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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简称基金委)坚持

目标导向和自由探索“两条腿走路”，系统部署科

学基金资助管理工作，落实机构改革任务，持续

加强基础研究，积极谋划应用基础研究，着力培

养科技创新人才。数理科学部物理科学二处(简称

物理 II)主要资助基础物理、粒子物理、核物理、

加速器、反应堆与探测器、等离子体物理、核技

术及其应用等领域的研究工作，同时负责受理基

金委—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联合基金(简称NSAF

联合基金)、理论物理专款等项目。文章综述 2023

年度物理科学二处科学基金项目的受理、评审和

资助情况。2024年基金委将更加切实担负起新时

期赋予科学基金的职责使命，聚焦基础研究、应

用基础研究和科技人才培养，持续提升资助效能，

推出一些新的改革举措。

1 基金项目概况

2023年物理 II共接收各类基金项目申请 4378

项，资助 999项，资助总经费 6.74亿元。表 1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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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各类基金项目申请与资助情况

项目类型

面上

青年

地区

重点

重大

杰青

优青

创新群体

科学中心

重大仪器
(自由申请)

重大仪器
(部委推荐)

重点国际合作

NSAF联合

核技术联合

专项

理论物理专款

合计

2023年

申请
项数

1668

1574

146

145

2

146

203

10

3

26

8

5

180

—

6

256

4378

资助
项数

359

410

27

20

1

11

17

1

1

2

0

2

39

—

4

105

999

资助经
费/万元

18873

12120

840

4780

1436

4400

3400

1000

6000

1647

0

420

5380

—

1390

5720

67406

资助率

21.5%

26.0%

18.5%

13.8%

50.0%

7.5%

8.4%

10.0%

33.3%

7.7%

—

40.0%

21.7%

—

66.7%

*

—

资助强度/
(万元/项)

52.6

29.6

31.1

239.0

1436.0

400.0

200.0

1000.0

6000.0

823.5

—

210.0

1600.0 (中心)
300.0 (重点)
46.0 (培育)

—

347.5

*

—

2022年

申请
项数

1654

1522

130

119

2

130

167

9

3

29

6

5

199

29

3

256

4263

资助
项数

372

393

25

20

1

11

15

1

0

1

0

1

43

7

2

102

994

资助经
费/万元

20506

11670

806

5821

1481

4400

3000

1000

0

880

0

250

7220

1931

700

6000

65665

资助率

22.5%

25.8%

19.2%

16.8%

50.0%

8.5%

9.0%

11.1%

—

3.4%

—

20.0%

21.6%

24.1%

66.7%

*

—

资助强度/
(万元/项)

55.1

29.7

32.2

291.1

1481.0

400.0

200.0

1000.0

—

880.0

—

250.0

1600.0 (中心)
300.0 (重点)
49.1 (培育)

275.9

350.0

*

—

* 由于涉及到不同项目类型，所以未给出平均资助率和资助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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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2023年及 2022年度各类基金项目申请与资助的

总体情况。

项目申请与资助的总体情况如下：

(1)申请量整体呈现上升趋势：面上、青年和

地区项目申请量较上一年度增幅分别为 0.8%、

3.4% 和 12.3%；杰青和优青项目申请量增幅为

12.3%和21.6%；重点项目申请量增幅为21.8%。

(2)资助率整体下降：重点和杰青项目资助率

下降，降幅分别为 17.9%和 11.8%；面上、地区和

优青项目资助率略有下降；青年和 NSAF联合基

金项目资助率保持相对稳定。

(3)资助强度：重点和重点国际合作项目平均

资助强度由 291.1 万元/项和 250.0 万元/项降低到

239.0万元/项和 210.0万元/项，降幅较大；面上和

地区项目平均资助强度略有降低。

(4)年龄分布情况：以面上项目获资助为例，

35 岁以下负责人占比 19%， 36 岁至 40 岁占比

34%，41 岁至 45 岁占比 25%，46 岁至 50 岁占比

10%，51 岁以上占比 12% (图 1)；负责人在 36 岁

至45岁段约占六成，是研究队伍的主力军。

(5)依托单位统计：申请依托单位数 599 个，

获资助依托单位数 261个，依托单位的获资助比

例为 43.6%。根据总经费的排序，表 2 列出前 10

位的获资助单位及获资助项目和经费的分布情况，

资助经费共约2.4亿元，约占总经费的35.7%。

2 各类项目的申请与资助情况

2.1 面上、青年和地区项目

面上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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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面上项目 359 项，资助率为

