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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1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科学问题属性的注意事项与建议说明 

北京大学科研部 基础研究办公室 

为完善树立科学的项目资助导向，从源头保障基础研究高质量发

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以下简称“基金委”）推出全面落实新时

代科学基金资助导向的改革举措，稳步扩大基于“鼓励探索，突出原

创；聚焦前沿，独辟蹊径；需求牵引，突破瓶颈；共性导向，交叉融

通”四类科学问题属性的分类申请与评审试点范围，引导广大科研人

员凝练和解决科学问题，持续提升科研选题和项目申请质量。 

近年来，基金委稳步开展基于四类科学问题属性的分类申请与评

审工作。2018 年开始对所有资助项目开展科学问题属性填报工作；

2019 年要求各类项目申请选择科学问题属性并阐述理由，同时在重

点项目与部分学科面上项目率先开展基于科学问题属性的分类评审

工作；2020年将分类评审试点范围拓展为全部面上项目和重点项目。

2021 年度首次将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纳入试点范围，即对重点项目、

面上项目和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试点开展基于四类科学问题属性的分

类评审，为建立项目分类管理机制奠定基础。 

  北
  大

  科
  研



北京大学科学研究部-2021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系列文件 

- 2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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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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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申请注意事项 

1. 申请人在填写申请书时，应当根据要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和

研究内容，选择科学问题属性，并在申请书中阐明选择该科学问题属

性的理由（800 字以内，含标点符号）。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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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委将根据

科学问题属性组织评审专家进行分类评审。 

3. 不在试点分类评审范围内的项目类型，也需选择科学问题属

性，以便基金委进行统计分析，为今后全面推行分类评审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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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申请建议说明 

1. 重视四类科学问题属性典型案例库与说明视频。在申请系统

中可下载各科学部典型案例汇总文件并观看说明视频（图 1-2）。建

议申请人根据自身专业领域重点学习相关案例，揣摩领会核心要义和

典型要素，增强对四类科学问题属性的理解，融入科学问题阐述的撰

写，提高申请书质量。我们将案例进行了汇总（附件）以便老师参考。 

 

图 1 申请系统中各科学部四类科学问题属性典型案例文件 

 

图 2 关于分类申请与评审的说明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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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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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说明以及案例文件。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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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完全等同于 800 字以

内的说明。 

（3）选择与撰写时应当着重对应各学部。对提供了科学问题阐

述的提纲模板与要点指导的，如化学科学部、地球科学部和管理科学

部，建议申请人对标撰写，以使说明理由更加规范；其它科学部均提

供了具体案例，应仔细揣摩并结合自己的研究内容进行撰写，注意重

点突出、结构清晰。 

（4）在重点关注本科学部典型案例文件的同时，其他科学部的

也可以作为参考借鉴，或许会有更多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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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注分类评审要点。

2021 年度开展分类评审的项目主要涉及三类：青年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重点项目。根据往年《通讯评议意见表》，可了解到面上

和重点项目不同科学问题属性的评审要点（图 3-4），供各位老师参

考（青年项目可参考面上项目评审要点）。

图 3 面上项目通讯评审要点 

图 4 重点项目通讯评审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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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点阅读《指南》中“科学部资助领域和注意事项”部分各学

部对于重视/鼓励的某类或某几类科学问题属性的相关阐述。尤其注

意上年度申请中发现的主要问题，均可作为申请人的重要选择参照。

以生命科学部为例：

（1）2020 年度项目申请中，部分申请人对 “鼓励探索，突出原

创”类科学问题属性把握不够准确，具体表现为没有在申请书中体现

哪些研究内容或工作基础属于申请者“首创”（“鼓励探索，突出原

创”类的申请经验教训。注：这一点在不同科学部均具有普适性）。 

（2）生物物理与生物化学（C05）：“本学科也将对科学问题属

性为“鼓励探索、突出原创”和“需求牵引、突破瓶颈”的项目给予

适当倾斜”。

（3）农学基础与作物学（C13）：“农学基础与作物学学科主要

资助以农作物及其生长环境为研究对象，瞄准国家农业重大需求开展

基础研究，具有明显的“需求牵引、突破瓶颈”为主的科学问题属性

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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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关注面上项目和重点项目的四类科学问题属性申请占比、资

助占比和资助率等数据。通过对 2020 年度面上项目和重点项目四类

科学问题属性的占比数据（图 5-6）或许有助于了解各个属性的申请

热度和通过难度。

图 5 2020 年度面上项目科学问题属性统计 

图 6 2020 年度重点项目科学问题属性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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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

（1）选择时请仔细考量本人研究内容，不要盲目随意。以“鼓励

探索，突出原创”为例，很多申请人认为“自己开展研究”的项目就

是“原创”，但基金委期待的“原创”可能更多关注研究内容相较此

前研究是否 “从无到有、从 0 到 1”，是否体现“首创”特征。从申

请与资助比例看实际符合标准的项目并不多，且与学科领域密切相关。 

（2）申请人可将上述统计数据作为辅助参考依据，尤其在申请

项目具有多重科学问题属性、边界较为模糊时，结合课题研究领域和

个人科研水平综合考量，选择把握更大、贴合更高的科学问题属性。 

5. 不在试点分类评审范围内的项目，同样需要重视科学问题属

性的匹配选择与理由阐述。目前虽然只有青年、面上、重点三类项目

开展分类评审，但其他类型项目也同时开展分类申请，其内容虽不在

评审过程中体现，但未来可能会起到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申请书更精准匹配“小同行”。在基金委逐年推进分类申

请与评审的改革背景下，科学问题属性将是今后“智能辅助指派”工作

的重要依据，非试点项目应积极做好准备，提前“预热”。

（2）会评分组可能的依据。根据以往经验，某些重要类型项目

在会评阶段分组过程中也可能引入科学问题属性作为分类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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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评审是逐步推进的系统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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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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