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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总结了2023年度化学科学部基金项目评审工作,介绍了化学科学部的项目申请、
评审与资助情况,对资助存在的共性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下一年工作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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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受理、评审与资助总体情况

2023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

称“自然科学基金委”)化学科学部接收各类项目申

请共计26
 

028项,较2022年申请量(25
 

185项)增
长3.35%[1]。其中,集中受理期(申请项目类型包

括: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地区科学基金项

目、重点项目、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创新

研究群体项目、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国家杰出青

年科学基金项目、基础科学中心项目、国家重大科研

仪器研制项目(自由申请)、联合基金等)接收项目申

请25
 

051项(不包括外国学者研究基金项目),比

2022年度(24
 

377项)增长3.26%。相比于2022
年,重点项目和联合基金项目的申请量略有下降,集
中受理期其他类型项目的申请量均有提升。非集中

受理期(申请项目类型包括重大项目、重大研究计划

项目、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部门推荐)、专
项项目(含科技活动项目、专项研究项目和原创探

索计划项目))接收项目申请423项。另外,接收外

国学者研究基金项目和组织间合作研究项目申请

554项。
经过初审、通讯评审和会议评审,化学科学部直

接受理的各类项目共资助4
 

795项(不含组织间合

作研究项目和外国学者研究基金项目),资助率

18.82%,批准金额总计308
 

516.81万元(直接经

费,下同)(表1)。其中,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和地区科学基金项目共资助4
 

405项,占化学科

学部资助项目总数的91.87%,批准金额172
 

188万

元,占化学科学部资助经费总金额的55.81%,略高

于2022年度占比(53.46%)。

1.1 项目初审

按照《2023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

各类型项目管理办法以及申请通告要求等,经初步

审查,学部共受理项目申请25
 

938项(含复审受理1
项),不予受理90项(集中受理期不予受理项目30
项),不予受理原因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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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或主要参

与者申请超项(含国家科技计划项目联合限项超

项)”“申请人或主要参与者不具备该类项目的申请

或参与申请资格”“申请人或主要参与者申请超项”
“申请代码或研究领域选择错误”等占比较大。

1.2 评审

化学科学部规范组织通讯评审,全面推行计算

机辅助分组和指派。按照《2023年度科学基金评审

工作意见》组织会议评审,结合管理规定要求,深入

实施评审专家被“打招呼”顽疾专项整治工作,确保

项目评审每一个环节公平公正。

学部根据年度资助计划,基于通讯评审意见,考
虑学科均衡发展需求,召开部务(扩大)会议讨论推

荐会议评审重点讨论项目及上会答辩类项目。各类

项目会议评审注重邀请相当比例的青年及女性科研

人员参加。人才类项目不仅关注其研究工作的独立

性、研究思路的独特性和研究方法的创新性,还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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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未来工作的设想等。

2 各类项目申请及资助情况

2.1 面上项目

2023年,化学科学部接收面上项目申请9
 

694
项,比2022年(9

 

428项)增加266项,增幅2.82%;

2023年度资助项目2
 

015项,批准金额100
 

730万

元,资助率20.79%(全委平均资助率16.99%),较

学部2022年资助率降低0.79%。
其 中,女 性 科 研 人 员 申 请 2

 

765 项,占 比

28.52%,略低于2022年度的申请占比(28.94%);
女性获资助536项,获资助占比26.60%,略低于全

委女性获资助占比(27.08%),与2022年度获资助

占比基本一致(26.68%)。女性科研人员获资助率

19.39%,低于男性资助率(21.35%),高于全委女性

资助率(15.52%)(表2)。

表1 化学科学部2023年度各类型项目申请和资助情况一览表

项目类型
申请项数

(项)
受理项数

(项)
资助项数

(项)
资助率*

(%)
批准金额

(万元)
资助强度

(万元/项)

面上项目  9
 

694  9
 

692 2
 

015 20.79 100
 

730.00  49.99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11
 

143 11
 

140 2
 

091 18.77 61
 

890.00 29.60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1
 

847 1
 

845 299 16.19 9
 

568.00 32.00

重点项目 324 324 67 20.68 15
 

410.00 230.00

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 22 20 5 22.73 1
 

080.00 216.00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912 908 86 9.43 17
 

