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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地区)合作

工作(以下简称“科学基金国际合作”)遵照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及扩大开放的指示精神,根据科

学基金开放合作发展战略的总体部署,积极推进各

项改革任务,系统深化科学基金国际合作,不断开创

新时代科学基金国际合作事业新局面.圆满完成了

各类国际合作与交流项目的申请受理、评审与资助

工作.本文对科学基金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

２０２０年度评审与资助情况进行了梳理总结,并对未

来的工作进行了展望和思考.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以下简称“自然科学基金委”)深入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通过国际科技合作打赢疫情防控阻

击战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积极加强与各国科学

资助机构的沟通与合作,大力推动国际科研界携手

开展对新型冠状病毒研究的科学攻关,开展了多方

式、多渠道的国际合作工作.
在委党组和分管委主任领导下,２０２０年度国际

合作局按照全委统一部署,在各部门支持下,圆满完

成了各类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的申请受理、
评审与资助工作.国际合作局全年共收到各类国际

(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申请书４７８５份.经专家评

审和审批,资助８１８项,资助经费约９．７５亿元.资

助整体情况具体见表１.

１　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

２０２０年度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以下

简称“重点合作研究项目”)申请４７６项,资助１０２
项,资 助 率 为 ２１．４３％,比 ２０１９ 年 度 资 助 率

(１８．５０％)略有上升.八个科学部中,医学科学部资

助率最高,达２７．５０％;工程与材料科学部资助率最

低,为１５．２２％.各科学部重点合作研究项目直接

费用、资助项数及资助强度见图１,其中医学科学部

总资助额度最高,达 ８１８０ 万元;管理科学部最低,
为８５０万元.

２０２０年度获资助重点合作研究项目的合作对

象分布于２１个不同的国家(地区),以北美(美国、加
拿大合计占４７％)为主,较２０１９年占比(４５％)下降

幅度较大;欧洲(４４％)次之(图２),较２０１９年比例

(３７％)略有上升[１].另外,本年度获资助重点合作

研究项目的合作对象中华裔科学家所占比例为

４２％,较２０１９年度(３４％)有所上升[１].

表１　２０２０年度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资助情况

项目类别
申请项

目数

资助项

目数

经费

(万元)

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 ４７６ １０２ ２５０００．００

组织间合作研究项目 １８０３ ２６６ ５７６１９．７２

组织间合作交流项目 １２４９ ２３４ ９３４５．７５

出国(境)参加双(多)边会议 ３５ １２ １３１．１０

在华召开国际(地区)学术会议 １２５ ５８ ８６３．００

外国青年学者研究基金项目 １０９７ １４６ ４５００．００

总计 ４７８５ ８１８ ９７４５９．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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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２０２０年度重点合作研究项目资助情况

图２　２０２０年度获资助重点合作研究项目合作对象国别分布

　　

２　组织间合作研究项目

２０２０年度共资助２６个不同组织间的合作研究

项目,收到申请 １８０３ 项,资助 ２６６ 项,资助率为

１４７５％;资助直接经费共计５７６１９．７２万元,平均资

助强度２１６．６２万元(表２).获资助项目数最高的

是 NSFC—DFG(中德)和 NSFC—ISF(中以)合作

研究项目,均资助３８项,资助直接经费总额分别达

１０７０１万元和７５７９万元.

３　组织间合作交流及双多边会议项目

２０２０年度,组织间合作交流项目共收到申请

１８０３项,获资助２６６项,资助经费５７６１９．７２万元.出

表２　２０２０年度组织间合作研究项目资助情况

项目类别

资助

金额

(万元)

资助项

目数

(项)

资助强

度(万元

/项)

