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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近１０年(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物理II学科中基础物理面上项目、青
年科学基金项目、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的申请和资助情况,本文统计分析了申请数、资助数、资助率的

变化规律,并根据相应的特点提出基础物理发展的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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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是研究物质结构及其运动规律的基础科

学,其研究内容包括物质基本结构及相互作用、物质

运动形式及它们之间的转化等.物理学立足于科学

实验建立科学体系,引导技术革命和创新;技术的发

展反过来也会促进物理学研究方式的变革[１].理论

物理立足于科学实验和观察结果,借助于数学工具、
逻辑推理和观念思辨,研究物质、能量、时间和空间

以及它们的相互作用和运动变化,从中概括出具有

普遍意义的基本理论,具有解释已知和预言未知物

理现象及其运动规律的能力[２].
理论物理学最基础的部分是２０世纪初诞生的

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它们奠定了理论物理学在现代

科学中的核心地位.统计物理学基于概率统计和随

机性的思想处理多粒子体系的运动,是二者的必要

补充[１].基础物理是理论物理学最基础内容的一部

分,包括数学物理、量子物理、统计物理、相对论与宇

宙学等分支学科[１].
近年来,基础物理在我国取得了长足进步与飞

跃式发展,有些研究成果在一段时间内在国际上引

领学科的发展[１,３].数学物理方面,我国学者在大

范围微分几何应用,经典杨 米尔斯场理论、量子群

和杨 巴克斯特可积系统,特别是近期在 U(１)对称

破缺可积系统精确求解和拓扑弦配分函数计算方面

取得了有影响的、系统性强的研究成果,符号动力学

和斑图动力学等非线性现象研究方面也取得了重要

进展.量子物理与量子信息方面,我国学者的研究

戴朝卿　博 士,现 任 浙 江 农 林 大 学 教 授,
曾担任国家基金委理 论 物 理 流 动 项 目 主

任.从事可积系统理论、孤子传输的非线

性控制等方面的研究,曾获浙江省自然科

学奖二、三等奖等.

已经在国际上占据一席之地,在一些分支点已经处

于世界领先水平,在量子计算、量子信息理论、量
子信息和量子操纵的物理基础等研究领域具有较

强的国际学术影响力[１,３].统计物理方面,我国学

者提出统一描述平衡与非平衡体系的闭路格林函

数理论,并将它应用到临界动力学、非线性量子输

运和无序系统中,澄清了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３].
相对论与宇宙学方面,我国学者在引力的完整理论

(如超弦理论)、宇宙学暴涨、暗物质、暗能量等方

面取得了一些让国际同行认可的重要成果[３].但

是,我国基础物理学者在研究选题前瞻性、思想原

创性以及理论基础系统性等方面还存在不足,需要

大力支持和鼓励.
从科学基金申请代码看,我们所讲的基础物理

(申请代码 A０５０１)包括物理学中的数学问题与计算

方法(简称“数学物理”,申请代码 A０５０１０１)、经典物

理及其唯象学研究(简称 “经典物理”,申请代码

A０５０１０２)、量子物理及其应用(简称“量子物理”,申
请代码 A０５０１０３)与量子信息学(简称“量子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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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代码 A０５０１０４)、统计物理与复杂系统(简称“统
计物理”,申请代码 A０５０１０５)、相对论、引力与宇宙

学(简称“相对论宇宙学”,申请代码 A０５０１０６)等各

分支学科.本文通过对近１０年(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科
学基金中基础物理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简称“三类项目”)申请和资助情

况进行统计和分析,关注申请数、资助数、资助率的

变化规律,从而为基础物理研究队伍的壮大、青年学

者的培育、申请代码的调整、分类申请的选择等工作

提供依据.

１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基础物理科学基金申请和

资助情况

１．１　面上项目申请和资助情况

面上项目是科学基金资助研究项目系列中的主

要部分,支持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技术人员在科学

基金资助范围内自主选题,开展创新性的科学研究,
促进各学科均衡、协调和可持续发展[４,５].

