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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总结2023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医学科学部评审工作情况,对各类项目申

请受理、评审及资助情况进行汇总和分析,尤其是科学基金深化改革新举措的实施情况;同时提出

下一年度工作思路,以提高医学科学基金的资助效能。

[关键词] 医学;项目申请;项目评审;项目资助;科学基金深化改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自然科学

基金委”)医学科学部2023年度围绕科学基金深化

改革,持续创新工作环境,确保项目评审科学公正,
高质量完成了年度评审工作。

1 受理、评审与资助总体情况

2023年度医学科学部共收到各类项目申请

93
 

679项(占全委申请总数的29.48%),其中有492
项未通过初审。发出不予受理通知后,共受理复审

申请15项,经复核,原不予受理决定均符合规定,予
以维持。学部最终正式受理项目93

 

187项。不予

受理492项(占申请总数的0.53%),主要原因见

表1。

2 各类项目申请及资助情况

2.1 总体情况介绍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医学科学部共资助各

类项目11
 

821项,资助直接经费6.227
 

7316亿元,
各类项目申请及资助情况见表2。

2.2 面上、青年科学基金、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2023年 度 医 学 科 学 部 收 到 面 上 项 目 申 请

35
 

009项(占全委总数的29.26%),青年科学基金

项目申请44
 

253项(占全委总数的32.95%),地区

科 学 基 金 项 目 申 请 8
 

757 项 (占 全 委 总 数 的

35.18%)。 
2023年度医学科学部资助面上项目4

 

627项

(占全委总数的22.77%),资助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5
 

440项(占全委总数的23.78%),资助地区科学基

金项目993项(占全委总数的28.07%)。面上项

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申请量占

全委 总 数 的 31.56%,资 助 数 占 全 委 总 数 的

23.66%,三类项目的平均资助率为12.28%。主要

数据见图1。

2.3 重大类型项目

2.3.1 重点项目

2023年度医学科学部继续试行指南引导类和

自由申请(宏观领域)类重点项目申请,其中指南引

导类重点指标领域42个。同时为及时支持面向国

家重大需求和面向世界科学前沿的关键科学问题,
继续设立“宏观领域”,鼓励在基础医学及重大疾病

的发生发展、预防、诊断治疗和转归等领域已取得创

新发现及重要进展,但拟开展研究内容不在上述立

项领域范围内的项目申请。2023年度医学科学部

重点项目共收到项目申请825项,受理814项,最终

资助127项,资助率为15.39%,资助直接经费为

220.00万元/项(图2)。

2.3.2 重大项目

2023年度医学科学部发布6个领域的重大项

目指南,分别是“人类胸腺免疫衰退的机制及在疾病

中的功能重建”、“基于基因型—表型关系解析罕见

病发病机制及干预策略”、“重大疾病的核医学精准

诊疗”、“关节组织间互作与骨性关节炎异质性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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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23年度医学科学部申请项目不予受理原因

序号 不予受理原因归类 项数

1 不属于项目指南资助范畴 21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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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3 其他可认定的不予受理情形 67
4 申请书缺项 24
5 申请人或主要参与者申请超项 18
6 高级职称申请人或主要参与者承担或申请多个项目单位不一致,未标注说明 16
7 申请代码或研究领域选择错误 16
8 研究期限填写错误 15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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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合计 502*

  *
 

每项不予受理项目可包含多个不予受理理由。

表2 2023年度医学科学部各类项目申请与资助情况一览表

项目类别* 申请项数 不予受理项数 最终受理项数 资助项数 资助直接经费(万元)

面上项目 35
 

009 161 34
 

848 4
 

627 226
 

640.00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44

 

253 162 44
 

091 5
 

440 162
 

370.00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8

 

757 48 8
 

709 993 31
 

770.00
重点项目 825 11 814 127 27

 

940.00
重大项目 45 5** 40 6 8

 

980.40
重大研究计划项目

 肿瘤演进与诊疗的分子功能可视

化研究
139 11 128 8 2

 

720.00

 组织器官再生修复的信息解码及

有序调控
397 1 396 20 2

 

660.00

 冠状病毒—宿主免疫互作的全景

动态机制与干预策略
109 0 109 23 2

 

459.00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项目 600 2 598 50 20
 

000.00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965 1 964 76 15

 

200.00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港澳) 17 0 17 0 0.00
创新研究群体项目 46 2 44 5 5

 

000.00
基础科学中心项目 7 1 6 2 12

 

000.00
基础科学研究中心(延续资助) 1 0 1 1 5

 

