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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基金

2009年度物理科学二处科学基金项目评审工作综述

李会红暋暋蒲暋钔暋暋彭光雄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数学物理科学学部物理科学二处暋北京暋100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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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简要综述20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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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对下年度的申请工

作提供指导.

1暋2009年度基金项目概况

2009年度物理科学二处共受理各类基金项目2046项,资
助549项,资助总经费2.1亿元.表1、表2和表3分别给出

2009和2008年度各类基金项目受理与批准的总体情况,以及

各领域的资助情况和理论与实验项目的对比情况.

表1暋2009和2008年度各类基金项目的受理与资助情况

2009年 2008年

项目类型 申请项数 批准项数 资助率/% 申请项数 批准项数 资助率/%

面上 668 198 29.6 574 178 31.0

青年 337 95 28.2 255 82 32.2

地区 28 8 28.6 21 6 28.6

重点 26 13 50.0 29 11 37.9

重大 1 1 1 1

杰出青年(含外籍) 55 5 9.1 54 6 11.1

海外港澳 5 2 40.0 3 1 33.3

群体 2 1 50.0 2 1 50.0

科学仪器 9 3 33.3 2 1 50.0

重大国际合作 2 1 50.0 4 1 25.0

NSAF联合基金 99 35 35.4 103 46 44.7

大装置联合基金 390 77 19.7

理论物理专款 424 110 25.9 210 77 36.7

合计 2046 549 1258 411

表2暋2009年度面上、青年和地区项目在各领域的资助情况

领域 申请代码 申请项数 批准项数 资助金额/万元 资助率/%

基础物理 A0501 210 49 1453 23.3

粒子物理 A0502 94 39 1284 41.5

核物理 A0503 121 44 1424 36.4

核技术 A0504 222 62 2137 27.9
粒子物理与
核物理实验设备 A0505 152 42 1446 27.6

等离子体物理 A0506 202 56 1757 27.7

同步辐射 A0507 32 9 313 28.1

小计 1033 301 9814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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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暋2009年度批准面上、青年和地区项目的理论与实验对比情况

面 上 项 目 青 年 基 金 地 区 基 金

项数
经费

/万元

强度

/(万元/项)
项数

经费

/万元

强度

/(万元/项)
项数

经费

/万元

强度

/(万元/项)

理论 89 3151 35.4 36 648 18.0 7 144 20.6

实验 109 4487 40.8 59 1352 22.9 1 32 32.0

总计 198 7638 38.6 95 2000 21.0 8 176 22.0

暋暋从上述数据可以得到如下的总体情况:
(1)申请量:2009年度受理的各类项目总数比2008年增

加788项,增幅为63%.主要原因是今年新启动了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员会与中国科学院共同设立的联合基金———大科学

装置科学研究联合基金,以及理论物理专款经费的增加使申

请量有大幅度增加.面上项目增幅为16%,青年基金增幅为

32%.
(2)资助率:面上项目和青年基金的资助率比上年略有下

降,青年基金的资助率比面上项目低了1.4%,地区基金的资

助率稳定不变.
(3)理论与实验分布:实验的资助项目数占总资助项目数

的56%.
(4)资助强度:面上平均资助强度为38.6万元/项,比去

年增加6%;青年基金平均资助强度为22万元/项,比去年增

加5%;地区基金平均资助强度为22万元/项,比去年降低

24%(理论研究项目相对多些).

2暋各类项目的情况分析
2.1暋面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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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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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面上项目资助数量相对平稳,资助强度稳

步增加.青年基金和地区基金属于人才资助系列,注重人才的

研究能力和创新潜力.

2.2暋重点、重大、重大国际合作和科学仪器项目

重点项目是基金研究项目系列中的一个重要类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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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发布了15个重点方

向,收到26份申请,资助13项,资助经费2620万元,平均资

助强度为202万元/项,其中理论项目6项,实验项目7项.

重大项目的定位是面向国家经济建设、社会可持续发展

和科技发展的重大需求,选择具有战略意义的关键科学问题,

汇集创新力量,开展多学科综合和交叉研究,充分发挥导向和

带动作用,进一步提升我国基础研究源头创新能力.重大项目

采取统一规划、分批立项的方式,在深入研讨和广泛征求科学

家意见的基础上提出重大项目立项领域.侧重支持在科学基

金长期资助基础上产生的“生长点暠,期望通过较高强度的支

持,在解决关键科学问题方面取得较大突破.2009年“托卡马

克高约束模物理机制研究暠获重大项目资助,经费为1000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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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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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LHCb实验中的重味物理实验研究暠获资助,经费

150万元,该项目利用欧洲核子中心CERNLHC上的探测器

LHCb开展物理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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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科学仪器方面共申请9
项,3项获资助,经费470万元.

2.3暋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和海外港澳

青年学者合作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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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杰出青年共申请55项,

5项获资助,经费1000万元;创新研究群体共申请2项,1项

获资助,经费500万元;海外港澳青年学者合作申请5项,2项

获资助,资助经费共40万元.

2.4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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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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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联合基金———“NSAF基金暠,目的是引导国内相关领域

的科研人员参与和开展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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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受理申请书99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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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个项目,资助经费1410万元.

2.5暋大装置联合基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中国科学院共同设立的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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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大科学装置作为综合研究平台,开展学科前沿研究、多学

科领域研究和综合交叉领域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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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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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度是该联合基金申请和受理的第一年,共收到申

请书390份,其中重点项目30份,一般项目360份,研究内容

涉及物理、化学、生命、医学、环境、材料、能源、地学、微电子学

及微机械等领域的多学科和学科交叉前沿问题.经过同行专

家评议和联合基金评审组的审议,共资助77个项目,其中重

点项目7项,一般项目70项,资助经费共4000万元.

2.6暋理论物理专款
“理论物理专款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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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专款的计划

经费经历5个阶段:1993—1994年为100万元/年,1995—

1998年为140万元/年,1999—2002年为200万元/年,2003—

2008年为300万元/年,从2009年起为800万元/年.2009年

新设 “合作研修项目暠(替代原“东西部合作项目暠),目的是支

持全国范围理论物理研究条件较差的学者或研究组,通过与

国内理论物理研究实力相对强的学者合作研修,完成项目研

究任务,提高科研能力和水平.该类项目共申请211项,资助

23项,资助经费322万元.“博士研究人员启动项目暠目的是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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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期使继续开展理论物理研究的青年学

者得到资助.该类项目共申请208项,资助82项,资助经费

244.4万元.资助“第六届彭桓武理论物理论坛暠1项,“研究型

高级研讨班暠1项,“第六期理论物理讲学暠活动1项和“西部理

论物理研究交流暠项目2项,资助经费95万元.

表4暋2009年主要获资助单位(按总经费排列)

单位 面上 青年 重点 重大
杰出

青年

创新

群体
海外

科学

仪器

重大

国际合作
NSAF大装置

理论

专款

总项

目数

总经费

万元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18 7 1 2 13 1 42 2589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11 9 2 8 30 1576

清华大学 11 5 2 1 1 1 3 24 1469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4 10 1 1 4 1 21 1438

北京大学 10 4 2 1 1 1 19 1133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11 5 1 1 1 19 749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10 2 1 1 14 637

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 6 4 1 2 13 599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 6 1 1 1 1 10 498

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 5 1 1 2 9 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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