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4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2024年

·专题一:2023年度科学基金评审工作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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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统计和分析了2023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工程与材料科学部无机非金属

材料学科(E02)基金项目的申请、受理、评审和资助情况、二级代码分布情况及申请中存在的主要共

性问题,总结了本学科加强基础研究举措及实施成效,并介绍了2024年学科优先资助领域、重点资

助方向、申请注意事项及对未来工作的思考,旨在为广大科研人员了解该学科领域的资助现状、人
才成长规律和未来发展方向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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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

1 申请、受理、评审与资助总体情况

2023年度无机非金属材料学科(简称“学科”)
共接收各类项目4

   

536项,与2022年(4
   

566项)相
比[1],减少30项,降幅为0.66%。其中面上项目、青
年科学基金项目和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简称“面青

地”)三类项目共接收4
   

149项,占学科所有申请项目

的91.47%,包括面上项目1
   

759项、青年科学基金

项目(简称“青年基金”)2
   

058项、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简称“地区基金”)332项;资助面上项目294项、青
年基 金 371 项、地 区 基 金 43 项,平 均 资 助 率

17.06%,资助经费分别为14
  

819万元、10
  

990万元

和1
  

384万元,总计资助经费27
  

193万元。接收优

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简称“优青项目”)申请129项

(其中包括2项港澳优青),资助14项(2项港澳优

青未获资助),资助经费共计2
   

800万元;接收重点项

目申请59项,资助9项,资助经费共计2
   

070万元;
接收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简称“杰青项目”)
申请90项,资助8项,资助经费3

   

200万元;接收创

新研究群体项目申请2项,未获资助;接收专项项目

共计107项,其中综合科技活动项目接收13项、资
助6项、资助经费100万元,“双碳”科学部综合研究

项目接收24项、资助2项、资助经费200万元,专家

推荐类原创项目接收12项、资助3项、资助经费200
万,“集成电路关键材料前沿探索”指南引导类原创

项目接收58项、资助4项、资助经费736万。学科

2023年度共资助经费37
   

792万元,各类项目申请及

资助情况如表1所示。
图1分别列出了面上项目、青年基金申请数量

排名前10的依托单位及申请数。面上项目申请数

相比2022年增幅最大的是武汉科技大学,增幅为

26.32%;其次为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增幅为18.75%。青年基金申请数相比2022年减

幅最大的单位是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减
幅39.39%;其 次 为 山 东 大 学,减 幅 为24.00%。
地区基金申请量排名前3的单位分别是景德镇陶

瓷大学(30项)、南昌大学(16项)和贵州大学(14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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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23年度学科主要项目申请及资助情况

项目类别 申请数 受理数 资助数 资助率 直接费用(万元)

面上项目 1
   

759 1
   

757 294 16.71% 14
   

819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2

   

058 2
   

057 371 18.03% 10
   

990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332 332 43 12.95% 1

   

384
重点项目 59 59 9 15.25% 2

   

070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129 129 14 10.85% 2

   

800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90 90 8 8.89% 3

   

200
专项项目 107 107 13 12.15% 1

   

236
创新研究群体项目 2 2 0 0.00% 0
重大项目 3 3 1 33.33% 1

   

293
总计 4

   

539 4
   

536 753 / 37
   

792

图1 申请数排名前10的依托单位及申请数:A.
 

面上项目,B.
 

青年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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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度,学科重点项目采用宽口径指南的方

式,拟资助的9个研究方向分别为[2]:(1)
 

无机非金

属材料前沿科学问题研究;(2)
 

无机非金属材料瓶

颈技术中的基础问题研究;(3)
 

高性能无机非金属

材料的多尺度结构效应研究;(4)
 

无机非金属材料

新理论、新技术、新体系、新效应探索;(5)
 

极端环境

无机非金属材料基础问题研究;(6)
 

面向“双碳”目
标的无机非金属新材料基础研究;(7)

 

无机非金属

材料多功能集成与智能化应用基础研究;(8)
 

高性

能无机非金属材料设计、低成本制备与工程化应用

基础研究;(9)
 

