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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科学二处主要资助基础物理、粒子物

理、核物理、核技术与应用、加速器物理与探测

器技术、等离子体物理、同步辐射方法与技术等

领域的研究工作，同时负责受理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员会—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联合基金(简称

NSAF 联合基金)、大科学装置科学研究联合基

金、先进核裂变能的燃料增殖与嬗变重大研究计

划、理论物理专款等类型基金项目。本文简要综

述 2013 年度物理科学二处基金项目受理、评审

情况，使广大科研人员及科研管理部门了解本年

度的总体状况，为 2014 年度的项目申请工作提

供借鉴。

1 2013年度基金项目概况

物理科学二处共接收各类基金项目申请2727

项，资助 891项，资助总经费 6.3亿元。表 1、表

2和表3分别给出了各类基金项目受理与资助的总

体情况，各领域的资助情况，以及理论与实验项

目的对比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项目类型

面上

青年-面上延续

青年

地区

重点

杰出青年

优秀青年

海外港澳

创新群体

科学仪器
专款

重大仪器
(自由申请)

重大仪器
(部委推荐)

科普专项

重点期刊

重大国际
合作

2013年度

申请项数
/项

898

23

811

78

41

61

60

6

2

14

21

8

0

今年无

4

资助项数
/项

269

10

274

23

14

5

9

2

1

1

0

1

0

2

资助经费
/万元

22791

780

7171

1100

4410

1000

900

40

600

300

0

8500

0

520

资助率
/(％)

30.0

43.5

33.8

29.5

34.1

8.2

15.0

33.3

50.0

7.1%

0

12.5

0

50.0

资助强度
/(万元/项)

84.7

78.0

26.2

47.8

315.0

200.0

100.0

20.0

600.0

300.0

—

8500.0

—

260.0

2012年度

申请项数
/项

957

17

777

59

39

48

72

7

2

13

20

1

1

1

5

资助项数
/项

275

5

255

17

13

5

10

2

1

0

1

1

1

0

2

资助经费
/万元

23289

340

6648

901

4000

1000

1000

40

600

0

350

11100

24

0

600

资助率
/(％)

28.7

29.4

32.8

28.8

33.3

10.4

13.9

28.6

50.0

0.0

5.0

100.0

100.0

0.0

40.0

资助强度
/(万元/项)

84.7

68.0

26.1

53.0

307.7

200.0

100.0

20.0

600.0

—

350.0

11100

24.0

—

300.0

表1 2013和2012年度各类基金项目的受理与资助情况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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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数据可以得到如下的总体情况：

(1)申请量：面上项目不再增加，首次出现下

降，降幅为5%；青年基金增幅为4％，增幅比去

年下降 (去年是 11% )；地区基金增幅为 32%；

NSAF联合基金和大装置联合基金的增幅分别为

10%和 13%。面上项目申请量的首次下降是和今

年开始实施的 2条限项规定有关，即：上年度获

得资助的项目负责人，本年度不得申请同类型科

学基金项目；自从2014年起，已经连续2年(本次

指 2012年度和 2013年度)申请面上项目未获资助

的项目申请人，暂停1年面上项目申请资格。

(2)资助率：面上项目、青年基金和地区基金

的资助率比去年略有增加；科学仪器专项 1项获

得资助，资助率较低，为 7%；重大科研仪器(自

由申请)没有获得资助。

(3)资助强度：面上项目和青年基金资助强度

领域

基础物理

粒子物理

核物理

核技术

粒子物理与核物理实验设备

等离子体物理

同步辐射

小计

申请代码

A0501

A0502

A0503

A0504

A0505

A0506

A0507

—

申请项数/项

290

146

174

332

368

329

93

1732

资助项数/项

88

54

56

98

122

104

31

553

资助率

30.3%

37.0%

32.2%

29.5%

33.2%

31.6%

33.3%

31.9%

表2 2013年度面上(含青年-面上延续)和青年项目在各领域的资助情况

理论

实验

总计

面 上 项 目

项数/项

102

177

279

经费/万元

7797

15774

23571

强度/(万元/项)

76.4

89.1

84.5

青 年 基 金

项数/项

96

178

274

经费/万元

2174

4997

7171

强度/(万元/项)

