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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简介 重要性

二、评审程序、资助概况、评审要点 认识

三、如何准备和组织申请 应具备条件

四、如何写好申请书 早做准备

五、特别注意的问题

报告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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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基金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定位

支持基础研究

坚持自由探索

（科学研究的双力驱动）

⚫ 有利于充分发挥科学家好奇心驱动的探索和创造
精神，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 引导科学家从事国家需求的重大基础科学问题研
究，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定位及资助格局

US NSF：科学发现，服务国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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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基金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定位

支持基础研究

坚持自由探索

（科学研究的双力驱动）

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定位及资助格局

US NSF：科学发现，服务国防。

目前战略导向：

✓更加侧重基础

✓更加侧重前沿

✓更加侧重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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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改革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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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改革要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深入推进《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关

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关于优化科研管理提升

科研绩效若干措施的通知》等一系列重要部署，在构建新时代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体系的总体目标指引下，明确三大改革任务：

◆ 确立基于四类科学问题属性的资助导向

◆ 建立“负责任、讲信誉、计贡献”的智能辅助分类评审机制

◆ 构建源于知识体系内在逻辑和结构、促进知识和应用融通的学科布局

试点先行、分步实施，确保改革精神落实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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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改革举措

⚫ 试点开展分类申请与评审

⚫ 探索构建新时期联合基金资助体系

⚫ 优化基础科学中心项目资助管理

⚫ 优化调整创新研究群体项目资助模式

⚫ 优化人才项目资助体系

⚫ 进一步简化申请管理要求

⚫ 试点面向港澳地区科研人员开放项目申请

⚫ 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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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试点开展分类申请与评审

按照新时期科学基金的资助导向，选择部分项目类型及部分学

科，试点开展基于四类科学问题属性的分类申请与评审，为建立项

目分类管理机制奠定基础。

⚫ A 鼓励探索，突出原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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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 聚焦前沿，独辟蹊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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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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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试点开展分类申请与评审

⚫ C 需求牵引，突破瓶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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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 共性导向，交叉融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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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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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2) 河南 辽宁 深圳

云南 福建 浙江

新疆 山东 山西

与地方政府的联合基金（11）

与部门、行业、企业的联合基金（14）

铁路总公司

航天科技集团

中汽协
八家车企

中科院
（3）

通用技术研究院

民航总局

九院

⚫ 目前，与22个部门、地方政府、

企业的25个联合基金的协议正在

执行中。

宝武钢铁集团

国家电网公司

雅砻江

地震局 中核集团

（二）探索构建新时期联合基金资助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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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探索构建新时期联合基金资助体系

⚫ 新模式下联合基金定位

面向国家需求，引导多元投入

推动资源共享，促进多方合作

⚫ 实施原则

建立统一机制、鼓励多元投入

坚持开放合作、注重需求导向

分类统筹管理、强化监督评估

⚫ 总体部署

围绕区域、行业、企业的紧迫需求，聚焦关键领域中的核心科学问

题、新兴前沿交叉领域中的重大科学问题开展前瞻性基础研究，与联合

资助方共同出资设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和“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企业创新发展联合基金”，逐步建立新时期联合基金

资助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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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探索构建新时期联合基金资助体系

⚫ 新模式下联合基金架构

企业创新发展联合基金：

按1:4比例共同投入经费，目前中国电科、中国石化、中国海油

已加入企业创新发展联合基金。

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

按1:3比例共同投入经费，目前四川、湖南、安徽、吉林已加入

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

与行业部门联合基金：

按1:2比例共同投入经费，目前与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签署NSAF

联合基金（第五期）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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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总结基础科学中心项目试点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基础

