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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度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申请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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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由李政道先生倡议、邓小平同志决

策于 1985 年设立，是国家专门为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设立

的科研基金,旨在促进具有发展潜力和创新能力的优秀博士

后研究人员在站期间开展创新研究，培养造就一支高层次创

新型博士后人才队伍。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经费主要来源于

中央财政拨款。截至 2016 年，资助金额总计 32.9 亿元，资

助博士后研究人员 6 万余人。我国实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

制度，是一项富有远见的战略决策，对实施人才强国战略、

培养博士后创新人才和促进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具有独特

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在全国博士后管委会领导下，具

体负责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的评审、追踪问效和经费管理等

工作。“十三五”期间，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工作的指导思

想为：适应博士后分类管理要求，提升资助工作的针对性；

适应提高博士后研究人员培养质量的要求，提升对博士后研

究人员开展创新研究的支持力度；适应吸引优秀海内外博士

做博士后的要求，提升博士后科学基金的品牌影响力。2017

年,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将开展面上资助工作两批次、特

别资助工作一批次，优秀学术专著出版资助一批次，继续实

施“西部地区博士后人才资助计划”，与全国博士后管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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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共同实施“博士后创新人才资助计划”，与中国科学

院共同开展联合资助优秀博士后项目。

为使博士后设站单位和博士后研究人员了解 2017 年基

金资助工作的有关要求，体现公开、公平、公正的资助原则，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编辑了《2017 年度中国博士后科学基

金申请指南》（以下简称《指南》）。2017 年资助工作调整

的内容在《指南》中以脚注标识。请各有关地区、部门及设

站单位根据《指南》要求组织好 2017 年度博士后科学基金

资助工作。《指南》中的内容如有调整，中国博士后科学基

金会将在中国博士后网站发布相关信息，不再另行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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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助类型

（一）面上资助

面上资助是给予博士后研究人员在站期间从事自主创

新研究的科研启动或补充经费。经过专家通讯评议确定资助

对象。资助标准分两个等次，一等 8 万元，二等 5 万元。2017

年拟资助人数为当年进站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面上资助实施Ā西部地区博士后人才资助计划ā（以下

简称Ā西部资助计划ā），对在西部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

族地区和革命老区博士后设站单位从事研究工作的博士后

研究人员进行资助。不含这些地区的部队设站单位，中央直

属高校，985、211 大学及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所，优先对所申

请项目与倾斜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博士后研究人

员进行资助。“西部资助计划”与当批次面上资助工作同时

组织开展，博士后研究人员不需单独申请。2017 年拟资助

80 人，每人 5 万元。

（二）特别资助

特别资助是为了鼓励博士后研究人员增强研究创新能

力，对其中一部分非常优秀的博士后研究人员实施的资助。

经过专家通讯评议和会议评议两轮评议确定资助对象。2017

年拟资助约 830 人,资助标准为 1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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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优秀学术专著出版资助

优秀学术专著出版资助主要用于资助博士后研究人员

出版其在博士后在站研究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资助领域为

自然科学。出版物统一命名为《博士后文库》，有独立书号。

2017 年度拟资助出版专著 30 部左右，资助标准为每部专著

平均 5万元。

（四）联合资助优秀博士后项目

联合资助优秀博士后项目是为支持中国科学院“率先行

动”计划的实施，由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与中国科学院共

同出资设立，旨在吸引、选拔一批特别优秀的青年人才，提

高博士后培养质量。联合资助采取站前资助方式，资助对象

为有意向进入中国科学院“四类机构”博士后设站单位从事

博士后研究的优秀博士。2017 年拟资助 50 人，资助标准为

2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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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请条件

（一）面上资助

1.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

2.具备良好的思想品德、较高的学术水平和较强的科研

能力。

3.申请面上资助的项目应具有基础性、原创性和前瞻

性，具有重要科学意义和应用价值，且为本人承担。

4.进站一年半以内可多次申请，每站只能获得一次面上

资助。

5.入选“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中德博士后交流项目”