22.6

28.1

26.2

表3 2013年度资助面上(含青年-面上延续)和青年项目的理论与实验对比情况

序号

16

17

18

19

20

合计

项目类型

NSAF
联合基金

大装置
联合基金

河南联合基金

核能重大计划

理论物理专款

2013年度

申请项数
/项

74

169

6

54

397

2727

资助项数
/项

42

53

2

18

165

891

资助经费
/万元

4210

6000

60

3200

1545

63127

资助率
/(％)

56.8

31.4

33.3

33.3

*

—

资助强度
/(万元/项)

336.7(重点)
82.1(培育)

300.0(重点)
69.8(培育)

30.0

500.0(重点)
85.7(培育)

*

—

2012年度

申请项数
/项

67

149

11

56

416

2718

资助项数
/项

33

57

3

18

168

867

资助经费
/万元

2260

6000

86

3100

1500

62838

资助率
/(％)

49.3

38.3

27.3

32.1

*

—

资助强度
/(万元/项)

280.0(重点)
54.8(培育)

258.3(重点)
64.4(培育)

28.7

495.0(重点)
80.0(培育)

*

—

表1 2013和2012年度各类基金项目的受理与资助情况比较
续表

* 由于涉及到不同的项目类型，所以没有给出平均的资助率和资助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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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去年相当；大装置联合基金资助强度有所增加；

NSAF联合基金的资助强度继续有明显的增加。

(4)理论实验分布：以面上项目和青年基金地

区基金统计来看，实验的资助项目数占总资助项

目数的64％。

表 4是主要获资助单位的分布情况：根据总

经费的排序，列出 2013年度前 10位的获资助单

位，分别给出获资助项目和经费的分布情况。这

10个单位获资助经费 2.6亿，约占物理 II学科本

年度总经费的一半(物理 II学科总经费不计重大仪

器经费)，其中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各占一半，这

10个单位的情况体现了物理 II学科的特点：理论

物理研究基础好，需要依靠大的实验装置开展研

究工作。统计 2008—2013年的排名情况，有 8个

单位是年年榜上有名，他们分别是：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清华大

学、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北京大学、中

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中国科学院上海

应用物理研究所、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2 各类项目的情况分析

2.1 面上、青年和地区项目

面上项目是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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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面上项目平均资助强度为84.5万元/项，基本和

2012年一样；但申请量多年来首次出现下降，对

科学基金的申请，人们开始更加注重申请项目的

质量，适度地控制数量，提高评审工作的效率。

为促进从事基础研究的青年科学技术人员快

速成长，鼓励承担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负责人围

绕一个重要科学问题开展较长期、系统和深入的

研究，从 2012 年起，在面上项目类型中设立青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单位

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

中国科学
院高能物
理研究所

清华大学

中国科学
院近代物
理研究所

北京大学

中国科学
院合肥物
质科学研

究院

中国科学
院上海应
用物理研

究所

中国原子
能科学研

究院

大连理工
大学

西安交通
大学

面上

/项

34

30

12

9

9

9

7

11

6

4

青年

/项

8

25

2

14

3

16

18

3

5

5

重点

/项

2

2

1

1

3

—

1

—

1

—

杰出

青年

/项

—

—

1

—

1

—

—

—

—

—

优秀

青年

/项

1

—

1

—

—

—

2

—

1

—

海外

/项

—

1

—

—

—

—

—

—

—

—

群体

/项

1

—

—

—

—

—

—

—

—

—

科学仪

器专款

/项

—

—

—

—

—

—

—

1

—

—

重大国

际合作

/项

—

—

—

—

1

—

—

—

—

—

NSAF

/项

2

—

1

—

2

—

—

—

—

1

大装

置/项

11

4

1

4

—

6

3

—

1

—

核能重

大计划

/项

—

1

1

—

—

1

1

2

—

1

理论

专款

/项

1

1

—

2

1

1

—

—

—

—

总项

目数

/项

60

64

20

30

20

33

32

17

14

11

总经费

/万元

6256

5227

2394

2371

2281

2047

1920

1509

1186

1039

表4 2013年度主要获资助单位的资助项目数和经费情况(按总经费排列，重大仪器项目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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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面上连续资助项目，从当年结题的青年科学基

