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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总结了2022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信息科学部评审工作情况,分析了信息

科学部各类项目申请与受理情况,并提出下一年度项目评审的工作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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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体情况

1.1 项目申请与受理情况

截止目前,2022年度信息科学部收到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地区科学基

金项目、重点项目、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含港

澳)、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创新研究群体项

目、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基础科学中心项

目、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重大研究计划项

目、重大项目以及联合基金项目等申请共28
   

966项。
在集中受理项目中,因超项及其他违规情况而不予受

理的项目108项。在规定期限内收到复审申请15
项,经再次审核,均维持原不予受理决定。2022年度

不予受理项目数量较2021年度(146项)略有降低。

1.2 通讯评审与会议评审情况

信息科学部严格按照科学基金各项管理规定和

文件要求组织评审工作,规范评审行为,努力改善学

术生态,营造良好评审环境。
信息科学部本年度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地区科学基金项目、重点项目、联合基金项目送

5份通讯评审;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含港澳)送7
份通讯评审;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送9份通

讯评审,
 

并邀请了跨领域专家评审;其他重大类项

目送7~11份不等通讯评审。本年度共发通讯评审

127
  

923份,回收126
  

764份,回收率99.09%。
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及地区科学基金

项目评审会议设置11个评审组,共邀请评审专家

170人;重点项目评审会议设置11个评审组,共邀

请164名评审专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评审会

议设置9个评审组,共邀请153名评审专家;国家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评审会议设置7个评审组,共
邀请评审专家119人;创新研究群体项目评审会议

设置1个评审组,邀请17名评审专家;重点国际(地
区)合作研究项目评审会议设置1个评审组,邀请评

审专家17人。在评审会议上,学部注重宣传科学基

金改革措施,加强对优先资助领域和原创研究、交叉

研究的政策引导。

2 各类项目申请及资助情况

2.1 面青地三类项目

(1)
 

面上项目。2022年度共收到申请12
  

024
项,较2021年度(11

 

652项)增加了3.19%,资助

2
  

182项,平均资助直接经费54.03万元/项,资助率

为18.15%。
(2)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2022年度共收到申请

10
  

976项,较2021年(10
  

366项)增长5.89%,资助

2
  

634项,资助率为24.00%。其中,港澳地区青年

基金申请34项,资助18项,资助率为52.94%。
(3)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2022年度共收到申请

1
  

726项,较2021年度(1
  

641项)增加了5.18%,资
助262项,平均资助直接经费33.06万元/项,资助

率为15.18%。
表1所示的是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地

区科学基金项目三类项目按四类科学问题属性的分

类申请情况,可以看出属性I类(鼓励探索,突出原创)
和属性IV类(共性导向,交叉融通)项目申请占比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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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22年度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地区科学基金项目分类申请情况

总申请数
属性I 属性II 属性III 属性IV

申请数 占比 申请数 占比 申请数 占比 申请数 占比

面上项目 12
  

024 396 3.29% 4
  

514 37.54% 6
  

078 50.55% 1
  

036 8.62%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10
  

976 243 2.21% 4
  

345 39.59% 5
  

659 51.56% 729 6.64%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1
  

726 106 6.14% 506 29.32% 844 48.90% 270 15.64%

合计 24
  

726 745 3.01% 9
  

365 37.88% 12
  

581 50.82% 2
  

051 8.29%

  属性I:鼓励探索、突出原创;属性II:聚焦前沿、独辟蹊径;属性III:需求牵引、突破瓶颈;属性IV:共性导向、交叉融通

不足12%,属性III类(需求牵引,突破瓶颈)项目申

请占比最高。

2.2 重点项目

2022年度信息科学部发布的重点项目指南包

含74个重点项目立项领域,以及包含32个重点研

究方向的6个重点项目群(高性能电磁计算软件,面
向复杂应用场景的新兴软件理论、模型与平台,类脑

智能与类脑信息处理,智能无人系统基础理论与关

键技术,宽禁带半导体材料与器件、光电子集成技

术),共收到重点项目申请385项,资助106项(较

2021年度92项增加15.22%),平均资助直接经费

285万元/项,资助率为27.53%。

2.3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2022年度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共收到申请

955项,资助90项,资助率为9.42%。

2.4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2022年度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共收到

申请581项,资助52项,资助率为8.95%。

2.5 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项目

2022年度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项目共收到

申请48项,资助5项,资助率为10.42%。

2.6 基础科学中心项目

2022年度基础科学中心项目共收到申请4项,
资助2项,资助率为50%。

2.7 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

2022年度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共收到

申请184项,其中部门推荐类7项,资助1项;自由

申请类177项,资助23项。

2.8 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

2022年度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共收

到申请55项,资助12项,资助率21.82%。

2.9 重大研究计划项目

2022年度“后摩尔时代新器件基础研究”重大

研究计划收到战略研究项目1项、重点支持类项目

10项、培育类项目40项,初筛1项。经评审,资助

战略研究项目1项,直接经费100万元;资助重点支

持类项目4项,直接经费1
  

200万元;资助培育类项

目8项,直接经费633万元。

2022年度“未来工业互联网基础理论与关键技

术”重大研究计划收到集成类项目申请4项、重点支

持类项目申请25项、培育类项目申请62项,初筛1
项。经评审,资助集成项目1项,直接经费1

  

