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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香港和澳门科技力量是国家创新体系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推动港

澳科技力量进一步融入国家创新体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多措并举支持港澳地区的基础研

究和人才培养,充分发挥港澳地区在科技创新领域的独特优势,推进粤港澳大湾区人才高地建设。
本文通过梳理总结2019—2022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港澳地区基础研究的资助情况,分析资助现

状,对未来发展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为优化新时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港澳地区基础研究的

资助机制提供参考。

[关键词]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基础研究;人才培养

1 科学基金资助港澳地区基础研究的背景

作为我国资助基础研究的重要渠道,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自然科学基金委”)一直

重视对港澳地区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的支持。根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下简称“科学基金”)的定位和

港澳地区资助体系的特点,1998年自然科学基金委

与香港研究资助局(RGC)设立联合科研资助基金。
自2008年,香港地区高校设在内地的13家高校或

研究机构注册成为科学基金依托单位,澳门地区高

校设在内地的2家研究机构注册成为依托单位,申
请科学基金各类项目。2016年,自然科学基金委又

与澳门科学技术发展基金(FDCT)设立联合科研资

助基金。

2019年,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

强港澳地区同内地科技合作的重要指示精神[1],自
然科学基金委设立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港澳)
[以下简称“优青(港澳)”][2],启动对港澳地区科研

人员的直接资助。2022年,进一步面向港澳地区开

放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以下简称“青年基金”)申
请[3],加大对青年人才的培养支持力度。

高阵雨 博 士,副 研 究 员,现 任 国 家 自 然

科学基金委员会计划局人才处处长。

张韶阳 博 士,助 理 研 究 员,现 任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委 员 会 计 划 局 人 才 处 一 般

干部。

郝静雅 博 士,助 理 研 究 员,现 任 国 家 自

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计划 局 发 展 计 划 处 一

般干部。

  本文通过分析2019—2022年科学基金对港澳

地区基础研究的资助现状,总结现有的资助情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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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相关问题,为科学基金进一步支持港澳地区

基础研究发展,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人才高地

建设提供决策参考。

2 科学基金资助港澳地区基础研究的基本

情况

  目前,科学基金对港澳地区科研人员的支持方

式包括以下几种:一是通过港澳地区依托单位申请。
港澳地区8家依托单位(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
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城市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

浸会大学、澳门大学、澳门科技大学)的科研人员可

以直接通过所在依托单位申请优青(港澳)和青年基

金。二是通过港澳地区高校设在内地的高校或研究

机构申请。港澳地区高校设在内地的高校或研究机

构可以通过注册成为依托单位,获得科学基金的全

方位支持。三是设立联合科研资助基金。自然科学

基金委与RGC和FDCT分别设立联合科研资助基

金(即NSFC-RGC和NSFC-FDCT),加强内地与港

澳地区基础研究的合作。2019—2022年,科学基金

通过上述方式共资助项目1
  

020项,资助经费合计约

7.8亿元,三类资助模式对比如表1所示。

2.1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港澳)的资助情况

优青(港澳)作为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以下

简称“优青”)的一个亚类,旨在支持在基础研究方面

已取得较好成绩的港澳地区青年科技人才开展创新

研究,培养有望进入世界科技前沿的优秀学术骨干,
为建设科技强国贡献力量。

2019—2022年,共接收优青(港澳)项目申请

781项。其中,项目设立当年的申请量最大,为294
项。每年资助指标25项,四年共资助100项,平均

资助率12.8%,资助经费合计1.625亿元。项目资

助强度稳步提升,由2019年的直接费用130万元/
项,增长至目前的200万元/项,实行经费包干制,项
目负责人可以根据研究工作需要自行决定经费的使

用,予以科研人员充分信任,有效激发创新活力。

2.1.1 领域分布

优青(港澳)单独组织项目评审。根据2019—

2022年整体资助情况,优青(港澳)在不同领域的资

助规模分布与内地优青相近(图1),除数理领域资

助项数在资助总项数的占比较内地优青该领域的占

比高4个百分点,化学领域资助项数占比较内地优

青该领域的占比低5个百分点外,其他领域资助项

数占比基本持平。与内地优青在工程与材料(以下

简称“工材”)领域资助规模最大不同,优青(港澳)在
数理、生命、工材、信息等领域的分布较为平均,资助

项数占比均为16%。而管理领域与内地优青一致,

表1 三类资助模式对比

资助模式 直接资助港澳地区 资助港澳地区高校设在内地的机构 资助内地—港澳地区合作交流

项目类型 青年基金、优青(港澳)
所有项目类型

(特别说明的除外)
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

国际(地区)合作交流项目

定位 促进港澳地区青年人才快速成长 全方位支持相关单位科研人员 加强内地与港澳地区合作与交流

资助项目数 177项 659项 184项

资助金额 约1.9亿元 约3.6亿元 约2.3亿元

图1 2019—2022年优青(港澳)和优青在不同领域的资助规模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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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规模是所有领域中最小的,占比仅5%,与该领