科学中心项目的资助与管理工作。

⚫ 采用公开发布项目指南的方式，申请人通过依托单位自主申请。

⚫ 增加资助指标，每年15项。每个科学部2项（其中管理科学部1项）。

⚫ 资助周期为“5年+5年”，5年一个资助周期，最多资助两期。

⚫ 一个资助周期资助直接费用不超过8000万元（数学和管理科学不超过

6000万元）。

⚫ 学术带头人和骨干成员合计不多于5人；依托单位及合作研究单位数量

合计不得超过3个。

（三）优化基础科学中心项目资助管理

建议：校、院支持、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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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优化基础科学中心项目资助管理

⚫ 基础科学中心项目申请时不计入申请和承担总数范围；正式接收申请到

基金委作出资助与否决定之前，以及获得资助后，计入申请和承担总数

范围。获得资助后的项目负责人及骨干成员在结题前不得再申请或参与

申请除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以外的其他

类型项目。

⚫ 申请人和主要参与者（骨干成员或研究骨干）同年不得同时申请基础科

学中心项目和创新研究群体项目。

⚫ 正在承担创新研究群体项目的项目负责人和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

称）的参与者不得申请或者参与申请基础科学中心项目；但在结题当年

可以申请或者参与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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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优化调整 创新研究群体 项目资助模式

为进一步加强科学基金对创新人才和团队的贯通培养功能，

对创新研究群体项目资助模式进行优化调整。

⚫ 缩短资助期限：在资助强度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资助期限由

6年缩短为5年。

⚫ 增加资助规模：由之前的每年38项增加到46项。每个科学部

在原有指标基础上各增加1项。

⚫ 取消延续资助：在研（2013 -2018年批准资助）和新批准（

2019年及以后批准资助）创新研究群体项目不再实行延续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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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优化人才项目资助体系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科技人才工作的有关要求，

自然科学基金委将在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的领导下，优化整

合科学基金人才资助体系。

⚫ 自2020年起，不再设立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延续

资助项目。

有关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与国家

其他科技人才计划的统筹协调要求，将按照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的

统一部署，另行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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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进一步简化申请管理要求

为贯彻落实《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

《国务院关于优化科研管理提升科研绩效若干措施的通知》等文件精神以

及“放管服”改革要求，进一步简化科学基金项目申请管理要求。

⚫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创新研究群体项目申请时，不再需要提供

学术委员会或专家组推荐意见

⚫ 在站博士后人员作为申请人申请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地区科

学基金项目时，不再需要提供依托单位承诺函

⚫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中不再列出参与者，使评审专家关注申请人本人独立

主持科研项目、进行创新研究的能力

⚫ 扩大无纸化申请试点范围，除重点项目、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外，增

加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试点无纸化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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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实代表作评价制度

将申请人与参与者简历中所列代表性论著数目上限由10篇减少为5篇

。论著之外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和学术奖励数目由原来不设上限改为10篇以

内。

按照以下顺序列出：
一、10篇以内代表性论著；
二、论著之外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和学术
奖励。

按照以下顺序列出：
一、代表性论著（包括论文与专著，合
计5项以内）；
二、论著之外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和学术
奖励（合计10项以内）。

2018年个人简历模板 2019年个人简历模板

（六）进一步简化申请管理要求

⚫ 取消依托单位报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经费决算汇总表》《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金年度收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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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落实科技部、财政部《关于鼓励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

行政区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参与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

）组织实施的若干规定（试行）》（国科发资〔2018〕43号）的要

求，2019年试点开放部分港澳地区机构的科学技术人员申请优秀青

年科学基金项目。

具体申请要求将另行发布指南。

（七）试点面向港澳地区科研人员开放项目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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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的要求，在

2018年申请人和依托单位在线签署维护公正性承诺的基础上，2019年将科

研诚信承诺书列入申请书中，申请人与参与者、依托单位与合作研究单位

需签署承诺后方可提交。

第1页为申请人和参与者承诺页 第2页为依托单位与合作研究单位承诺页

（八）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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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格局

研究
系列

人才
系列

环境
条件

新的资助格局包括3个系列、17个类型

面上项目、重点项目、重大项目、重大研究计划
项目、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国际

（地区）组织间合作研究项目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创新研究群体项目、海外及港澳合作研究基金项目