和“香江学者计划”
①
的派出人员在未结束派出工作前不可

申请。已结束国（境）外研究工作后继续在国内设站单位开

展博士后研究工作的，可以申请，但须由所在设站单位出具

证明。

6.不限制申请人数。

7.涉密项目不允许申报。

（二）特别资助

1.进站满 4 个月。

2.已取得突出的科研成果，或在项目成果转化方面已取

得好的成效。

ķ
ᯠሩĀ俉⊏ᆖ㘵䇑ࡂāޕ䘹㘵Ⲵ㾱≲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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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发展潜力大，在站期间的研究工作表现出较强的创新

能力。

4.申请特别资助的项目应具有突出的学术价值或创新

性。

5.申请项目可以是获得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

项目的延续和深化，但必须有创新点或创新成果。

6.由设站单位、有关省（市、区）或部门择优推荐。流

动站设站单位及北京市非市属工作站设站单位负责组织本

单位的推荐，其他工作站设站单位由所在省（市、区）或部

门的博士后管理部门负责推荐。流动站设站单位及北京市非

市属工作站设站单位，按各单位在站博士后人数的 1/10 推

荐；不足 10 人的，推荐 1 人。各省（市、区）推荐名额为

所辖全部工作站在站人数的 1/10;不足 10 人的，推荐 1 人。

军队系统各流动站和工作站设站单位，推荐名额为各设站单

位在站博士后人数的 1/10;不足 10 人的，推荐 1 人。

各部门、单位的推荐名额由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据实核

定，并在“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管理信息系统”明示。

7.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博士后研究人员，可优先推荐：

获得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或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等资助；作为主要研究人员参加“863”

“973”或国家知识创新工程等重大科技项目；获得省部级

以上科技奖励或学术荣誉称号；设站单位引进的优秀留学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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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才；设站单位重点培养的学术技术带头人或后备人才。

8.每位博士后研究人员每站只能获得一次特别资助，对

在当批次资助结果发布之前出站的博士后研究人员不予资

助。

9.对在当批次资助结果发布之前出站的博士后研究人

员不予资助。

10.入选“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中德博士后交流项

目”和“香江学者计划”
②
的派出人员在未结束派出工作前

不可申请。已结束在国（境）外研究工作后继续在国内设站

单位开展博士后研究工作的，可以申请，但须由所在设站单

位出具证明。

11.入选“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联合资助优秀

博士后项目”的人员不可申请。
③

12.涉密项目不允许申报。

（三）优秀学术专著出版资助

1.申请人须为所投专著的唯一作者。

2.申请人须为在站两年以上或已出站的博士后研究人

员。在站期间获得过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者优先。

3.专著学科领域为自然科学。

4.专著字数不少于 15 万字。只限学术专著，不含译著、

研究报告集、学术资料、工具书等。

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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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涉密及军事学相关学科的专著不允许申报。

6.专著作者须在完成全部书稿后提出申请。

（四）联合资助优秀博士后项目

申请人须为 2017 年度拟进入中国科学院“四类机构”

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的人员，并应具备以下条件：

1.具有良好的科研潜质和科学道德。

2.获得博士学位 3 年内的全日制博士，2017 年度应届全

日制博士毕业生优先（申报时已满足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的基

本要求）。

3.至本批次申请截止日期不超过 34 周岁。
④

4.已初步选定博士后合作导师，并与合作导师商议形成

初步研究计划。

5.入选者办理入站手续时须将人事关系转入博士后设

站单位。
⑤

6.外籍（境外）人员须保证在博士后流动站全职工作时

间不少于 2 年。

7.涉密项目不允许申报。

8.当年度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和联合资助优秀博

士后项目不可重复获得。

ĺ
ᯠᒤ喴䲀ࡦǄ

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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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请材料及要求