金项目中，择优遴选取得突出进展、具有创新潜

力的项目负责人，予以面上项目连续资助。计划

资助项数为当年青年结题项目总数的 5%，资助

强度参照面上项目的平均资助强度。2013年的基

本情况是，青年结题项目是165项，申请青年-面

上连续资助的是23项，10项获得资助。

青年基金和地区基金属于人才资助系列。青

年基金的申请量继续增长，但增幅逐年降低，

2010—2013年的增幅分别为 52%，35%，11%和

4%，青年人进入基础研究行列的规模进入平稳阶

段。2013年青年基金的资助项目数基本和面上项

目相当。青年基金重点评价申请人的创新潜力，

地区基金的特点是在面上项目管理模式的基础

上，促进区域基础研究人才的稳定和成长。

2.2 重点项目、重大国际合作项目、科学仪

器专款、重大科研仪器设备研制专项

重点项目是基金研究项目系列中的一个重要

类型。重点项目基金支持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技

术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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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学科

发展，推动若干重要领域或科学前沿取得突破。

重点项目应当体现有限目标、有限规模、重点突

出的原则，重视学科交叉与渗透，有效利用国家

和部门现有重要科学研究基地的条件，积极开展

实质性的国际合作与交流。项目指南发布17个研

究方向，收到 41项申请，资助 14项，资助经费

为4410万元，平均资助强度为315万元/项，其中

理论项目5项，实验项目9项。

重大国际合作项目资助科研人员立足国际科

学前沿，有效利用国际科技资源，本着平等合

作、互利互惠、成果共享的原则，开展实质性国

际合作研究，提高我国科学研究水平和国际竞争

能力。国家优先资助以下方面的研究：围绕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优先资助领域开展的合作研究；结

合我国迫切需要发展的研究领域开展的合作研

究；我国科学家参与的国际大型科学研究项目和

计划；利用国际大型科学设施开展的合作研究。

2013年有 2个项目获资助，平均资助强度为 260

万元/5年，分别是与美国合作的核物理领域和与

德国合作的等离子体物理领域。

科学仪器专款用于资助基础科学的前沿研究

所急需的重要科学仪器的创新性研制或改进，优

先资助对推动基础研究有重要作用的科学仪器的

研究以及创新性科学仪器研制当中的基础性科学

问题的研究，2013年收到申请14项，1项获资助，

资助经费为300万元，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

下简称基金委)对该项目类型的资助率是10.4%。

国家重大科研仪器设备研制专项，面向科学

前沿和国家需求，以科学目标为导向，鼓励和培

育具有原创性思想的探索性科研仪器研制，着力

支持原创性重大科研仪器设备研制，为科学研究

提供更新颖的手段和工具，以全面提升我国的原

始创新能力。采取部门限额推荐项目申请和自由

申请两种模式受理项目申请。2013年收到部门推

荐申请项目 8项，1项获资助，资助经费 8500万

元。收到自由申请项目 21项，都没有获得资助，

基金委对该项目的资助率是 16.2%。重大科研仪

器设备研制专项在向基金委申请立项过程中，竞

争非常激烈，物理 II学科领域这几年获资助情况

与学科整体需求不相称。为此，在 2013 年 11

月，基金委数理科学部主办了“物理 II学科领域

重大科研仪器设备研制战略研讨会”，邀请国内

相关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的专家针对国家大科学

基础设施和装置的特点，从战略层面上凝炼、研

讨和布局今后若干年内物理 II学科领域重大科研

仪器设备研制专项的思路和重点方向，并希望以

此次研讨会为契机，使申请人和依托单位在申请

中突出科研仪器研制的特色和创新点，重视科学

目标的凝炼，提高申请质量，争取有所突破。

上述项目的资助情况见表5。

2.3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杰出青年科学基

金、创新研究群体和海外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

金项目

这类项目属于人才资助系列，注重人才的研

究能力、创新潜力和团队合作精神。这类项目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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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仍然很激烈，总体上更加注重理论与实验的均

衡与协调，更加关注科学基础性问题和实际关键

问题的研究与解决。从2012年开始，正式开设优

秀青年科学基金，与青年基金和杰出青年基金项

目之间形成有效衔接，促进创新型青年人才的快

速成长，主要支持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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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优秀青年科学基金共接收