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联合基金项目、
国际（地区）组织间合作交流项目、应急管理项目、
外国青年学者研究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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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简介

二、评审程序、资助概况、评审要点

三、如何准备和组织撰写申请书

四、特别注意的问题

报告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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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程序

1 申请（ 3月1日－3月20日）

⚫ 通过依托单位提交申请（纸质+电子）

2 初审（ 3月20日－4月15日）

⚫ 申请人不符合《条例》和《指南》规定条件的

⚫ 申请材料不符合本《指南》要求的

⚫ 申请手续不完备的申请书

3 同行专家通讯评审（ －5月25日）

⚫ 3-5位评审专家，评价并提出资助与否的意见

⚫ 科学处提出资助计划130%-160%的会议评审讨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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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程序

4 会议评审（科学部一般7月30日以前完成会议评审）

⚫ 专家评审组成员+特邀专家，≥9人

⚫ 投票表决，半数以上通过建议资助

⚫ 重大项目、创新研究群体项目和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部门推

荐）在评审会前公布评审专家名单；其他类型项目会议评审专家名单

于评审会结束后一周内公布。

5 批准及资助经费拔付（8月—10月）

⚫ 大部分项目须由委务会讨论通过

⚫ 批准的项目填写项目资助计划书，经费分两次拔付。

主审：2~3人
讨论：评议情况介绍，优缺点；
投票：5A;  4A1B;  3A2B-2C；异议突出的项目

复审：

◼ 申请人对不予受理和不予资助决定不服的，

可以提出复审请求

◼ 对评审过程中出现的违反《条例》、相关

类型项目管理办法等规定的程序性失误进

行纠正。对评审专家的学术判断有异议的，

不得作为提出复审请求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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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概况

2008-2018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财政支出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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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集中接收期项目申请接收情况

2009-2019年间，科学基金项目申请数量总体呈现增长态势。其中2010-2012年有

较大幅度增长，年平均增长率21.94%。2013、2014年申请量有所回落，2015-2019

年申请量又呈现较大幅度增长，2014-2019年平均增长率7.75%；2019年达到历史

同期最大值，为240,711项，与2018年同期相比增加25,844项，增幅为12.03%。

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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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工信部部属高校获资助情况

学校 教职工
专任
教师

申请数 资助数 资助率
全国
排名

哈尔滨工业大学 5297 3045 1110 313 28.2% 18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3928 2172 1130 291 25.8% 22

北京理工大学 3538 2431 840 238 28.3% 34

西北工业大学 3800 2271 902 283 31.4% 26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3072 1821 565 157 27.8% 55

南京理工大学 3900 1900 532 132 24.8% 74

哈尔滨工程大学 2937 1779 475 82 17.3% 117

27



2019年度工信部部属高校获资助情况

学校 创新群体 重点项目 仪器项目 杰青 优青

哈尔滨工业大学 1 5 0 1 4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0 7 2 6 13

北京理工大学 0 5 0 2 9

西北工业大学 0 6 1 0 3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1 1 0 2 2

南京理工大学 0 3 0 1 4

哈尔滨工程大学 0 2 1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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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我校NSFC获资助的情况

项目类别 申请（项） 资助（项） 资助金额（万元） 资助率

重点 16 1 304 6.3%

面上 300 80 4794 26.7%

仪器 1 0 0 0.0%

基础科学中心 1 0 0 0.0%

创新群体 1 1 1050 100.0%

杰青 11 2（通过公示） 18.2%

青年 152 63 1592.5 41.4%

联合基金 36 7+1（通过评审） 444 22.2%

优青 24 2 260 8.3%

国际合作 11 2 16.5 18.2%

重大研究计划 10 2（通过评审） 20.0%

海外 1 0 0 0.0%

专项 1 1 8 100.0%

合计 565 157+5 8469 28.5%

国家资助
率18.9%

国家资助
率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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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我校NSFC获资助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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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同行评议要点