（一）面上资助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申请书ā1 份，“专家推

荐意见表ā2 套（含原件）。

具体要求：

1.“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申请书”由“中国博

士后科学基金管理信息系统”生成。申请书的校验码须与“中

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管理信息系统”中的校验码一致。

2.“专家推荐意见表”由申请人在“中国博士后科学基

金管理信息系统”中下载，请相关专家填写。

3.申请人不得在“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申请

书”标识为红色的边框内填写个人信息，包括申请人姓名、

设站单位名称、合作导师姓名等，否则视为故意向评审专家

泄露个人信息，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将根据评审专家认定

的结果，取消申请人的资助资格。

（二）特别资助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申请书”2 份
⑥
，科研成

果证明材料 2 套。

具体要求：

1.“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申请书”由“中国博

ļ
࣐ 1ԭ⭣䈧Җ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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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后科学基金管理信息系统”生成。申请书的校验码须与“中

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管理信息系统”中的校验码一致。

2.科研成果证明材料包括：科研学术类奖励或专利证

书、重要的学术称号或荣誉称号证书、学术专著的版权页或

重要学术论文的期刊封面及论文首页等。科研成果证明材料

须准备 2 套，每套单独装订成册，以申请书封面作为封面。

3.申请人不得在“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申请

书”标识为红色的边框内填写个人信息，包括申请人姓名、

设站单位名称、合作导师姓名等，否则视为故意向评审专家

泄露个人信息。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将根据评审专家认定

的结果，取消申请人的资助资格。

（三）优秀学术专著出版资助

专著、《博士后文库》出版资助申请表、《博士后文库》

报名信息表、专著查重报告。
⑦

（四）联合资助优秀博士后项目

申请书 2 份，身份证明材料 2 份，专家推荐意见表 2 套，

学术及科研成果材料 2 份。

具体要求：

1.身份证明材料。

已获得博士学位的拟进站人员，提供博士学位证书复印

件、博士学位论文目录和摘要；

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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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的应届博士毕业生，提供学生证

复印件、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决议书复印件、博士学位论文目

录和摘要；

通过中期考核的应届博士毕业生，提供学生证复印件、

中期考核表、中期考核报告目录和摘要。

2.专家推荐意见表须由两位专家填写。其中一位须为博

士导师，另一位为拟进站单位的博士后合作导师。

3.学术及科研成果材料包括：代表申请人最高学术水平

和科研成果的论文、专著、专利或奖励等，可以从以上类型

材料中任选，但总数不超过 3 个。其中：论文提供全文，专

著提供目录和摘要，专利或奖励提供证书复印件。
⑧

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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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申请材料的提交和审核