21.5%，平均资助强度由 2022年度的 55.1万元/项

降低至 52.6万元/项。青年项目注重培养青年科技

人员独立主持科研项目和进行创新研究的能力。

资助青年项目 410项，资助率为 26.0%，资助数和

资助率略高于 2022年度。青年项目实行经费包干

制，每项资助经费为 30万元(资助期限 3年)；仅

在站博士后可根据在站时间灵活选择资助期限，

经费按每年 10万元资助。地区项目旨在培养和扶

植特定地区的科技人员，为区域创新体系稳定和

凝聚优秀人才。资助地区项目 27 项，资助率为

18.5%，平均资助强度31.1万元/项。

物理Ⅱ有 6个二级学科：基础物理(A25)、粒

子物理(A26)、核物理(A27)、加速器、反应堆与

探测器(A28)、等离子体物理(A29)、核技术及其

应用(A30)。图 2给出面上和青年项目的二级学科

* 不含科学中心和NSAF中心项目。

表2 主要获资助单位的资助项目数和经费情况(按总经费排列)*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单位

中国科学院高
能物理研究所

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

北京大学

中国科学院近
代物理研究所

清华大学

复旦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山东大学

核工业西南物
理研究院

中国科学院理
论物理研究所

面上/项

19

16

8

26

10

11

13

7

6

2

青年/项

15

14

6

16

3

1

12

1

10

3

重点、
重大/项

4

—

3

—

1

2

2

—

1

1

创新研究
群体/项

—

—

—

—

—

—

—

1

—

—

杰青/项

—

2

2

1

—

1

1

—

—

1

优青/项

—

2

—

1

1

1

1

1

—

—

重大仪器(自
由申请)/项

—

—

—

—

1

—

—

—

1

—

NSAF/项

1

—

2

—

—

—

—

1

—

—

理论专
款/项

3

2

5

—

2

8

3

3

—

—

专项/项

—

2

—

—

—

—

—

1

—

9

总项目
数/项

42

38

26

44

18

24

32

15

18

16

总经费
/万元

3671

3193

2516

2450

2425

2299

2175

2038

1642

1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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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和资助情况分布。

2.2 重点、重大、重点国际合作、重大仪器项目

重点项目支持已有较好基础的科研人员开展

深入、系统的创新性基础研究，促进学科发展，

推动若干重要领域或科学前沿取得突破。项目指

南发布 22个研究领域，共接收申请 145项，资助

20 项(表 3)。资助率为 13.8%，资助经费 4780 万

元，平均资助强度 239.0万元/项，资助率和资助

强度较2022年度降幅较大。

重大项目面向科学前沿和国家经济、社会、

科技发展及国家安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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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项目指南发布 2 个研究方向，

接收申请 2项，资助 1项(表 3)，资助经费 1436.0

万元。

重点国际合作项目资助科研人员围绕科学基

金优先资助领域、我国迫切需要发展的研究领域、

我国科学家组织或参与的国际大型科学研究项目

或计划，以及利用国际大型科学设施与境外合作

者开展的国际合作研究。接收申请 5项，资助 2项

(表3)，资助强度210.0万元/项。

重大仪器项目面向科学前沿和国家需求，以

科学目标为导向，资助对促进科学发展、探索自

然规律和开拓研究领域具有重要作用的原创性科

研仪器与核心部件的研制，以提升我国的原始创

新能力。分为“自由申请”和“部门推荐”两个

亚类，其中“自由申请”项目经

费应小于 1000 万元/项，“部门推

荐”项目经费应大于或等于 1000

万元/项。“自由申请”项目接收

申请 26项，资助 2项(表 3)，资助

率 7.7%，资助经费 1646万元，平

均资助强度 823万元/项。“部门推

荐”项目接收申请 8 项，未有项

目获资助。

2.3 优青、杰青、创新群体、基础科学中心

优青和杰青项目属于国家科技人才计划，支

持青年学者自主选择研究方向开展创新研究，促

进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长。2018年科学基金改革以

来，人才类项目资助规模持续增长。

优青项目支持在基础研究方面已取得较好成

绩的青年学者开展研究，培育一批优秀学术骨干。

优青项目接收申请 207项，资助 17项(表 4)，含优

青(港澳)项目 2项，资助经费为 3400万元，资助

强度为200万元/项，资助经费实行包干制。

杰青项目是优青项目的上一层次人才计划，

支持在基础研究方面已取得突出成绩的青年学者

开展研究，吸引海外人才，培养一批优秀学术带

头人。杰青项目接收申请 146 项，资助 11 项(表

4)，资助经费为 4400万元，资助强度为 400万元/

项，资助经费实行包干制。

创新群体项目支持国内外优秀学术带头人

图1 面上项目获资助的负责人年龄段分布

图2 二级学科面上和青年项目的申请与资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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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选择研究方向、自主组建和带领研究团队