996.00
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 134 1 133 22 4

 

620.00
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

 自由申请 75 0 75 10 7
 

727.36

 部门推荐 2 0 2 0 0.00
专项项目 1

 

055 34 1
 

021 144 20
 

140.00

 指南引导类原创探索计划项目 50 0 50 28 4
 

240.00

 指南引导类原创探索计划项目
(延续资助)

2 0 2 1 100.00

 专家推荐类原创探索计划项目 17 0 17 6 1
 

700.00
联合基金项目

 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 673 7 666 149 42
 

593.00
合计 93

 

178 447 92
 

731 11
 

738 604
 

855.76
  *

 

组织间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外国学者研究基金项目等类别未列出。
**

 

重大项目按照整体项目包申请统计,每个项目包包含1个项目申请和4—5个课题申请,本年度不予受理项目为5个

项目申请和19个课题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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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基于肿瘤免疫治疗的协同增强效应和机制”
和“RNA病毒性传染病广谱治疗药物创新基础研

究”。共受理40项重大项目申请,最终资助6项,直
接经费8

 

980.40万元。

2.3.3 重大研究计划

2023年度医学科学部共发布“肿瘤演进与诊疗

的分子功能可视化研究”、“组织器官再生修复的信

息解码及有序调控”和“冠状病毒—宿主免疫互作的

全景动态机制与干预策略”三个重大研究计划项目

指南,共收到项目申请645项,资助51项,直接经费

7
 

839.00万元。

2.4 专项项目

2023年度医学科学部坚持“四个面向”,重点聚

焦国家重大需求和科学前沿,针对病毒感染及病毒

组学、血液肿瘤、炎症性肠病、睡眠等领域的重大科

学问题或诊疗新技术进行重点布局。
(1)

 

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布局新冠病毒科研攻

关项目

新发突发传染病的大面积暴发与长时间流行,
严重威胁人类健康、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为

图1 2023年度医学科学部面上、青年科学基金、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的申请与资助情况

图2 2023年度医学科学部重点项目的申请与资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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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以下简称“新冠病毒”)疫情

防控工作面临的新形势与挑战,2023年度医学科学

部针对新冠病毒的基础研究、疫苗、佐剂及创新药物

研究等,布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流行相关重要科学

问题”、“疫苗佐剂的基础研究”、“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基础研究重要科学问题”及“抗新型冠状病毒药物关

键科学问题研究”4个专项项目支持相关研究。共

收到申请345项,最终资助74项,资助直接经费

8
 

310.00万元。
(2)

 

“人类病毒组研究”专项项目

受限于人体生理情况下病毒载量低,病毒鉴定

困难,人类病毒组的真实数据获取难度较大。医学

科学部通过聚焦制约人类病毒组研究相关的技术、
方法、模型等难点,部署专项项目探究人类病毒组本

底组成,旨在为研究病毒组与人体互作提供依据。
本专项共收到申请54项,最终资助18项、直接经费

2
 

940.00万元。
(3)

 

“免疫细胞杀伤血液肿瘤细胞的效能增强

及其机制研究”专项项目

鉴于免疫细胞治疗在血液肿瘤临床治疗中存在

多方面不足的难题,医学科学部立足于我国免疫细

胞治疗现状,重点关注血液肿瘤治疗中抗性与复发、
免疫细胞杀伤能力不足、毒副作用不可控等关键科

学问题,部署专项项目以提升我国血液肿瘤免疫细

胞治疗的基础研究与临床应用水平。本专项共收到

申请140项,最 终 资 助14项(7对)、直 接 经 费

2
 

800.00万元。(注:2023年度部分专项项目试行

双项目负责人“Co-PI制”联合研究模式,仅接受成

对申请,下同。)
(4)

 

“炎症性肠病发病机制和干预策略研究”专
项项目

基于我国炎症性肠病研究现状和临床防治的需

求,医学科学部以治疗炎症性肠病新理论、新策略为

突破口,结合现代医学与传统医学部署专项项目,通
过相关基础研究与临床研究的深度交叉合作,为精

准诊断、有效防治和创新药物的发现提供科学依据。
本专项共收到申请280项,最终资助24项(12对)、
直接经费4

 

400.00万元。
(5)

 

“睡眠及睡眠障碍的机制与干预新策略研

究”专项项目

着眼于睡眠调控机理和睡眠障碍发病机制仍未

阐明的研究现状,医学科学部从临床诊疗需求出发部

署专项项目,深入解析睡眠及睡眠障碍机制,探索建

立睡眠障碍预防和诊疗新策略。本专项共收到申请

230项,最终资助14项(7对)、直接经费1
 

690.00
万元。

2.5 原创探索计划项目(简称“原创项目”)
(1)