A３前瞻计划项目(中日韩) ８００．００ 　２ 　４００．００

NSFC—ASRT(中埃) １３６７．００ ７ １９５．２９

NSFC—BRFFR—BNSF(中白保) ３００．００ ２ １５０．００

NSFC—CERN项目(国际组织) ６０００ ８ ７５０．００

NSFC—CGIAR项目(国际组织) ２５７９ １３ １９８．３８

NSFC—CONICET(中－阿) １４９９．８２ ５ ２９９．９６

NSFC—DFG(中德) １０７０１ ３８ ２８１．６１

NSFC—EU项目(中欧) １４８７ ３ ４９５．６７

NSFC—FDCT(内地—澳门) １６５０ １１ １５０．００

NSFC—FRQ(中加) ７９７．９ ４ １９９．４８

NSFC—HRC(中新) ３５０ ２ １７５．００

NSFC—ISF(中以) ７５７９ ３８ １９９．４５

NSFC—NRF(中韩) ５９０ ３ １９６．６７

NSFC—NSF项目(中美) ２２３０ ７ ３１８．５７

NSFC—NWO项目(中荷) ７９８ ２ ３９９．００

NSFC—RCN(中挪) １１９９ ６ １９９．８３

NSFC—RGC(内地—香港) ２９９３ ３０ ９９．７７

NSFC—RS(中英人才基金) ８０６ ２５ ３２．２４

NSFC—RSF(中俄) ４４３８ ３０ １４７．９３

NSFC—TÜBÏTAK(中土) ５９９ ４ １４９．７５

NSFC—UKRI—EPSRC项目(中英) １５００ ５ ３００．００

NSFC—UKRI—ESRC(中英) １２４９ ５ ２４９．８０

NSFC—UNEP(国际组织) １４８２ ５ ２９６．４０

NSFC—VR(中瑞) １１８０ ４ ２９５．００

两岸项目 ８４５ ５ １６９．００

中德跨学科重大合作研究项目 ２６００ ２ １３００．００

总计 ５７６１９．７２ ２６６ ２１６．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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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境)参加双(多)边会议项目接受申请３５项,资助

１２项,资助经费１３１．１０万元.在华召开国际(地
区)学术会议项目接受申请１２５项,资助５８项,资助

经费８６３万元(表１).

４　外国青年学者研究基金项目

２０２０年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外国青年学者研

究基金管理办法»正式实施的第六年,外国青年学者

研究基金项目(简称“外青项目”)申请数量比上年度

有所增加,共接收新申请项目１０８４项,比２０１９年

(申请１０００项)增加了８．４０％.经评审,获资助１３６
项,资助直接费用４２９６万元.接收延续申请项目

１３项,经专家评审,１０项获得资助,资助直接费用

２０４万元.外青项目管理办法实施以来,由于愈来愈

多的依托单位和外国青年学者关注该类项目,项目竞

争性逐年提高.２０２０年外青项目资助率为１３．３１％,
比２０１９年资助率(１５．８０％)略有降低.从学科分布

看,八个科学部中,生命科学部申请数最高(２２８项),

数理科学部资助数最高(３８项),数理科学部资助金额

也最多(１１１３万元);医学科学部申请数最少(６１项),
管理科学部资助数最少(５项),资助金额也最少(１６０
万元,图３).数理科学部项目资助率最高,达到

２３３０％;管理科学部资助率最低,为５．９０％.
从国别分布来看,２０２０年的１４６个获资助外青

项目分别来自４２个国家,值得指出的是,来自印度、
巴基斯坦等１９个“一带一路”国家获资助数达到６４
项,较往年有所下降;来自美国、英国等欧美强国的

申请人数量略有下降(２０２０年为１８项,２０１９年为

１６项)(图４).
为了加大外国青年学者研究基金项目的吸引力,

本年度国际合作局与科技部外专司联手合作,发挥各

自优势、整合资源,于２０２０年４月１７日签署了联合资

助外青项目工作备忘录.我委继续向外青项目负责

人提供科研经费的资助,外专司则资助工薪补贴和生

活费用.这一举措将为外国优秀青年科研人员来华

从事科学研究等提供更为完善的条件支撑.