(一)面上资助

1.申请人登录中国博士后网站“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管

理信息系统”，下载申报软件；网下填写“中国博士后科学

基金面上资助申请书”；在线上传至设站单位；在线打印纸

质申请书 1 份，申请书的校验码须与“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

管理信息系统”中的校验码一致。

2.申请人在线打印“专家推荐意见表”，分别交合作导

师和同行专家填写。

3.申请人将纸质申请书 1 份及“专家推荐意见表”2 套

（含原件）一并交设站单位审核。

4.设站单位博士后管理人员登录“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

管理信息系统”，对照纸质申请书审核申请数据并提交，在

线打印“申报情况汇总表”。

5.军队设站单位与地方设站单位联合培养的博士后研

究人员申请面上资助，申请材料不得在网上提交。申请人需

在“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管理信息系统”中下载申报软件，

网下填写后打印纸质申请书 3 份，刻录光盘 1 张。“专家推

荐意见表”需准备 3 套，每套单独装订成册。

6.设站单位博士后管理人员在“申报情况汇总表”上加

盖公章，连同申请人提交的“专家推荐意见表”原件，在审



14

核截止日期前快递至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以投递日戳为

准）。其余纸质申请书 1 份及“专家推荐意见表”1 套由设

站单位留存 3 年。

7.军地联合培养博士后研究人员非涉密项目申请材料

由申请人报送设站单位，设站单位快递至中国博士后科学基

金会。

8.在申请截止日期前，申请人对已在网上提交的申请数

据有修改需求时，如果申请材料已提交至设站单位，申请人

需向设站单位提出申请，由设站单位在网上将申请材料驳回

申请人进行修改；如果申请材料已提交至中国博士后科学基

金会，需由设站单位向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提出申请，中

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在网上将申请材料驳回设站单位，再由

设站单位在网上驳回申请人进行修改。

（二）特别资助

1.申请人登录中国博士后网站“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管

理信息系统”，下载申报软件；网下填写“中国博士后科学

基金特别资助申请书”；在线上传至设站单位；在线打印纸

质申请书 1 份，纸质申请书的校验码须与“中国博士后科学

基金管理信息系统”中的校验码一致。

2.申请人将纸质申请书 2 份、科研成果证明材料 2 套交

设站单位审核。科研成果证明材料不可网上传输。

3.军队设站单位与地方设站单位联合培养的博士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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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申请特别资助，申请材料不得在网上提交。申请人需在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管理信息系统”中下载申报软件，网

下填写后打印纸质申请书 3 份，刻录光盘 1 张。科研成果证

明材料需准备 3 套，每套单独装订成册，以申请书封面作为

封面。

4.设站单位博士后管理人员在博士后研究人员申请截

止后，登陆“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管理信息系统”查看本单

位推荐名额。

5.设站单位博士后管理人员登录“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

管理信息系统”，对照纸质申请书审核申请数据并提交，在

线打印“申报情况汇总表”。网上审核通过人数不得超过推

荐名额。

6.设站单位博士后管理人员在“申报情况汇总表”上加

盖公章，连同申请人提交的纸质申请书和科研成果证明材料

各一份在审核截止日期前快递至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以

投递日戳为准）。其余纸质申请书 1 份
⑨
及科研成果证明材

料 1 套由设站单位留存 3 年。

7.军地联合培养博士后研究人员非涉密项目申请材料

由申请人报送设站单位，设站单位快递至中国博士后科学基

金会。

8.在申请截止日期前，申请人对已在网上提交的申请数

Ŀ
᭩ਚᨀӔ、⹄ᡀ᷌䇱᰾ᶀᯉѪ਼ᰦᨀӔ㓨䍘⭣䈧Җ઼、⹄ᡀ᷌䇱᰾ᶀᯉ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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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有修改需求时，如果申请材料已提交至设站单位，申请人

需向设站单位提出申请，由设站单位在网上将申请材料驳回

申请人进行修改；如果申请材料已提交至中国博士后科学基

金会，需由设站单位向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提出申请，中

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在网上将申请材料驳回设站单位，再由

设站单位在网上驳回申请人进行修改。

（三）优秀学术专著出版资助

1.申请人在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网站下载并填写《博

士后文库》出版资助申请表、《博士后文库》报名信息表。

2.将专著、《博士后文库》出版资助申请表以 PDF 格式

刻录光盘 1 张，并在光盘上标识博士后姓名、专著名称。

3.委托专业机构对专著内容进行查重检测，提供该机构

出具的查重报告。

4.将光盘、查重报告于投稿截止日期前快递至中国博士

后科学基金会(以投递日戳为准)；同时将《博士后文库》报

名信息表发送至 chubanzizhu@126.com，邮件标题格式为：

博士后姓名+专著名称。

（四）联合资助优秀博士后项目⑩

1.申请人登录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网站的基金资助

大厅，注册后网上填写并提交申请书，上传学术及科研成果

材料、博士导师和博士后合作导师推荐意见表扫描件。在线

ŀ
᭩Ѫ㖁кᨀӔ⭣䈧Җ઼㖁кᇑṨ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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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纸质申请书 2 份，纸质申请书的校验码须与“中国博士

