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连化物所 2020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改革要点解读 

一、改革要点解读 

1. 扩大分类评审试点范围：全部面上项目和重点项目开展分类评审工作，申请项目具有多重科

学问题属性的，申请人应当选择最符合、最侧重、最能体现申请项目特点的一类科学问题属

性。2018 年资助项目、2019 年申请和资助项目分类比例如下图所示，属性 II 和 III 占比相

对较高，基本反映了科学基金鼓励前沿探索和需求导向并举的资助格局。 

 

2. 拓展基础研究多元投入： 

（1） 企业联合基金：整合中国石化、中海油、中国电科和中国航天 4家企业在集中接收期

联合发布项目指南； 

（2） 区域联合基金鼓励全国科研人员申报：整合四川、湖南、安徽、吉林、浙江、青海、

广东、湖北、辽宁、宁夏、黑龙江、西藏、广西、重庆市、北京市、河北 16个省市

分批联合发布指南（第一批区域联合基金指南于集中接收期发布，包括四川、湖南、

安徽、吉林四省）； 

（3） 行业部门联合基金：包含中科院、中物院、民航、水利部等，定期发布指南； 

3. 实施原创探索计划： 

（1） 原创探索项目分为专家推荐类和指南引导类两种类型； 

（2） 指南引导类原创项目适时发布指南，不需要专家推荐，由学部受理预申请和申请； 

（3） 专家推荐类原创项目随时提出申请，需要 2 名具有正高级职称且在国内外学术界具

有较高影响力的同行专家，或 2名基金委工作人员（包含 1名固定编制项目主任和 1

名科学部负责人）推荐；  

（4） 申报方式：无纸化申请,无需报送纸质申请书，项目获批准后，将申请书的纸质签字

盖章页装订在计划书后一并提交；依托单位将由法定代表人签字、加盖公章的纸质科

研诚信承诺书和申请项目清单提交自然科学基金委； 



4. 调整限项申请规定： 

（1） 高级职称人员申请和正在承担（包括负责人和主要参与者）以下类型项目总数合计限

为 2 项：面上项目、重点项目、重大项目、重大研究计划（不含集成和战略研究项

目）、联合基金、青年项目、地区项目、优青项目、杰青项目、重点国际合作项目、

直接费用大于 200万元的国际合作项目（仅限申请人，主要参与者不限）、仪器研制

项目、基础科学中心、原创探索计划项目、资助期限超过（不含）1年的应急管理项

目和专项项目等； 

（2） 高级职称人员作为主要参与者正在承担的 2019年（含）以前批准资助的项目不计入

申请和承担总数范围，2020 年（含）以后申请和正在承担的项目计入申请和承担总

数范围； 

（3） 除特别说明外，申请当年资助期限届满的项目不计入申请和承担总数范围； 

（4） 优青项目和杰青项目：申请时不计入限项；正式接收申请到作出资助与否决定之前，

以及获得资助后，计入限项总数范围； 

（5） 基础科学中心项目：申请时不计入限项范围，正式接收申请到作出资助与否决定之前

以及获得资助后，计入限项总数；项目负责人及主要参与者在资助期限内不得申请或

参与除杰青、优青以外的其他类型项目；正在承担创新群体项目负责人和具有高级职

称的主要参与者不得申请或参与基础科学中心项目，但在资助期限届满当年可以申

请或参与基础科学中心项目； 

（6） 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高级职称人员同年申请和参与仪器研制项目合计限 1 项；