申请 60项，9项获资助，经费为 900万元。杰出

青年科学基金接收申请 61项，5项获资助，经费

为 1000万元；创新研究群体基金接收申请 2项，

1项获资助，经费为600万元；海外港澳学者合作

研究基金接收申请 6项，2项获资助，资助经费

40万元。项目资助情况见表6。

2.4 NSAF联合基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中国工程物理研

究院于 2001年共同设立联合基金——“NSAF基

金”，目的是引导国内相关领域的科研人员参与

和开展国家安全相关的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开

拓新的研究方向，发现新现象、新规律，提升国

防科技创新能力，推动相关领域的发展，培养国

防科技所需的青年科技人才。

接收申请74项，其中3项重点支持项目，71

项培育项目，研究领域包括力学、数学、材料、

等离子体、激光、电子、信息、化学与化工、材

料与制备等。共资助42个项目，其中重点支持项

目3项，培育项目39项，资助经费4210万元，重

项目批准号

11335001

11335002

11335003

11335004

11335005

11335006

11335007

11335008

11335009

11335010

11335011

11335012

11335013

11335014

11320101004

11320101005

11327508

11327902

项目名称

格点量子色动力学的大规模数值模拟研究

天体快中子俘获过程中的核物理研究

离子径迹法制备纳米孔及其能量转化与物质输运研究

甚高频放电下大面积容性耦合等离子体的电磁效应

相对论重离子碰撞中的重夸克偶素

低维系统中的输运和扩散行为研究

强子对撞机上双玻色子末态过程中Higgs粒子
的研究和新物理的寻找

BEPCII/BESIII重粲结构精细扫描和QCD实验研究

Muon—Electron转换过程的实验研究

用于同步辐射的硅像素探测器关键技术研究

空间辐射与微重力复合作用所诱发的上皮细胞
间质转换及其在肿瘤发生中的作用

宇宙加速膨胀及暗物质研究

激光粒子加速及其应用

进一步提升同步光源束流品质的2.0 K双cell
超导高次谐波腔研究

奇特核、丰中子核物质及在天体物理中的影响

中性束大功率射频离子源的物理问题研究

基于北京放射性离子束装置的衰变谱学终端

原子尺度超高时空分辨兆伏特电子衍射与成像系统

负责人

刘川

孟杰

王宇钢

王友年

庄鹏飞

赵鸿

赵政国

黄光顺

李海波

江晓山

周光明

李淼

沈百飞

刘建飞

许甫荣

严龙文

王友宝

王西杰

依托单位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

大连理工大学

清华大学

厦门大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
精密机械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上海
应用物理研究所

北京大学

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上海交通大学

资助金额
/万元

260

240

360

360

260

260

370

350

360

360

360

240

330

300

255

265

300

8500

项目类型

重点

重点

重点

重点

重点

重点

重点

重点

重点

重点

重点

重点

重点

重点

重大国际

重大国际

科学仪器

重大仪器

表5 2013年度重点、重大国际合作、科学仪器、重大科研仪器资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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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支持项目资助情况见表7。