图３　２０２０年度外青项目资助直接费用、资助项数及资助强度统计

图４　２０２０年获资助外青项目国别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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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更好地发挥外国青年学者研究基金项目的作

用,在广泛调研基础上,自然科学基金委结合外青项目

管理经验,正在积极筹划将其拓展为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外国学者研究基金项目,面向外国青年学者、外国优

秀学者以及外国资深学者三个层次广泛吸纳海外智力.

５　总结与展望

２０２０年,国际合作局共收到各类国际(地区)合
作与交流项目申请４７８５项,经专家评审和审批,资
助８１８项,平均资助率为１７．１％;申请量比２０１９年

的５１８９项减少７．７％,资助率降低４．９％.其中,
２０２０年度重点合作研究项目申请４７６项,比２０１９
年减少 ８１ 项,资助 １０２ 项,资助率为 ２１．４％,比

２０１９年度资助率(１８．５％)略有提升;随着国际(地
区)科技合作的日益加强,建议未来可适当增加重点

合作研究项目的总额度.此外,２０２０年度外青项目

共计申请１０９７项,比２０１９年度申请量(１０１９项)略
有增加,而经费总额维持在４５００万元,资助率由

２０１９年的１５．８％下降至１３．３％;随着外青项目关

注度日益提高,建议未来可适当提高资助强度,放宽

资助年限,打造科学基金国际人才品牌项目.
２０２１年将要完成的工作思路及计划有以下几点:
(１)加强战略对话,助力稳固全球科技合作

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国际形势更加复杂多

变,自然科学基金委充分发挥科学基金的独特作用,
密切联系各国科学资助机构和国际组织,面对不利的

国际形势,在保持和巩固现有良好国际合作的基础

上,加强与国外科研资助机构和科学界就战略规划、
科学基金资助、科研文化、知识产权保护、科研管理等

共同关注的战略及政策问题展开国际对话,进一步深

化与国外科研资助机构和科学界的交流,推动全球科

研合作资助模式的深刻变革,贡献中国智慧.
(２)稳步推进落实“一带一路”可持续发展国际

合作科学计划

加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一带一路”可持续发

展国际合作科学计划实施方案»的落实,在深化与境

外合作资助机构合作的同时,结合考虑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工作统筹实施,稳步推进国际合作科学计划.
(３)继续探索引才、育才工作,不断完善吸纳外

国人才的功能.探索利用双多边国际合作机制和渠

道加强引才和育才工作,以项目为载体推动国际科技

人才交流与培养.继续与英国、欧盟共同推动高端人

才培养;创造更多机会以利于更多科学家到国际科技

组织工作和任职,利用国际组织平台推动我国科技人

才培养,提升国际化水平;利用已有的国际合作实体,
如“中德科学中心”,促进科学—人才的深入合作机

制.推进外国学者研究基金项目的实施,提升吸引外

国优秀青年人才和资深学者的吸引力.
(４)培育牵头组织和广泛参与国际大科学计

划,依托境内大科学装置支持国际合作研究.国际

大科学工程和装置在解决前沿科学问题方面发挥着

重要作用,科学基金国际合作拟探索在国际前沿领

域选择若干有望突破的研究方向,支持依托大科学

装置开展国际合作研究的资助机制和模式,鼓励我

方科学家主动牵头组织或者广泛参与国际计划.
(５)深化对港澳台地区工作.继续坚持“一国

两制”,积极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大政方针,全面深

化对港澳台地区的合作.进一步完善现有合作机

制,明确研讨会领域主题确定流程以及研讨会的时

间、地点;同时推进青年科学家成为合作与交流工作

主体.国际合作局将一如既往地贯彻落实对港科技

创新工作的各项任务,积极推动内地重大科技基础

设施及大型科学仪器对港的开放共享,有效搭建更

多学术交流平台,持续加强两地的科技合作与交流,
全力支持香港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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