正在承担仪器研制项目的负责人和具有高级职称的主要参与者，在结题前不得申请

和参与仪器研制项目；仪器研制项目（部门推荐）获得资助后，项目负责人在结题前

不得申请除杰青以外的其他项目；负责人和主要参与者申请和承担基金委仪器研制

项目与科技部主管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大科学仪器设备开发”重点专项、国家重

大科学仪器设备开发专项总数合计限 1 项； 

（7） 原创探索计划项目：从预申请到基金委作出资助与否决定之前，不计入限项范围，获

资助后计入限项范围；申请人同年只能申请 1项原创探索计划项目（含预申请）；资

助期内的该项目负责人，不得作为申请人申请除杰青和优青项目之外的其他自然基

金项目； 

5. 优化人才资助体系： 

（1） 允许符合申请条件的外籍非华裔科研人员申请杰青项目和优青金项目，要求在依托单



位每年工作时间不少于 9个月； 

（2） 继续试点面向香港和澳门地区依托单位科研人员开放申请优秀青年基金项目（港澳）； 

（3） 优青和杰青项目与国家其他科技人才计划统筹，避免重复资助： 

1）优青：正在申请或已获得国家“千人计划”创新人才长期项目、外国专家项目，国

家“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

聘教授等 5 类人才计划项目任何一类的不得申请优青；正在申请或在资助期内的国

家“千人计划”青年项目、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项目、“长江学者奖励计

划”青年学者项目等 3 类人才计划项目任何一类的不得申请优青； 

2）杰青：正在申请或在资助期内的国家“千人计划”创新人才长期项目、外国专家项

目，国家“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长江学者奖励计

划”特聘教授等 5 类人才计划项目任何一类的不得申请杰青； 

（4） 不再设立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项目； 

6. 试点项目经费使用“包干制”：杰青项目试点经费使用“包干制”，无需编制预算。我所管理

规定：经费使用范围限于直接经费科目、管理费用、绩效支出以及其他合理支出。按照到款

经费的 10%提取管理费，其余经费无额度限制，由项目负责人根据实际需要自主决定使用并

做出具体说明。项目结题时，负责人根据实际使用情况编制项目经费决算，经科研管理部门、

财务资产处审核后报基金委； 

7. 调整部分项目类型的经费资助结构（直接+间接经费）：青年项目（24+6）、优青项目（120+30）

和创新群体（1000+200）项目资助结构进一步提高间接经费比例； 

8. 优化申请代码设置： 

（1） 以工程与材料学部、信息科学部等为试点，重新梳理一级和二级申请代码，不再设置

三级申请代码。申请人选择准确的申请代码后，在系统中选择合适的“研究方向”和

“关键词”，作为选择函评专家的重要依据； 

（2） 申请人在填写申请代码时，应注意生命学部、医学部等对于学科代码有详细的受理范

畴，请务必详读面上项目指南； 

（3） 重点项目、重大研究计划和联合基金项目等对学科代码选择有明确要求，请详细阅读

相应指南； 

（4） 选择申请代码时，尽量选择到最后一级（6 位或 4 位），部分学部对仅选择一级学科

代码的项目一律不予受理； 

9. 进一步简化申请管理要求：2020 年 5 月 31 日（含）以前截止申请的所有项目类型全部纳入



无纸化申请范围。项目获批准后，将申请书的纸质签字盖章页装订在计划书最后一并提交。

签字盖章信息应与电子申请书严格保持一致，申请人与参与者、依托单位与合作研究单位均

需签名和盖章后方可提交； 

10. 持续开展绩效评价：全部类型项目将开展绩效评价，多学部在指南中明确提出，新申请项目

与已完成项目绩效挂钩，对高质量完成科学基金项目的负责人所申请的项目，在同等条件下

给予优先资助。根据申请书填报提纲中要求，提供上一个已结题项目完成情况； 

11. 试点开展“负责任、讲信誉、计贡献”（RCC）评审机制：以明确评审专家负责任行为规范为

基础，探索对评审专家的贡献进行测度和累积的奖励方式，鼓励和引导评审专家通过开展负

责任的评审和建立其长期学术声誉，努力提高评审工作质量，营造良好学术生态； 

12. 进一步强化科研诚信建设： 

（1） 曾经使用其他身份证件申请或参与获得项目资助的，应在申请书简历中予以说明； 

（2） 规范列出研究成果的所有作者，不得篡改作者顺序，不得隐瞒共同一作或通讯作者信

息，不得虚假标注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 

（3） 化学科学部明确规定：对于研究内容相同或相近的项目： 

1) 不得同时以不同项目类型或经不同依托单位重复提出申请； 

2) 不得有不同申请人重复提出申请； 

3) 已获得资助项目，不得以任何形式重复提出申请； 

（4） 申请人和主要参与者填报的学位信息应与学位证书一致，学位获得时间以证书日期为

准，申请人应如实填写研究生及博士后（访问学者）导师信息，姓名与职称分开填写； 

 

  



二、 申请须知解读 

1. 2020 年集中接收项目接收申请时间于 3 月 1 日开始，我所 ISIS 系统提交形式审查截止时间

为 4月 10日，所有申报工作将于 4月 17日全部结束。 

2. 申请人条件： 

（1） 具有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或有两名与其研究领域相同、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科技人员

推荐（附推荐函）； 

（2） 非全职聘用人员：作为申请人需附聘任岗位、聘任期限和每年在该依托单位工作时间

说明； 

（3） 无工作单位或所在单位不是依托单位人员：报科技处备案，可申请面上项目、青年项

目； 

（4） 非受聘依托单位境外人员：不能申请各类项目； 

（5） 正在攻读全日制研究生学位人员（4月 20 日前未获得学位）：不得申请各类项目； 

（6） 在职攻读研究生学位人员：经导师同意后，可通过受聘单位申请面上和青年项目（附

导师同意函），在职攻读硕士学位不得申请青年项目； 

（7） 在站博士后可根据在站时间灵活选择资助期限（截至日期必须为 XX 年 12 月 31 日，

最长至 2023年），获得资助后不得变更依托单位（2020年指南明确提出）； 

（8） 以境外人员身份承担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基金项目或国际合作项目合作者，在结题前

