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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书：申请成功的关键 !

基金评审

申请书质量

新颖、严谨、规范

申请人学术水平

答辩、申辩(面上)

基金成功的三要素

▷ 创新思想

▷ 研究基础

▷ 写作技巧

准确、清晰、具体、可行

合格的底线

  无明显漏洞

基金申请书 ——“七分工作，三分写作”

发挥自身优势，写好基金本子 —— 根本！



 一、申报准备

   查文献、寻方向、找问题、理思路

   阅读范例

申请规定、基金类型、团队组织、选题范围



阅读《项目指南》：原则、对象、条件

——申报政策与要求，特别注意:

                    新的规定与变化

——了解资助范围、重点与优先领域……

    明确资助导向、思考选题范围

   “科学问题属性”分类申请与评审

1、申请规定



分类
A.鼓励探索、突
出原创

B.聚焦前沿、独
辟蹊径

C.需求牵引、突
破瓶颈

D.共性导向、交
叉融通

  具

  体

  内

  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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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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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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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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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项目“科学问题属性”分类申请与评审

单选：最相符、最侧重、最能体现申请项目特点



 属性  A.鼓励探索、突出原创 B.聚焦前沿、独辟蹊径 C.需求牵引、突破瓶颈 D.共性导向、交叉融通

 特征 以自由探索为主要特征 关注拟研究科学问题的重
要性和前沿性

以研究的应用性为主要特
征

以多学科领域交叉为主
要特征

关注点
突出研究工作的原始创
新性，关注提出或拟解
决的重要基础科学问题

注重研究思想的独特性与
研究成果的潜在引领性,
旨在拓展该领域的科学前
沿

重点关注选题是否面向国
家需求，致力于解决技术
瓶颈背后的基础问题，促
进基础研究走向应用

鼓励对重要科学问题开
展跨学科研究，旨在形
成新的研究方式或孕育、
发展新的学科方向

 要点

  1

该申请项目的研究内容
是否具有原创性并值得
鼓励尝试?请对创新点
(如新思想、新理论、新
方法、新技术等) 详细
阐述判断理由
创新性:很好 好 一般 
差

该申请项目的研究思想或
方案是否具有新颖性和独
特性? 请详细阐述判断理
由
独特性:很好 好 一般 差

该申请项目是否面向国家
需求并试图解决技术瓶颈
背后的基础问题?请结合应
用需求详细阐述判断理由

该申请项目所关注的科
学问题是否源于多学科
领域交叉的共性问题，
具有明确的学科交叉特
征? 请详细阐述判断理
由并评价预期成果的科
学价值

 
  2

请评述申请项目的创新
点的科学价值及相对领
域的潜在影响

请评述申请项目所关注问
题的科学价值以及相关前
沿领域的潜在贡献

请评述申请项目所提出科
学问题与预期成果的科学
价值

请对学科交叉特点评述
申请项目研究方案或技
术路线的可行性

  3 
请结合申请人的学术背
景及研究方案评述开展
该原创新研究的可能性

请评述申请人的研究基础
与研究方案的可行性

请评述申请人的研究基础
与研究方向的可行性

请评述申请人或参与者
的多学科背景和研究专
长

  4 其他建议 其他建议 其他建议 其他建议

各类科学问题属性项目通讯评审评议要点



评价

要点

A.鼓励探索、突出原创 B.聚焦前沿、独辟蹊径 C.需求牵引、突破瓶颈 D.共性导向、交叉融通

1
针对申请项目的原创性
（如新思想、新理论、
新方法、新技术等）进
行详细评述

评述申请项目研究思想
或方案的新颖性、独特
性或引领性

评述申请项目是否面向
国家需求，致力于解决
技术瓶颈背后的重大科
学问题？

评述申请项目所关注的
科学问题是否为多学科
领域交叉的重要共性问
题

2
评述申请项目所提出创
新点的科学价值及对相
关领域的潜在影响

评述申请项目所提出问
题的科学价值及对相关
领域发展的影响

评述申请项目预期成果
的科学价值

针对学科交叉特点评述
申请项目研究方案或技
术路线的可行性

3
评述申请人与参与者的
研究领域与研究方案的
可行性

评述申请项目研究方案
的可行性

评述研究方案或技术线
的可行性

评述申请人的学术水平
及参与的多学科背景和
研究专长

4 其他建议
评述申请人与参与者的
研究水平及与本项目相
关的前期工作基础

评述申请人的学术水平、
组织能力及团队协作能
力

其他建议

5
/ 其他建议 其他建议 /

重点项目通讯评审要点



类型 面上 重点

申请/% 资助/% 申请/% 资助/%

A.鼓励探索、突出原创 8.79 8.20 7.31 3.26

B.聚焦前沿、独辟蹊径 38.60 46.55 36.90 60.87

C.需求牵引、突破瓶颈 39.38 34.50 43.20 29.35

D.共性导向、交叉融通 13.23 10.75 12.59 6.52

实施分类评审项目2020年资助情况



★  研究基础好

     科学问题“较小”、“点上”研究——面上

     科学问题“较大”、“区带”研究——重点、联合

            ( 在研究领域或研究方向范围内，凝练科学问题 )

