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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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生命科学部各类科学基金项目评审情况,梳理了本年度科学基金

深化改革的实施情况,并提出下一年度项目评审的工作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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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体概述

2023年度生命科学部收到各类科学基金项目

申请共计46
 

224项,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以下简称“自然科学基金委”)同期申请总数的

14.5%,较2022年增加1553项,增长率为3.5%。
其中,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地区科学基金

项目(以下简称“面青地项目”)三类项目的申请量为

40
 

748项,占生命科学部总申请量的88.2%,较上

一年度增加1
 

159项,增长率为3.0%;国家杰出青

年科学基金项目(以下简称“杰青项目”)、优秀青年

科学基金项目(以下简称“优青项目”)、港澳优秀青

年科学基金项目(以下称“港澳优青项目”)、创新研

究群体项目、基础科学中心项目等人才类项目的申

请量为1
 

714项,占总申请量的3.7%,较上一年度

增加183项,增长率为12.0%;重点项目、重点国际

(地区)合作研究项目(以下简称“重点国合”)、重大

项目三类项目的申请量为829项,占总申请量的1.
8%,较上一年度增加73项,增长率为9.7%;专家

推荐类原创探索计划项目的申请量为63项,占总申

请量的0.1%,较上一年度增加10项,增长率为18.
9%;联合基金项目、组织间合作研究项目、国家重

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和指南引导类原创探索计划

项目的申请量相比2022年有所下降。各类申请项

目经过形式审查、通讯评审、会议评审、项目资助

审批及科研诚信审核等程序,最终7
 

773项获得资

助,资助直接费用44.8亿元。科学部各类项目申

请和资助情况详见表1。

1.1 项目初审

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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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项目管理办法及申请

书“填报说明与撰写提纲”等相关要求,科学部对各

类基金项目进行了初审,共272项申请因不符合规

定不予受理,占申请总数的0.6%。其中面青地三

类项目共计228项、组织间合作研究项目19项,外
国优秀青年学者研究基金项目6项,联合基金项目

5项,重点项目、重点国合、外国资深学者研究项目

和外国资深学者团队试点项目各2项,杰青项目、优
青项目、港澳优青项目、基础科学中心项目、国家重

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以及专项项目各1项,不予受

理原因详见表2。

1.2 通讯评审

“依靠专家”是科学基金评审工作的重要原则,
高质量评议专家库是做好通讯评审的重要保障。

2023年度生命科学部深入开展专家库中专家信息

的更新和维护,提升专家信息的质量和精准度,继续

采用专家辅助指派信息系统开展项目通讯评审。本

年度科学部共计完成通讯评审44
 

191项,11
 

456位

专家参加通讯评审,共发出通讯评审函165
 

728份,
回收率100%,均为有效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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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23年度生命科学部各类型项目申请和资助情况一览表

项目类别
申请项数

(项)
受理项数

(项)
资助项数

(项)
资助率*

(%)
直接经费

(万元)
平均资助强度

(万元/项)

面上项目 17
 

005 16
 

958 3
 

188 18.8 159
 

400.0 50.0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18

 

316 18
 

182 3
 

073 16.8 91
 

210.0 30.0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5

 

427 5
 

381 927 17.1 29
 

800.0 32.1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602 601 50 8.3 20

 

000.0 400.0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1

 

038 1
 

037 86 8.3 17
 

200.0 200.0
港澳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29 28 5 17.2 1

 

000.0 200.0
重点项目 740 738 110 14.9 24

 

200.0 220.0
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 75 73 12 16.0 2

 

484.0 207.0
创新研究群体项目 39 39 5 12.8 5

 

000.0 1
 

000.0
基础科学中心项目 5 4 2 40.0 12

 

000.0 6
 

000.0
基础科学中心项目(延续资助) 1 1 1 100.0 5

 

997.0 5
 

997.0
重大研究计划项目 84 84 19 22.6 10

 

660.0 —
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部门推荐) 5 5 0 —  — —
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自由申请) 20 19 2 10.0 1

 

629.9 814.9
联合基金项目 480 475 130 27.1 34

 

263.0 263.6
外资深学者研究项目

 

