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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总结了２０２２年度生命科学部各类基金项目评审情况,梳理了本年度科学基金深化

改革的实施情况,并提出下一年度项目评审的工作思路.

[关键词]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生命科学部;项目评审;资助情况

１　总体概述

２０２２年度生命科学部共计接收各类基金项目

申请４４６７１项,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

称“自然科学基金委”)同期申请总数的１４．５３％,比
２０２１年增加３６１３项,增长率为８．８０％.各类申请

项目经过初审、通讯评审、会议评审、项目资助审批

及科研诚信审核等程序,最终７６５６项项目获得资

助,资助直接经费４５８３６６．８１万元.其中,面上项

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地区科学基金项目(以下简

称“面青地项目”)三类项目共收到申请３９５８９项,占
生命科学部总申请量的８８．６２％,较上一年度增加

２３０４项,增长率为６．１８％;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以下简称“杰青”)项目、优秀青年科学基金(以下简

称“优青”)项目、创新研究群体项目三类申请量为

１５０９项,占生命科学部总申请量的３．３８％,较上一

年度增加１３６项,增长率为９．９１％;重点项目和重

大项目的申请量为６８８项,占生命科学部总申请量

的 １．５４％,较 上 一 年 度 增 加 ５３ 项,增 长 率 为

８３５％;专家推荐类原创探索计划项目和指南引导

类原创探索计划项目共计申请１１５３项,占生命科

学部总申请量的２５８％,较上一年度增加４５１项,
增长率为６４２５％.港澳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以下简称“港澳优青项目”)、基础科学中心项目、重
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以下简称“重点国合”)
等类别项目的申请量略有下降.２０２２年度,生命科

学部发布和受理了生命与医学板块专项项目,共计

收到申请５２３项.生命科学部各类项目申请和资助

情况详见表１.

１．１　项目初审

依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２０２２年度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各类项目管理办法及申请

书“填报说明与撰写提纲”等相关要求,科学部对各

类基金项目进行了初审,因不符合规定不予受理的

申请共计４２６项,占申请总量的０．９５％.其中面青

地三类项目共计３４８项、杰青项目１项、优青项目２
项、联合基金项目１８项、组织间国际合作研究项目

３６项,外国资深学者项目２项,外国资深学者团队

试点项目２项,外国优秀青年学者项目８项,专项项

目９项,不予受理的原因详见表２.

１．２　通讯评审及会议评审

自２０２１年起生命科学部全面实施了新申请代

码,本年度生命科学部持续推进并不断完善新申请

代码下 的 专 家 辅 助 指 派 信 息 系 统 的 维 护 工 作.

２０２２年生命科学部完成通讯评审共计４３６０２项,
全部项目指派均使用计算机辅助指派系统完成,共
发出通讯评审函１６４２２９份,回函１６４２２９份,回收

率１００％.

２０２２年,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各种挑

战,生命科学部对于答辩类项目采用了播放答辩人

视频,专家“线上参会＋线下参会”相结合的评审方

式,顺利完成了各项基金项目的评审工作.除面青

地项目评审会外,其他各类项目评审会均在一天内

完成.各类评审会共计邀请专家８６５人次参加会议

评审,评审会后对专家名单进行了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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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２０２２年度生命科学部各类型项目申请和资助情况一览表

项目类别
申请项数

(项)
受理项数

(项)
资助项数

(项)
资助率∗

(％)
直接经费

(万元)
平均资助强度

(万元/项)

面上项目 １６７０１ １６６１５ ３１８９ １９．０９ １７２２３０．００ ５４．０１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１７５３８ １７３４９ ３０００ １７．１１ ８９１７０．００ ３０．００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５３５０ ５２７７ ９２７ １７．３３ ３０５９０．００ ３３．００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５５７ ５５６ ５０ ８．９８ ２００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９２１ ９１９ ８６ ９．３４ １７２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港澳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１７ １７ ４ ２３．５３ ８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重点项目 ６７５ ６７５ １１０ １６．３０ ２９６６０．００ ２６９．６４
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 ６８ ６８ １３ １９．１２ ３０００．００ ２３０．７７
创新研究群体项目 ３１ ３１ ５ １６．１３ ５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基础科学中心项目 ５ ５ ２ ４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００
重大项目 １３ １３ ６ ４６．１５ ８９９６．２０ １４９９．３７
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部门推荐) １ １ ０ — — —