•面上项目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研究项目体系中的主要部分，
其定位是全面均衡布局，瞄准科学前沿，促进学科发展，
激励原始创新。

•面上项目支持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技术人员在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资助范围内自由选题，开展创新性的科学研究，力

图通过研究得到新的发现或取得重要进展，鼓励开展具

有前瞻性、用于创新的探索性研究工作；

•注重保护非共识项目，支持探索性较强、风险较大的创新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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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同行评议要点

请评议人从如下方面对申请项目进行评议：
一、 着重评议申请项目的创新性，明确指出项目的研究价值和创新之处。
要对申请项目的科学意义、前沿性和探索性进行评述，在评议学术价值
的同时，对有应用背景的申请项目还要进行潜在应用价值的评议。
二、 针对申请项目的研究内容、研究目标及拟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提出
具体评议意见。
三、 对申请项目的整体研究方案和可行性分析，包括研究方法、技术路
线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如有可能，请对完善研究方案提出建议。
四、 对研究队伍状况、前期工作基础和研究条件以及经费预算进行评价。
如申请人承担过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应当考虑其项目完成情况；同时还
应考虑申请项目的研究内容与申请人和项目组主要成员承担的其它科研
项目的相关性和区别。
五、 评议过程中应特别注意发现和保护创新性强的项目，积极扶持学科
交叉的研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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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同行评议要点

综合评价等级参考标准：
优：
创新性强，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或应用前景，研究
目标明确，研究内容恰当，总体研究方案合理可行，
具有较好的研究基础和条件。
良：
立意新颖，有较重要的科学意义或应用前景。研究
内容和总体研究方案较好，有一定的研究基础和条
件。
中：具有一定的科学研究价值或应用前景。研究内
容和总体研究方案尚可，但需修改。
差：某些关键方面有明显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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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同行评议要点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支持

• 具备5-10 年的科研经历

• 并取得一定科研成就的青年科学技术人员，

• 在科研第一线锐意进取、开拓创新，自主选择研究方向

开展基础研究。

项目评议要点如下：
（一）研究成果的创新性和科学价值；
（二）申请人在前期研究工作中所展现的创新潜力（能力）。
（三）拟开展的研究工作的科学意义和创新性，

研究方案等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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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同行评议要点

综合评价等级参考标准：
优： 申请人取得了突出的创新性成绩，有较强的
创新潜力和创新思维；拟开展的研究工作有重要的
科学意义和创新性构思。
良： 申请人取得了创新性成绩，有一定的创新潜
力和创新思维；拟开展的研究工作有比较重要的科
学意义和创新性构思。
中： 申请人取得了一定成绩，拟开展的研究工作
有一定的科学价值，创新性一般。
差： 申请人取得的成绩一般，创新性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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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同行评议意见表

面上项目：5人/项；数项、十多项/专家；>3AA

青年基金项目：3人/项；数项/专家：>2AA

优青、杰青：5人/项；数项/专家 4~5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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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简介

二、评审程序、资助概况、评审要点

三、如何准备和组织撰写申请书

四、特别注意的问题

报告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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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何准备和组织申请

◼ 基础条件：

研究工作基础、科研条件；实力、影响力、团队

◼ 凝炼科学问题：工程、前沿、交叉

◼ 预先研究基础：关键难点、特色方法等

重视基础，了解前沿，拓宽视野，力求创新；

尽早准备，功在平时。

选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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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然科学基金申请书的准备与写作

✓ 及早谋划

收集资料，思考科学问题，项目组成员

✓ 积极参加学术会议

宣传，交流

✓ 凝炼科学问题、选择学科方向、特色

✓ 及早开始撰写申请书，反复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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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然科学基金申请书的准备与写作