从２０１０年以来,共有３０４个依托单位的 １７６６
位负责人申请过基础物理学科的面上项目,１２７个

依托单位的４７４人获得资助,资助总经费２９３６３亿

元,平均资助率是２６．８％,平均资助强度是６１．９５
万元/项.１２７个获资助项目的依托单位有６３个来

自教育部、中国科学院和工交农医国防系统,６４个

来自地方省市自治区,说明基础物理各分支学科的

学者在地方省市自治区的单位有较好的发展.从

图１可以看出,从２０１４年以来,项目申请数逐年递

增,而资助率逐年递减.
表１展示了基础物理各分支学科面上项目申请

和资助情况.从表１中可以看出,从申请人数来看,
统计物理最多,有５５９人,资助１４３人,资助率为

２５６％;其次为相对论宇宙学,有３６５人申请项目,
资助１１５人,资助率为３１．５％,是基础物理各分支

学科中面上项目资助率最高的;第三是量子物理与

量子信息,申请人数分别为３２１和２５４人,资助人数

分别 为 ８６ 和 ６４ 人,资 助 率 分 别 为 ２６．８％ 和

２５２％;第四是数学物理,申请人数为２３７,资助人

数为６４人,资助率为 ２７．０％;最后是经典物理,申
请人数为３０人,资助人数为２人,资助率为６．７％,
申请人数和资助率在基础物理各分支学科中都是最

低,除２０１２年有２位负责人获得资助外,其余各年

均未有申请人获得资助.
统计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面上项目获资助人数按年

龄的分布情况(见表２),峰值是在３６~４０岁年龄段

(２７．００％),其次是３１~３５岁年龄段(２１．３１％)和

４１~４５岁年龄段(１４．９８％),３１~４５岁的负责人占

６３．２９％.从近１０年面上项目获资助人数占比来

看,３６~４０岁年龄段获资助人数与当年获资助总人

数的比例基本维持不变,从２０１０年的３０．００％略微

增加到２０１９年的３１．６７％,而３１~３５岁年龄段获资

助人数与当年获资助总人数的比例显著下降,从

２０１０年的２２．５０％下降到２０１９年的１８．３３％.因

此,中青年人才已成为基础物理研究的主力,但是,
青年研究人员获资助的占比逐步下降,进入队伍的

３１~３５岁年龄段青年人才占比在逐渐变小.

１．２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申请和资助情况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地区科学基金项目属于人

才资助系列.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侧重于培养青年科

技人员独立主持科研项目和进行创新研究的能

力[４,５].从２０１０年以来,共有３９２个依托单位的

１５０９位负责人申请过基础物理学科的青年科学基

金项目,有２１７个依托单位的４４５人获得资助,资助

图１　面上项目申请与资助对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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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经费９７５１万元,平均资助率是２９．５％,平均资助

强度是２１．９１万元/项.申请人数比申请面上项目

的人数少２５７人次,说明从事基础物理研究的青年

学者需要更好的培育,才能促进我国基础物理研究

更好地发展.在２１７个获资助项目的依托单位中有

８１个教育部、中国科学院和工交农医国防系统的单

位,１３６个地方省市自治区的单位,说明基础物理各

分支学科的青年学者在地方省市自治区的单位也有

很好的发展.
从图２可以看出,从２０１３年以来,项目申请数

逐年递增,而资助率总体呈现出递减趋势.２０１０至

２０１６年期间,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率均维持在

３０％以上,比面上项目资助率高出１．９％~７．３％,
但是,自２０１７年以来,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面上项