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自由申请) ２７ ２７ ２ ７．４１ １５９２．００ ７９６．００
联合基金项目 ５４６ ５２８ １２０ ２１．９８ ３１４９５．００ ２６２．４６
外国资深学者研究项目 ９４ ９２ １２ １２．７７ １９２０．００ １６０．００
外国资深学者团队试点项目 ２４ ２２ １ ４．１７ ３７０．００ ３７０．００
外国优秀青年学者项目 ７６ ６８ ９ １１．８４ ６３５．６１ ７０．６２
组织间合作研究项目 ３２０ ２８４ ４０ — ７００９．００ —

专家推荐类原创探索计划项目 ５３ ５３ ３ ５．６６ ７００．００ ２３３．３３
指南引导类原创探索计划项目 １１００ １１００ １６ １．４５ ４４８５．００ ２８０．３１
重大研究计划(细胞器互作) ２２ ２２ ８ ３６．３６ ７０００．００ ８７５．００
重大研究计划(水圈微生物) ９ ９ ７ ７７．７８ ６６５０．００ ９５０．００
生命与医学板块专项项目 ５２３ ５１４ ４６ — ７８６４．００ —

汇总 ４４６７１ ４４２４５ ７６５６ １７．１４ ４５８３６６．８１ —

　　∗资助率＝资助项数/申请项数×１００％

表２　２０２２年度生命科学部各类项目未通过形式审查的原因汇总

项目类别 未通过形式审查的原因 不予受理项数(项)

面上项目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联合基金项目

生命与医学板块专项项目

申请代码或研究领域选择错误 １９０

不属于项目指南资助范畴 ６６

研究期限填写错误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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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１

其他原因 １１

申请人不具备该类项目的申请资格 ６

将另一依托单位作为本单位的下级单位提交申请 １

申请人或主要参与者申请超项 １

组织间合作研究项目

外国资深学者项目

外国优秀青年学者项目

其他原因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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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

申请人不具备该类项目的申请资格 ５

申请代码或研究领域选择错误 ４

申请书缺项 ２
合计 ４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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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各类项目申请及资助情况

２．１　面青地项目

２０２２年度生命科学部面青地三类项目共接收

申请３９５８９项,资助项目７１１６项,资助直接经费

２９．２０亿元.其中,面上项目共接收申请１６７０１项,
资助３１８９项,资助率为１９．０９％,平均资助强度

５４０１万 元/项;青 年 科 学 基 金 项 目 共 接 收 申 请

１７５３８项,资助３０００项,资助率为１７．１１％;地区科

学基金项目共接收申请５３５０项,资助９２７项,资助

率为１７．３３％,平均资助强度３３万元/项.

２．２　重点项目及重点国合项目

重点项目是围绕国家需求,以有限目标、有限规

模、重点突出为原则,对已有较好基础的研究方向或

学科生长点开展深入、系统的创新性研究.２０２２年

度生命科学部共公布了４３个重点项目立项领域,收
到６７５ 项 申 请,占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委 申 请 量 的

１５５６％.经过通讯评审,进入会议评审的项目有

１５０项,最终１１０项获得资助,资助直接经费２９６６０
万元,资助率为１６．３０％,平均资助强度２６９．６４万

元/项.

２０２２年度生命科学部共接收重点国合项目申

请６８项,经过通讯评审,进入会议评审的项目有１９
项,最终１３项获得资助,资助直接经费３０００万元,
平均资助强度２３０．７７万元/项.

２．３　重大项目

重大项目是旨在面向科学前沿和面向国家经

济、社会、科技发展及国家安全的重大需求中的重大

科学问题,超前部署,开展多科学交叉研究和综合性

研究的一类基金项目.２０２２年度自然科学基金委

发布的“十四五”第二批重大项目指南中包含了生命

科学部管理的８个重大项目指南,分别是“古菌功能

演化与真核生物起源”“体细胞进化的模式与机制”
“主粮作物重大真菌病害绿色防控的分子基础”“鱼
类远缘杂交分子遗传规律研究”“溶酶体稳态调控与

相关疾病”“线粒体保护与神经退行性疾病干预策略

研究”“智能生物材料的构建及其生物学效应”以及

“基于在体蛋白质伙伴组的组织损伤修复机制研

究”.指南发布后共计收到申请项目１３项(含课题

５９项),经过评审,最终资助６项(含课题２８项),资
助直接经费８９９６．２０万元.

２．４　重大研究计划

重大研究计划围绕着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重

大科学前沿开展创新性研究,通过加强顶层设计,
着力凝聚科学目标,旨在推动学科交叉和培养创新

人才,提高我国基础研究的原始创新能力.２０２２
年度生命科学部发布“水圈微生物驱动地球元素循

环的机制”“细胞器互作网络及其功能研究”重大

研究计划项目指南,共收到３１项集成项目的申请,
经过项目评审共资助１５项,资助直接经费１３６５０
万元.