认真阅读基金条例和管理办法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资金管理办法

✓ 面上项目管理办法

✓ 重点项目管理办法

✓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管理办法

✓ 青年基金项目管理办法

✓ 地区基金项目管理办法

✓ 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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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然科学基金申请书的准备与写作-前期准备

✓ 申请须知（申请人条件、申请书撰写要求）

✓ 查重和限项的有关规定

✓ 经费强度

✓ “附注说明”栏填写

仔细阅读项目指南，认真体会和准确理解指南提供的信息

（项目指南：指南于2016年12月在基金委网站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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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然科学基金申请书的准备与写作

✓ 选题围绕基础研究或者应用基础研究，避免应用类或者

工程类选题

✓ 尽可能选取自己首创或者国际上新兴、有较多空白的重

要方向，避免跟踪已经有大量研究

✓ 创新性：思想创新，方法创新

从工程重大问题凝炼科学问题
学科前沿挑战性问题

交叉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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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然科学基金申请书的准备与写作

申请书的主要构成

基本信息

申请者、依托单位、合作单位、题目、摘要、关键词

项目组主要参与者

经费申请表

报告正文（主体部分）

学科代码

✓ 二级写对

✓ 三级尽量写全

评审专家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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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然科学基金申请书的准备与写作

基本信息

关键词：
评审专家库

✓ 要求：准确恰当、简明具体、醒目规范、

主题明了、字数适中。包含关键词

✓ 在项目名称有限的字数内，让评议人能够明白具

体要做什么研究，或研究对象是什么，或用什么

研究方法，或拟解决什么科学问题等。

✓ 例如：

➢ 铁磁形状记忆合金力磁耦合的各向异性模型研究

➢ 弱界面非均匀磁电弹层状材料的波动性能研究

申请书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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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然科学基金申请书的准备与写作-如何写作

基本信息

项目组
主要成员

经费申请
表

报告正文

对学术思想提出、研究方案制定、研究内

容解决等项目完成起主要作用的人员。

✓ 青年基金：不再列出参加人员

✓ 面上项目：参加人中，2位以上在职人员，

2名以上的研究生

✓ 重点项目：参加人中，4位以上高级职称人

员，其他讲师、博士后、研究生等

注意互补：理论、计算、实验等技能、专长
论文、专利等基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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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然科学基金申请书的准备与写作

基本信息

项目组
主要成员

经费申请
表

报告正文

✓ 项目组成员梯队合理，分工明确，工作不互相重复。

✓ 项目分工中应写明承担工作的名称，如“理论分

析”、 “数值模拟”等，而不要只填“负责”或

“参加”、“参与”。

✓ 同时参加两个项目（包括在研项目）的成员，其参

加月数之和小于12个月；

✓ 项目组成员每年的工作时间最好不少于6个月；

✓ 非主要人员也不得少于4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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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然科学基金申请书的准备与写作

基本信息

项目组
主要成员

经费申请
表

报告正文

请关注新的经费管理办法：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资金管理办法》（财教〔2015〕

15号）

✓ 《关于认真贯彻执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资金管理办

法>的通知》（国科金发财〔2015〕34号）

✓ 《关于执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资金管理办法>有关

事项的通知》（国科金发财〔2015〕47号）

直接经费、间接经费

预算科目变化：实验室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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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然科学基金申请书的准备与写作

基本信息

项目组
主要成员

经费申请
表

报告正文

（一）立项依据

（二）研究内容、研究目标、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三）研究方案及可行性分析

（四）特色与创新

（五）年度研究计划及预期目标

（六）研究基础与工作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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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然科学基金申请书的准备与写作

立项依据

研究方案
等

特色与创
新

计划与目
标

基础与条
件

研究内容
等 ✓ 明确表达出研究的重大需求、现有

方法存在的关键难点、所提方法的

核心优点及解决难点的基本原理。

✓ 结合他人的工作展开分析和论证，

紧紧围绕自己凝炼、确立的科学问

题，提出有针对性的学术思路。

✓ 对现状分析要有逻辑性，对他人工

作的优点和不足阐述准确、客观。

背景与意义

研究现状与分析

提出待研科学问题

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

立项依据（为什么做？）

拟开展研究问题的提出
不宜太宏观、太大

要明确
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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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然科学基金申请书的准备与写作