表１　基础物理各分支学科面上项目申请和资助情况

年度

分支
学科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合计

申
请

资
助

申
请

资
助

申
请

资
助

申
请

资
助

申
请

资
助

申
请

资
助

申
请

资
助

申
请

资
助

申
请

资
助

申
请

资
助

申
请

资
助

数学

物理
１６ ６ １７ ３ ２４ ６ ２９ ９ ２１ ７ １７ ３ ２２ ４ ２６ １１ ３１ ６ ３４ ９ ２３７ ６４

经典

物理
５ ０ ２ ０ ５ ２ ３ ０ ０ ０ ５ ０ ３ ０ ４ ０ ２ ０ １ ０ ３０ ２

量子

物理
２８ ５ ３０ １２ ２７ ８ １６ ４ ２４ ８ ２５ ５ ２７ ７ ３５ １０ ４８ １１ ６１ １６ ３２１ ８６

量子

信息
２４ ６ ３０ ６ ３１ ６ ２２ ８ ２２ ５ ２２ ８ １６ ５ ２７ ５ ３２ １１ ２８ ４ ２５４ ６４

统计

物理
４９ １２ ５９ １８ ６２ １３ ４８ １０ ３９ ８ ４４ １２ ５２ １６ ７３ １８ ６５ １７ ６８ １９ ５５９１４３

相对

论宇

宙学
２７ １１ ３７ １１ ３７ １１ ３５ １０ ２２ １０ ３４ １２ ４８ １４ ３１ ９ ４８ １５ ４６ １２ ３６５１１５

总数 １４９ ４０ １７５ ５０ １８６ ４６ １５３ ４１ １２８ ３８ １４７ ４０ １６８ ４６ １９６ ５３ ２２６ ６０ ２３８ ６０１７６６４７４
资助率 ２６．８％ ２８．６％ ２４．７％ ２６．８％ ２９．７％ ２７．２％ ２７．４％ ２７．０％ ２６．５％ ２５．２％ ２６．８％

表２　基础物理面上项目获资助人数按年龄的分布情况

　　年龄

资助　　
＞６１ ５６~６０ ５１~５５ ４６~５０ ４１~４５ ３６~４０ ３１~３５ ２６~３０ 合计

人数 １５ ２３ ５４ ６７ ７１ １２８ １０１ １１ ４７０

比例 ４．０１％ ４．８５％ １１．３９％ １４．１４％ １４．９８％ ２７．００％ ２１．３１％ ２．３２％ １００．００％

图２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与资助对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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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资助率基本持平,甚至在２０１６年,青年科学基

金项目比面上项目的资助率低０．５％.
表３展示了基础物理各分支学科青年科学基金

项目申请和资助情况.从表３中可以看出,从申请

人数来看,统计物理最多,有５４８人,资助１４９人,资
助率为２７．２％;其次为相对论宇宙学,有３０７人申

请项目,资助１０２人,资助率为３３．２％;第三是量子

物理与量子信息,申请人数分别为２５５和２５１人,资
助人数分别为６６和７６人,资助率分别为２５．９％和

３０．３％;第四是数学物理,申请人数为１３３人,资助

人数为５１人,资助率为３８．３％,资助率为基础物理

各分支学科中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最高;最后是经典

物理,申请人数为１５人,资助人数为１人,资助率为

６．７％,申请人数和资助率在基础物理各分支学科中

均最低,除２０１３年有１位负责人获得资助外,其余

各年度均未有申请人获得资助.

从表４可以看出,基础物理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获资助人男性和女性的平均年龄均在增加,男性平

均年龄值从２０１０年的３０．６增加到了２０１８年的最

高值３１．９.由于２０１２年起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对

于女性申请人年龄放宽到申请当年１月１日未满

４０周岁,因此近几年女性获资助人的平均年龄值

具有 较 大 增 长,从 ２０１０ 年 的 ２８．７ 岁 增 加 到 了

２０１７年的最高值３４．８岁.获资助人男性和女性

的年龄峰值也在快速增加,近几年获资助人的峰值

年龄均接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人的年龄限制

值.２０１８年和２０１９年连续两年男性获资助人的

峰值年龄为３４岁,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和２０１９年连续三年

女性获资助人的峰值年龄为３８岁.以上数据说

明,基础物理领域的男性和女性获资助新人年龄均

在增加,青年人才成长放缓.