域申请量相对较少有关。

2.1.2 香港、澳门两地获资助情况

项目实施的四年间,香港地区6家依托单位共

获资助87项,占资助总项数的87%,平均资助率

12.6%。其中,香港大学获资助项数最多,共32项,
平均资助率18.6%,是港澳地区8家依托单位中获

资助项数和平均资助率最高的高校。澳门地区2家

依托单位共获资助13项,占资助总项数的13%,平
均资助率14.4%,较香港地区高近2个百分点。香

港和澳门两地优青(港澳)的平均资助率均高于同期

内地优青的平均资助率(9.6%)。

2.1.3 项目负责人的基本情况

优青(港澳)项目负责人的平均年龄为36.2岁,
与内地优青36.3岁的平均年龄基本持平,并且呈年

轻化趋势。项目负责人的年龄分布与内地优青项目

负责人的年龄分布基本一致(图2),共有41位项目

负责人的年龄在35~37岁之间,占比最高,其次是

在38~40岁之间,共37位。100位优青(港澳)项
目负责人中,女性项目负责人共27位,占项目负责

人总数的27%,高于内地23.4%的占比。
获得资助的100位项目负责人中,有71位具有

内地教育经历,占项目负责人总数的71%。这71
位具有内地教育经历的项目负责人均在内地获得学

士学位,其中又有42位在内地获得硕士或博士

学位。
作为培养优秀学术骨干的人才类项目,优青(港

澳)的项目负责人具有扎实的学术基础,在申请时均

已获得相当于内地高级职称的职位。同时,教育经

历统计显示,他们都具有在国际著名科研机构学习

研究的经历,主要集中在北美(美国60位、加拿大1
位)、欧洲(英国10位、德国2位、西班牙1位)等地

区的高校和科研院所,其中不乏哈佛大学、麻省理工

学院、剑桥大学等顶尖高校或研究机构。

2.1.4 资助成效

在项目的资助下,项目负责人按计划开展研究

并取得优异成绩。2019年第一批获得优青(港澳)
资助的项目负责人,均在各自领域取得重要研究进

展。相关成果形成学术论文,发表在包括 Nature、
Science等顶级期刊以及领域内一流期刊上,共计

329篇。项目负责人中有腾讯“科学探索奖”获得

者、2021年度中国十大新锐科技人物、美国心理科

学 协 会 (Association
 

for
 

Psychological
 

Science,

APS)新星奖获得者、全球青年学院成员等。并有项

目负责人受邀在国际知名会议中做大会报告,或在

IEEE
 

Trans
 

on
 

Robotics、Materials
 

Today等著名

期刊担任重要职务。
项目负责人在人才培养方面也作出了突出贡

献。在第一批获资助项目的执行期间,共培养了29
名硕士、65名博士以及28名博士后。培养的青年

学者中有继续在国际一流高校或研究所求学或工作

的,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马克斯·普朗克研究

所、东京大学等;也有到内地从事基础研究工作,其
中一名博士后获得优青资助。优青(港澳)的实施,促进

了港澳地区青年人才的成长,推动了人员交流与流动。

2.2 港澳地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资助情况

青年基金旨在支持青年科研人员自主选题开展

基础研究,培养青年科研人员独立主持科研项目、进
行创新研究的能力,激励青年科研人员的创新思维,
培育基础研究后继人才。2022年,通过港澳地区依

图2 2019—2022年优青(港澳)和优青项目负责人年龄和性别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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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单位申请的194项青年基金与内地青年基金共同

组织评审,评审程序和评审标准一致,不单独设置资

助指标。经评审,共资助港澳地区青年基金77项,
资助经费合计2

  