立项依据

研究方案
等

特色与创
新

计划与目
标

基础与条
件

研究内容
等

立项依据注意事项：

⚫ 判断国际研究现状、立论新颖之处

⚫ 认可重要意义、提出的科学问题

⚫ 逻辑合理、顺畅、紧凑

立项依据切忌：

⚫ 不顾项目内容的泛泛之谈、让人不知所云

⚫ 不能写成文献综述，要论证你的命题

⚫ 不认真查阅、组织、引用参考文献

⚫ 语言生涩难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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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然科学基金申请书的准备与写作-如何写作

立项依据

研究方案
等

特色与创
新

计划与目
标

基础与条
件

研究内容
等

参考文献：

⚫ 国际和国内的文献比例适度，要包括多数同行

都熟知的国内外代表性工作；

⚫ 对国内知名同行工作的包容尽可能全面；

⚫ 要有一定的近期发表的论文；

⚫ 对引用论文需进行实质性论述；

⚫ 可以有申请者已发表的论文，但数量不宜多；

⚫ 要按正式发表论文的格式要求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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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然科学基金申请书的准备与写作

立项依据

研究方案
等

特色与创
新

计划与目
标

基础与条
件

研究内容
等

研究内容（做什么？）

⚫ 对立项依据中提出要研究的科学问题进行分解

。按照研究问题的难易程度、承上启下关系，

分步骤、分层次地设置内容；

⚫ 避免罗列很多研究内容，一般包括3-4项内容

（1-2项重点内容，1-2项一般内容）；

⚫ 应具体、重点突出、有学术深度、呼应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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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然科学基金申请书的准备与写作-如何写作

立项依据

研究方案
等

特色与创
新

计划与目
标

基础与条
件

研究内容
等

研究内容注意事项：

⚫ 各条内容分量、层次基本对等，不能太琐碎

⚫ 各条内容之间有严谨的逻辑联系

研究内容切忌：

⚫ 简单堆砌

⚫ 内容庞杂

⚫ 内容互不关联

⚫ 内容不清楚、交错重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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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然科学基金申请书的准备与写作

立项依据

研究方案
等

特色与创
新

计划与目
标

基础与条
件

研究内容
等

研究目标：

⚫ 明确、简洁，突出学术特色

⚫ 围绕研究内容和科学问题确定目标

⚫ 针对所研究的科学问题，探讨、揭示什么

规律，提出什么理论（模型、判据），阐

明、阐述什么原理，解决什么问题，达到

什么目的

切忌：与研究内容简单重复，或与内容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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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然科学基金申请书的准备与写作

立项依据

研究方案
等

特色与创
新

计划与目
标

基础与条
件

研究内容
等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研究中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或难点问题，指出2-3项

关键问题即可。避免与研究目标和研究内容相似。

注意事项：

⚫ 理论上的挑战、困难，

⚫ 方法、技术的挑战

⚫ 关键，准确，是能够获得公认的问题

⚫ 对完成本研究、实现目标关键的问题

切忌：

⚫ 写成研究内容或方法一般

⚫ 普通的方法、技术、甚至步骤

⚫ 本领域不算问题的问题－至少在评审专家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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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然科学基金申请书的准备与写作

立项依据

研究方案
等

特色与创
新

计划与目
标

基础与条
件

研究内容
等

研究方案（怎么做？）
实现研究内容的细节过程，具体的想法和思路、方法和手

段。论述的越详细、越具体，说明你对该问题的理解就越深入。

注意事项：

⚫ 学术思路、所用理论、方法、技术要清楚，

⚫ 实验方案要具体、细致（材料、设备、过程等）

⚫ 针对本研究内容、实现目标的具体途径

⚫ 特别注意特色、独到的方法、技术和途径

⚫ 注意多学科知识、技术的交叉融合

⚫ 使用原理图、技术路线图、初步设计图增强效果

切忌：

⚫ 过于简单、笼统，是一般方法、技术的简单罗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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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然科学基金申请书的准备与写作