表３　基础物理各分支学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申请和资助情况

年度

分支
学科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合计

申
请
数

资
助
数

申
请
数

资
助
数

申
请
数

资
助
数

申
请
数

资
助
数

申
请
数

资
助
数

申
请
数

资
助
数

申
请
数

资
助
数

申
请
数

资
助
数

申
请
数

资
助
数

申
请
数

资
助
数

申
请
数

资
助
数

数学

物理
６ １ ８ ０ ９ ４ １２ ５ １１ ５ １４ ７ １６ ５ ２０ ９ ２０ ７ １７ ８ １３３ ５１

经典

物理
２ ０ ２ ０ ２ ０ ２ １ ０ ０ １ ０ ３ ０ １ ０ ２ ０ ０ ０ １５ １

量子

物理
２１ ６ ２１ ９ １７ ３ １６ ２ ２２ ７ ２６ ５ ２６ ６ ２８ ７ ３６ １２ ４２ ９ ２５５ ６６

量子

信息
１９ ５ ３３ １０ ２６ ５ ２６ １２ １７ ５ １６ ５ ２１ １０ ２６ ５ ３１ ９ ３６ １０ ２５１ ７６

统计

物理
４６ １４ ５９ １８ ８１ ２４ ６０ １８ ５０ １５ ５７ １８ ５４ １４ ４７ １０ ４１ ８ ５３ １０ ５４８１４９

相对

论宇

宙学
１８ ８ １６ ６ ３１ １５ ２２ ９ ３０ ９ ２５ ７ ３４ １３ ４１ １３ ４３ ９ ４７ １３ ３０７１０２

总数 １１２ ３４ １３９ ４３ １６６ ５１ １３８ ４７ １３０ ４１ １３９ ４２ １５４ ４８ １６３ ４４ １７３ ４５ １９５ ５０ １５０９４４５
资助率 ３０．４％ ３０．９％ ３０．７％ ３４．１％ ３１．５％ ３０．２％ ３１．２％ ２７．０％ ２６．０％ ２５．６％ ２９．５％

表４　基础物理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获资助人年龄按年度分布的情况

　　年龄

资助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男性平均 ３０．６ ３０．６ ３０．８ ３０．９ ３１．０ ３０．９ ３０．４ ３０．８ ３１．９ ３１．５

女性平均 ２８．７ ３０．６ ３１．９ ３１．６ ３０．０ ３３．９ ３２．４ ３４．８ ３４．２ ３３．４

男性峰值 ３１ ３０和３４ ３１和３３ ３０和３２ ３０ ３１和３２ ３０ ２９ ３４ ３４

女性峰值 ２９ ２８和２９ ２９和３６ ３１和３２ ２９ ３５ ３０ ３８ ３８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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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申请和资助情况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也属于人才资助系列,其特

点是培养和扶植特定地区的科技人员,为区域创新

体系稳定和凝聚优秀人才[４,５].自２０１０年以来,共
有３１８位负责人申请过基础物理学科的项目,７５人

获得资助,资助总经费３２８３万元,平均资助率是

２３６％,平均资助强度是４３．７６万元/项.从图３可

以看出,自２０１０年以来,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申请数每

年变化波动较大,近年来呈现增加的态势,其资助率明

显低于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面上项目资助率,近三年

资助率均低于１８％,最低的是２０１７年,只有１３．３％.
表５展示了基础物理各分支学科地区项目申请

和资助情况.从表３中可以看出,从申请人数来看,
统计物理最多,有 １４６ 人,资助 ２７ 人,资助率为

１８．５％;其次为量子物理与量子信息,申请人数分别

为７５和３４人,资助人数分别为２０和６人,资助率

分别为２６．７％和１７．６％;第三是相对论宇宙学有２９
人申请项目,资助１４人,资助率为４８．３％,资助率

为基础物理各分支学科中地区科学基金项目最高;
第四是数学物理,申请人数为２６人,资助人数为８
人,资助率为３０．８％;最后是经典物理,申请人数为

８人,资助人数为０,资助率为０％,申请人数和资助

率均为基础物理各分支学科中最低,连续十年均未

有负责人获得资助.