100 98 11 11.0 1
 

760.0 160.0
外资深学者团队试点项目 23 21 2 8.7 784.0 392.0
外国优秀青年学者项目 100 94 11 11.0 880.0 80.0
组织间合作研究项目 265 246 41 15.5 7

 

484.0 182.5
专家推荐类原创探索计划项目 63 63 8 12.7 2

 

399.0 299.9
指南引导类原创探索计划项目 675 675 22 3.3 2

 

727.0 124.0
重大项目 14 14 6 42.9 8

 

960.1 1
 

493.4
专项项目 1

 

118 1
 

117 62 5.6 8
 

200.0 132.3
合计 46

 

224 45
 

953 7
 

773 — 448
 

038.0 —

  *
 

资助率=资助项数/申请项数*100%

表2 2023年度生命科学部各类项目未通过形式审查的原因汇总

项目类别 未通过形式审查的原因 不予受理项数(项)

面上项目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港澳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重点项目

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

基础科学中心项目

联合基金项目

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

专项项目

申请代码或研究领域选择错误 134

不属于项目指南资助范畴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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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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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或主要参与者申请超项 3

申请书缺项 3

研究期限填写错误 2

其他原因 1

组织间合作研究项目

外国资深学者研究基金项目

外国优秀青年学者研究基金项目

外方不予受理  4

外方未提交申请书 7

申请代码或研究领域选择错误 4

研究期限填写错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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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其他原因 1

合计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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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会议评审

2023年生命科学部各类项目均采用了现场会

议评审方式,除面青地项目以及联合基金项目外,其
它各类项目评审会议均在一天内完成。评审会后依

照规定对参会专家名单进行了公示,各类评审会议

共计邀请会评专家1
 

037人次。

2 各类项目申请及资助情况

2.1 面青地项目

2023年度生命科学部面青地项目申请共计

40
 

748项,7
 

188项获得资助,资助直接费用28.041
亿元。其中,面上项目申请了17

 

005项,资助3
 

188
项,资助率为18.8%,平均资助强度为50万元/项;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了18

 

316项,资助3
 

073项,
资助率为16.8%;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了5

 

427
项,

 

资助927项,资助率为17.1%,平均资助强度为

32.1万元/项。
为进一步激发女性科学家的创新活力,更好地

发挥女性科学家在推动创新驱动发展、实现高水平

科技自立自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中的重要作用。
生命科学部注重女性申报项目的遴选和资助,2023
年获面青地项目资助的女性占比相比于2022年均

有提高,其中获青年项目资助的女性科学家有1
 

596
人,占比51.9%。

2.2 重点项目及重点国合项目

重点项目旨在围绕国家需求,以有限目标、有限

规模、重点突出为原则,针对已有较好基础的研究方

向或学科生长点开展深入、系统的创新性研究。

2023年度生命科学部公布了43个重点项目立项领

域,共计收到申请740项,占全委申请量的17.2%。
经过通讯评审,共计156项进入会议评审,最终110
项获得资助,资助直接费用24

 

200万元,资助率为

14.9%,平均资助强度为220万元/项。
本年度生命科学部接收重点国合项目申请75

项,占全委申请量的16.6%,经过通讯评审,共计20
项进入会议评审,最终12项获得资助,资助直接费

用2
 

484万元,平均资助强度207万元/项。

2.3 重大项目

重大项目旨在面向科学前沿和国家经济、社会、
科技发展及国家安全的重大需求中的重大科学问

题,超前部署,开展多学科交叉研究和综合性研究,
充分发挥支撑与引领作用,提升我国基础研究源头

创新能力。2023年自然科学基金委发布的“十四

五”第三批重大项目指南中,生命科学部有9个重大

项目指南,即“古菌功能演化与真核生物起源”“糖原

新功能与细胞稳态调控”
 

“植物细胞极性生长的可

塑性与动态调控”“结核分枝杆菌与宿主抗感染免疫

互作及调节机制”“智能生物材料的构建及其生物学

效应”“脑发育异常导致孤独症的机制研究”“流域生

态系统多功能性与水生态安全耦合机制”“猪饲粮养

分高效协同利用的营养代谢基础”以及“优良食品益

生菌选育的生物学基础”。9个重大项目指南发布

后,共收到申请项目14项(含课题67项)。经过评

审,最终6项(含课题28项)获得资助,资助直接费

用8
 

960.1万元。

2.4 重大研究计划

重大研究计划是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重大

科学前沿开展创新性研究,通过加强顶层设计,着力

凝炼科学目标,旨在推动学科交叉和培养创新人才,
提升我国基础研究的原始创新能力。本年度生命科

学部发布
 

“细胞器互作网络及其功能研究”“水圈微

生物驱动地球元素循环的机制”
 