与其他类型项目申请互斥； 

3. 涉及科研伦理与科技安全的项目（主要集中在生命学部和医学部）申请：按照相关学部的要

求提供伦理证明、患者知情函等附件材料，多单位参与的涉及伦理学研究的申请需分别提供

证明文件。涉及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的项目申请，应提交依托单位生物安全保障承诺书（盖

章）； 

4. 有合作单位的项目： 

（1） 主要参与者中依托单位意外的人员（包含研究生），其所在单位均视为合作研究单位，

一般项目合作单位不超过 2个； 

（2） 申请书项目基本信息中合作研究单位信息由系统自动生成，参与人信息填写务必准

确，合作单位名称必须与公章名称一致； 

（3） 境外参与人员所在单位不视为合作研究单位； 

（4） 预算说明书中需要对合作研究是否外拨资金、外拨金额进行说明； 

（5） 合作研究双方应在申请书阶段编制分预算经主要参与者签章（预算表空白处），计划



书提交之前签订合作研究协议（含分预算），经合作方负责人和所在单位签章后，留

依托单位备查； 

13. 申请书起始时间一律填写 2021 年 1 月 1 日，终止时间按照各类项目资助期限要求填写 20XX

年 12月 31日； 

14. 经费预算编写要求： 

（1） 申请人只填报直接费用预算，不得列支绩效等其他费用； 

（2） 差旅/会议/国际合作与交流费超过直接经费的 10%时，需要提供预算测算依据； 

（3） 单笔总额超过 10万元（含）的设备费、测试化验加工费等需做必要说明； 

（4） 计划书填报阶段，预算表中各科目金额不应超过申请书各科目金额；项目执行过程

中，除设备费总额不可调增以外，其他直接费用各科目预算调整由项目负责人提出申

请，报依托单位审批； 

（5） 重大项目和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属于成本补偿式项目，预算编写要求在定额

补助式要求的基础上，单笔总额超过 10万元的设备费或测试化验加工费需填写明细，

单价超过 100 万的设备费需填写设备购置申请并作为附件提交；所有合作单位分预

算需由负责人签字、所在单位盖章后作为附件上传并报送基金委； 

15. 涉密研究组及个人申报项目：应严格履行所内涉密审批手续后方可在网上填报相关内容； 

16. 项目指南与撰写提纲： 

（1） 2020 年项目指南对申报要求、学科代码受理范畴、优先资助领域，各类项目特殊的

申报条件等做出明确说明，请详细阅读指南。其中，各类项目的学科受理范畴均参考

面上项目指南； 

（2） ISIS 系统中可下载各类项目撰写说明与提纲，请务必严格按照指定项目撰写提纲填

写申请书和相关附件材料（附件需上传 5篇代表性论著）； 

（3） 生命和医学部对指南和撰写提纲要求更为复杂，务必详细阅读指南、申报说明和撰写

提纲； 

 

  



三、 项目分类解读 

1. 面上项目：申报要求基本按照第二部分“申请须知”执行。面上项目指南是所有类型项目的

学科指南基础，对于所有申报学科的描述、受理范围、重点领域和提交材料要求等有详尽描

述，建议申报其他类型项目选择学科代码时，首先阅读相应的面上项目指南； 

2. 重点项目： 

（1） 申请人应具有高级技术职务（职称）； 

（2） 填写申请书时需根据指南公布的重点资助领域对应填写“附注说明”和“申请代码”，

不填或填错将不予受理； 

（3） 附件需提供 5 篇申请人本人近 5 年发表的与申请内容相关的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代

表性论文，具体详见指南中不同学科的要求； 

（4） 信息和医学部对非重点领域分别设立了“非领域申请”和“宏观领域”重点项目，需

额外提供材料和说明，具体要求详见指南； 

3. 重大研究计划： 

（1） 申请人应具有高级技术职务（职称）； 

（2） 申请书资助类别选择“重大研究计划”，亚类说明根据申报内容选择“培育/重点支持

/集成项目”，附注说明选择相应的重大研究计划名称； 

4. 青年项目： 

（1） 年龄要求：男性 1985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女性 1980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 

（2） 负责人正在承担或承担过青年基金（含 1 年期项目以及被终止或撤销的项目），不得

再次申请； 

（3） 青年基金按固定额度资助，每项 24 万直接经费，6 万间接经费（资助期限如为 1-2

年，则按比例调减）； 

5. 优秀青年基金： 

（1） 全面放开国籍和华裔科学家限制； 

（2） 申请人要求：男性 1982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女性 1980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与境

