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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一:2023年度科学基金评审工作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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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总结了2023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交叉科学部的项目受理、评审与资助总

体情况,对各类项目申请及资助情况进行梳理,分析了申请中存在的主要共性问题,总结了具体的

改革举措及实施成效,并提出下一年度工作重点和主要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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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自然科学

基金委”)交叉科学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与基础研究的重要论

述,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不断完善项目评审工作

机制,探索符合交叉研究特征的评审方式,高质量完

成了2023年度各项基金项目的受理与评审工作。
并围绕推动学科交叉融合、构建良好交叉科研生态

等方面进行了改革实践。

1 受理、评审与资助总体情况
   

2023年度项目申请集中接收期间,交叉科学部

接收申请的项目类型包括: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以下简称“优青项目”)、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以下简称“杰青项目”)、创新研究群体项目、基础

科学中心项目和外国学者研究基金项目;在项目申

请集中接收期外,交叉科学部接收申请的项目类型

包括: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部门推荐)、重大

项目、重大研究计划项目、组织间国际(地区)合作研

究项目和专项项目等。
   

由于发布指南的重大研究计划项目从2项增加

到5项,2023年度交叉科学部收到各类项目申请总

数大幅提升,达到2
 

955项。经过形式审查、通讯评

审、会议评审及资助审批等程序,2023年度交叉科

学部 资 助 各 类 项 目 共 计275项,资 助 金 额 合 计

68
 

093.13万元,详情见表1。
   

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2023年度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及相关项目管理办法等规

章制度要求,2023年度交叉科学部不予受理的项目

总计41项。接收7项不予受理项目的复审申请,经
审查,6项维持原判。不予受理原因详见表2。值得

注意的是,根据指南要求,申请人在申请交叉科学部

项目时应当首先选择受理代码,其后选择申请代码。
选择申请代码时,应准确选择2~5个至少跨两个不

同科学部且分属不同研究领域的申请代码。2023
年度,因申请代码或研究领域选择错误而不予受理

的交叉科学部项目申请高达26项,占所有不予受理

项目的63.41%。

2 各类项目申请及资助情况

2.1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2023年交叉科学部共接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

项目申请364项,比2022年增加90项。学部推荐

上会答辩39项,资助30项,资助经费总计6
 

000万

元,资助率8.24%,较2022年降低2.71个百分点。
女性科研人员申请86人,占比23.63%,获资助7
人,占比23.33%。男性科研人员申请278项,占比

76.37%,获资助23人,占比76.67%。获资助者平

均年龄35.63岁,女性获资助者平均年龄为37.71
岁,男性为35岁。

   

申请单位共计153个,获资助单位26个,占申

请单位总数的16.99%。获资助项目中,有7位项

目负责人所在单位为科研院所,占比23%,其余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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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项目负责人所在单位为高等院校,占比77%。

2.2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2023年交叉科学部共收到杰青项目申请386
项,比2021年增加68项。学部推荐上会答辩38
项,资助28项,资助经费总计11

 

200万元,资助率

7.25%,较2022年降低1.56个百分点。女性科研

人员申请46人,占比11.92%,获资助3人,占比

10.71%。男 性 科 研 人 员 申 请 340 人,占 比

88.08%,获资助25人,占比89.29%。获资助者平

均年龄42.04岁,女性获资助者平均年龄为42.33
岁,男性为42岁。

申请单位共计146个,获资助单位17个,占申

请单位总数的11.64%。获资助项目中,有5位项

目负责人所在单位为科研院所,占比18%,其余23
位项目负责人所在单位为高等院校,占比82%。

2.3 创新研究群体项目
   

2023年交叉科学部共收到创新研究群体项目

申请48项,比2022年增加10项,学部推荐上会答辩

7项,资助5项,资助率10.42%,资助率比2022年降

低2.74个百分点。资助直接费用总计5
 

000万元。

2.4 基础科学中心项目
   

2023年交叉科学部共收到基础科学中心项目

申请15项,学部推荐上会答辩3项,资助2项,资助

率13.33%,资助率与2022年持平。资助直接费用

总计12
 

000万元。

2.5 外国学者研究基金项目
   

2023年交叉科学部共收到外国优秀青年学者

研究基金项目申请35项,比2022年增加12项,最
终 获 批 3 项,资 助 经 费 总 计 240 万 元,资 助 率

8.57%,较2022年增加4.22个百分点。

表1 2023年度交叉科学部各类型项目申请和资助情况一览表

项目类型
申请数

(项)

申请数较

2022年变化

(项)

受理数

(项)
资助数

(项)
资助率

(%)

资助率较

2022年变化

(%)

资助经费

(万元)

平均资

助强度

(万元/项)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364 90↑ 357 30 8.24 2.71↓ 6
 

000.00 200.00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 基金

项目
386 68↑ 377 28 7.25 1.56↓ 11

 

200.00 400.00

创新研究群体项目 48 10↑ 46 5 10.42 2.74↓ 5
 

000.00 1
 

000.00
基础科学中心项目 15 0 12 2 13.33 0.00 12

 