★  研究积累一般

      青年基金——条件许可

            ( 选题的科学性与硕士、博士期间工作密切相关 )

      地区基金——特定地区

★  积累好的青年：面上优先

           ( 人才基金除外 )

2、申请类型——选择合适: 申请成功的第一步



申请项目——组建团队

     青年基金：以申请者为主

     面上基金： 固定成员2-3人，最好有高级职称

     重点基金：固定成员3-6人，高级职称≥2~3人

3、团队力量

人员合理分工：专业、年龄、研究基础与任务

工作时间：申请者 6 - 7 月 / 年，主要人员 5 - 6 月 / 年



把握: 基金资助导向( 4 类科学问题属性 )、注重创新！

选题: 找准切入点和方向——基金成功的关键

★  研究领域中未解决的问题——前沿文献与研究积累

      提出新理论、新学说、新方法，进行开创性研究

      将新理论、新方法与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发展

4、选题——“准备做什么?

对学科发展有重要

意义: 学科前沿或    

焦点研究

理论导向
从学科理论衍生发展出

新的理论，指导解决实

际问题



★  研究工作中新发现的问题——研究积累

★  对特殊现象提出的新问题——观察思考

——  以科学问题为导向，立足分析、观察与科学实验

——  避免雷同、相近、不擅长领域

——  避开同行竞争，优先考虑未做过、做得少

                                   ( 人无我有，人有我精 )

对科技、社会经济

发展有重要意义
 问题导向

从实践中提出问题上升

到理论高度研究；反过

来，新的理论指导解决

实际中的问题



二、撰写体会

 SCI 论文

 Editor            展示自己

                        研究成果

 Reviewers

 成果优于写作

 

  基金申请书

  评审    展示自己的

 专家    智慧与能力

 写作技巧为主



   申请书的“脸面”，对评审人说的第一句话

✔ 简洁明确、富于信息，新颖独特,吸引眼球

   对象、干什么、何问题、何目标

   透过现象看本质，演绎出一个科学问题

✘ 题目过长、关键词(定语)过多

✘ 内涵过大、过细

   太大，整个领域的问题

   太小、太细，具体的实验

1、题目——准备做什么?



2、科学问题属性

青年、面上、重点





高度概括：做什么，如何做，科学意义

五要素：选题背景与科学问题，研究内容，关键技术手段和方法，研究

        目标，科学意义

        ——精炼、完整，突出重点

        ——引发评审人兴趣和好奇心：你到底怎么做?

……是研究前沿/焦点，但对于……问题的研究尚未开展/解决。本申请项

目围绕……科学问题，拟以……为对象，采用……方法(手段) 开展……研

究，探索……问题，阐明……规律，揭示……机制，为……奠定基础问题/

提供……新思路/……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

3、摘要



用足400字！

 摘要160字

(1986? ~2002年)

摘要400字

(2002年~至今)



告诉评审人：为什么要申请/做这个研究项目?

分析和评述已有研究成果、资料，提炼科学问题

★  从研究领域层面提出科学问题

★  从研究方向综述研究动态、存在问题

★  研究必要性、问题的重要性(对本领域贡献与意义)

  ※ 再次申请者：有回应、有修改!

4、立项依据——“为什么要做”

项目的立项依据(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动态分析，需结合科学研究

发展趋势来论述科学意义;或结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关键科

技问题来论述其应用前景。附主要参考文献目录 )



前人对……开展了研究，提出了……等多种观点/认识 ( xxx，2012； xxx，

2017；xxx，2021) 。其中，xxx ( 2012 ) 对 ( 第一种 ) 机制研究比较

深入，但在解释……现象则遇到了困难；xxx ( 2017 )从……研究了( 第

二种 ) 机制，又难以解释……申请者基于……认为，"……可能是形成的

重要原因/因素。因此，申请者在对……进行初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本项

目的主要科学问题为……

★  科学问题的提出——研究现状调研基础



( 1 ) 立项背景及问题: 热点/焦点、研究背景与问题、研究意义

      ——科学问题的由来

      ——申请人对本学科及研究方向的把控能力

( 2 ) 研究现状:科研动态与科学问题

科学问题为导向，分析国内外进展，明确未解决的科学问题

   研究了什么 ? ——核心科学问题是什么?

   开展什么研究 ? ——解决了什么问题?

   未解决的问题 ? ——考虑如何解决?