外单位没有正式聘用关系，且每年工作时间 9个月以上； 

（3） 以下人员不能申请优青项目：获得过杰青或优青项目资助；当年申请杰青项目；在站

博士后或攻读研究生学位的；受人才统筹政策限制人员，详见改革要点 5-（3）； 

6. 杰出青年基金： 

（1） 全面放开国籍和华裔科学家限制； 



（2） 申请人要求：1975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与境外单位没有正式聘用关系，且每年工作

时间 9个月以上； 

（3） 以下人员不能申请杰青项目：获得过杰青项目资助；正在承担优青项目（但资助期满

当年可以申请）；当年申请优青项目；在站博士后或攻读研究生学位；受人才统筹政

策限制人员，详见改革要点 5-（3）； 

7. 创新群体： 

（1） 申请人和参与人每年工作时间均不少于 6个月，且必须在同一依托单位； 

（2） 研究队伍包括学术带头人 1人，骨干不多于 5人； 

（3） 学术带头人具有正高级职称，且在 1965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 

（4） 限项规定：承担过创新群体的负责人不得再作为申请人提出申请；正在承担创新群体

的负责人和具有高级职称的参与人不得再参与申请；同年申请或参与申请创新群体的

高级职称人员限 1项；申请和参与申请创新群体与基础科学中心项目合计限 1项； 

8. 基础科学中心： 

（1） 团队要求包括学术带头人 1人，骨干成员不多于 4人； 

（2） 学术带头人具有正高级职称，1960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骨干成员具有高级职称； 

（3） 限项规定：详见改革要点解读部分 4-（5），此外，负责人同年申请重大仪器研制项目

（部门推荐）和基础科学中心互斥； 

9. 重点国际合作研究项目： 

（1） 申请人要求：具有高级职称；正在承担或承担过 3年期以上基金项目或千人计划入选

者； 

（2） 合作者要求：境外从事科学研究并独立主持实验室或重要项目；具有所在国相当于副

教授以上职称； 

（3） 附件要求材料：英文申请书；合作协议（要求详见指南）；合作者主持项目证明材料；

如合作者不能在申请书上签字，需提供正式确认函（要求详见指南）； 

（4） 医学科学部要求：2019获得高强度项目（重点项目及以上）资助的负责人，本年度原

则上不予资助； 

10. 外国青年学者项目： 

（1） 申请人要求：具有博士学位，资助期内全职在依托单位开展工作，1980年 1月 1日以

后出生； 

（2） 依托单位与申请人签订协议书，并作为附件上传，协议书要求详见指南； 



（3） 需提供不超过 5篇代表性论文首页； 

11. 联合基金项目： 

（1） 集中接收期项目：区域联合基金（第一批：四川、湖南、安徽、吉林）、企业联合基金

（中石化、中海油、中国电科、中国航天）、NASF、天文、大科学装置、航天先进制

造、民航、地震科学、长江水科学、智能电网、核技术、广东、云南、新疆、河南、

海峡两岸、山东、深圳机器人； 

（2） 申请人条件：申请重点支持和集成项目的申请人应具有高级职称； 

（3） 申请书填写要求：资助类别选择“联合基金项目”，亚类说明选择“培育/重点支持/

集成项目”，附注说明选择相应的联合基金名称，申请代码、领域信息、主要研究方

向等必须按照具体指南要求选择，不填或填写错误将不予受理； 

（4） 不同联合基金资助项目类型、资助领域和对应学科代码详见指南； 

（5） 部分联合基金要求根据本年度主要研究领域确定具体的项目名称，并在申请书正文开

头说明所针对的研究领域及方向名称或依托的大科学装置/平台； 

（6） 个别地区联合基金要求：新疆联合基金省外依托单位申请时应有新疆本地单位参与；

河南联合基金培育项目依托单位必须为河南省境内单位，重点支持项目省外依托单位

应与河南省境内单位合作；海峡两岸基金应当有台湾方面科技人员参与，福建省外依

托单位应有福建省内单位参与；深圳机器人基金深圳市外依托单位申请项目应与深圳

市内单位合作申请； 

12. 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 

（1） 申请人条件：具有高级职称；在站博士后、正在攻读研究生学位人员、无工作单位或

工作单位不在依托单位人员不得申请； 

（2） 资助经费：自由申请类项目 1000万以下/项，部门推荐类项目 1000万（含）以上/项； 

（3） 限项规定详见改革政策解读 4-（6）； 

（4） 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采用成本补偿的资助方式，预算编写特殊要求详见申请须知解

读 14-（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相关问题解答： 

联系人：科技处 卢歆怡 

联系方式：luxinyi@dicp.ac.cn，843792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