200万

元;资助重点支持类项目6项,直接经费1
  

560万元;
资助培育类项目10项,直接经费800万元。

2.10 重大项目

2022年度信息科学部发布了8个重大项目指

南,共 收 到 项 目 申 请
 

17
 

项,资 助 7 项,资 助 率
 

43.75%。

2.11 联合基金项目

2022年度信息科学部受理了5类联合基金项

目申请973项,资助255项(集成项目5项、重点支

持项目250项),资助率23.12%。

3 科学基金改革与试点情况

3.1 强化激励属性I类和属性IV类项目申请

根据近三年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地

区科学基金项目的申请情况统计,选择科学问题属

性I类和属性IV类的项目占比逐年降低。信息科

学部制定了相应政策,对属性I类和属性IV类科学

问题属性项目适度降分进行会议重点审议,并鼓励

专家在同等条件下向属性I类和属性IV类项目倾

斜。以面上项目为例,2021年属性I类项目的会

议重点审议比例和资助率分别为11.1%和7.6%,

2022年分别提升到17.4%和9.8%,倾斜政策初

显效果。

3.2 全面推进AI辅助指派试点工作

2022年度,信息科学部在计划局和信息中心的

支 持 下,率 先 开 展 全 部 项 目 类 型 的 人 工 智 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辅助指派试点工作,使
新算法对所有项目的实际覆盖率达到70.87%。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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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学部工作人员积极反馈试点效果和改进建议,努
力配合AI辅助指派功能的优化完善工作。

3.3 继续落实RCC评审机制试点工作

2022年,信息科学部所有面上项目、青年科学

基 金 项 目 均 纳 入 “负 责 任、讲 信 誉、计 贡 献

(Responsibility,
 

Credibility,
 

Contribution,
 

RCC)”
评审机制试点工作范围,共约23

  

000项。除通用指

标以外,信息科学部在“计贡献”指标中继续使用“评
议人资助建议准确率”和“评议人打分平均偏离度”
两项独特指标[1];在“负责任”指标中增设了“评审意

见含有刺激性语言”和“以不实理由给出否定意见”
两项独特指标。

通讯评审意见回收后,学部对因非学术原因拒

评、多次催评未返回评审意见、评审意见笼统和仅

返回非学术意见的评审人进行了审慎标注。通过

对比前两年试点数据发现,RCC评审机制的实施

对拖延评审现象有一定扭转效果,部分学科的资助

建议准确率和打分偏离度有所改善,评审质量有所

提高。

3.4 创新推进原创探索计划项目实施

学部继续完善对原创探索计划项目的非常规评

审机制,进一步引导和激励科研人员敢于进行原创

性基础研究,加速前瞻性基础科学研究和引领性原

创成果重大突破。
根据信息领域学科发展特点,信息科学部结合

2021年的试点经验,进一步完善了原创探索计划项

目的评价方案和延续资助方案。第一批资助的14
个原创探索计划项目接受了结题验收,其中13个项

目申请了延续资助,最终有10项获得两年半的延续

资助。2022年,信息科学部共受理60项原创探索

计划项目预申请,经过双盲评审和学部办公会讨论,
推荐32项进入正式申请阶段,经评审,最终有19项

获得资助,其中,评价突出的6个项目获得足额

资助。

3.5 积极探索科学基金管理新举措

(1)
 

落实上级部署,对前瞻性、战略性领域倾斜

支持。在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地区科学

基金项目评审中,针对集成电路、“双碳”、网络信息

安全、人机交互、教育信息化和生命健康等领域,通
过适度降分方式,增加会议重点审议数量;对于专家

组表决同意资助的项目,追加900万元调控经费,给

予提高资助强度的倾斜支持。
(2)

 

持续实施“繁星计划”。主要面向边远地区

和研究基础相对薄弱、资助率偏低的依托单位,从落

选项目中选取研究内容有意义、研究基础相对较好、
多次申请并在评审会上重点审议但未获资助的项

目,给予申请人再次申请机会,利用学部专项经

费,择优支持,努力促进边远地区科研水平的提

升。经过差额遴选,有47个项目获得一年期专项

资助。
(3)

 

针对学科方向差异,统筹部署、均衡发展。
热点研究方向需要重视,冷门研究方向也应兼顾,针
对冷门或交叉方向的优秀研究人员多年难以脱颖而

出的困局,学部尝试在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会评阶段,把四个科学处近十年资助率最低的学科

方向上的12名候选人组成综合组,划拨同等比例的

资助名额,由来自各科学处和跨领域的17位专家形

成评审组进行遴选,从学部层面平衡学科间和领域

间的差异。
(4)

 

鼓励学科交叉,优化重点重大类项目管理

机制。加强重大研究计划顶层设计,在项目指南中

明确要求某些方向的申请书选择其他学部的申请

代码,支持和强调多学科交叉融合;在重点项目指

南中,鼓励信息领域研究人员与医学、生物、数学、
经济与社会等领域的研究人员深度合作,选择国际

公认的挑战性难题或有意义的原创性问题开展

研究。

4 未来工作设想

2023年信息科学部将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党组的统一领导下,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

精神,深入学习习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
扎实推进信息领域基础研究创新和科学基金改革工

作。拟重点开展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1)
 

持续推

进AI辅助指派和RCC试点工作,助力完善评审机

制改革;(2)
 

坚持“四个面向”,结合信息领域的特

点,进一步探索重大科学问题凝练机制;(3)
 

强化、
细化项目过程管理,提高项目资助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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