310万元,经费实行包干制,平均资

助率39.7%,远高于同期内地青年基金17.2%的平

均资助率,充分说明港澳地区青年科研人员具有强

劲的实力和竞争力。

2.2.1 领域分布

与优青(港澳)不同,港澳地区获资助的青年基

金在不同领域的资助规模分布与内地有较大差异

(图3)。港澳地区青年基金在信息和管理领域的资

助项数最多,分别为18项和17项,在港澳地区青年

基金资助总项数的占比均超过20%,远高于内地这

两个领域资助项数的占比。特别是管理领域,资助

规模仅次于信息领域,而内地管理领域的资助规模

是所有领域中最小的。
港澳地区青年基金在生命和医学领域的资助项

数相对较少,分别为4项和6项。生命领域资助项

数占港澳地区青年基金资助总项数仅5%,约是内地

生命领域占比的三分之一。医学领域资助项数占港

澳地区青年基金资助总项数仅8%,而内地医学领域

占比高达24%,在内地各领域中资助规模最大。

2.2.2 香港、澳门两地获资助情况

在港澳地区获资助的77项青年基金中,香港地

区6家依托单位共获资助70项,占港澳地区获资助

总项数的90.9%,平均资助率40.5%,其中香港理

工大学获资助的项数最多,共19项。澳门地区2家

依托单位共获资助7项,占获资助总项数的9.1%,
平均资助率33.3%。

2.2.3 项目负责人的基本情况

港澳地区获青年基金资助的77位项目负责人

的平均年龄为32.5岁,略高于内地32.1岁的平均

年龄。项目负责人的年龄分布与内地基本一致(图
4),有37位项目负责人的年龄在32~34岁之间,占

图3 2022年港澳地区和内地青年基金在不同领域的资助规模分布

图4 2022年港澳地区和内地青年基金项目负责人年龄和性别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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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近50%,其次是在29~31岁之间,占比约31%。
港澳地区获得青年基金资助的女性项目负责人共

24位,占项目负责人总数的31%,低于内地41%的

女性项目负责人占比。
经统计,获得资助的77位项目负责人中有63

位具有内地教育经历,占比达82%,高于优青(港
澳)项目负责人具有内地教育经历的人数占比,侧面

反映出有广泛的内地青年人才积极投身于港澳地区

科技创新事业中。

2.3 港澳地区高校在内地设立的高校或研究机构

的资助情况

  港澳地区多所高校通过与内地合作共建校区、
设立研究院等方式推进深入合作与融合发展[4]。港

澳地区8家依托单位均在内地设立高校或研究机

构,目前已有15家注册成为科学基金依托单位,如
澳门大学于珠海成立的珠海澳大科技研究院,香港

中文大学于深圳创建的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等。

2019—2022年,科学基金共资助港澳地区高校在内

地设立的机构各类项目659项,资助经费合计约3.
63亿元。

2.3.1 领域分布

根据资助领域分布(图5),这15家依托单位在

信息领域的资助规模最大,资助经费占总资助经费

的16.8%,其次是医学和化学领域,资助经费占比

均超过15%。与科学基金在管理领域资助规模最

小不同(不考虑交叉领域),这些依托单位在管理领

域的资助经费占比超过10%,而生命领域资助规模

最小,这与港澳地区青年基金在管理领域资助规模

大,在生命领域资助规模小的分布趋势一致。

2.3.2 港澳地区高校在内地依托单位获资助情况分布

港澳地区高校设在内地的依托单位中,香港地

区高校设立的依托单位有13家,共获资助602项,
资助经费约3.3亿元,其中香港中文大学(深圳)获
资助经费最多,约0.76亿元。澳门地区高校设立的

依托单位有2家,共获资助57项,资助经费约0.3
亿元。这15家依托单位中,14家在广东省、1家在

浙江省。

2.3.3 项目类型分布

港澳地区高校设在内地的依托单位中,获面上

项目资助项数最多,达307项,资助经费约1.72亿

元;其次是青年基金,共获资助298项,资助经费约

8
  

200万元。这些依托单位获得青年基金和面上项

目的资助经费占获得科学基金总资助经费的70%
(表2),表明现阶段科学基金主要通过面上项目、青
年基金等自主选题类项目支持这些高校和研究机构

的科研人员开展基础研究工作。同时,也通过重点

项目、重大项目、重大研究计划等项目部署,提升该

地区服务国家重大需求的能力,支持内地、港澳两地

合作交流与协同创新。

2.3.4 资助成效

科学基金通过对港澳地区高校在内地设立的高

校或研究机构的资助,加强与内地的交流合作与协

同创新,推动粤港澳地区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服务

区域经济社会建设需求。例如,香港大学张彤教授

的相关研究成果为抗生素抗性基因污染等亟需解决

的重大环境与健康难题提供重要的基础数据与科技

支撑;香港科技大学甘剑平教授建立了首个区域南

海高分辨率环流模式。

图5 港澳地区高校在内地设立的高校和研究机构(依托单位)在不同领域的资助规模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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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港澳地区高校在内地设立的依托单位获项目资助的情况(2019—2022年)