开展创新性的基础研究，攻坚克难，培育和造

就在国际科学前沿占有一席之地的研究团队。

创新研究群体项目接收申请 10 项，山东大学强

相互作用物理研究团队获得资助(表 4)，资助经费

1000万元。

基础科学中心项目旨在集中和整合国内优势

科研资源，瞄准国际科学前沿，超前部署，充分

发挥科学基金制的优势和特色，依靠高水平学术

带头人，吸引和凝聚不同领域和不同学科方向的

优秀科技人才，着力推动学科深度交叉融合，相

对长期稳定地支持科研人员潜心研究和探索，致

力科学前沿突破，产出一批国际领先水平的原创

成果，抢占国际科学发展的制高点，形成若干具

有重要国际影响的学术高地。基础科学中心项目

接收申请 3项，1项获得资助(表 4)，研究领域是

超强激光物理，资助经费6000万元。

2.4 NSAF联合基金

基金委与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于 2001年共同

设立的“NSAF联合基金”，旨在吸引和调动全国

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优秀团队，聚焦国家重大

战略需求相关领域科学研究的基础性问题，开展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项目名称

紧密围绕新强子态现象的强子谱学研究

亚原子粒子精密实验中的低能强相互作用修正

重味重子衰变及其CP破坏的理论研究

陶轻子衰变卡比玻压低过程的精确测量

后希格斯时代的新物理前沿研究

时空洛伦兹对称性破缺的唯象和理论研究

奇特核态的第一性原理计算与研究

重离子核反应中2—4倍常密区多粒子自洽微观输运研究

利用超新星核合成约束中微子质量排序

突破10飞秒分辨率的基于加速器的兆伏特超快电子衍射关键技术研究

高效率氮化硼单晶中子探测材料与器件关键技术研究

快时间分辨位敏型光电倍增管研制及应用研究

HL-2M托卡马克中子能谱诊断研究

磁约束聚变等离子体中低杂波参量不稳定性的理论研究和程序发展

高温等离子体X光辐射时空演化非平衡效应研究

激光驱动的超强核激发研究

用于Pb-Bi环境的低活化钢表面高熵合金薄膜的制备及其抗辐照和耐
腐蚀性能研究

薄膜中子极化器基础技术研究

研发10纳米高效率同步辐射软X射线复合波带片透镜关键技术的基础
研究

基于先进相干光源的高时空分辨、定量衍射成像新方法与新技术研究

利用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研究宇宙线起源问题

复杂系统中电磁波的热效应与人工调控

利用LHAASO与ENDA的混合探测数据研究膝区宇宙线轻成份能谱

高分辨聚变等离子体多尺度湍流相干散射诊断系统及核心技术的研制

基于碳纳米管分布式X射线源的静态CT超快高清成像设备

负责人

刘 翔

郑汉青

于福升

苑长征

杨金民

马伯强

许甫荣

李庆峰

梶野敏贵

向 导

殷 红

钱 森

袁国梁

高 喆

杨家敏

陈黎明

付恩刚

张 众

陈宜方

江怀东

曹 臻

黄吉平

马欣华

邓必河

陈志强

依托单位

兰州大学

四川大学

兰州大学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
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
研究所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

湖州师范学院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吉林大学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
研究所

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

清华大学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激光聚变研究中心

上海交通大学

北京大学

同济大学

复旦大学

上海科技大学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
研究所

复旦大学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
研究所

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

清华大学

资助金额/万元

239

1436

210

210

785

861

项目类型

重点

重大

重点国际
合作

重大仪器
(自由申请)

表3 重点、重大、重点国际合作和重大仪器项目资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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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学科交叉融合前瞻性研究，促进开放和交流，

培养高水平科研人才，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资助“培育项目”、“重点支持项目”和“中