200.00 200.00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港澳) 14 14 2 14.29 400.00 200.00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655 654 55 8.40 22
 

000.00 400.00

创新研究群体项目 40 35 5 12.50 5
 

000.00 1
 

000.00

基础科学中心项目 7 5 2 28.57 12
 

000.00 6
 

000.00

重大项目 12 12 6 50.00 8
 

924.76 1
 

487.46

联合基金项目 331 327 82 24.77 22
 

929.00 279.62

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自由申请) 62 62 9 14.52 7
 

286.47 809.61

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部门推荐) 1 1 1 100.00 8
 

282.58 8
 

282.58

重大研究计划 98 97 21 21.43 10315.00 491.19

外国优秀青年学者研究基金项目 42 38 3 7.14 240.00 80.00

外国资深学者研究基金项目 51 50 6 11.76 960.00 160.00

外国资深学者研究基金项目(团队) 31 31 2 6.45 784.00 392.00

组织间国际(地区)合作研究与交流项目 430 410 38 8.48 6
 

491.00 170.82

专项项目(科技活动项目) 187 154 30 16.04 362.00 12.07

专项项目(研究项目) 92 86 8 8.70 1
 

840.00 230.00

原创探索计划项目(指南引导类) 20 20 6 30.00 1
 

800.00 300.00

原创探索计划项目(专家推荐类) 13 13 5 38.46 1
 

499.00 299.80

合计 26
 

028 25
 

938 4
 

844 18.61** 316
 

991.81  —

  *资助率=资助数/申请数*100%;**学部平均资助率。

表2 化学科学部面上项目总体资助情况、分性别资助情况与全委的对比

部门 总资助率 女性资助率 女性获资助占比 男性资助率 男性获资助占比

自然科学基金委 16.99% 15.52% 27.08% 17.61% 72.92%

化学科学部  20.79% 19.39% 26.60% 21.35% 7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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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方面,男性和女性申请的平均年龄分别为

41.52岁和41.55岁,获资助者的平均年龄分别为

40.92岁和40.84岁。36岁和40岁的女性研究人

员获得的项目资助最多,而37岁的男性研究人员获

得的项目资助最多(图1)。

2.2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2023年,化学科学部接收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申

请11
 

143项,比2022年(10
 

739项)增加404项,增
幅3.76%;2023年度资助项目2

 

091项,批准金额
 

61
 

890万 元,资 助 率18.77%(全 委 平 均 资 助 率

17.04%),较学部2022年资助率降低0.24%。
女性科研人员申请5

 

475项,占比49.13%,略
高于2022年度的申请占比(47.61%);女性获资助

815项,获资助占比38.98%,略高于2022年度获资

助占 比 (38.10%),低 于 全 委 女 性 获 资 助 占 比

(42.14%)。女性科研人员获资助率14.89%,低于

男性 资 助 率 (22.51%),高 于 全 委 女 性 资 助 率

(13.80%)(表3)。
年龄方面,男性和女性申请人的平均年龄分别

是32.23岁和33.18岁,男性和女性获资助的平均

年龄分别31.99岁和32.21岁,女性申请和获得资

助的平均年龄均高于男性的可能原因与申请限制年

龄的不同有关(图2)。值得注意的是,女性获资助

最多的年龄在31岁,男性获资助最多的年龄在33
岁,且女性在37岁以后申请和资助数量都出现明显

的降低(全委总的申请数据也出现上述变化)。最值

得关注的是女性获资助最多的年龄,略小于男性获

资助最多的年龄,这说明女性在低龄阶段具有较强

的竞争优势。

2.3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2023年,化学科学部接收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申

请1
 

847项,比2022年增加98项,增幅5.31%;