序号 项目类型 资助项数 资助金额(万元) 金额占比

1 面上项目 307 17
  

177.10 47.35%

2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298 8
  

195.50 22.59%

3 重点项目 8 2
  

255.00 6.22%

4 重大项目(课题) 6 1
  

722.50 4.75%

5 重大研究计划项目 8 2
  

511.00 6.92%

6 联合基金项目 5 1
  

346.00 3.71%

7 外国学者研究基金项目 5 280.00 0.77%

8 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 11 1
  

457.00 4.02%

9 数学天元基金项目 2 120.00 0.33%

10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1 120.00 0.33%

11 专项项目 8 1
  

095.00 3.02%

合计 659 36
  

279.10 100.00%

  依托港澳地区高校设在内地的机构,港澳地区

科研人员获得科学基金更广泛的支持。获得优青

(港澳)资助的项目负责人中,有47位曾通过内地依

托单位(主要是港澳地区高校设在内地的机构)申请

并获一项或多项科学基金项目资助,包括青年基金、
面上项目、联合基金、重大研究计划等项目。同时,
有36位项目负责人参与过或正在参与一项或多项

由内地科研人员主持的科学基金项目。2022年港

澳地区获青年基金资助的项目负责人中,有21位参

与过或正在参与内地的科学基金项目。

2.4 NSFC-RGC和NSFC-FDCT项目的资助情况

在设立优青(港澳)和面向港澳地区开放青年基

金申请之前,科学基金通过与RGC和FDCT分别

设立联合科研资助基金 NSFC-RGC项目和 NSFC-
FDCT项目,支持两地科研人员开展合作研究与交

流[5]。2019—2022年,分别资助 NSFC-RGC项目

和NSFC-FDCT项目133项和51项,资助经费分别

为1.52亿元和7
  

690万元。在资助的这些合作研究

与交流类项目中,有多位青年境外合作者获得了优

青(港澳)的资助。科学基金通过设立联合科研资

助基金鼓励两地学术交流合作,促使港澳地区科研

人员深入了解科学基金,提升科学基金在境外的影

响力,鼓励更多港澳地区青年人才融入国家创新

体系。

3 资助现状的思考

优青(港澳)和青年基金已成为培养港澳地区基

础研究青年人才的有力工具,为科研刚起步、最需要

研究经费的青年人予以及时支持,也为已取得突出

成绩的科研人员提供充足经费,激励产出更多重大

研究成果。此外,科学基金还通过支持港澳地区高

校在内地设立的机构,以及与港澳地区开展联合资

助等方式,鼓励科研人员充分利用港澳地区和内地

基础研究的有利条件,开展创新性、系统性、综合性

研究,培养创新人才和团队,加强内地与港澳地区的

交流合作,有效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人才高地

建设。
目前,科学基金对港澳地区科研人员的直接资

助开展时间较短,尚未进行资助项目的绩效评估,为
提升科学基金在港澳地区的资助水平提供经验方面

还有待加强。仅根据青年基金在港澳地区试点资助

一年的数据,还无法准确体现港澳地区各学科领域、
依托单位获资助的整体分布,但是从申请与资助情

况来看,港澳地区基础研究青年人才,特别是刚步入

科研生涯的青年人才表现十分优秀。通过系统梳理

近几年资助情况,总结科学基金在资助港澳地区基

础研究方面的经验。
(1)

 

在项目评审与实施管理方面,2019—2022
年优青(港澳)采取单列资助指标,与内地优青分开

评审的方式,2022年青年基金采用共同评审的方

式。这两种评审方式充分平衡两类项目的实施特

点,能较科学地完成遴选工作,并在近几年得到了依

托单位和申请人的认可。随着资助工作的不断推

进,需要加强两种方式的对比分析,持续优化遴选资

助机制。此外,对2019年第一批获资助的优青(港
澳)的执行情况、经费使用、人才培养、成果产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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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流动等方面还缺少深入全面的调研。
(2)

 

在资助格局方面,目前面向港澳地区科研

人员开放了青年基金和优青(港澳)等人才类项

目;港澳地区高校在内地设立的机构获得科学基金

项目支持主要集中在面上、青年基金等量大面广的

项目,在重大、重大研究计划、基础科学中心等重

大类型项目获资助项目数较少,吸引和造就优秀学

术带头人和高水平研究团队的能力仍有较大提高

空间。下一步应围绕持续加强对港澳地区科技人

才的支持力度和提升资助效能等方面研究切实有

效的举措。
(3)

 