后科学基金管理信息系统”中的校验码一致。

2.申请人将身份证明材料、申请书、专家推荐意见表、

学术及科研成果材料按顺序分别装订成 2 册，交拟进站单位

审核。

3.设站单位博士后管理人员审核纸质申请材料，加盖博

士后管理部门公章。对照纸质申请材料，登录“中国博士后

科学基金管理信息系统”，网上审核相应文档并提交，在线

打印“申报情况汇总表”。

4.设站单位博士后管理人员在“申报情况汇总表”上加

盖公章，连同申请人提交的纸质申请材料（1 册）在截止日

期前提交中国科学院人事局机构与岗位管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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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资助工作时间安排

时间

批次

博士后申

请截止时

间

设站单位或省

（市、区）、部

门审核截止时间

专家评审截

止时间
公示时间

出版社

选题论

证

第 61 批面上资助 � ᴸ �� ᰕ � ᴸ �� ᰕ �ᴸ �� ᰕ �ᴸѝᰜ ��

第 62 批面上资助 � ᴸ � ᰕ � ᴸ � ᰕ �� ᴸ �� ᰕ �� ᴸлᰜ ��

第十批特别资助 � ᴸ �� ᰕ � ᴸ �� ᰕ �ᴸ �� ᰕ �ᴸкᰜ ��

联合资助 � ᴸ �� ᰕ � ᴸ �� ᰕ � ᴸлᰜ �ᴸѝᰜ ��

优秀学术专著

出版资助
� ᴸ �� ᰕ �� � ᴸлᰜ �� � ᴸѝᰜ

⌘ ⭣̟䈧䶒к䍴઼ࣙ⢩࡛䍴ࣙঊ༛ਾ⹄ウӪઈ൘ᢩ⅑⭣䈧ᡚ→ᰕᵏࡽ ਟ̍䲿ᰦ൘㖁кᨀӔ

⭣䈧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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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评审工作

（一）面上资助和特别资助

对面上资助，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组织专家通讯评

议。其中，军队系统、军队和地方联合培养博士后研究人员

的申请材料由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委托军队系统单独组

织专家会议评议。

对特别资助，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先组织专家通讯评

议，再组织专家会议评议。其中，军队系统非医学专业领域、

军队和地方联合培养博士后研究人员的申请材料由中国博

士后科学基金会委托军队系统单独组织专家会议评议。

专家评议均采取网上评议。其中专家通讯评议采取匿名

评议形式，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工作人员不可见申请人及

评审专家姓名，评审专家不可见申请人姓名等信息。

评审专家由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从中国博士后科学

基金评审专家数据库中随机选聘。

1.专家通讯评议

具体程序：

（1）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按申请人申报项目所属二

级学科对申请材料进行分组。

（2）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从评审专家数据库中根据

二级学科为每个评审学科组随机匹配 7 名同行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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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评审专家根据通讯评议标准（表 1、表 2），按百

