀人才,增强创新能力,建设科学

高地.

３．２　强化改革责任担当,优化人才资助模式

２０１６年进一步优化人才资助政策,努力营造适

宜人才成长的有利环境,提高科学基金整体资助效

益.一是为进一步推进基础研究薄弱地区人才的稳

定与培养,从２０１６年起将陕西省延安市和榆林市纳

入地区科学基金资助范围.二是从２０１６年起,在保

持总资助规模相对稳定的前提下,规定科研人员作

为项目负责人获得地区科学基金资助累计不超过３
次,引导促进基础研究欠发达地区的优秀科研人员

积极参与到全国竞争的平台上来,进而实现对地区

科研人员更广泛更均衡的倾斜支持.三是为加速优

秀青年科研人员的成长,加快人才年轻化的趋势,进
一步扩大优秀青年人才的遴选范围,自２０１６年起,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申请时不列入限项范围,更
多优秀青年有了参与该项目竞争角逐的机会.四是

继续关注女性优秀科研人才的成长.２０１６年优秀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中

女性负责人所占比例较往年均有明显提高.

３．３　加强战略合作研究,持续推进协同创新

坚持引导投入、聚焦特色、集成优势、强化协同,
加强联合基金统筹规划与科学分类管理.一是发挥

科学基金的平台和导向作用,关注地方、行业、企业

需求,吸引企业和社会资源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
继续做好同部门、行业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联合资助

和协同创新工作.与深圳市人民政府签署联合资助

机器人基础研究中心项目的协议,与山东省人民政

府、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中国铁路总公司、

雅砻江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续签联合基金协议.
二是实施战略合作,关注国家安全领域重大科学问

题,推进基础研究领域的军民融合.２０１６年８月,
自然科学基金委与中央军委科技委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探索军民融合的新机制及新途径,促进基础研究

与国防建设的有机结合,推进军民协同创新.应对

大规模网络直播视频流实时分析与监管的严峻挑

战,与中央网信办共同资助大规模网络直播视频流

实时分析项目,双方资助经费约２０００万元.

３．４　稳步深化开放合作,营造开放创新环境

２０１６年自然科学基金委进一步拓展全球视野,
充分利用全球科技资源,营造开放创新环境,强化国

际交流与合作.目前自然科学基金委已与４４个国

家(地区)的８６个境外科学基金组织或研究机构签

署了合作协议或谅解备忘录.今年,为进一步拓展

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合作网络,扩大实质性合作,与
斯里兰卡科学基金会签署了合作谅解备忘录;首次

与巴基斯坦科学基金会启动合作研究项目联合资助

工作.参与贝尔蒙特论坛多边合作联合资助机制,

２０１６年在“山地科学”和“气候服务”两个领域完成

评审和资助工作.加入金砖国家科技创新计划资助

方,首次与金砖国家资助机构共同征集了科技创新

合作框架计划多边合作研究项目.

３．５　规范评审加强监督,完善资助管理机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期致力于建设具有持久公

信力的评审制度平台,不断完善资助管理机制.一

是认真执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及相关管理办

法,保障项目评审的科学性、公正性、创新性,进一步

对通讯评审专家指派、项目评审方式和投票程序进

行规范.二是拓展评审专家范围.按照评审专家选

聘要求,不断吸纳具有良好的科学道德和较高的学

术水平的科研人员加入评审专家队伍,到２０１６年

底,评审专家库中专家数量已超过１７２４００人;进一

步推进评审国际化,持续提高海外评审专家的占比.
三是强化评审监督.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评

审回避与保密管理办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评审专家工作管理办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评审专家行为规范»等列入会议评审材料,进一步强

调要求专家应依规自律并加强行为规范约束.四是

完善经费管理.依据«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

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见»(中办发〔２０１６〕

５０号)精神,财政部与自然科学基金委共同发布了

«财政部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关于国家自然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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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基金资助项目资金管理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
(财科教〔２０１６〕１９号),提出了预算编制要求、调整

劳务费开支范围,取消绩效支出比例限制等改革

措施.

EvaluationofapplicationsfortheNationalNaturalScienceFundingin２０１６:anoverview

ZhengZhimin GaoZhenyu LiMinglu LiZhilan
ZhangXiaobin XieHuanying WangChangrui

(BureauofPlanning,NationalNaturalScienceFoundationofChina,Beijing１０００８５)


资料信息

“近空间飞行器的关键基础科学问题”重大研究计划结束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基金委)审批同意“近空间飞行器的关键基础科学问题”重大研究计

划结束.该重大研究计划是基金委在“十一五”期间第一批启动的重大研究计划,自２００７年４月正式启动

后,共资助项目１７３项,其中培育项目１３５项,重点项目２６项,集成项目７项,战略研究项目５项,资助总经费

１．９亿元,全部资助项目已于２０１５年底前结题.
“近空间飞行器的关键基础科学问题”重大研究计划以３０ ７０km中层近空间的高超声速远程机动飞行

器涉及的关键基础科学问题为核心,以跨学科的创新理论和源头创新方法为手段,期望在近空间飞行环境下

的空气动力学、先进推进的理论和方法、超轻质材料/结构、热环境预测与热防护、高超声速飞行器智能自主

控制理论和方法等方面实现跨越发展.该重大研究计划实施期间,从国家重大需求和学科发展相结合出发,
围绕以上４个方向,通过顶层设计、主动引导、重点布局、动态调整、集成创新、促进交叉等方法和手段,开展

了系统性基础研究,在学科前沿领域创新理论和方法、技术方法的源头创新等方面取得了如下主要创新性研

究成果:
(１)提出了高超声速复杂流动新理论,提高了对多物理效应耦合作用的认识能力;发展了复杂流动的建

模和数值模拟方法,建立了多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精度动态气动力、热测试手段.
(２)提出了高超声速飞行器流道设计方法,深入认识了超声速燃烧机制,获得了有效的稳定控制方法;

填补了燃料基础研究的空白,提高了推进与机体一体化设计能力,有力地支撑了我国高超声速飞行试验平台

的研发.
(３)揭示了超高温防热材料响应机理、多种失效模式及其机制,建立了轻质化材料和结构一体化设计和

层级结构优化理论;系统发展了多场耦合高温实验方法与在线信息获取技术;在热防护材料及其涂层性能表

征方法方面发表了引起国际关注的高水平文章,突破了超燃发动机陶瓷基复合材料体系与高导热复合材料

体系的技术方法瓶颈.
(４)提出了高超声速飞行器精细姿态控制系统、多通道协调控制系统设计新概念和新方法,并成功指导

了工程应用;建立了飞行器动力学建模、飞行姿态/气动力耦合建模新方法,提出在线辨识自适应结构滤波的

主动控制律设计方法;建立了高超声速热气动弹性颤振控制方法.
评估专家组认为,该重大研究计划的实施,使得我国在近空间高超声速飞行器研究领域构建了具有中国

特色的高超声速飞行器的基础研究框架,全面提升了核心科学问题的研究能力,填补多项理论与技术方法的

国内空白,有力支撑了国家重大工程关键技术的突破,综合研究水平已跻身国际前列,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供稿:数理科学部　詹世革　张攀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