图３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与资助对比情况

表５　基础物理各分支学科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申请和资助情况

年度

分支
学科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合计

申
请
数

资
助
数

申
请
数

资
助
数

申
请
数

资
助
数

申
请
数

资
助
数

申
请
数

资
助
数

申
请
数

资
助
数

申
请
数

资
助
数

申
请
数

资
助
数

申
请
数

资
助
数

申
请
数

资
助
数

申
请
数

资
助
数

数学

物理
１ ０ ０ ０ ４ ０ ３ ２ ４ ３ ２ ０ ３ １ ２ ０ ４ １ ３ １ ２６ ８

经典

物理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２ ０ ３ ０ ８ ０

量子

物理
３ ２ ７ ２ ７ ０ １２ ４ ８ ２ １０ ４ ７ ３ ６ ０ ８ １ ７ ２ ７５ ２０

量子

信息
２ ０ ４ １ ４ ０ ７ １ ３ １ １ ０ ３ １ ２ １ ３ ０ ５ １ ３４ ６

统计

物理
８ ３ １２ ３ １１ ４ １８ ５ １０ ２ １７ ３ １９ ３ １６ ２ １８ １ １７ １ １４６ ２７

相对

论宇

宙学
０ ０ ２ １ ０ ０ ２ １ ３ ２ ４ ３ ３ １ ３ １ ６ ４ ６ １ ２９ １４

总数 １５ ５ ２５ ７ ２６ ４ ４３ １３ ２８ １０ ３４ １０ ３５ ９ ３０ ４ ４１ ７ ４１ ６ ３１８ ７５
资助率 ３３．３％ ２８．０％ １５．４％ ３０．２％ ３５．７％ ２９．４％ ２５．７％ １３．３％ １７．１％ １４．６％ ２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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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三类项目申请和资助总体情况

从图４看出,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基础物理各分支

学科三类项目历年的申请总量,在２０１４年出现显著

下降,其原因是当年自然科学基金委对面上项目的

申请给出了新的限项规定,即２０１２和２０１３年度连

续２年申请面上项目未获资助的项目(包括初审不

予受理的项目)申请人２０１４年度不得作为项目申请

人申请面上项目.自２０１４年起,连续２年申请面上

项目未获资助后暂停面上项目申请１年的限项申请

规定一直执行至今,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面上项目

申请量的增长,但２０１４年之后各年三类项目申请量

仍表现出快速增长,尤其是最近三年增长态势较为

强劲.从表１~３看出,２０１８年,三类项目的增速分

别为１５．３１％、６．１３％和３６．６％,三类项目的分布比

例分别为５１．４％、３９．３％和９．３％.近三年,三类项

目分布比例未出现显著变化.
表６展示了基础物理各分支学科三类项目申请

和资助情况.２０１４年以来,项目资助率呈现出下降

图４　 三类项目申请与资助对比情况

表６　基础物理各分支学科三类项目申请和资助情况

年度

分支
学科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合计

申
请
数

资
助
数

申
请
数

资
助
数

申
请
数

资
助
数

申
请
数

资
助
数

申
请
数

资
助
数

申
请
数

资
助
数

申
请
数

资
助
数

申
请
数

资
助
数

申
请
数

资
助
数

申
请
数

资
助
数

申
请
数

资
助
数

数学

物理
２３ ７ ２５ ３ ３７ １０ ４４ １６ ３６ １５ ３３ １０ ４１ １０ ４８ ２０ ５５ １４ ５４ １８ ３９６ １２３

经典

物理
８ ０ ４ ０ ７ ２ ６ １ ０ ０ ６ ０ ６ ０ ６ ０ ６ ０ ４ ０ ５３ ３

量子

物理
５２ １３ ５８ ２３ ５１ １１ ４４ １０ ５４ １７ ６１ １４ ６０ １６ ６９ １７ ９２ ２４ １１０ ２７ ６５１ １７２

量子

信息
４５ １１ ６７ １７ ６１ １１ ５５ ２１ ４２ １１ ３９ １３ ４０ １６ ５５ １１ ６６ ２０ ６９ １５ ５３９ １４６

统计

物理
１０３ ２９ １３０ ３９ １５４ ４１ １２６ ３３ ９９ ２５ １１８ ３３ １２５ ３３ １３６ ３０ １２４ ２６ １３８ ３０１２５３ ３１９

相对

论宇

宙学
４５ １９ ５５ １８ ６８ ２６ ５９ ２０ ５５ ２１ ６３ ２２ ８５ ２８ ７５ ２３ ９７ ２８ ９９ ２６ ７０１ ２３１

总数 ２７６ ７９ ３３９１００ ３７８ １０１ ３３４ １０１ ２８６ ８９ ３２０ ９２ ３５７ １０３ ３８９ １０１ ４４０ １１２ ４７４ １１６３５９３９９４
资助率 ２８．６％ ２９．５％ ２６．７％ ３０．２％ ３１．１％ ２８．８％ ２８．９％ ２６．０％ ２５．５％ ２４．５％ ２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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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势.２０１４年总体资助率最高,为３１．１％,三类项