分制打分。

（4）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核对评审专家评分，以体

操计分法计算每位申请人的得分，并按得分高低在评审学科

组内进行排序。

（5）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根据当批次资助比例，在

各评审学科组中按照分数高低确定拟资助人员（面上资助），

确定进入会议评议人员（特别资助）。

㺘 � 䶒к䍴ࣙ䙊䇟䇴䇞ḷ߶

序号 项 目 评 审 标 准 说 明 等级 分 数

�
⭣䈧Ӫᆖᵟ≤

ᒣ઼、⹄㜭࣋
ሩ਼㓴⭣䈧Ӫ䘋㹼∄䖳઼䇴࠶Ǆ

儈 ��ü�� ࠶

ѝ ��ü�� ࠶

վ ਜ਼�ԕл�࠶��

�
⭣䈧䍴ࣙ亩ⴞ

Ⲵࡋᯠᙗ

ᆖᵟᙍᜣᴹ䟽㾱ࡋᯠˈާᴹ䟽བྷ、ᆖѹᡆ

ᓄ⭘ࡽᲟˈਟ㜭ᑖᶕ、ᆖᢰᵟᡆᆖᵟ⹄ウⲴ

ケᙗ䘋ኅ˗⹄ウⴞḷ᰾⺞ǃᇩާփˈ䘁

ᵏਟᵋਆᗇ䟽བྷ䘋ኅ˗⹄ウᯩ⌅ǃ䇑઼ࡂᢰ

ᵟ䐟㓯ᴹ䟽㾱ࡋᯠǃਸ⨶ǃਟ㹼˗

ྭ ��ü�� ࠶

ᆖᵟᙍᜣᴹࡋᯠ�ᡆᴹаᇊ⢩㢢�ˈާᴹ䖳䟽

㾱Ⲵ、ᆖѹᡆᓄ⭘ࡽᲟ˗⹄ウⴞḷ∄䖳᰾

⺞ǃᇩ∄䖳ާփ 䘁̍ᵏਟᵋਆᗇ䖳བྷ䘋ኅ˗

⹄ウᯩ⌅ǃ䇑઼ࡂᢰᵟ䐟㓯ᴹ⢩㢢ǃਸ⨶ǃ

ਟ㹼˗

ѝ ��ü�� ࠶

䐏䑚⹄ウˈնᴹаᇊⲴᯠˈᴹаᇊⲴ、

ᆖѹᡆᓄ⭘ࡽᲟ˗⹄ウⴞḷสᵜ᰾⺞ǃ

ᇩ䘲ᖃˈਟᵋਆᗇаᇊ䘋ኅ˗⹄ウᯩ⌅ǃ䇑

ᢰᵟ䐟㓯สᵜਸ⨶ǃਟ㹼Ǆ઼ࡂ

ᐞ ਜ਼�ԕл�࠶��

� 亩ⴞสᶑԦ Ǆ࠶ᦞ亩ⴞสᶑԦ䘋㹼∄䖳઼䇴

ྭ ��ü࠶�

ѝ �ü� ࠶

ᐞ ਜ਼�ԕ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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㺘 � ⢩࡛䍴ࣙ䙊䇟䇴䇞ḷ߶

序号 评 审 标 准 说 明 分 数

�
䙊䗷⭣䈧ӪⲴᆖᵟ⹄ウ㓿শ઼ᐢ㓿ਆᗇⲴ、⹄ᡀ᷌ㅹᛵߥ 䇴̍ԧަᆖ

ᵟਁኅⲴสᶑԦǄ
�� ࠶

�
䙊䗷ᡰ⭣䈧䈮仈൘ᆖᵟᙍᜣᡆ⨶䇪ᯩ⌅ㅹᯩ䶒Ⲵࡋᯠ⛩ 䇴̍ԧ⭣䈧Ӫ

Ⲵ、⹄ࡋᯠ㜭࣋Ǆ
�� ࠶

�
䙊䗷ᡰ⭣䈧䈮仈Ⲵ、ᆖѹᡆᓄ⭘ࡽᲟㅹᛵߥ 䇴̍ԧ⭣䈧Ӫ䘹仈Ⲵࡽ

ⷫᙗ઼ᇎ⭘ᙗǄ
�� ࠶

�
⹄ウⴞḷ᰾⺞ˈ⹄ウᯩ⌅ǃ䇑઼ࡂᢰᵟ䐟㓯↓⺞ˈ䘁ᵏਟᵋਆᗇ䟽㾱

䘋ኅˈ⭣䈧Ӫ䘹仈ਟ㹼Ǆ
�� ࠶

2.专家会议评议

（1）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按申请人申报项目所属一

级学科对申请材料进行分组。

（2）每个评审学科组按照一级学科聘请 5 名以上专家，

一般组内每个一级学科至少聘请一名同行专家。

（3）根据各一级学科参评人数，将资助名额按比例分

配至各一级学科。

（4）组织召开专家评审会议。评审专家在网上审阅材

料，投票确定拟资助人员。

（二）优秀学术专著出版资助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组织专家评审会议，确定拟资助

出版专著；再由科学出版社组织选题论证，确定资助出版专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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㺘 � Ո⿰ᆖᵟу㪇ࠪ⡸䍴ࣙуᇦՊ䇞䇴䇞ḷ߶