在交流合作方面,合作研究与交流类项目

可直接推动两地的学术交流与合作,港澳地区高校

在内地设立的机构也发挥了一定的纽带作用。但

人才资源的共享融合仍需进一步加强,特别是在管

理、信息等领域实现优势互补,促进我国基础研究

的全面发展,强化港澳地区连接内地、海外的桥梁

和窗口作用,提升内地、港澳、海外之间的交流合

作水平。
(4)

 

在青年基金和优青(港澳)的负责人中,具
有内地教育背景的申请人占有一定比例。一方面说

明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背景下,促进了内地科研

人员向港澳地区流动,助推港澳地区基础研究发展。

另一方面也说明科学基金在港澳地区的宣传力度有

待提高,港澳本土培养的科研人员对科学基金的了

解仍需深入,以激发他们的申请热情。

4 未来发展建议

当前,我国科技创新和基础研究面临新形势和

新挑战,党中央对基础研究工作提出新任务和新要

求。科学基金作为我国资助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

究和人才培养的的重要力量,要进一步推动内地、港
澳三地基础研究协同共进,促进创新要素互联互通,
助力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发展实现新跨越。2023年

12月6日,自然科学基金委正式宣布将于2024年

起向面向港澳地区依托单位开放国家杰出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同时将优青(港澳)并入优青,并继续开放

青年基金,三类项目的申请条件、评审流程对于港澳

和内地依托单位保持一致,同台竞争,择优资助。这

是在新时期进一步加大对港澳地区人才培养支持力

度的有力举措。为了确保改革举措取得实效,推动

科学基金对港澳地区资助工作在新时期取得新成

绩,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建议进一步加强调研。总结港澳地区项目

申请、评审、实施管理等过程中的经验,稳步开展绩

效评价工作,深化对科学基金支持港澳地区基础研

究和人才培养现状的认识;把握科学基金资助定位,
持续通过已开放的科学基金人才类项目加强对港澳

地区基础研究人才的直接支持,强化青年人才的支

持力度,稳步扩大基础研究后备军,培养优秀学术骨

干,促进各学科领域的全面均衡发展,推动港澳地区

科研力量更好融入国家科技创新体系。
二是建议深化合作交流。鼓励港澳地区科研人

员积极参加内地组织的各类学术交流活动,强化粤

港澳大湾区人才合作与交流,形成内地与港澳地区

基础研究优势互补、协同创新的发展格局。同时,加
强港澳地区依托单位与内地依托单位的沟通交流,

邀请港澳地区依托单位的科研管理人员参加科学基

金管理工作会、片区联络网会议,充分了解科学基金

管理工作,及时掌握最新基金政策。另外,提高服务

意识,切实为港澳地区科研人员做好政策解读、申请

咨询、项目管理等相关工作。

三是建议加大科学基金在港澳地区的宣传力

度。强化科学基金项目定位,以及申请、评审与管理

全周期工作流程的宣讲,增加对港澳地区优秀资助

成果的报道和展示。充分发挥与RGC和FDCT等

相关组织机构的合作基础,不断提升科学基金在港

澳地区基础研究的影响力,提高港澳地区科研人员

参与内地科研项目的积极性。
四是建议持续优化项目评审和管理机制。兼顾

内地与港澳地区的一致性和特殊性,不断总结项目

评审经验,完善项目评审方式,提高项目评审的科学

性。同时,建议统筹考虑科学基金项目类型、研究领

域等方面,遴选优秀的港澳地区学者参加通讯评审

和会议评审,扩大港澳地区专家占比,提高科学基金

评审专家包容性。

5 结 语

港澳科技力量作为国家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

部分,具有开放性、创新性和国际化等特征。自然

科学基金委应充分发挥港澳地区科技创新的独特

优势,在总结面向港澳地区科研人员开放科学基金

项目申请工作经验的基础上,稳定资助模式,加强

交流合作,建设良好学术生态环境,积极推动港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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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人才更大范围地参与中央财政科技计划,着
力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助
推港澳科技发展融入国家创新体系和国家发展

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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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echnological
 

strength
 

of
 

Hong
 

Kong
 

and
 

Macao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and
 

strategic
 

technological
 

power.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further
 

integration
 

of
 

Hong
 

Kong
 

and
 

Macaos
 

technological
 

strength
 

into
 

the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SFC)
 

h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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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ple
 

initiatives
 

to
 

support
 

basic
 

research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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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ents
 

in
 

Hong
 

Kong
 

and
 

Mac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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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n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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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and
 

Mac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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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eld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promot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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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a
 

talent
 

highland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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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ng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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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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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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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FC
 

fu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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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basic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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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and
 

Macao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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