000.00 6
 

000.00
外国优秀青年学者研究基

金项目
35 12↑ 35 3 8.57 4.22↑ 240.00 80.00

外国资深学者研究基金

项目
59 9↑ 54 5 8.47 5.53↓ 952.00 —

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

目(部门推荐)
2 6↓ 2 0 0.00 0.00 — —

重大项目 10 15↓ 10 5 50.00 22.00↑ 7
 

494.00 1
 

498.80
重大研究计划项目 1

 

083 693↑ 1
 

068 156 14.40 0.73↓ 20
 

510.13 —

专项项目 953 56↑ 953 41 4.30 0.18↑ 4
 

697.00 —

合计 2
 

955 840↑ 2
 

914 275 9.31 / 68
 

093.13 —

表2 2023年度交叉科学部各类型项目申请不予受理情况

接收期 不予受理原因 不予受理项数(项)

集中接收期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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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申请代码或研究领域选择错误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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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申请书模版用错 1
不属于项目指南资助范畴 5

非集中接收期项目

申请代码或研究领域选择错误 8
申请书缺项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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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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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交叉科学部共收到外国资深学者研究

基金项目申请59项,比2022年增加9项,最终获批

5项,资助经费总计952万元,资助率8.47%,较

2022年降低5.53个百分点。

2.6 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部门推荐)
   

2023年交叉科学部共收到国家重大科研仪器

研制项目(部门推荐)申请2项,均未获资助。

2.7 重大项目
   

2023年交叉科学部共发布7个重大项目指南,
分别为“基于反铁磁的高密度存储器基础研究”“印
刷制备纳米光子结构生物检测芯片研究”“类生命机

器人智能”“颗粒佐剂的时空递送及免疫机制研究”
“病毒感染与免疫应答的跨尺度力学调控”“物理场

对神经振荡的调控效应及其机制研究”“肿瘤多尺度

脂质结构与功能研究”,共收到10份项目申请,学部

推荐7项上会答辩,经过会评专家遴选,最终5项获

得资助;经预算评审,资助经费总计7
 

494万元。

2.8 重大研究计划项目
   

2023年交叉科学部共发布5个重大研究计划

项目指南。“可解释、可通用的下一代人工智能方

法”重大研究计划,分别收到培育和重点支持项目申

请284份和34份,资助34项和6项,资助经费总计

4
 

176万元;“多物理场高效飞行科学基础与调控机

理”重大研究计划,分别收到培育和重点支持项目申

请105份和22份,资助16项和7项,资助经费总计

3
 

378.4万元;“超越传统的电池体系”重大研究计

划,分别收到培育、重点支持和战略研究项目申请

213份、32份和1份,资助28项、7项和1项,资助经

费总计4
 

360万元;“集成芯片前沿技术科学基础”
重大研究计划,分别收到培育、重点支持和战略研究

项目申请75份、30份和1份,资助19项、9项和1
项,资助经费总计4

 