2013年7月26日“NSAF基金”协议书(第四

期)签字仪式在北京举行，从 2014 年开始每年

NSAF基金总投入经费由3000万元增加到5000万

元。今后在资助项目数和资助强度上均会有明显

增加，请申请者和依托单位给予注意。

2.5 大科学装置科学研究联合基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中国科学院于

2009年共同设立联合基金——大科学装置科学研

究联合基金，目的是利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

审、资助和管理系统的优势，更好地吸引和调动

全国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力量，充分利用中国

科学院承建的国家大科学装置，开展学科前沿研

究、多学科领域、综合交叉领域研究，培养大科

学装置科学研究人才，开拓新的研究方向，促进

开放和交流，提升我国在前沿科学领域和多学科

交叉研究领域的源头创新能力，使我国基础科学

研究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战略需求。该联合基金依

托的 5个大科学装置是：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及

北京同步辐射装置，兰州重离子加速器与冷却储

存环装置，上海光源装置，合肥同步辐射装置，

稳态强磁场装置。

接收申请 169项，其中重点支持项目 30项，

培育项目 139项，研究内容涉及物理、化学、生

命科学、医学、环境科学、材料科学、能源、地

学、微电子学及微机械学等领域的多学科和学科

交叉前沿问题。共资助53项，其中重点支持项目

10 项，培育项目 43 项，资助经费共 6000 万元，

重点支持项目资助情况见表7。

2.6 “先进核裂变能的燃料增殖与嬗变”重大

研究计划

“先进核裂变能的燃料增殖与嬗变”重大研

项目批准号

11322542

11322543

11322544

11322545

11322546

11322547

11322548

11322549

11322550

11325522

11325523

11325524

11325525

11325526

11321503

11328501

11328502

项目名称

固态量子信息

理论生物物理与统计物理

高能物理实验—BESIII上
超越标准模型新物理的寻找

宇宙学及其相关量子场论

高能核物理

中高能核物理

核技术及其应用

托卡马克等离子体中的不稳定性

自由电子激光

弦理论

精密扭秤实验技术及其应用

磁约束等离子体中波与不稳定性若干问题研究

Top夸克、QCD和标准模型之外的新物理

先进核动力系统热工水力
关键科学问题和技术基础研究

基于同步辐射装置的新方法与能源材料研究

大脑多模态影像数据非线性动态融合分析
和建模及其在大脑退行性疾病中的应用研究

顶点硅像素探测器抗辐射光纤传输芯片研究

负责人

杨文

涂展春

彭海平

黄庆国

张本威

陈金辉

王学武

王正汹

邓海啸

陈斌

涂良成

高喆

司宗国

黄彦平

吴自玉

周昌松

龚达涛

依托单位

北京计算科学研究中心

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

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

清华大学

大连理工大学

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

北京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清华大学

山东大学

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资助金额/万元

100

200

600

20

项目类型

优秀青年

杰出青年

创新群体

海外港澳

表6 2013年度优秀青年、杰出青年、创新群体和海外港澳合作研究项目资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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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计划是在 2010年获立项，其总体科学目标是：

围绕国家重大需求，根据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发展

趋势以及国家能源发展中长期规划，遵循“有限目

标、稳定支持、集成升华、跨越发展”的总体思

路，围绕核燃料增殖与嬗变这一重大方向开展研

究，争取重大创新突破；探索和发展先进核裂变能

体系中的新机理、新方法、新技术、新材料，培养

和扩充高水平研究人才队伍，使我国在国际该领域

的前沿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为支撑第三代核电

的发展，为实现我国在第四代核电研究中处于国

际先进行列，以及为建立具有创新能力和自主知

识产权的核能产业体系提供必需的科学依据、技

术积累和人才支持。主要支持的研究方向有三

个：先进核裂变能体系中的核燃料及其核过程；

核燃料在先进反应堆燃烧过程中的基本行为及其

增殖与嬗变；乏燃料后处理的新方法与新机理。

该重大研究计划接收申请54项，其中重点支

持项目 13项，培育项目 40项，指导专家组组织

实施费用申请1项。共资助项目18项，资助经费

3200 万元。重点支持项目 3 项，经费 1500 万元

(重点支持项目的资助情况见表 8)；培育项目 14

项，经费1200万元。

该重大研究计划已资助了 4 个年度的项目，

2013年完成了中期评估工作，今后的项目原则上

以在指导专家组引导下的集成支持为主。

2.7 理论物理专款

“理论物理专款”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于1993年设立的，目的是为了促进我国理论物

理学研究的发展，培养理论物理优秀人才，充分

发挥理论物理对国民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在战略

决策上应有的指导和咨询作用。

“理论物理专款”接收申请397项，资助研究

项目批准号

U1330201

U1330202

U1330203

U1332201

U1332202

U1332203

U1332204

U1332205

U1332206

U1332207

U1332208

U1332209

U1332210

项目名称

超导量子比特的优化
与混合量子器件的研究

宽温域热力耦合作用下
PBX多尺度结构演化及效应研究

人工微结构中宏观量子效应的研究

BESIII上粲偶素跃迁的实验研究

用于同步辐射成像的高分辨闪烁
探测器关键材料与技术

加速器多极超导磁铁关键技术

基于X射线散射技术的
原子分子动力学研究

一些钙钛矿氧化物多层膜界面微结构与
物理性能的同步辐射研究

基于HIRFL—CSR的高离化态离子X射线
谱学：强场中的双电子过程研究

在CSR外靶终端开展非对称核物质
性质实验研究

碳氢燃料燃烧模型中C0—C4
核心机理的发展与实验验证

强磁场下电子关联材料的
新现象和新机理

核磁共振研究金属药物的
细胞摄取与转运的分子机制

负责人

游建强

李敬明

朱诗尧

喻纯旭

潘裕柏

秦庆

朱林繁

吴小山

蔡晓红

孙志宇

齐飞

许祝安

刘扬中

依托单位

北京计算科学研究中心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化工材料研究所

北京计算科学研究中心

南开大学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南京大学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浙江大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资助金额/万元