心项目”三类项目。培育项目旨在扩大中国工程

物理研究院承建的国家大科学装置的开放共享，

促进交流合作；重点支持项目聚焦国家重大战略

需求相关领域关键瓶颈问题，面向未来潜在应用

和学科交叉创新，开展前瞻性、颠覆性基础科学

研究；中心项目主要对部分重要基础研究领域予

以稳定资助。共接收申请 180项，资助 39项，其

中培育项目 30项、重点支持项目 8项(表 5)、中心

项目1项(表5)，资助经费5380万元。

2.5 理论物理专款

“理论物理专款”于 1993年设立，旨在促进

我国理论物理学研究的发展，培养相关优秀人才，

充分发挥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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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度资助“创新研究中心项目”、“前沿

引领项目”、“博士后项目”、“前沿讲习班”和

“文化与传播项目”五类项目。创新研究中心项目

旨在支持高端和前沿问题的理论物理研究与论坛，

力争以前沿性、交叉性和创新性为目标，动员全

表4 优青、杰青、创新群体和基础科学中心资助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项目名称

机器学习随机动力学和非平衡系统相变

轻强子末态相互作用

重味物理理论

对撞机物理研究

早期宇宙相变相关粒子宇宙学

原子核结构理论

储存环核物理

相对论重离子碰撞实验

深地核天体物理

核反应堆多尺度物理热工耦合与安全分析

高纯锗探测器稀有事例探测实验

磁约束聚变等离子体杂质诊断及杂质输运研究

激光等离子体物理

载能离子辐照效应

芯能级谱学技术及应用

量子精密测量

天体粒子物理

统计物理，机器学习与量子计算

拓扑弦理论和全息对偶的高亏格振幅

微扰量子场论

粒子物理标准模型精确检验及新物理探寻

暗物质探测

放射性核束物理

相对论重离子碰撞理论

有限温度密度格点量子色动力学

核电子学—物理实验电子学高性能ASIC研究

激光惯性约束聚变

精密核孔膜研究

强相互作用物理

超强激光物理基础科学中心

负责人

汤 迎

戴凌云

朱瑞林

肖 朦

边立功

傅冠健

徐 星

寿齐烨

张立勇

肖 瑶

杨丽桃

张 凌

时 银

刘 鹏

陈双明

杨宇翔

吴震宇

张 潘

黄民信

马滟青

李 强

周 宁

孙保华

马国亮

丁亨通

赵 雷

蔡洪波

段敬来

司宗国

李儒新

依托单位

北京师范大学

湖南大学

南京师范大学

浙江大学

重庆大学

同济大学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复旦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清华大学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山东大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香港大学

香港中文大学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复旦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山东大学

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资助金额/万元

200

400

1000

6000

项目类型

优青

杰青

创新群体

科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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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基金

国优秀的理论物理研究力量，集中攻关，协同创

新。前沿引领项目探索资助具有理论物理特色的

前沿引领研究项目，优先资助具有先导性、原创

性的理论物理研究方向，鼓励跨团队合作，通过

深层次、实质性的交叉合作共同促进理论物理的

创新发展。为支持青年科技人才挑大梁、当主角，

前沿引领项目要求申请人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且年龄不超过 45岁。博士后项目意在鼓励从事理