以及“糖脂代谢的

时空网络调控”3个重大研究计划项目指南,共收到

84项集成项目的申请,经过项目评审共19项获得

资助,资助直接经费10
 

660万元。

2.5 人才及团队类项目

人才及团队类项目是科学基金资助体系中一类

重要的项目类型,在助力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提升创

新人才培养、稳定科研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发挥出了

重要作用。2023年生命科学部共收到创新研究群

体项目申请39项,资助5项,资助率为12.8%;杰青

项目申请602项,资助50项,资助率为8.3%;优青

项目申请1
 

038项,资助86项,资助率为8.3%;港
澳优青项目申请29项,资助5项,资助率为17.2%。

2.6 基础科学中心项目

自2016年设立基础科学中心项目至2022年,
自然科学基金委共资助基础科学中心项目59项,延
续资助3项,其中生命科学部资助9项。目前,基础

科学中心资助周期采取“5+5”模式,5年为一个资

助周期,最多资助2期。一个资助周期资助直接费

用不超过6
 

000万元。

2023年生命科学部收到基础科学中心项目申

请5项,占全委申请量的7.0%。经过会议评审以

及现场考察两个阶段评审,清华大学的“植物‘源—
库’关系的调控机制”和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的“动物重要特殊形状的进化创新和进化重塑”2个

基础科学中心项目获得资助,资助直接费用6
 

000
万元/项。此外,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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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的“未来作物分子设计”基础科学中心项目获得

延续资助,资助直接费用5
 

997万元。

2.7 联合基金项目

联合基金项目是自然科学基金委引导资金多元

投入,积极发挥基础研究与区域经济、产业发展有机

结合的一类科学基金项目。2023年生命科学部收

到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项目(生物与农业领域、环
境与生态领域、人口与健康领域)申请共计480项,
其中重点支持项目479项,集成项目1项,经项目评

审共资助130项(重点支持项目129项,集成项目1
项),资助直接费用34

 

263万元,平均资助强度为

263.6万元/项。

2.8 专项项目

为了全面落实“四个面向”的总体要求,和国家

种业振兴行动方案、推动生命科学研究的范式变革,
在前期学科战略研讨的基础上,2023年生命学部发

布“生物育种研究青年专项”“多年生稻驯化改良与

利用的基础研究”“生命过程分子语言逻辑结构的

AI解析”“衰老引发慢性炎症的共性机制研究”4个

专项项目指南,共收到项目申请1
 

118项,各专项分

别召开了评审会,最终共资助62项,资助直接费用

8
 

200万元。专项项目的实施,推进了生物育种研究

和人才培养,进一步促进了学科交叉,强化了支持原

始创新和技术方法创新。

3 科学基金改革的实施情况

3.1 “负责任、讲信誉、计贡献”评审机制试点工作

按照科学基金深化改革任务的总体部署,2023
年生命科学部继续开展“负责任、讲信誉、计贡献

(Responsibility,
 

Credibility,
 

Contribution,
 

RCC)”
评审机制的试点工作。生命科学部试点工作规模扩

大到所有学科,即全部8个科学处的21个学科,试
点项目类型为面上项目,项目共计17

 

005项,共计

指派62
 

303份评议,回收率为100%。在通讯评审

结束后,通过问卷调查对参与RCC评审机制试点工

作的通讯评审专家进行调研,对参加通讯评审专家

的评议状况进行深入分析。面上项目通讯评审专

家和申请人反馈的情况显示,RCC评审机制有助

于增强 评 审 专 家 责 任 心,有 助 于 提 升 项 目 评 审

质量。

3.2 原创探索计划项目

原创探索计划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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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学部本着“最大限度保护原创思