 

指南引导类

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医学科学部连续通过

指南引导类原创项目引领创新研究,积极推动科研

范式变革。2023年度启动“治疗性免疫细胞抗肿瘤

的原创性研究”原创项目,旨在促进我国生物医学领

域在肿瘤的免疫细胞治疗研究中的突破性进展。共

收到预申请338项,50项通过预申请审查,提交正

式申请,最终资助28项,资助直接经费4
 

240.00万

元,平均资助强度151.43万元/项,平均资助期限为

3年。

2022年底,有2项指南引导类原创项目资助期

满(2年期),项目结题后申请人提出延续资助申请,
学部于2022年上半年组织专家对该项目结题情况

进行评估,并对其延续资助申请进行会议评审,最终

决定延续资助1项,资助直接经费100.00万元,资
助期限为1年。

(2)
 

专家推荐类

2023年度医学科学部共收到专家推荐类原创

项目预申请92项,17项通过预申请审查,提交正式

申请,最终资助6项,资助直接经费1
 

700.00万元,
平均资助强度283.33万元/项,平均资助期限为

3年。

3 落实和推进科学基金深化改革

3.1 服务国家人才发展战略

医学科学部高度重视青年科技人才在科技创新

和科研攻关中的重要作用,不仅在项目评审中关注

青年申请人,并邀请45岁以下优秀科学家参与评

审,还在2023年度发布的“炎症性肠病发病机制和

干预策略研究”专项项目和“治疗性免疫细胞抗肿瘤

的原创性研究”指南引导类原创项目指南中,鼓励

45岁以下的青年学者作为申请人申请,支持青年人

才挑大梁、当主角,为应对全球科技竞争、实现高水

平科技自立自强积蓄人才。
对优秀科研人才的遴选和资助也是医学科学部

一以贯之的工作重点。2023年度资助两项基础科

学中心项目“常见慢性病的病因基础与精准预防”和
“细胞命运调控与眼健康”,均为围绕人类健康息息

相关的关键科学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期望在慢病和

眼科学领域铸造国际一流的高水平研究团队。获资

助的创新研究群体项目、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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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涉及基础医学、临床医

学、预防医学、药物药理、中医中药、医工交叉等诸多

领域,将有助于医学领域各层级优秀人才的培养。

3.2 正向激励专家,积极推进“负责任、讲信誉、计
贡献”评审机制

  医学部在前期试点基础上,准确把握“负责任、
讲 信 誉、计 贡 献 (Responsibility,

 

Credibility,
 

Contribution,
 

RCC)”评审机制试点“四个坚持”原
则,以提升通讯评议专家责任心、提高科学基金通讯

评审质量为目标,统筹推进RCC试点工作,加强专

家库维护,选准通讯评审专家,加强宣传引导,激励

专家负责任地评审,不断提高科学基金通讯评审质

量和水平。

2023年度医学科学部将 RCC试点工作范围

扩大至医学科学部所有35个学科的面上项目、青
年科学基金项目和地区科学基金项目,共87

 

648
项,参与通讯评审专家18

 

814人次,指派通讯评议

262
 

944份,回收262
 

944份,回收率100%。医学科

学部通过加强宣传,引导专家负责任地评审,统筹推

进RCC试点工作、专家库维护和选准通讯评审专

家,同时组织学科评审组专家对通讯评审专家意见

进行分析和研究,保障 RCC评审工作高效完成。

RCC试点工作对科学基金申请项目的评审发挥了

正向引领作用,提高了评审效率和质量,增强了评审

专家责任心,得到了评审专家和申请人的认可与

支持。

3.3 持续优化学科布局

(1)
 

继续支持“源于临床实践的科学问题探索

研究”专项(简称“临床专项”)
自2021年在面上项目设立“临床专项”以来,医

学科学部不断吸纳一线科学家的意见建议,完善“临
床专项”指南,引导从临床诊疗实践出发,基于临床

发现的新现象或诊疗瓶颈,凝练出临床问题背后的

关键科学问题,充分利用临床资源,开展临床问题

驱动的基础研究,促进成果转化,推动医学科技创

新。2023年度“临床专项”共收到申请1
 

317项,最
终资助85项,资助直接经费5

 