目资助率分别为２９．７％、３１．５％和３５．７％.２０１９年

总体资助率最低,为２４．５％,三类项目资助率分别

为２５．２％、２５．６％ 和 １４．６％.总体来看,相对于

２０１４年,下降了６．６％,三类项目资助率分别下降了

４．５％、５．９％和２１．１％,地区科学基金项目资助率

下降较为显著.

总体看来,２０１４年后,三类项目申请量呈现出

快速增长态势,而资助率却呈现出负增长态势,项目

间的竞争逐年加剧.

１．５　基于四类科学问题属性的分类申请情况

２０１９年度自然科学基金委对部分学科面上项

目开展基于四类科学问题属性的分类申请与评审

试点.基础物理分支学科不在分类评审试点学科

里面,但申请三类项目时各负责人都进行了分类申

请,需要选择科学问题属性[４]:“鼓励探索、突出原

创”(属性Ⅰ)是指科学问题源于科研人员的灵感

和新思想,且具有鲜明的首创性特征,旨在通过自

由探索产出从无到有的原创性成果;“聚焦前沿、

独辟蹊径”(属性Ⅱ)是指科学问题源于世界科技

前沿的热点、难点和新兴领域,且具有鲜明的引领

性或开创性特征,旨在通过独辟蹊径取得开拓性成

果,引领或拓展科学前沿;“需求牵引、突破瓶颈”
(属性Ⅲ)是指科学问题源于国家重大需求和经济

主战场,且具有鲜明的需求导向、问题导向和目标

导向特征,旨在通过解决技术瓶颈背后的核心科学

问题,促使基础研究成果走向应用;“共性导向、交
叉融通”(属性Ⅳ)是指科学问题源于多学科领域

交叉的共性难题,具有鲜明的学科交叉特征,旨在

通过交叉研究产出重大科学突破,促进分科知识融

通发展为知识体系.

从表７可以看出,“需求牵引、突破瓶颈”(属性

Ⅲ)类型三类项目的申请和资助数均为最少,说明基

础物理各分支学科项目申请人普遍认为自身研究较

难服务于国家重大需求和经济主战场,基础研究成

果走向应用较为困难.“聚焦前沿、独辟蹊径”(属性

Ⅱ)三类项目的申请数和资助数均为最多,但该类

型面上和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率分别为２３．２％
和２２．４％,均低于相应的整体资助率 ２５．２％ 和

２５６％,竞争较为激烈.面上和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中,“鼓励探索、突出原创”(属性Ⅰ)的项目资助率相

对较高,分别为２８．３％和３８．１％,“共性导向、交叉

融通”(属性 Ⅳ)的项 目 资 助 率 分 别 为 ２５．９％ 和

２７８％,也高于相应的整体资助率.

２　对策建议

(１)稳定支持基础物理,壮大研究队伍

基础物理研究各个阶段的成果往往不够显眼,

但是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就可能出现大的科学发现.

目前,物理、数学等基础学科正在逐渐成为高校中

的“冷门”专业,基础物理研究的重视程度也逐年

下降,这使得基础研究队伍越来越萎缩,在基础物

理研究各分支学科很难留住人才.从基金申请情

况看,基础物理研究各分支学科中,研究队伍最大

的是量子物理与量子信息领域,随后依次是统计物

理、相对论宇宙学和数学物理,经典物理无稳定的

研究队伍,项目申请靠申请人随机的代码填报,资
助率相当低.