高性能多元无机非金属材料的设计、
结晶热力学和动力学协同调控制备研究。如表2所

示,学科本年度共接收重点项目申请59项,最终资

助9项。

2023年度,学科共接收优青项目申请129项

(其中2项为港澳优青),受理129项。申请者年龄

集中在34~38岁(占比82.68%),其中36岁的申请

者最多(28人),申请者最小年龄29岁。申请数量

排前4位的单位分别是武汉理工大学(6项)、北京

理工大学(5项)、西北工业大学(4项)和华中科技大

学(4项)。来自19个依托单位的20个项目获得上

会答辩资格,最终资助14项。

2023年度学科共接收杰青项目申请90项,受
理90 项。申 请 者 年 龄 集 中 分 布 在 40~43 岁

(60%),其中42岁的申请者最多(15人),申请者最

小年龄34岁。申请数量排前3位的单位分别是清

华大学(6项)、北京航空航天大学(5项)、武汉理工

大学(5项)、中国科学技术大学(5项)和浙江大学(4
项)。来自10个依托单位的11个项目获得上会答

辩资格,最终资助8项。
自优青项目实施以来,杰青项目获资助人中“优

青”占比逐渐增加(见图2A),其中2021年占比

100%,说明优青项目在培养进入世界科技前沿的优

秀学术骨干方面卓有成效。优青成长为杰青的周期

主要集中在4~7年,如图2B所示。图3给出了近

五年本学科杰青项目获资助人的年龄,主要集中在

39~42岁之间。

表2 2023年度学科重点项目各研究方向申请与资助情况

拟资助研究方向 受理数 获批数

无机非金属材料前沿科学问题研究 8 0

无机非金属材料瓶颈技术中的基础问题研究 14 3

高性能无机非金属材料的多尺度结构效应研究 3 1

无机非金属材料新理论、新技术、新体系、新效应探索 15 2

极端环境无机非金属材料基础问题研究 4 1

面向“双碳”目标的无机非金属新材料基础研究 6 1

无机非金属材料多功能集成与智能化应用基础研究 2 0

高性能无机非金属材料设计、低成本制备与工程化应用基础研究 6 1

高性能多元无机非金属材料的设计、结晶热力学和动力学协同调控制备研究 1 0

总计 59 9

  
图2 A.

 

学科历年杰青项目获资助人中“优青”获批情况,B.
 

“优青”获批后成长为“杰青”所需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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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二级代码申请、资助及存在的问题

二级代码是优化学科布局、引领资助导向的重

要抓手,其科学设置对于提升科学基金资助管理水

平和推动科技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无机非金属材料

学科坚持“特征优先、粗细适宜、动态优化、服务管

理”的工作原则,遵循知识体系的结构和逻辑演化规

律及趋势,形成了以下11个二级代码:人工晶体与

玻璃材料(E0201)、无机非金属基础材料(E0202)、
碳素材料与超硬材料(E0203)、结构陶瓷(E0204)、
无机非金属基复合材料(E0205)、功能陶瓷(E0206)、

图3 学科近5年(2019—2023年)杰青项目获资助人年龄

无机非金属半导体与信息功能材料(E0207)、无机

非金属能量转换与存储材料(E0208)、无机非金属

类高温超导与磁性材料(E0209)、无机非金属类生

物材料(E0210)和其他无机非金属材料(E0211)。
图4和图5分别给出了本年度和本学科历年的

优青项目、杰青项目申请和资助情况。可以看出,这
两类项目中 E0203、E0207和 E0208的申请较多,

E0209、E0210的申请较少。“面青地”项目各二级代

码对应的申请与资助情况如图6所示。与2022年

相比,E0201、E0202、E0206、E0208和E0210的申请

量分别上升了5.62%、9.39%、3.22%、1.94%和

4.95%,其中,E0202的增幅最大,学科贯彻“双碳”
战略发展初见成效。然而,本年度依然存在代码申

请量不均衡的问题,如E0208申请量约占“面青地”
项目申请总量的30%;E0209申请量少且加速下滑。
因此,这两个二级代码将是学科代码优化调整的重

点方向。

2023年度学科在项目评审中发现申请书中存

在以下共性问题:(1)
 

申请书中创新点、关键科学问

题、研究内容等列举过多,同时,有些项目也未将创

新之处在摘要和科学问题部分直观、准确地展现;

 
图4 A.