２．５　人才及团队类项目

杰青项目、优青项目和创新研究群体项目是自

然科学基金委人才资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２０２２
年,生命科学部共计接收杰青项目申请５５７项,资助

５０项,资助率为８．９８％,资助直接经费２００００万元;
优青项目申请９２１项,资助８６项,资助率为９．３４％,
资助直接经费１７２００万元;港澳优青项目申请１７
项,资助４项,资助率为２３．５３％,资助直接经费８００
万元;创新研究群体项目申请３１项,资助５项,资助

率为１６１３％,资助直接经费５０００万元.
为进一步激发女性科技人才创新活力,培养造

就高层次女性科技人才,生命科学部在人才类项目

评审过程中,注重对女性科学家的遴选和资助.本

年度生命科学部获杰青项目资助的女性科学家７
人,占比１４．００％;获优青项目资助的女性科学家２６
人,占比３０．２３％;获港澳优青项目资助的女性科学

家２人,占比５０％;获创新研究群体项目资助的女

性科学家２人,占比４０％;获面青地项目资助女性

学者２８８３人,占比４０．５１％
２．６　基础科学中心项目

２０１６年,自然科学基金委正式设立基础科学中

心项目,该项目旨在集中和整合国内优势科研资源,
依靠高水平学术带头人吸引和凝聚不同领域、学科

方向的优秀科技人才,共同致力于产出前沿突破和

原创 成 果,在 国 际 科 学 发 展 中 占 据 学 术 高 地.

２０１６—２０２１年间,基础科学中心项目共资助５４项,
其中生命科学部资助７项.基础科学中心资助周期

采取“５＋５”模式,５年为一个资助周期,最多资助２
期.一个资助周期资助直接费用不超过６０００万元.

２０２２年,生命科学部共接收基础科学中心项目

申 请 ５ 项,占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委 整 体 申 请 数 的

６７６％.经过通讯及会议评审和现场考察,北京大

学的“化学重编程调控细胞可塑性”和复旦大学的

“低压低氧环境下人类复杂性状的表型组分析与系

统解构”２个基础科学中心项目获得资助,资助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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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６０００万元/项.

２．７　联合基金项目

联合基金项目旨在发挥科学基金的导向作用,
引导社会资源投入基础研究,解决地方社会和经济

发展、行业发展中的重大科学问题、瓶颈问题,提高

地区资助创新能力.２０２２年,生命科学部受理的联

合基金项目包括 NSFC—云南联合基金和区域创新

发展联合基金,共接收项目申请５４６项,经评审共资

助１２０项(包括１项重点支持项目,１１９项集成项

目),资助率２１．９８％,资助直接费用３１４９５万元.

３　深化科学基金改革实施情况

３．１　项目分类评审

在深化科学基金改革中,自然科学基金委明确

了新时期资助导向,要把四类科学问题属性体现在

项目申请、评审和资助的全过程.按照２０２２年度科

学基金项目评审工作意见,生命科学部重点项目、面
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均采用分类评审.生命

科学部本年度重点项目、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

项目的四类科学问题属性分类评审情况如下.
(１)重点项目分类评审情况

２０２２年度生命科学部共计收到４３个重点项目

立项领域的６７５项申请,共资助１１０项.其中,申请

“鼓励探索,突出原创”科学问题属性的３５项,获资

助１项;申请“聚焦前沿,独辟蹊径”科学问题属性

的３７７项,获资助７４项;申请“需求牵引,突破瓶

颈”科学问题属性的２５０项,获资助３４项;申请“共
性导向,交叉融通”科学问题属性的１３项,获资助

１项.
本年度生命科学部深入贯彻落实国家战略部

署,在重点项目评审过程中发挥好科学基金既支持

前沿探索又支撑国家战略需求的双重职能,“聚焦前

沿、独辟蹊径”“需求牵引、突破瓶颈”和“共性导向、
交叉融通”三类科学问题属性项目资助共计１０９项,
资助“鼓励探索、突出原创”科学问题属性的１项.
今后,科学部将持续鼓励和关注“鼓励探索、突出原

创”和“共性导向、交叉融通”科学问题属性的重点项

目资助,对于具有“鼓励探索、突出原创”科学问题属

性的项目将给予高强度的经费资助.
(２)面上项目和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分类评审

情况

本年度生命科学部共计接收面上项目、青年科

学基金项目两类申请３４２３９项,其中申请“鼓励探

索,突出原创”科学问题属性的１５４２项,获资助６７
项;申请“聚焦前沿,独辟蹊径”科学问题属性的

１３７０６项,获资助３０４５项;申请“需求牵引,突破瓶

颈”科学问题属性的１７８３６项,获资助２９４８项;申请

“共性导向,交叉融通”科学问题属性的１１５５项,获资

助１２９项;从本年度申请和资助情况来看,选择“聚焦

前沿,独辟蹊径”类和“需求”类科学问题属性的项目

占优势,反映出我国生命科学研究的现状和特点,今
后将持续鼓励“原创”类和“交叉”类项目的资助.