表７　２０１９年度基础物理基于四类科学问题属性的分类申请和资助情况

　　　项目类型

科学问题属性　　　　

面上项目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申请数 资助数 资助率 申请数 资助数 资助率 申请数 资助数 资助率

Ⅰ:鼓励探索、突出原创 ５３ １５ ２８．３％ ２１ ８ ３８．１％ ８ ０ ０．０％

Ⅱ:聚焦前沿、独辟蹊径 １２５ ２９ ２３．２％ １１６ ２６ ２２．４％ ２３ ５ ２１．７％

Ⅲ:需求牵引、突破瓶颈 ６ ２ ３３．３％ ４ １ ２５．０％ ２ ０ ０．０％

Ⅳ:共性导向、交叉融通 ５４ １４ ２５．９％ ５４ １５ ２７．８％ ９ １ １１．１％

整体情况 ２３８ ６０ ２５．２％ １９５ ５０ ２５．６％ ４２ ６ １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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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落实新时代对基础研究发展提出的新要

求新任务,针对现阶段存在的基础物理研究队伍相

对偏弱小等问题,作为资助基础物理研究的主要渠

道,自然科学基金委需有针对地制定资助政策和进

行学科布局.如可以采取对基础物理项目的资助率

长期稳定在较为合适的比率上、制定合理调整基础

物理科学基金的申请代码等措施,进行长期稳定地

支持,使我国基础物理研究队伍不断发展壮大的同

时,能为国家输送更多优秀人才.

２０２０年度开始,自然科学基金委实施原创探索

计划,以进一步引导和激励科研人员提出原创学术

思想、开展探索性与风险性强的原创性基础研究工

作.如提出新理论、新方法和揭示新规律等,旨在培

育或产出从无到有的引领性原创成果,解决科学难

题、引领研究方向或开拓研究领域,为推动我国基

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源头供给.分为专家推荐

类和指南引导类两种类型,专家推荐类原创项目资

助期 限 一 般 为 １~３ 年,资 助 强 度 一 般 不 超 过

１００万元/年,指南引导类原创项目资助期限和资助

强度由项目指南确定.基础物理理论的突破很有可

能带来从无到有的原创性成果,原创探索计划的实

施可以进一步引导和激励基础物理各分支学科科研

人员投身原创性基础物理研究工作,加速实现前瞻

性基础物理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
(２)促进基础物理各分支学科发展,加大青年

学者的培育力度

２０世纪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做出主要获奖发

现的平均年龄为３７．４±８．１岁,其中理论物理学家

的平均年龄为３４．０±７．０岁[６].稳定我国的基础物

理队伍,需要特别关注年轻人才的培养和成长,促进

青年科研人员广泛开展国际、国内的学术交流和讲

习活动,为青年人产生创新想法提供土壤[７].２０１０
至２０１９年期间,申请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人数比申

请面上项目的人数少２５７人次,且近几年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男性和女性获资助人的峰值年龄均接近申