立项依据

研究方案
等

特色与创
新

计划与目
标

基础与条
件

研究内容
等

可行性分析（为什么能做？）
针对本项目研究目标、内容和方案的分析

注意事项：

⚫ 学术思路为何能解决问题，前期调研和工作探索

⚫ 前期具体工作介绍，团队谁已做了哪些的工作

⚫ 团队成员的背景特色，针对项目研究的互补性

⚫ 平台及大师指导，增强说服力

切忌：

⚫ 空洞无物

⚫ 与研究基础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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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然科学基金申请书的准备与写作

立项依据

研究方案
等

特色与创
新

计划与目
标

基础与条
件

研究内容
等

特色与创新

⚫ 是指本项目的研究区别于已有研究的地

方

⚫ 在拟研究项目的科学问题、研究内容、

研究目标、研究方法等方面的特色和在

学术上的新颖性

⚫ 新思想、新方法、新现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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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然科学基金申请书的准备与写作

立项依据

研究方案
等

特色与创
新

计划与目
标

基础与条
件

研究内容
等

⚫ 首先安排关键问题的重点研究

⚫ 与研究内容相呼应

⚫ 翔实具体

⚫ 预期在科学问题研究上取得的结果

⚫ 研究成果体现（论文、专著、专利、软件

等）

⚫ 人才培养，尤其是研究生培养情况

年度研究计划

预期成果（做了能得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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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然科学基金申请书的准备与写作

立项依据

研究方案
等

特色与创
新

计划与目
标

基础与条
件

研究内容
等 1. 工作基础：发表论文、专利、预先研究

2. 工作条件：校内资源；校外可用条件

3. 申请人简历：教育、研究、论文成果

4. 承担科研项目情况

5. 完成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情况

（二）研究基础与工作条件（为什么给你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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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然科学基金申请书的准备与写作

立项依据

研究方案
等

特色与创
新

计划与目
标

基础与条
件

研究内容
等

1. 工作基础

对本项目提供支撑的相关工作的基础和积累

2. 工作条件

相关的实验条件

3. 申请人简历

申请人和主要参加人的各自简历，包括教

育和科研经历、研究特长、已取得的学术成绩

、与本项目相关的成果目录、在本项目中的任

务分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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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特别需要注意的问题

项目指南：一般12月出版

• 仔细阅读项目指南的相关部分，

• 认真体会和准确理解指南提供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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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特别需要注意的问题

1、处理好研究工作基础 与 申请项目关系

基础：论文；专利；特色方法；特别能力

基础弱： 充分利用队伍互补

原创构思+预研结果

特色条件、平台（磨刀）

基础强：已有基础上的 新的创新空间？

63



四、特别需要注意的问题

2、处理好工程背景 与 科学问题的关系

工程背景：具体、明确、适时、前瞻

避空泛、老生常谈

科学问题：重基础，避具体应用、工艺过程

尚未解决的、有普遍意义的基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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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特别需要注意的问题

3、创新性 与 客观性 忌无中生有、夸张

科学问题：公认难题、新颖问题、前沿、交叉

研究方法：理论、计算、实验：避老旧平常

技术路线：材料、对象、方法、可行的实施

研究内容：层层深入；避免拼盘式并行罗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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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特别需要注意的问题

3、可读性、说服力 简洁明了

切忌自我封闭，

切忌空泛，力求具体、鲜明。

申请书各个部分间的 逻辑顺畅

评议专家：即使有小同行，也要明了清楚！

评审专家：多为大同行。

图文并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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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drovoltaics & more

~70% Solar 

Energy in water

35% evaporating

~70% water

水伏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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