2023年度资助项目299项,资助金额9
 

568万元,资
助率16.19%,高于全委平均资助率(14.21%),较

2022年降低0.85%。
女性科研人员申请686项,占比37.14%,略高

于2022年度的申请占比35.96%;女性获资助103
项,获资助占比34.45%,基本与2022年度持平,略
低于全委女性获资助占比(35.61%)。获资助率

15.01%,低于男性资助率(16.88%),高于全委女性

资助率(13.63%)(表4)。

图1 化学科学部2023年度面上项目获资助者

性别与年龄分布情况

 

图2 化学科学部2023年度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获资助者性别与年龄分布情况

表3 化学科学部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总体资助率、分性别资助率与全委的对比

部门 总资助率 女性资助率 女性获资助占比 男性资助率 男性获资助占比

自然科学基金委 17.04% 13.80% 42.14% 20.55% 57.86%

化学科学部  18.77% 14.89% 38.98% 22.51% 61.02%

表4 化学科学部地区科学基金项目总体资助率、分性别资助率与全委的对比

部门 总资助率 女性资助率 女性获资助占比 男性资助率 男性获资助占比

自然科学基金委 14.21% 13.63% 35.61% 14.56% 64.39%

化学科学部  16.19% 15.01% 34.45% 16.88% 6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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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重大项目、重点项目与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

究项目

  2023年度化学科学部重大项目指南继续实行

“公开征集”的自下而上与“咨委会专家建议”自上而

下相结合的方式。在面向社会面征集得到41份立

项建议的基础上,经学部部务扩大会推荐、专家咨询

委员会论证遴选,遴选出10个拟立项领域。每个领

域分别成立指南编制专家组进行研讨,形成重大项

目指南。重大项目指南编制坚持四个面向,落实十

四五规划的重点发展领域。2023年共受理申请12
项,资助6项,资助总金额8

 

924.76万元。

2023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中,化学

科学部公布了97个重点项目资助领域,其中有91
个资助领域收到有效项目申请共324项,比2022年

减少33项,降幅9.24%。资助67项,批准金额

15
 

410万 元,平 均 资 助 强 度 230 万 元,资 助 率

20.68%,高于2022年的19.05%。其中,女性科研

人员获资助率21.05%,略高于男性的20.63%,高
于 全 委 的 平 均 资 助 率 (女 性 18.56%,男

性17.25%)。

2023年度,化学科学部接收重点国际(地区)合
作研究项目申请22项,受理20项,比2022年受理

项目(18项)略有提升。资助5项,批准金额1
 

080
万元,平均资助强度216万元,资助率25%,比2022
年的资助率降低5.05%。

2.5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与优秀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含港澳)

  2023年,化学科学部接收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

金项目申请655项,资助55项,资助率8.40%,较

2022年降低0.62%。其中女性科研人员申请99
项,获资助8项,资助率8.08%,略低于男性资助率

(8.45%)。女性科研人员获资助的平均年龄为42.
75岁,而男性为41.68岁。值得注意的是,男性竞

争力较强的年龄在41~44岁,而女性则在43~45
岁。这也说明,杰出的女性科学家在40岁以后依然

具有一定的竞争力,且竞争年龄在后移(图3)。因

此,女性科研人员申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年

龄限制延长至48岁具有现实意义。

2023年,化学科学部接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含港澳)申请912项,比2022年增加58项,增长

率6.79%。资助率9.43%,低于2022年的资助率

(10.07%),资助数量和资助经费均与2022年持

平。其中,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港澳)接收项

目申请14项,资助2项,申请、资助情况与2022年

完全一致。此外,女性科研人员申请241项,占比

26.43%;资助31项,资助率12.86%,远高于男性

资助率(8.20%),表明女性科学家在申请限制年龄

40岁以内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进一步分析获得

资助的年龄可以看出,男性获资助的平均年龄在

35.98岁,女 性 获 资 助 的 平 均 年 龄 为 37.47 岁

(图3)。与2022年相比,男性与女性获资助者的平

均年龄都出现不同程度的上涨。此外,无论是从化

学科学部还是自然科学基金委整体来看,39~40岁

的女性科学家均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男性科学家

具有较强竞争优势的年龄是37岁和38岁,高于

2022年的年龄。需要明确的是,由于人才项目被社

会上异化使用等问题,导致优秀青年科学基金的申

请竞争越来越激烈。

图3 化学科学部2023年度国家杰出青科学基金项目和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获资助者性别与年龄分布情况