３．２　“负责任、讲信誉、计贡献”评审试点工作

按照科学基金深化改革任务的总体部署,２０２２
年 生 命 科 学 部 “负 责 任、讲 信 誉、计 贡 献 ”
(Responsibility,Credibility,Conribution,RCC)试
点工作规模扩大到科学部的所有科学处,即涵盖全

部８个科学处,１４个学科:生态学(C０３)、动物学

(C０４)、细胞生物学(C０７)、免疫学(C０８)、神经科学

与心理 学 (C０９)、生 物 材 料、成 像 与 组 织 工 程 学

(C１０)、生理学与整合生物学(C１１)、发育生物学与

生殖生物学(C１２)、植物保护学(C１４)、林学与草学

(C１６)、畜牧学(C１７)、兽医学(C１８)、水产学(C１９)、
食品科学(C２０).试点项目类型均为面上项目,１４
个学 科 试 点 受 理 项 目 共 计 １０４４１ 项,共 计 指 派

３７９２５份评议,回收率为１００％.在通讯评审结束

后,通过问卷调查对参与RCC评审机制试点工作的

通讯评审专家进行调研,结果显示:９１．７％(１８７/

２０４)的受访专家赞成 RCC评审机制,仅有不足１％
(２/２０４)的专家明确反对 RCC 评审机制;９４．１％
(１９２/２０４)的受访专家认为RCC评审机制有助于遴

选负责任的高水平专家,进一步提升评审质量.

３．３　原创探索计划项目

原创探索计划项目旨在培育或产出从无到有的

引领性原创成果,解决科学难题、引领研究方向或开

拓研究领域,为推动我国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

源头供给.２０２２年,生命科学部分别受理了专家推

荐类的原创探索计划项目和指南类引导类原创探索

计划项目申请.专家推荐类原创探索计划项目共计

接收预申请５３项,经过对预申请的原创性、科学性

审查,确定１９项预申请通过审核,１９项提交正式申

请,经过会评评审,最终３项获资助,资助直接费用

７００万元.
为了改善我国生物技术领域原始创新能力不足

的现状,引导科研人员聚焦生命科学研究的前沿技

术问题,为认识生命、解析生命现象提供新的技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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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为提高人民生命健康提供更多技术保障,生命科

学部２０２２年召开了“未来生物技术”研讨会广泛征

求专家建议,发布了“未来生物技术”指南引导类原

创探索计划项目指南,共收到１１００项预申请,经过

预申请审查会议评审,共遴选３１项进入会议评审,

３１项提交了正式申请,通过会议评审,最终１６项获

资助,资助直接费用４４８５万元.

３．４　生命医学板块专项项目

为落实国家“四个面向”、种业振兴、双碳战略、
重大关键共性技术等战略部署,在前期双清论坛及

学科战略研讨的基础上,生命与医学板块发布“机体

健康稳态调控及环境应激机制”“原位冷冻电子断层

成像技术与应用”“杂粮作物种质资源遗传基础解析

与利用”等４个板块专项项目指南,共收到项目申请

５２３项,４个板块专项分别召开了评审会,最终共资

助４６项,资助直接费用７８６４万元.生命医学板块

专项项目的实施,进一步推动学科交叉,强化支持原

始创新和技术方法创新.

４　未来工作的思考

４．１　持续推进基金项目评审机制改革

继续推进基于四类科学问题属性的分类评审,
持续加强具有代表性的四类科学问题属性案例宣

传.继续扩大RCC评审机制的试点工作,把完善评

审机制改革要求贯彻始终[１].对新代码的申请及资

助情况进行调研和总结,进一步完善优化并动态调

整申请代码.稳步推进评审机制完善,分步实施优

化学科布局,促进学科间交叉融合,加快关键重点领

域部署[２].深入探索和完善原创探索计划项目的遴

选和资助机制,扩大原创内涵宣传,激励青年科研人

员申请,继续推动及培育从无到有的引领性原创成

果的产生.

４．２　加强学科发展战略布局和顶层设计,落实“四
个面向”

在重大类型项目的立项方面,充分发挥专家咨

询委员会的作用,深入开展战略调研,广泛征求生命

科学领域专家以及行业和产业部门的意见建议,提
高科学问题的凝练水平,将国家重大需求转化为具

体的科学问题,切实落实“四个面向”,着力推动生命

科学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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