598.73万元;“免疫力数字解

码”重大研究计划,分别收到培育、重点支持和战略

研究项目申请240份、38份和1份,资助20项、7项

和1项,资助经费总计3
 

997万元。

2.9 专项项目

2.9.1 科学部综合研究项目

2023年交叉科学部发布1个科学部综合研究

项目申请指南,“‘未病’状态表征与机制研究”,共收

到申请307项,资助17项,资助直接费用总计1
 

368
万元。

2.9.2 科学部综合科技活动项目

2023年交叉科学部共受理1个批次的科学部

综合科技活动项目申请,共收到申请629项,资助

13项,资助直接费用总计130万元。

2.9.3 原创探索计划项目

2023年交叉科学部首次受理专家推荐类原创

探索计划项目申请,针对交叉科学原创探索计划项

目的特征,科学部采取预申请加一轮会评的方式遴

选项目。2023年共接收2批次申请,总计接收预申

请47项,其中17项通过审查,正式申请,经专家遴

选和论证,最终资助11项,资助直接费用合计3
 

199
万元。

3 深化科学基金改革实践情况

2023年交叉科学部总体上延续了之前学部的

相关政策和制度[1],保证改革措施的相对稳定性和

可持续性,总结两年来的项目受理与评审经验,在此

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完善。

3.1 针对交叉人才特征,优化专用申请书

为遴选具有明显交叉特征的项目,交叉科学部

设计了专用申请书和评审表[2]。在2021版交叉科

学部专用申请书的基础上,2023版交叉科学部杰青

项目和优青项目的申请书正文部分增加了对交叉科

学研究特征模式的阐述。申请人需根据自身交叉科

学研究经历、申请书研究内容及拟解决的关键科学

问题,选择交叉科学研究特征模式并阐述理由。交

叉特征模式分析既有助于加深申请人对交叉科学研

究的理解,也有利于评审专家对申请人交叉科学研

究水平做出准确判断,受到申请人及评审专家的一

致好评。

3.2 立足“三高”原则,完善评审机制

交叉科学部对所有项目评审始终坚持“高质量”
“高门槛”“高标准”的“三高”原则,贯彻基于“科学价

值”而非“指标完成”的评审理念,立足交叉本质特

征,尊重科学发展规律。在评审过程中坚决做到不

唯论文数量,但唯原创思想,不唯作者排序,但唯实

质贡献。重视学术研究的质量,重点关注申请人独

立开展交叉科学研究的能力或潜力,充分考虑申请

人综合水平,遴选出真正有望能推动交叉科学发展

的项目和人才。
在2023年交叉科学部受理项目的会议评审中,

继续采用“研讨式”而非“陈述式”的会议评审模式。
答辩内容突破“三个创新成果”的八股陈述方式,强
调实事求是阐述具有多学科交叉研究特征的学术成

果与贡献,重点阐述科学问题的重要性、研究思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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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性及拟开展的研究工作内容等。人才类项目答

辩采用必答题(共性问题)和专家自由提问(专业问

题)相结合的方式,不断更新和完善必答题库,通过

共性问题帮助构建申请人交叉研究的初步画像,借
助专业问题助力评审专家对申请人专业水平的准确

判断。依靠评审专家的专业智慧,在提问和讨论过

程中辨别出答辩人的真实学术水平,营造科学公正

的评审环境。

3.3 发挥交叉优势,加强顶层设计

2023年交叉科学部坚持四个面向,充分发挥交

叉科学解决重大复杂问题的“利器”作用,坚持问题

驱动、目标导向,通过举办“人类世科学”“破译生命

的糖质密码”“数理视角下的生命运动”双清论坛等

一系列学术研讨活动,系统梳理相关研究领域的发

展趋势及面临的挑战,积极主动凝练具有重要性、
紧迫性和交叉性的关键科学问题,强化顶层设计,
优化项目布局,促进学科交叉,推动科研范式变

革,催生学科增长点,助力实现我国高水平科技自

立自强。

3.4 落实防范评审专家被“打招呼”,持续提升科学

基金资助效能

  2023年交叉科学部落实自然科学基金委关于

评审专家被“打招呼”顽疾专项整治工作的各项要

求,主动作为、极限防守,维护自然科学基金的公平

公正,持续提升科学基金资助效能。
由于交叉科学部项目普遍跨度大、涉及学科多,

在遴选函评及会评专家时,科学部兼顾“小同行”和
跨领域专家,有效缓解了“小圈子文化”造成的不良

影响,同时由于会评专家领域跨度大,评审专家相互

之间不熟悉,评审时没有心理负担,进一步促进了公

正评审。在答辩分组方面,突破按照科学处简单分

类的模式,兼顾研究领域、函评成绩等分组,大大增

加了“打招呼”的难度。同时,交叉科学部还采取了

专家报到收手机、不提前告知专家评审会场的数量

和所在会场、午休不离会场等一系列“极限防守”策
略,保证了项目评审的科学公正,推动交叉科学研究

健康发展。

4 对未来工作的思考

2023年交叉科学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与基础研究的重

要论述,在自然科学基金委党组和分管委领导的指

导下,全面落实科学基金深化改革各项举措,取得显

著成效。2024年交叉科学部将继续紧扣四个面向

的总体要求,贯彻落实科学基金“十四五”发展规划,
持续推进科学基金深化改革,加强顶层设计与战略

布局,不断完善交叉科学评价机制,提升我国基础科

研原始创新能力。2024年交叉科学部将重点从以

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
(1)

 

发挥数学、物理、化学等基础学科在信息、
材料、能源、生命、医学、地学等领域的关键作用。以

数学为基础,结合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先进技术,充
分挖掘数据的战略资源作用;以物理为工具,探索物

质世界发展的内在规律;以化学为手段,合成新物

质,构筑新结构,为前沿技术的发展与突破提供交叉

科学研究支撑。
(2)

 

针对科研仪器自主研制、科学软件全国产

化等重点领域,发掘甘坐“冷板凳”和专注“十年磨

一剑”的专业人才,鼓励自由探索的同时,加强顶

层设计,通过指南引导,加大对重点、薄弱领域的

支持力度,夯实基础研究工具与方法自主研制的

根基。
(3)

 

主动出击,寻找“自然科学”与“人文社科”,
乃至“文化艺术”之间的有机结合点,坚持问题驱动,
推进大跨度交叉,催生新的学科增长点。

(4)
 

加强调研宣讲,营造交叉文化。鼓励青年

科学家积极从事交叉科学研究,推动交叉科学人才

队伍建设,培养优秀的交叉科学领军人才。
   

在未来的工作中,交叉科学部将持续探索建立

符合交叉研究特征的资助管理模式,打造基金改革

“试验田”。继续发掘并持续资助有强烈科学家精

神,在交叉领域中坚持探索,以拓展人类认知边界为

己任的科学家,营造鼓励自由探索、加强交流合作的

科研环境,发挥交叉科学在源头创新中的独特作用,
推动科学基金事业创新发展,助力实现我国高水平

科技自立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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