2.6 创新群体研究项目与基础科学中心项目

2023年,化学科学部接创新群体研究项目申请

40项,受理35项,资助5项,资助率12.50%,资助

总经费5
 

000万元。获资助项目的负责人平均年龄

为48.8岁。

2023年,化学科学部接收基础科学中心项目申

请7项,受理5项,资助2项,资助率28.57%,资助

总经费12
 

000万元。获资助项目的负责人平均年

龄为60岁。

2.7 原创探索计划项目

2.7.1 专家推荐类

2023年化学科学部共受理两批次专家推荐类

项目,经专家评审与部务扩大会结合,本着“宁缺毋

滥”的原则遴选符合定位的预申请项目填写正式申

请书,再经通讯评审后推荐上会答辩项目,严格把

关。第一批次受理预申请19项,遴选6项预申请

填写正式申请书,推荐4项答辩,资助3项,资助经

费899万元。第二批次受理预申请14项,遴选7
项预申请填写正式填写申请书,推荐3项答辩,资



 

 18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2024年

助2项,资助经费600万元。两批次项目资助期限

均为3年。

2.7.2 指南引导类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提升原始创新

能力的重要战略部署化学科学部2023年设立“高分

子材料变革性合成与结构创新”指南引导类原创探

索计划项目。
高分子合成科学与技术的不断发展,促进了人

们对高分子结构与功能的深刻理解和认识,为高分

子材料的创制和应用提供了科学基础与动力源泉,
是未来材料发展的重点方向之一。一方面,随着化

石资源的日渐枯竭,以及大宗高分子材料在应用退

役后所产生的环境问题,亟需发展新的高分子合成

方法,提升传统高分子材料的可持续性。另一方面,
为了突破现有高分子材料性能的局限性,迫切需要

创制新的高分子结构骨架,研究其新功能,揭示其结

构与功能的关系和规律,拓展高分子材料的应用场

景和范围。本项目旨在设计新的聚合单体,提出新

的聚合原理、聚合策略,发展高分子合成的变革性方

法,为创制新型高分子材料提供新思路,推动高分子

合成科学的创新发展。该项目共收到预申请139
份,经专家预评议遴选其中20份提交正式申请书,
资助6项,批准金额共计1

 

800万元。

2.8 专项项目

2.8.1 科技活动项目

科学部综合科技活动项目用于资助与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发展相关的战略与管理研究、学术交流活

动、科学传播、平台建设等活动。2023年,化学科学

部发布两期申请通告,共接收项目申请187项,资助

三种类型的科技活动项目共计30项,批准总经费

362万元。其中“战略研究类”项目(化学化工相关

领域学科发展战略与管理研究)5项,“科学传播类”
项目(化学化工学科领域发展发挥宣传作用的科学

传播和科普活动)2项,“专题研讨类”项目(化学化

工学科发展专题研讨会议)23项。

2.8.2 综合研究项目

(1)
 

“高分子及其复合体系的分子流变学与调

控机制”专项项目

高分子流变学在当前一些国家重大需求中发挥

着不可或缺的基础作用。2023年度化学科学部设

立该专项项目,拟建立超越单链平均场的分子流变

学、分子图像清晰的结构流变学和快速注入与流动

的受限流变学新模型;提出能够描述应变局域化的

分子流变学新理论和新数值方法;开发适用于高分

子体系的、跨尺度一体化结构设计与仿真计算的、具
有底层技术的工业软件。推动我国高分子流变学的

基础理论源头创新,而且为解决与高分子材料相关

的国家重大需求提供新的科学基础。该项目共收到

申请23项,资助4项,批准金额920万元,平均资助

强度230万元/项。
(2)

 