 

2023年度优青项目在各二级代码的申请与资助情况,B.
 

历年优青项目在各二级代码的资助情况

 
图5 A.

 

2023年度杰青项目在各二级代码的申请与资助情况,B.
 

近5年杰青项目在各二级代码的资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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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面青地”项目各二级代码对应的申请与资助情况

(2)
 

目标导向类的项目在预期成果部分中仍多以发

表论文为指标,缺乏应用类的目标;(3)
 

部分项目

申请人所提出的学术思想创新性不足,“跟踪多、
原创少”,与国内外已有研究有较多重复性;(4)

 

拟

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不明确,部分申请书没有很好

的凝练出拟解决的科学问题,所提出的科学问题缺

乏科学 性,或 者 把 拟 解 决 的 技 术 问 题 当 成 科 学

问题。

3 加强基础研究的具体举措及实施成效

3.1 积极谋划应用基础研究

(1)
 

充分发挥桥梁作用,畅通沟通渠道。针对

产研交流不畅、经验不足等难题,学科积极搭建沟通

桥梁,挖掘学科战略专家和需求方一线专家的经验,
帮助广大科研人员精准对接“真”需求,凝练“匹配”
的科学问题,加强前瞻性战略部署,更好的服务国家

重大战略需求。2023年8月27日,学科以“第十三

届无机非金属材料专题研讨会”为契机,以分会的形

式组织召开了优秀青年学者“自立自强”论坛,聚焦

服务国家重大需求和服务国家“双碳”战略两个主

题,包括专题报告和专题交流访谈等形式。论坛邀

请领域内资深专家传授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经验

与心得,同时特邀航空航天等需求方一线专家剖析

行业痛点和难题,并在交流访谈环节针对共性问题

答疑解惑,鼓励科研人员主动对接,引导科研人员

找准方向。在此基础上,学科还以学部统一部署的

“双碳”专项项目为契机,在指南论证阶段与企业

一线专家对接,进一步强化面向需求的科学问题凝

练,部署 了 建 筑 材 料 领 域 重 点 方 向 的 应 用 基 础

研究。

(2)
 

以重大类型项目为抓手,探索“自上而下”
立项新模式。为更精准地服务国家战略,发挥重大

项目的支撑与引领作用,学科加强顶层设计,邀请领

域内龙头企业共同研讨“双碳”目标下新能源电池的

发展趋势,并结合学科“十四五”发展规划和2035中

长期发展规划,凝练形成了“高性能全固态钠电池关

键材料”重大项目领域建议,着力解决我国锂资源供

应链安全面临的威胁。在领域建议提出后,学科多

次组织论证与研讨会,由战略科学家把关,以青年科

学家为论证主体,确定了该重大项目领域建议的具

体指南内容。在申报阶段鼓励竞争择优,吸引了更

多科研工作者申报,有效避免了“量体裁衣”,最终通

过了学部组织的会评获得资助。

3.2 坚持激励原创基础研究

本年度学科在稳固资助基础研究“基本盘”的基

础上,不断优化有利于原创项目的评审机制,提升资

助效能。通讯评审阶段,扩大“鼓励探索、突出原创”
(A类)项目试点范围到地区基金,对“面青地”的所

有A类项目单独打包,通过遴选高水平的专家进行

评审,不设资助比例限制,保护并支持具有非共识、
颠覆性、高风险特征的原创项目。会评阶段,在会议

手册中重点标注A类项目,提醒专家关注该类项目

反对意见的合理性,充分讨论项目的原创性。通过

试点评审,地区项目上会比例提高(2023年31.0%,

2022年10.3%),面青地所有A类项目上会通过率

显著提高(2023年73.5%,2022年56.8%),达到了

激励原创类基础研究的目的。
对于专家推荐类原创探索计划项目,学科在原

创性上严把关,正式申请通过后,在多次讨论、精准

把握原创思想的基础上,再向学部汇报推荐,本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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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会议评审最终获批3项,为学部最多。同时,学
科及时追踪项目立项后的进展,并鼓励项目负责人

