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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3 计划全称为“国家重点基础研究

发 展 计 划”， 于 1997 年 3 月 提 出 ，1998
年正式启动，简称 973 计划。 973 计划分

为农业、能源、信息、资源环境、人口与健

康、材料、综合交叉和重要科学前沿 8 个

领域。 2006 年，国家启动蛋白质研究、量

子调控研究、纳米研究、发育与生殖研 究

4 个重大科学研究计划，纳入 973 计划的

管理。截至 2007 年，973 计划共立项 464
项（含重大科学研究计划 82 项），国家财

政投入 82 亿元。
本文谈谈笔者对 973 计划定位的理

解，以及组织申请该计划项目的几点经验。
1 973 计划的定位

组织申请 973 计划， 首先要准 确 把

握 973 计划在国家科技计划体系中的定

位，只有这样才能在申请过程中做到有的

放矢、有效组织。否则，虽然花费了大量时

间精力，但结果往往是事倍功半，甚至 可

能无功而返。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管理办

法》 明确指出，973 计划以国家重大需求

为导向，主要任务是立足国际科学发展前

沿，解决中国经济建设、社会可持续发展、
国家公共安全和科技发展中的 重 大 基 础

科学问题， 用周光召先生的一 句 话 来 概

括，973 计划是“以基础研究的手段，弄清

事物内在规律，去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中

存在的重大问题”。
973 计划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下

简称基金）是国家支持基础研究的两大竞

争性资源，它们的定位各有侧重。 基金主

要支持自由探索的基础研究工作，强调研

究 工 作 的 科 学 价 值 ，强 调 “第 一 性 ”；973
计划强调基础研究面向国家重 大 战 略 需

求，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组织

多学科队伍解决制约国家经济 和 社 会 发

展的重大基础科学问题。
973 计 划 在 衔 接 基 础 研 究 与 高 技 术

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国家的 3 个科

技 主 体 计 划 ，973 计 划 支 持 重 大 基 础 研

究 ，863 计 划 支 持 前 沿 技 术 的 研 发 与 集

成，科技支撑计划支持行业共性关键技术

与产品工艺的攻关，三者是从上游到下游

的关系。基础研究是高新技术发展的重要

源泉。 973 计划项目产生的成果和培养的

队伍应能在可预见的未来转移 到 下 游 的

863 计划和科技支撑计划，并最终形成社

会生产力或产生社会效益。
申请人比较容易混淆 973 计 划 与 自

然科学基金、863 计划的定位， 把本应由

基金支持的探索性基础研 究 工 作 或 应 由

863 计 划 支 持 的 技 术 研 发 工 作 拿 来 申 请

973 计划，从而导致申请失败。
2 973 计划的组织申请

科技部通常于上一年的 11 月份向教

育部、科学院等相关部门征集重大需求建

议， 然后会同 973 专家顾问组依据国家

规划和需求建议研究制定 并 于 次 年 年 初

发 布 当 年 的 973 计 划 项 目 年 度 申 报 指

南，正式启动申报流程。 973 计划项目的

立项评审一般需要经过初评、复评和综合

评审 3 个步骤。
973 计划申请是跨单位、跨部门的申

请团队之间的竞争。 一项成功的 973 计

划申请通常需要将近 1 年甚或更长 时 间

的酝酿和组织，在这个过程中申请团队需

要做大量的组织协调工作，申请组织工作

的成效是决定竞争成败的关键。
1） 提前酝酿， 积极参与国家重大需

求建议的征集。 973 计划项目申报指南是

973 计划申请、评审、立项的重要依据，未

列入申报指南的内容 973 计划通常不予

资助。 因此，结合国家需求分析和申请团

队的工作基础，酝酿国家重大需求建议并

提交相关部门，不仅是科学工作者的义务

和责任， 也是 973 计划项目申请工作很

重要的第一步。建议申请团队至少提前半

年来讨论、酝酿国家重大需求、关键科学问

题、 解决重大基础问题的科学思想和自身

的优势。 国家重大需求建议应突出“国家需

要我们做什么”的思路，而不是表达“我们

想做什么”的想法。 一份精心准备、严谨合

理的建议是申请人给专家们良好的第一印

象。
2） 组织优势申请团队， 推荐首席科

学家。 973 计划的定位决定了该计划申请

团队应该集合国内相关领域的优势队伍，
即组建国家队来解决国家问题。申请人一

旦有意申报 973 计划， 就应及早组织申

请团队，联络协调合作单位，共同 酝 酿 国

家重大需求建议，凝炼申请内容，并 在 此

过程中进一步磨合、整合申请团队。
973 计划采取首席科学家负责制，推

荐首席科学家是申请团队的核心， 他需要

具备较高的学术造诣和较强的组织协调能

力，即通常所说的领军人物或帅才。 近年来

立项的 973 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多为年

富力强的中青年优秀科学家， 他们大多曾

获得过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资助。
3） 针对评审形式和专家特点准备申

请报告。 973 计划三轮立项评审的形式和

专家组成均不相同。 初评 采 取 函 评 的 方

式，评审专家为小同行；复评按领 域 分 别

进行答辩会评，评审专家为本领域的大同

行；综合评审不分领域，所有项目 依 次 进

行答辩， 评审专家为 973 计划专家顾问

组成员。 对于某一个申请项目而言，大多

数综合评审专家为非同行。
973 计 划 每 一 轮 评 审 的 竞 争 都 很 激

烈，细节决定成败。 申请团队应根据每一

轮的评审形式和专家组成，有针对性地准

备和调整报告内容、报告重点。 通常申请

报告需要反复修改，PPT 汇报也要多次演

练，才能达到满意的效果。在此过程中，可

邀 请 同 行 专 家 来 对 申 请 项 目 进 行 咨 询

和建议， 这对完善申请报 告 内 容 很 有 帮

助。

（责任编辑 齐志红）

“科技基金漫谈”栏目旨在介绍各种

科研基金申请的经验、 成效， 基金的申

报、材料准备等注意事项，国外科技基金

的设立、管理、效能状况等与科研人员切

身相关的资讯。 欢迎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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