“关键放射性核素在海洋环境中表界面化

学与毒理效应”专项项目

海洋环境中关键放射性核素的分析监测、迁移

行为、吸附分离和生物毒性研究都存在重大科学挑

战。2023年度化学科学部设立该专项项目,聚焦海

洋环境中核污染的关键科学问题,开展关键放射性

核素表界面化学与毒理效应研究,为在海洋中产生

的环境生态风险提供科学依据,同时服务于我国核

能可持续发展与核安全重大战略需求。该项目共收

到申请66项,资助4项,批准金额920万元,平均资

助强度230万元/项。

2.9 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

2023年,化学科学部接收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

制项目(自由申请)申请62项,资助9项,批准金额

7
 

286.47万元。接收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

(部门申请)申请1项,资助1项,批准金额8
 

282.58
万元。

2.10 重大研究计划

2023年,化学科学部接收重大研究计划项目申

请98项,资助21项,资助总经费10
 

315万元。其

中,“生物大分子动态修饰与化学干预”重大研究计

划项目接收项目申请12项,资助5项(4项集成项

目,1项战略研究项目),批准金额1
 

960万元;“多层

次手性物质的精准构筑”重大研究计划项目接收项

目申请50项,资助10项集成项目,批准金额5
 

055
万元;“团簇构造、功能及多级演化”重大研究计划项

目接收项目申请36项,资助6项(3项集成项目,2
项重点支持项目,1项战略研究项目),批准金额

3
 

300万元。

2.11 存在的共性问题分析

根据以上情况分析,项目申请中存在的共性问

题如下:
(1)

 

各项目类型中,女性科学家在低龄阶段具

有较强的竞争优势(31~36岁),37~39岁之间竞争

力降低较快。延长女性科学家申请杰出青年科学基

金的年龄对女性科学家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激励作

用,考虑女性科学家面临的家庭和社会问题,建议持

续完善女性科学家项目申请机制,充分发挥女性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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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工作者的力量。
(2)

 

尽管基础研究的队伍在不断壮大,优秀青

年学者竞相涌现,各学科都在持续向前发展。但

是,由于队伍的不断壮大,资助经费增长落后于申

请人数增长速度,青年人才获得资助的比率越来越

低。因此,建议进一步提高资助率,缓解逐年增加

的青年科学家人数与资助数量变化较小的矛盾,提
升青年科学家人才储备,筛选和培养更多优秀的青

年科学人才和领军人才,助力化学化工学科基础研

究的可持续健康发展,为我国科技自立自强提供

支持。
(3)

 

近十几年来,申请项目数量持续增长,申
请书质量呈现一定程度的下降,表现出激烈的竞争

态势。对于面上项目与地区科学基金项目,45岁

以上的申请人占比相对较低。如何进一步激发此

年龄段科学家的研究热情,进一步培养基础研究人

才队伍,助力基础研究的持续发展,是目前需要解

决的问题。

3 深化改革实施情况

3.1 RCC评审机制改革

2023年度化学科学部继续在所有学科面上项

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地区科学基金项目、重点项

目开展“负责任、讲信誉、计贡献(Responsibility,
 

Credibility,
 

Contribution,
 

RCC)”评审机制的试点

工作,参与试点的项目类型共接收项目申请23
 

008
项(其中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地区科学基

金项目和重点项目接收项目分别为9
 

694项、11
 

143
项、1

 

847项和324项),占学部集中接收项目数的

90.96%。通过分析反馈数据,RCC评审机制取得

的成效如下:
(1)

 

RCC评审机制对专家评审态度具有正向

监督作用。主要体现在:化学科学部所有试点项目

的拒评率较低,且为数不多的拒评情况主要集中在

接到评议后的这一初期阶段;评审意见“张冠李

戴”的现象少,为数不多的“张冠李戴”现象也主要

是由专家自行发现,主动向学部工作人员反映兵修

改;延误现象涉及的评审意见数量和专家人数均

较少。
(2)

 

评审专家/工作人员认真负责,评审公正性

得到保障。绝大多数评审专家能够遵守科学基金的

评审规范,充分保障项目评审的公正性和公平性;工
作人员履职尽责,认真检查评审意见、及时纠正评审

过程中不规范行为。

(3)
 