320

350

340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项目类型

NSAF

大装置

表7 2013年度NSAF联合基金和大装置联合基金重点支持项目资助情况(资助期：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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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批准号

91326201

91326202

91326203

项目名称

钍基熔盐堆安全分析关键技术及非能动
余热排出系统特性研究

功能化纳米结构材料在乏燃料后
处理中的应用基础研究

先进嬗变燃料元件的设计、制备及性能研究

负责人

秋穗正

王祥科

梁彤祥

依托单位

西安交通大学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清华大学

资助金额/万元

500

500

500

表8 2013年度重大研究计划“先进核裂变能的燃料增殖与嬗变”重点支持项目的资助情况(资助期：4年)

项目和委托项目共 165 项，资助经费共 1545 万

元。其中“合作研修项目”目的是支持全国范围

理论物理研究条件较欠缺的学者或研究组，通过

与国内理论物理研究相对实力强的学者合作开展

研究，完成项目研究任务，提高科研能力和水

平；“合作研修项目”共资助31项，每项约20万

元/3年。“博士研究人员启动项目”目的是资助近

3年获得博士学位并正在从事理论物理研究而又

没有科研经费的研究人员，共资助 120项，每项

约 5万元/1年。资助委托项目 14项。顺利召开了

理论物理专款设立20周年纪念大会，成功地举办

了第九届“彭桓武理论物理论坛”、第九期“理

论物理专题讲学”和战略研讨等活动。

3 2014年度申请注意事项

2014 年度申请要求和限项有了一些新的规

定，建议依托单位和申请者认真阅读《2014年度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相关类型项目管

理办法，和有关受理申请的通知、通告等文件。

尤其应重视以下几点：

(1)2012年度和2013年度连续2年申请面上项

目未获资助的项目申请人(包括初审不予受理的项

目)，2013年获得面上项目资助(包括 1年期项目)

的项目负责人，2014年不得申请面上项目。

(2)申请人(不含参与者)同年只能申请 1项同

类型项目。上年度获得资助的项目负责人，本年

度不得申请同类型科学基金项目。

(3)从2014年开始，不再受理申请青年-面上连

续资助项目，但是不具有高级专业职务(职称)的

青年基金负责人，在结题当年可以申请面上项目。

(4)2014年创新研究群体项目执行新修定的管

理办法，采取自由申请的方式，资助期限为 6

年，资助经费1200万元/项。

(5)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申请相关类型项目，

应当按照依托单位承诺的在站期限实事求是地填

写项目终止年月，即可以提出1年或2年的申请。

(6)非受聘于依托单位的境外人员，不能作为

无依托单位的申请人申请各类项目；受聘于依托

单位的境外人员，如果已经作为负责人承担了海

外及港澳合作学者研究基金项目，或者作为合作者

承担了国际合作研究类项目，在上述项目结题前，

不得作为申请人申请其他类型项目，反之亦然。

(7)“A06”和“A08”仅在申请NSAF联合基

金和大科学装置联合基金时选择。如果在面上项

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等类型

项目申请时，选择了以上的申请代码，将不予接收。

(8)申请NSAF联合基金和大科学装置联合基

金时，申请代码严格按照指南要求填写，即申请

代码1根据联合基金的特殊代码填写，申请代码2

根据实际研究方向选择相应学科的申请代码。

2013年度有许多项目的申请代码 2填写有误，或

者是没有填写，都不予受理，非常可惜，请依托

单位和申请人引以为戒。

(9)整合原“科学仪器基础研究专款”和“国

家重大科研仪器设备研制专项”为“国家重大科

研仪器设备研制专项”，分为自由申请项目和部

门推荐项目，其中自由申请项目经费不得超过

1000万/项，资助期限一般为5年。

(10)2014年度理论物理专款的申请通知将在

2014年 6月份发布，请关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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