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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0 基金申请科学问题属性的几点思考和建议 

北京大学科研部 基础研究办公室 

近日，基金委在信息系统中发布了四类科学问题属性的典型案例库，供申请

人更加准确理解和把握四类科学问题属性的具体内涵，准确进行选择。关于这个

问题的一些思考与大家分享如下，如有疏漏错误之处恳请各位批评指正。 

【背景及意义】 

基于四类科学问题属性的资助导向是基金委确立的三大改革任务之一。科学

基金自 2018 年开始对所有资助项目开展科学问题属性的填报工作，自 2019 年

开始要求各类项目申请过程中单选科学问题属性并阐述选择该科学问题的理由

（800 字以内），并在重点项目与部分学科的面上项目率先开展基于科学问题属

性的分类评审工作，2020 年拓展为全部面上项目和重点项目范围内全面铺开此

项工作。

【四类科学问题属性内涵】 

（1）“鼓励探索、突出原创”是指科学问题源于科研人员的灵感和新思想，且

具有鲜明的首创性特征，旨在通过自由探索产出从无到有的原创性成果。 

（2）“聚焦前沿、独辟蹊径”是指科学问题源于世界科技前沿的热点、难点和

新兴领域，且具有鲜明的引领性或开创性特征，旨在通过独辟蹊径取得开拓性

成果，引领或拓展科学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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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需求牵引、突破瓶颈”是指科学问题源于国家重大需求和经济主战场，

且具有鲜明的需求导向、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特征，旨在通过解决技术瓶颈背

后的核心科学问题，促使基础研究成果走向应用。 

（4）“共性导向、交叉融通”是指科学问题源于多学科领域交叉的共性难题，

具有鲜明的学科交叉特征，旨在通过交叉研究产出重大科学突破，促进分科知

识融通发展为知识体系。 

针对以上四类科学问题属性，基金委申报系统中明确要求： 

（1）申请项目具有多重科学问题属性的，申请人应当选择最相符、最侧重、最

能体现申请项目特点的一类科学问题属性（单选）； 

（2）不在试点分类评审范围内项目的申请人，也需要选择科学问题属性。基金

委将在项目申请接收工作结束后进行与科学问题属性选择与填写相关的数据统

计与分析，为今后全面推行分类评审奠定基础。 

【四类科学问题属性选择与 800 字说明撰写依据】 

1. 分类申请与评审视频



北
大

科
研

3 
 

 

2. 各学部模板案例 

基金委根据各科学部的资助工作特点，共列举典型案例 83 个，其中“鼓励

探索、突出原创”案例 19 个，“聚焦前沿、独辟蹊径”案例 21 个，“需求牵

引、突破瓶颈”案例 24 个，“共性导向、交叉融通”案例 19 个。各学部模板

详见系统申请界面。主要目的有两个：（1）申请人能够更加熟悉四类科学问题

属性的界定；（2）评审专家能够对不同科学问题属性的项目更容易区分。 

为方便各位老师参考，将 8 个科学部案例内容整合为一个文件，详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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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项目评审要点（供参考） 

重点项目： 

 

面上项目： 

 

 

 



北
大

科
研

5 

【建议】 

1. 各学部的案例文件，是供大家选择“科学问题属性”以及“阐述选择该科学

问题的理由”时的重要参考。并非等同于 800 字以内的说明。 

2. 选择与撰写时应当着重对应各学部，尤其对提供了“标准化”提纲模板的，

要特别注意。例如：化学科学部、地球科学部和管理科学部，针对不同的科学问

题属性案例提供了相对“标准化”的提纲模板，建议可作为模板参考。而数理科

学部、生命科学部、工材科学部、信息科学部、医学科学部，模板化不明显，建

议撰写时着重借鉴要点。 

3. 在重点关注本科学部典型案例文件的同时，其他科学部的也可以作为参考，

或许会有更多启发。 

4. 800 字以内说明部分，不能等同于申请书的缩写，也不能等同于“拟解决关

键科学问题”的缩写，而一定是在充分理解四类科学问题属性内涵的前提下，以

“属性”为核心，结合本人的研究方向与科研经历，对所要开展的研究内容进行

重点阐述。撰写原则与思路重点参考基金委的官方视频、文字说明以及案例模板。 

5. 请注意查阅参考《指南》面上项目及重点项目中公布的资助与申请项目的科

学问题属性比例数据（仅部分学部给出，如 P87 生命科学部重点项目）。 

（1）选择时请仔细考量自己的研究内容，不要盲目随意。以第一类项目为例，

可能很多申请人认为“自己开展研究”的项目就一定是“原创”，但基金委定义

的“原创”可能更多关注研究内容方面相较此前研究是 “从无到有”，从公布

的比例上看实际符合这个标准的项目并不太多，且与学科领域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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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申请项目具有多重科学问题属性的，即边界模糊的，在充分考虑自身研究

内容情况下，上述《指南》中公布的相应比例数据可以作为选择的一种参考。 

6. 对除面上、重点以外的非试点项目，也同样需要重视科学问题属性的选择与

理由阐述。在基金委深入推进基于科学问题属性的分类申请与评审的改革背景下，

非试点项目虽然目前可能不会在评审过程中体现，但未来可能会起到重要作用。

主要体现在对申请人的影响： 

（1）申请书更精准匹配“小同行”。在目前推行的“辅助指派系统”中，除了

申请代码、关键词，科学问题属性（含 800 字的描述）将是未来申请与评审“智

能辅助指派”工作的重要依据； 

（2）目前在会评阶段分组过程中可能也会考虑项目的科学问题属性，19 年某些

学部已经开展； 

（3）更有利于精准匹配进入专家库。基于科学问题属性的申请与评审是个系统

工程，可以预见的是，信息填写的越准确，日后作为专家，也将越有利于匹配进

入相关学科领域的专家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