请人的年龄限制值,进入基础物理领域的男性和女

性新人年龄均在增加,青年人才成长放缓.此外,３１
~３５岁年龄段青年研究人员获面上项目资助的占

比逐步下降,进入队伍的青年人才占比在逐渐变小.
这些情况表明基础物理各分支学科需要培育更多的

青年学者.
理论物理专款是对三类项目等主体资助项目的

合理补充,尤其是对于一些薄弱的和前沿的理论物

理研究给予特别的支持[７],资助的研究方向包含有

基础物理各分支学科.自２０１８年起,自然科学基金

委理论物理专款项目新增了博士后项目,鼓励从事

理论物理研究的入站博士后开展创新研究工作,培
养理论物理学科的优秀青年科技创新人才[５].理论

物理专款项目中还有博士研究人员启动项目,资助

近３年获得博士学位并正在从事理论物理研究而又

没有获得科研经费的研究人员,可以为刚毕业的基

础物理博士研究人员解决研究经费的困难,促使其

坚定研究方向,安心从事基础物理研究.此外,理论

物理专款项目中的前沿讲习班项目的设立可以提高

我国高等院校在基础学科研究生课程开设的系统性

和完整性,弥补课程教学方面的局限性和不足,提升

研究生培养质量,加速年轻人才的成长.这些类型

项目的资助在培育基础物理青年学者方面发挥着重

要的作用.
(３)优化基础物理学科布局,调整科学基金申

请代码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

论述,新时代科学基金进行了深化改革,以科学基金

申请代码调整为契入点,希望打破学科固化形成的

壁垒,优化科学基金学科布局,实现科学基金工作提

升国家科技创新力的目标[８].
自然科学基金委在新一轮申请代码调整中确立

了特征优先、粗细适宜、动态优化、服务管理的基本

原则[８].自然科学基金委数理科学部申请代码调整

确定的原则为结合学科前沿动态推动学科交叉融

合,考虑学科代码的继承性和疏密程度,注重学科领

域的全覆盖和代码间均衡以及便于申请与评审.按

照以上原则,从基础物理各分支学科的面上项目、青
年科学基金项目、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申请和资助情

况看,经典物理的申请人数很少,并且资助率极低,
可以考虑删除相应申请代码.从学科发展角度看,
量子物理和量子信息分支中的研究内容交叉融合越

来越紧密,可以考虑合并相应申请代码.
(４)合理选择科学问题属性,进行分类申请

经过２０１９年度部分学科面上项目分类申请与

评审的试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于２０２０年度在面

上项目中全面开展基于四类科学问题属性的分类申

请与评审.根据以上对２０１９年度基础物理基于四

类科学问题属性的分类申请和立项情况的分析,对
于三类项目申请数和资助数而言,“聚焦前沿、独辟

蹊径”(属性Ⅱ)最多,“共性导向、交叉融通”(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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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类型次之,“鼓励探索、突出原创”(属性Ⅲ)类型

第三,“需求牵引、突破瓶颈”(属性Ⅳ)最少.
在项目申请中,申请者可以结合项目具体拟定

的科学问题并考虑以上不同科学问题属性项目的申

请数和资助数情况进行分类申请.在项目拟定的科

学问题对应的属性有多种选择的情况下,可以参考

以上２０１９年度基础物理面上项目各科学问题属性

对应的申请数和资助数情况,采取各科学问题属性

对应的申请和资助数量上“由多到少”的原则来选择

科学问题属性进行分类申请,以提高项目资助的可

能性.

参 考 文 献

[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数学物理科学部．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数理科学“十三五”规划战略研究报告．北京:科学出版

社,２０１７:３０９,３６６—３８３．

[２]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科学院．未来１０年中国学

科发展战略物理学．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２:１２—１３．

[３] 理论物理专款学术领导小组．发展理论物理促进学科交叉．

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３:２４—２６．

[４]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２０１９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指南．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９:１,１２７—１３６．

[５] 李会红,蒲钔,戴朝卿,等．２０１８年度物理科学二处科学基金

项目评审工作综述．物理,２０１９,４８(２):１２１—１２８．

[６] 孙昌璞．基 础 理 论 研 究 人 才 培 养 之 我 见．科 学 与 社 会,

２０１８,８(３):１１—１４．

[７] 李会红,汲培文,蒲钔,等．理论物理专款资助工作回顾与展

望．物理,２０１１,４０(１２):８１２—８２２．

[８]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科学基金学科布局改革任务第

一阶段工作实施方案．２０１９:１—２．

ReviewontheApplicationandGrantsofNSFConFundamentalPhysics

DaiChaoqing１,２∗ 　　LiHuihong１

１．DepartmentofMathematicalandPhysicalSciences,NationalNaturalScienceFoundationofChina,Beijing１０００８５

２．CollegeofSciences,ZhejiangA&FUniversity,Hangzhou３１１３００

　　∗ CorrespondingAuthor,Email:dcq４２４＠１２６．com

Abstract　BasedontheapplicationandgrantsoftheGeneralProgram,YongScientistFundsandFundfor
LessDevelopedRegionsoftheNationalNaturalScienceFoundationofChina(NSFC)onfundamental
physicsinthefieldsofDivisionIIofphysicsforthepasttenyears(２０１０—２０１９),thenumberofapplications
andgrantsandtherateofgrantsisanalyzed．Accordingtothecorrespondingcharacteristicsofanalysis,

somesuggestionsforthedevelopmentoffundamentalphysicsareputforward．

Keywords　NationalNaturalScienceFoundation;fundamentalphysics;analysis;suggestion

(责任编辑　姜钧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