评审标准 评审标准说明 分数

学术价值

ƽ 䘹仈Ѫᵜᆖ、ࡽ⋯ˈ⎹৺ᵜᆖ、⹄ウ✝⛩઼䳮⛩䰞仈ˈާᴹ䟽བྷ⨶

䇪ѹ઼⧠ᇎѹˈᡆᱟഭཆ∄䖳⍫䏳Ⲵ⹄ウ䈮仈ˈާᴹᡈᙗ઼

˗ᯠᙗࡋ

ƽ ⹄ウᇩ൘⨶䇪кᡆᯩ⌅кᴹࡋᯠˈާᴹᔰᤃᙗˈሩᵜᆖ、ਁኅᴹ

䍑⥞Ǆަᴹޣ䇪᮷൘ഭཆ儈㓗࡛Ⲵ࠺⢙кਁ㺘ˈᡆ䇪᮷ᇩ䗮ࡠҶ

ഭ亶ݸ≤ᒣ˗

ƽ ⹄ウᡀ᷌ᡆ᭸⳺ᱮ㪇ˈᆖᵟԧ٬ᐢᗇࡠഭཆ䇔ˈᡆ⹄ウᡀ᷌Ⲵ

ᓄ⭘ᐢਆᗇᱮ㪇Ⲵ㓿⍾᭸⳺઼⽮Պ᭸⳺Ǆ

��

书稿特色
ƽ Җは⑇䘿ᆖ、ਁኅࣘੁˈⷫࡽ䇶ᕪˈࡋᯠᡀ࠶ཊˈ࠶ݵփ⧠ࠪᡰ

⹄ウ䈮仈Ⲵᴰᯠ⹄ウᡀ᷌Ǆ
��

书稿质量
ƽ 㕆߉⭘䈝、ᆖˈ㺘䗮߶⺞ˈ᮷ᆇ㋮⛬ˈᮠᦞ㘄ᇎǃ䘿ᖫˈമ㺘㿴㤳˗

ƽ ᇩⲴ㌫㔏ᙗǃ䙫䗁ᙗ䖳ᕪˈቲ⅑ᾊˈ㿲⛩勌᰾ˈ䟽⛩ケࠪǄ
��

（三）联合资助优秀博士后项目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组织专家评审会议。按照申请人

项目所属一级学科对申请材料进行分组，从中国博士后科学

基金会评审专家库中随机为每个评审学科组按一级学科聘

请 5 名以上同行专家。评审专家对申请人进行综合评价，投

票确定拟资助人选。

㺘 � 㚄ਸ䍴ࣙՈ⿰ঊ༛ਾ亩ⴞуᇦՊ䇞䇴䇞ḷ߶

序号 评 议 内 容

� ⭣䈧Ӫঊ༛䱦⇥ᆖᵟ≤ᒣǄ

� ⭣䈧Ӫᐢਆᗇ、⹄ᡀ᷌Ⲵ䍘䟿Ǆ

� ⭣䈧Ӫ⹄ウ䇑ࡂⲴਟ㹼ᙗǄ

� ⭣䈧Ӫᵚᶕᆖᵟਁኅ▌࣋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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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资助结果公示

根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规定》，中国博士后科

学基金对资助结果实行公示制度。公示期为一周，期间，博

士后研究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如对公示人选有异议，可向中

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提出质询。质询内容不包括评审专家的

学术评价。

对评审程序有异议，需按以下程序提交质询申请：

1.撰写书面材料，由合作导师和设站单位博士后管理部

门主管领导签字，加盖设站单位博士后管理部门公章。

2.将质询材料于公示结束日期前邮寄至中国博士后科

学基金会（以投递日戳为准）。

3.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对相关质询内容进行核实，将

核实结果书面通知设站单位，由设站单位反馈质询人。

对评审程序以外内容有异议，需以传真或 E-mail 形式

向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提出，并署明真实姓名和联系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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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资助经费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在资助名单公布后一个月内将