——评审人快速判识拟解决科学问题的重要性

( 3 ) 研究的必要性:研究目标、解决科学问题、科学意义

——提升:全球视野、领域高地

——首尾呼应，画龙点睛



（1）研究现状：以科学问题为导向逐次展开

         与本项目密切相关！避免写成综述性、科普性

（2）层次分明：小标题，突出重点

     核心语句突出显示

（3）评论：客观、中肯，不偏激

（4）语言精练，反复推敲

（5）文献：类别全，数量适宜，50～80条(青，面)

         经典、新(近1-3年、当年)

         自引:不过分强调、拔高，以说明问题为宜

注意:



4、研究内容、研究目标与关键科学问题

研究目标：为什么干? 取得什么学术成果?

——解决科学问题的效果：预期重要成果的展现

——目标明确、可实现，不要太大

        本课题围绕…，弄清…，阐明…规律，揭示…机制…

研究内容：做什么? 准备开展的研究

——体现解决某一具体问题、达到目标的工作

关键科学问题：为达到目标需解决的关键问题

——研究中难点、重点问题 ( 理论层面 )

——不是技术层面的难题、关键步骤！

项目的研究内容、研究目标，以及拟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 ( 此部分为重

点阐述内容 ) ；



✘ 具体工作明细:野外调研、室内观测、实验测试、模拟计算、归纳分析等

紧扣研究目标和科学问题，分层次撰写

研究内容:3-4项，各有小目标，相对独立

——层次分明，环环相扣，布局合理，突出重点

——注意与技术路线的区别

✘ 内容过多——难完成

✘ 内容分散——难阐明（小）目标

✘ 研究方法——思路不清

研究内容



研究方案：研究内容的扩展和延伸，研究思路的具体体现

——与研究内容标题对应，逐项填写

研究方法：针对研究内容，采用方法——较具体、新

技术路线：研究思路——将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步骤有机组合，

具有逻辑性

实验手段：较具体

关键技术：选择重要的2-3条

5、研究方案和可行性 如何做?

拟采取的研究方案及可行性分析 ( 包括研究方法、技术路线、实验手段、关

键技术等说明 ) ；



理论上可行：基于成熟的理论

技术方法上可行

    传统的——成熟方法

    特色的——新方法

研究力量可行

实验条件可行

    研究条件(仪器、设备) 具备

——再次说服评审专家:我能做、给我做!

可行性



项目申请的关键——提炼2-3个特色和创新点

（1）理论创新：……学术思想新颖

（2）方法创新：独特、新颖方法

（3）应用创新：独特对象、新技术手段

——独特的视角、解决问题的方式、学科交叉等

    ✘ 填补空白、首次

——向评审专家再次阐述：本项目重要!

6、项目特色和创新性



科学问题解决程度——与研究目标吻合

解决了什么科学问题——弄清或揭示机理、机制或规律;

研究指标——SCI论文、人才培养、其它

7、预期成果

8、年度计划

——安排合理、尽量具体、详细，按年度写，具体到月份

✔ 第2-3年：论文、学术交流



研究基础非常重要！

       研究内容100%——前期工作完成30-50%

       ✔ 恰当展示

       ✔ 展示80%以上

       ✘ 工作极少

青年基金：侧重学术观点新颖

9、研究基础和工作条件   有何条件做？

研究基础 ( 与本项目相关的研究工作积累和已取得的研究工作成绩 )



单位已有研究条件

——研究方案中提到的关键仪器设备

——需用外单位特殊仪器设备时

    实验室、已联系对方(获得同意)

    与技术人员有合作

工作条件

工作条件(包括已具备的实验条件，尚缺少的实验条件和拟解决的途径，

包括利用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和部门重点实验室等研究基地

的计划与落实情况)



1. 申请人同年申请不同类型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情况(列明同年申请的其他

项目的项目类型、项目名称信息，并说明与本项目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2. 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的申请人或者主要参与者是否存在同年申请或

者参与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单位不一致的情况；如存在上述情况，列明

所涉及人员的姓名，申请或参与申请的其他项目的项目类型、项目名称、单位名

称、上述人员在该项目中是申请人还是参与者，并说明单位不一致原因。

3. 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的申请人或者主要参与者是否存在与正在承担

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单位不一致的情况，如存在上述情况，列明所涉及人

员的姓名，正在承担项目的批准号、项目类型、项目名称、单位名称、起止年月，

并说明单位不一致原因。

4. 其他。

(三)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反复修改、干锤百炼

按编写提纲逐项编写，不随意变更或有遗漏!

上年申报未获资助：认真对待，有相关修改说明

写作：深入浅出、通俗易懂

文字：句子通顺，逻辑清晰，避免错别字

排版格式：美观、赏心悦目

请人修改、提意见

逐字、逐句、逐段、逐项审阅后再提交



文字、语句、格式、排版：细密、细致

准：

题目、关键词、科学问题及属性: 准确、确切

精：

摘要、目标、创新点: 精炼、精辟

实：

细：

研究内容、技术路线

预期成果、研究基础：真实、确实



THA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