积极申请延续,两项结题项目中有一项通过学部组

织的评审,获得了延续资助。
在本年度项目评审中,学科严格贯彻落实全委

和学部的各项要求,强化“极限防守”,进一步严密各

项防范措施,同时张弛有度地做好评审细节工作,站
在服务对象的角度积极回应合理需求,营造公平公

正的科研环境。

3.3 突出青年科技人才培养

为深入贯彻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支持青年人

才挑大梁、当主角,学科一直将青年人才培养作为战

略性工作来抓,在本年度策划组织了系列活动。

2023年2月,学科在合肥组织召开“2023年度无机

非金属材料青年学者战略研讨会”,加强优青项目结

题绩效评价,邀请院士为优青获得者分别讲授了题

为“传承科学家精神,专注创新与育人”和“做重要、
有组织、令自己激动的科研”的导师课,鼓励深耕细

作、“十年磨一剑”,营造潜心向学的科研氛围;同时

组织专题座谈会,为青年人才提供交流、展示、咨询、
解惑的高层次平台。

2023年8月,学科进一步扩大参会范围,面向

包括优青项目获得者在内的同层次青年人才,在成

都组织了无机非金属材料优秀青年学者“自立自强”
论坛,邀请领域内资深专家、一线专家与青年学者进

行专题交流访谈,深入解答青年人普遍关注的问题,
引导青年学者主动对接重大需求和国家战略,助力

优秀青年领军人才培养。在本年度优青、“面青地”
等项目评审专家遴选中,学科提高了青年专家比例,
着力提升战略把关能力;并积极邀请青年专家参与

学科战略发展,大力培养使用青年人才。

4 2024年工作计划及思考

4.1 优先资助领域与重点支持方向

2024年无机非金属材料学科将继续按照宽口

径的指南方式,面向“双碳”、集成电路、生命健康等

国家战略需求和科学前沿,坚持目标导向和自由探

索“两条腿走路”,优先资助领域与重点支持方向为:
(1)

  

前沿及交叉无机非金属材料新理论、新技术、新
体系、新效应探索;(2)

 

无机非金属材料组织结构与

性能调控的热力学和动力学研究;(3)
 

极端环境无

机非金属材料基础研究;(4)
 

面向“双碳”目标的无

机非金属材料基础研究;(5)
 

面向生命健康的无机

非金属材料基础研究;(6)
 

关键战略无机非金属材

料应用基础研究;(7)
 

无机非金属材料与器件的多

功能集成与智能化应用基础研究;(8)
 

高性能无机

非金属材料设计理论、绿色低成本制备与回收以及

工程化应用基础研究;(9)
 

集成电路用无机非金属

材料应用基础研究。

4.2 未来工作思考

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学科将在深刻理解加强基

础研究的战略价值和重大意义的基础上,牢牢把握

自然科学基金战略定位,坚持基础研究“两条腿走

路”,结合学科发展的特点和优势,持续优化资助布

局,落实科学基金改革,推动无机非金属材料领域基

础研究的高质量发展。具体举措如下:(1)
 

持续强

化目标导向。以学科代码和学科树优化为抓手,进
一步优化学科布局,突出需求牵引与问题导向;以重

要类型项目指南为牵引,加强与需求方的交流,提高

精准服务国家重大需求的能力。(2)
 

继续鼓励自由

探索。大兴调查研究,定期研判学科领域的发展趋

势,及时梳理优势与薄弱方向,研讨形成本领域亟需

突破的前沿科学问题清单,引导科研人员开展有组

织的原创研究。(3)
 

加强培养青年人才。探索优化

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分类评价体系,引
导青年人才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用有所成;增强青

年学者的学科归属感,积极搭建交流平台,邀请青年

人参与学科发展战略制定、项目评审等活动,充分信

任青年人、关心青年人、引导青年人。(4)
 

强化学科

学风建设。严把评审关,按照全委和学部的各项工

作要求,进一步做实做细评审工作,加大专家被“打
招呼”的难度;严把选才关,仍在执行期内的优青获

得者及同层次青年人才申报杰青时将加强把关,强
调此类申请人须在执行期内取得重大突破,并建议

评审专家充分阐述支持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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