论物理研究的入站博士后开展创新研究工作，培

养理论物理学科领域的优秀青年科技创新人才。

前沿讲习班项目是为理论物理青年学者开设系列

课程，系统训练基础理论，使青年学者深入了解

理论物理学科前沿。文化与传播项目资助理论物

理专著和科普著作的出版、彭桓武理论物理论坛

和理论物理菁英学校。

共接收申请 256项，资助 105项，其中创新研

究中心项目 3项、前沿引领项目 4项(表 6)、博士

后项目 80项、前沿讲习班 11项、文化与传播项目

7项，资助经费5720万元。

2.6 重点项目群专项

重点项目群专项资助需要及时资助的创新性

强、有发展潜力、涉及前沿科学问题的研究。我

国科学家在粒子物理陶粲领域积累了丰富的成果，

为深入研究强相互作用非微扰性质和核子内部结

构、探索新的电荷宇称不对称性、寻找奇特物质

和超出标准模型的新物理提供独特的平台，亟需

表6 理论物理专款中心项目和前沿引领项目资助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项目名称

理论物理专款西南理论物理中心

理论物理专款量子—宇宙理论物理中心

理论物理专款复杂系统理论物理中心

面向采样、模拟、通信的可演示与可验证的量子优越性

不同能标下中微子与物质相互作用属性的理论研究

开放量子体系中的奇特核结构以及重离子碰撞动力学中的新奇效应

高温超导微观机理及相关新物态的理论研究

负责人

吴兴刚

吴岳良

马余强

张利剑

于江浩

王思敏

姚 宏

依托单位

重庆大学

中国科学院大学

南京大学

南京大学

中国科学院理论
物理研究所

复旦大学

清华大学

资助金额/万元

300

300

900

500

资助期限/年

2

2

3

4

项目类型

创新研究
中心

前沿引领
项目

表7 重点项目群专项项目资助情况

序号

1

2

3

4

项目名称

新一代2—7 GeV能区超高亮度正负电子对撞机关键加速器物理问题研究

新一代2—7 GeV能区超高亮度正负电子对撞机硅像素内径迹探测器关键技术研究

新一代2—7 GeV能区超高亮度正负电子对撞机触发与数据传输关键技术研究

新一代2—7 GeV能区超高亮度正负电子对撞机高性能离线数据处理技术与软件以及
物理模拟研究

负责人

唐靖宇

孙向明

封常青

黄性涛

依托单位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山东大学

资助金额/万元

340

350

350

350

表5 NSAF联合基金重点支持项目和中心项目资助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项目名称

复杂多体问题的量子计算理论：从量子化学到核物理

辐射/力/热耦合下金属橡胶疲劳失效机理与寿命预测方法研究

新型热驱动自毁金属材料的组织设计与高性能制备

金属铀液滴燃烧气溶胶化的演化行为与机理模型研究

脱锂态高镍三元||锂贮备电池的电极表界面重构及其调控机制

复杂机电系统可靠性智能建模与评估方法研究

基于多重动态转变的环氧聚合物应力调控及可视化监测研究

基于正向设计策略与碳系导热填料的PBX导热增强研究

复杂系统集成共性基础问题研究

负责人

袁 骁

任志英

刘 刚

吴迎春

谢科予

程玉华

赵秀丽

张朝阳

刘 杰

依托单位

北京大学

福州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浙江大学

西北工业大学

电子科技大学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化工材料研究所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化工材料研究所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研究生院

资助金额/万元

300

1600

项目类型

NSAF
重点

NSAF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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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新一代超高亮度正负电子对撞机的预研，特

设立“新一代 2—7 GeV能区超高亮度正负电子对

撞机关键物理与技术问题研究”重点项目群专项

项目。接收申请 6项，资助 4项(表 7)，资助经费

1390万元。

3 2024年度申请注意事项

2024年基金委更加切实担负起新时期赋予科

学基金的职责使命，聚焦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

究和科技人才培养，持续提升资助效能，推出一

些新的改革举措。建议依托单位和申请者认真阅

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2024年度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相关类型项目管理办法

以及与申请有关的通知、通告等，尤其关注以下

几点：

(1) 取消面上项目连续两年申请未获资助后暂

停一年申请的限制；取消面上、青年和地区项目

不允许博士后研究人员变更依托单位的限制，博

士后研究人员作为申请人申请项目时，研究期限

由相应的项目类型确定。

(2) 将研究属性的分类简化为“自由探索类基

础研究”和“目标导向类基础研究”两类，适用

的项目范围为面上、青年和重点项目；对于个人

简历中的代表性论文，申请人应当根据其发表时

的真实情况如实规范列出所有作者署名，并对本

人署名情况进行标注。

(3) 继续向港澳地区依托单位开放青年项目，

将优青项目(港澳)并入优青项目，向港澳地区依

托单位开放杰青项目，在以上三类项目的评审中，

对于港澳地区和内地采用同样的标准和方式择优

资助。

(4) 将女性申请杰青项目的年龄限制放宽到48

周岁；开展杰青项目结题分级评价及延续资助工

作，确定评价等级并将其反馈依托单位，同时择

优遴选不超过 20%的项目给予第二个五年滚动支

持，资助强度800万元/项。

(5) 基础科学中心项目分为A类和B类，其中

A 类申请条件与往年一致，B类专门用于资助最

高年龄不超过 55周岁，平均年龄不超过 50周岁的

年轻科研团队。

(6) 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的人员，同

年申请和参与申请创新群体项目、基础科学中心

项目和杰青延续资助项目，合计限 1项；正在承

担及资助期满的杰青延续资助项目负责人不得申

请或参与申请创新群体项目。

(7) 试点企业创新发展联合基金和“叶企孙”

科学基金申请时不计入申请和承担项目总数范围，

正式接收申请后计入。

(8) 核物理(A27)申请代码有所调整，去掉原

二级代码“A2704核的基本对称性”，调整后的二

级代码为：A2701 核结构与衰变、A2702 核反应

与重离子核物理、A2703 中高能核物理、A2704

核天体物理、A2705核参数测量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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