资助经费拨付至设站单位。设站单位对资助经费应单独立

账、代为管理。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将对资助经费的使用

管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基金使用效益进行评估，对获资

助者的成长情况进行跟踪问效。

资助金获得者应当严格按照批准的资助经费预算核定

的用途、范围和开支标准合理使用资助金。资助金的开支范

围包括科研必需的仪器设备费、实验材料费、出版/文献/信

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费、会议费、差旅费、专家咨询费、

国际合作与交流费和劳务费的开支。用于支付参与研究过程

且没有工资性收入的相关人员（如在校研究生）和临时聘用

人员的劳务费支出不得超过资助金总额的 30%。

博士后研究人员出站时，资助金结余部分应当收回中国

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由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按照财政部关

于结余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资助金获得者因各种原因

中途退站的，设站单位应当及时清理帐目与资产，编制财务

报告与资产清单，按程序报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结余资

助金收回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用资助金所购资产，收归

设站单位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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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资助成果管理

获资助博士后研究人员在公开发表资助成果时，应标注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Project funded by China

Postdoctoral Science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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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基金资助总结报告”，在线提交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金使用效益情况报告》填报

流程如下：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管理信息系统”于 2017 年 12 月

31 日自动汇总各设站单位全年已出站博士后研究人员的博

士后基金资助情况，生成设站单位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金使

用效益情况报告。

设站单位博士后管理人员登录“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管

理信息系统”，对系统自动生成的资助金使用效益情况报告

进行核实，填写其中的“本年度获基金资助出站的优秀博士

后综述”和“工作建议”，于 2018 年 1 月 31 日前网上提交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同时打印 1 份纸质“中国博士后科

学基金资助金使用效益情况报告”，加盖公章，于 2018 年 1

月 31 日前邮寄至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以投递日戳为准)。

军队系统的“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金使用效益情况

报告”统一由军队博士后工作主管部门填报，于 2018 年 1

月 31 日前由专人送至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

对未按时网上提交“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金使用效

益情况报告”的设站单位，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将延缓开

放下一年度该单位网上基金资助审核功能。



27

十、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通讯方式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30 号博士后公寓

业务处室：博士后基金管理处

联 系 人：池莲子、张永涛、王添翼

邮政编码：100083

电 话：010-82387704、62335023

传 真：010-62335395

申报网址：http://jj.chinapostdoctor.org.cn

E-mail：postdoctorfund@mohrss.gov.cn

微信扫一扫

关注“中国博士后”微信公众号

mailto:postdoctorfund@mohrss.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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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2016 年度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工作情况

2016 年，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按照党的十八大对人才

工作的新要求，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改革完善

博士后制度的意见》，着力进行改革创新，完善资助机制，

提高资助效益，推动基金资助工作科学、规范、有序地发展。

2016 年，财政部下拨博士后基金经费总额 56059 万元，

其中用于面上资助 36264 万元、特别资助 15285 万元、联合

资助优秀博士后项目 500 万元、“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

4000 万元。2016 年共开展面上资助两批次，特别资助一批

次，提交申请的博士后研究人员共计 21972 人，获资助博士

后研究人员 7133 人，其中面上资助 6114 人（含“西部地区

博士后人才资助计划”80 人），特别资助 1019 人；资助出

版优秀学术专著 30 本，与中科院开展联合资助优秀博士ੀ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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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 2006-2016 年博士后基金资助经费

附图 2 2006-2016 年博士后基金资助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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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3 2016 年博士后基金各资助类型资助人数

附图4 2016年各省（市、区）博士后基金申请人数与资助人数（不含军队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