600.00万元,资助率

为6.45%。
该专项的设置对如何开展面向人民健康的基础

研究具有积极的导向意义。医学科学部将在2024
年指南中进一步明确资助定位,进一步加大支持力

度,鼓励广大科研工作者,尤其是临床医生,从临床

诊疗实践出发,深入凝练科学问题,开展创新研究,
助力医学研究创新水平提升,促进基础研究成果与

临床实 践 深 度 融 合,持 续 提 高“临 床 专 项”资 助

效能。
(2)

 

探索共同研究者联合研究模式

医学科学部2022年通过专项项目加大支持临

床研究与基础研究的融合,设立基础研究人员与临

床医师的共同研究者(Co-PI)联合研究模式,以激励

基础和临床领域的研究人员开展实质性合作研究,
推动学科交叉融合,实现临床与基础研究人员优势

互补。在此基础上,2023年度医学科学部扩大试

点,面向重大疾病、科学前沿和学科交叉等重点方

向,部署“免疫细胞杀伤血液肿瘤细胞的效能增强及

其机制研究”、“炎症性肠病发病机制和干预策略研

究”、“睡眠及睡眠障碍的机制与干预新策略研究”三
个专项项目,增加投入,扩大此类专项项目资助领域

和资助类别,共收到联合申请660项。Co-PI
 

联合

研究模式将进一步引导临床—基础—多学科交叉融

合,推动我国临床研究和医学科学发展,完善医学研

究资助格局。

3.4 促进肿瘤研究范式变革,推动原始创新

为持续强化原创探索研究,医学科学部在2020
年至2022年分别启动“肿瘤研究新范式探索项目”
“肿瘤免疫与肿瘤代谢”“肿瘤与微环境多层次复杂

系统调控机制”等指南引导类原创项目及专项项目,
通过多学科的交叉融合,推动肿瘤研究范式变革。
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推动免疫细胞肿瘤治疗研

究的原创性突破,2023年度医学科学部发布“治疗

性免疫细胞抗肿瘤的原创性研究”原创项目指南,本
指南鼓励45岁以下的年轻人提出原创性项目申请。
在最终获资助项目中,项目负责人年龄在45岁以下

的有15项,占总资助项目数的53.57%。

3.5 严格落实防范评审专家被“打招呼”专项整治

工作

  按照自然科学基金委党组部署,2023年度,医
学科学部采取根本性措施坚决根除评审专家被“打
招呼”顽疾。通过强化宣传引导,在评审工作的各个

环节加强管理,强化评审信息及会议现场的保密措

施,配合驻会监督工作组的各项工作,有效遏制“打
招呼”现象,确保项目评审工作的公平公正。

4 对未来工作的展望

展望2024年,医学科学部将继续坚持“四个面

向”,坚持目标导向和自由探索“两条腿走路”,尤其

关注世界科技前沿及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有计划地

开展有组织的研究。在评审工作中,医学科学部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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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探索适合医学科学健康发展的项目申请、评
价和资助体系,完善评审机制,推进专家库建设,维
护项目评审的科学性和公正性,不断提升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的资助效能。
本年度医学科学部通过围绕医学重点资助领

域、医学人才培养以及医学领域资助效能提高等方

面充分展开“医学科研资助需求与政策”专题调研。
根据调研成果,2024年医学科学部将在国家杰出青

年科学基金项目评审中试点推进临床医生科研评价

改革,一是加大医学科学领域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

金项目资助规模,增加支持优秀临床医师的比例;二
是试点推动临床医师科研评价体系改革,开展专门

评审,完善评价标准,强调基于临床实践的科学探索

和技术突破,以揭示疾病本质、改善临床结局为研究

目标,培养和造就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临床科学

研究领军人才。另一方面突出药物创新研究,在

2024年度项目指南中进一步明确药物药理学科项

目评审要点,坚持新药创新的价值导向,重点评价申

请人的创新药物研发潜力,研发过程中的理论突破、
方法突破和技术突破,研发药物的新颖性、独特性及

临床应用前景和社会价值,引导和鼓励申请者开展

高水平、高质量创新药物基础研究。同时,为减少低

水平、套路化申请,2024年度项目指南将对肿瘤学

领域(H18)面上项目进行改革试点,增加“关于创新

思路和重要研究线索的说明”,突出展示申请项目的

创新性及前期创新发现,引导申请人凝练前沿科学

问题和临床需求背后的关键科学问题。

2024年,医学科学部将继续秉承“坚持正确价

值导向,追求卓越医学创新”的理念,弘扬科学精神,
扎实做好科学基金项目评审与管理工作,为持续提

升科学基金资助效能,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为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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