想、尽量简化评审流程、最大限度保障公平”的思想,
采用了邀请同行专家对预申请项目进行双盲排序、
学部主任会议研究确定,再提交分管委主任审核,最
终评审会上进行答辩、专家投票确定资助项目的评

审程序。本年度生命科学部共受理专家推荐类原创

探索计划项目预申请63项,经过同行专家和学部主

任会对预申请的原创性、科学性审查,确定21项预

申请通过审核,经过会议评审最终资助8项,资助直

接费用2
 

399万元。
为了加强基础研究和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引导

科研工作者开展探索性研究,发现新现象、寻找新规

律和开发新生物技术,推动建立“定量、动态、系统”
研究的新方法和新范式,孕育生命科学研究前沿的

新方向,增强生命科学的自主创新能力。生命科学

部在前期调研基础上,于2023年发布了“细胞生物

学研究中的新发现与新技术”指南引导类原创探索

计划项目。该项目采用预申请制,申请人只需按要

求提交2
 

000字左右申请材料,学科邀请领域内高

水平且有学术鉴赏力的专家,采用双盲方式,对预申

请进行会议评审,遴选项目再进行会议答辩来确定

资助项目。预申请会评表现出三个明显特征:一是

邀请的评审专家学术水平高和科研鉴赏力高;二是

有效剔除了重复性、套路化的申请;三是预申请项目

的探索性和原创性的味道更浓。通过立项引导和评

审机制变革营造出更加利于探索和原创氛围,更加

有利于原创项目脱颖而出的评审方式。经过预申请

审查会议评审,从675项预申请中遴选出33项进入

会议评审,通过会议评审最终资助22项,资助直接

费用2
 

727万元。

3.3 落实专家被“打招呼”专项整治工作

科学性和公正性是自然科学基金的生命线,评
审专家被“打招呼”是损害基金科学性和公正性的源

头性问题。为了让科研项目评审更加风清气正,自
然科学基金委将评审专家被“打招呼”顽疾纳入了

2023年重要的专项整治工作。根据基金委的统一

部署要求,生命科学部对《科学技术活动评审工作中

请托行为处理规定(试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在防范处理项目评审“打招呼”方面的相关制度》
等文件精神进行深入学习和集中研讨,围绕专家被

“打招呼”专项整治工作多次召开主题会议,探讨如

何做到极尽所能、极限防守。在项目评审过程中采

取“扩大专家库,增加大同行评审专家比例,严格评

审专家信息保密,加强现场会议、会务管理”等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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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使各种打招呼影响降到最低。

4 未来工作的思考

4.1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强化对基础研

究的全方位支持

  生命科学部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认真学习领会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特别是基础研究的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坚持“四个面向”,牢牢把握科学基金系统

性改革主线,深刻理解加强基础研究的战略需求和

重大意义,精准把握新时代基础研究的特征规律和

目标任务,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担负起新时代

新征程赋予科学基金的使命任务[1,2]。

4.2 推进科学基金深化改革,提高资助效能

持续推进科学基金深化改革,加强对科学基金

深化改革的宣传和引导。不断优化项目资助导向,
深入探索和优化原创性项目的评审机制,持续开展

RCC评审机制的试点工作,把完善评审机制的改革

要求贯彻始终[3]。加强科研仪器研发研究,着力解

决生命科学研究中卡脖子问题。强化引导,提高农

学科学基金的资助效能。优化重大类项目立项机

制,加强项目全过程管理。

4.3 加强战略研究和科学问题的凝练,有效地落实

“四个面向”
  充分发挥科学部咨询委员会的作用,充分开展

战略调研,吸纳行业和产业部门的意见和建议,将国

家重大需求转化为具体科学问题。进一步加强科学

问题的凝练机制,科学问题“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
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

康”,着力推动生命科学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
4.4 推动评审专家被“打招呼”专项整治工作走深

走实

  强化措施,巩固评审专家被“打招呼”整治取得

的成效。不断优化评审管理流程,进一步关口前移,
从项目同行评审开展防范。尽最大可能使“打招呼”
起不到效果,将“打招呼”的作用降到最低,为评审专

家独立、公正开展评审工作提供保障。要加强教育

宣传,提升对“打招呼”这一顽疾危害性的认识,增强

抵制的自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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