项目评审质量得到提升,申请人反馈良好。
项目申请人对RCC评审机制试点工作整体反馈良

好,“很有帮助”及“有帮助”的占比较高(图4)。

图4 申请人对资助意见的评价“很有帮助”及“有帮助”占比

3.2 深入推进评审专家被“打招呼”顽疾专项整治

工作

  2023年,化学科学部深入推进评审专家被”打
招呼”顽疾的专项整治工作,在会议评审阶段采取了

系列措施,有效的扼制了打招呼的情况。具体的措

施包括:对内严格要求,强化管理;对外结合“极限防

守,正面引导,严肃惩戒”的方针,进一步优化通讯工

具集中保管措施,细化和完善项目评审流程,依规保

障会场纪律和会场秩序,同时在评审会议开幕式阶

段加强宣传引导。上述措施,有效地提高了“打招

呼”的难度减少了“打招呼”的现象,同时有利于项目

评审回归科学本身,更科学、公正地对待基金评审

工作。

3.3 强化自由探索和目标导向的资助布局

2023年,化学科学部结合学科发展需求以及

目前急需解决的科学问题,主动布局,发布了指南

引导类的原创探索计划项目指南和两个专项项目

指南,以具体的科学目标为导向,集合一部分优势

科研力量,集中攻关。在鼓励自由探索方面,化学

科学部完成了两批次专家推荐类的原创探索计划

项目的评审与资助,推动开拓新的化学化工研究

领域。

4 未来工作设想

2024年,化学科学部将响应自然科学基金委党

组要求[2],以“加强基础研究、突出原创、鼓励自由探

索”为主线,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增强基础科学研

究的原始创新能力,强化科学基金对学科发展和人

才培养的推动作用。更加关注学科前沿发展、经济

和社会发展需求等方面的问题,在能源、环境、生命

健康等领域布局重点研究方向,加大高水平创新研

究的支持力度,在新方法、新机制、新结构等方面持

续发力,推动冷门学科的发展,鼓励开展深入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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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优先支持在学科交叉融合基础上提出的研究

课题,强调研究思想、研究方向、研究内容的多元化,
避免研究的趋同性和同质化。深化基金改革,扎实

推进项目评审和管理工作,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持
续完善项目评审工作机制,深入实施评审专家被“打
招呼”顽疾专项整治工作,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

态。深入落实“四个面向”,助力推动高水平科技自

立自强。
(1)

 

进一步完善重大类型项目立项机制。2024
年,化学科学部将进一步完善重大类型项目立项机

制,立项领域体现前沿研究与国家战略需求。继续

发挥科学家群体群策群力的作用,面向科研界广泛

征集重大类型项目立项建议。同时,充分发挥科学

处、学部、学部部务(扩大)会议和科学部专家咨询委

员会的作用,保障流程规范的同时,梳理和优化立项

建议内容,助力立项领域的进一步遴选和指南内容

的完善与论证。
(2)

 

持续深化改革,完善成果管理。2024年,化
学科学部将持续深化科学基金改革,深入实施RCC
试点工作机制,并进一步总结近几年RCC试点工作

的总体成效。推进在基金系统专家库对专家“讲信

誉”的评价进行标注,包括“申请人对通讯专家评价、
会评专家对通讯专家评价、学科综合通讯评审情况

对通讯专家评价”等。与此同时,学部将进一步加

强项目成果管理,进一步规范项目进展和研究成果

的审核标准,监督项目执行的情况,推进资助经费

高效发挥作用。
(3)

 

完善项目过程管理,促进青年人才成长。
进一步完善项目管理,在“放管服”方面下功夫。同

时,针对人才类项目和重点类项目,在中期或结题

中,继续推进“项目评审”与“专题研讨”相结合的模

式,助力科研人员完善研究内容的科学性、研究思路

的独特性、研究成果的创新性,并进一步助推科研人

员在科学问题凝练、新研究范式变革等方面实现突

破,尤其是助力青年人才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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