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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一:2023年度科学基金评审工作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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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时期科技强国战略赋予化工基础研究新动能。在总结2023年度化学工程与工业化

学领域基金申请与资助情况的基础上,本文系统梳理了化工学科在战略布局、人才培养、学术生态

建设等方面的新举措,着力增强学科发展内生动力,推进化工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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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强化基础研

究前瞻性、战略性、系统性布局,坚持目标导向和自

由探索“两条腿走路”,这为新时期基础研究的高质

量发展提供了总的指引[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以下简称“自然科学基金委”)化学科学部五处

(以下简称“化学五处”)积极落实新时期科学基金改

革举措,着力提升科学基金资助效能,圆满完成

2023年度化学工程与工业化学(申请代码B08)领域

科学基金评审工作,并通过加强学科战略研究、重塑

科学评价理念和强化学风建设,激发化工学科新活

力,推动化工基础研究迈上新台阶。

1 科学基金申请与资助概况

2023年度化学工程与工业化学领域共受理各

类科学基金项目5
   

190项,资助981项,相比2022年

度,申请数增加70项,资助数减少13项[2](表1)。
其中,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以下简称“青年基

金”)和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申请数量均有小幅增加,
科研主体持续保持活力。重点项目和联合基金项目

资助比例较稳定,为服务国家需求、引领学科前沿提

供了重要支撑。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以下

简称“杰青项目”)和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申请

和资助数量与2022年度基本持平,领军人才仍需不

断发展壮大。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以及外国

学者研究基金项目资助比例相对较低,在“大科学”
时代背景下,需进一步深化国际科研合作,协同攻关

全球化学工业面临的关键共性问题。2023年,化工

学科在低碳化工和大规模流体储能领域布局两个重

大项目将为推动我国在双碳战略背景下的能源结构

变革发挥重要作用。
响应自然科学基金委党组深化改革精神,化工

学科自2021年起开始实施新的代码体系,取消原

59个三级代码,二级代码由11个增加到16个(表

2),涵盖了热力学、传递、反应、分离、装备、系统、安
全以及生物、材料、资源、能源、环境化工等,新设立

了 医 药 化 工 (B0808)、光 化 学 与 电 化 学 工 程

(B0809)、农业与食品化工(B0810)、生物质转化与

轻工制造(B0811)等代码。化工学科的基金项目申

请整体呈现量大面广的特点,化工热力学、传递过程、
分离工程、化工装备与过程强化等传统代码近3年申

请量表现平稳。新设代码则成为学科新的增长点,例
如:2021至2023年,农业与食品化工(B0810)总申请

量由54项增加至181项。在双碳战略背景下,2023
年度光电、生物质等新兴方向快速发展,在新设的

“B0811生物质转化与轻工制造”与“B0809光化学与

电化学工程”二级代码下,青年基金申请量分别为315
和140项,共占此类项目总申请量的2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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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落实科学基金改革的举措

2.1 系统梳理学科代码,助力基金精准管理

优化学科布局是科学基金深化改革的重要任务

之一。为做好学科代码调整后续工作,化工学科加

强对二级代码涵盖研究方向科学内涵的系统梳理,
在厘清学科知识规律和内在逻辑架构的基础上,着
力提升各方向的化工特色。学科统筹各方向的颗粒

度,同时体现前沿交叉,重构学科方向的逻辑框架,

为精准管理提供支撑。以B0815能源化工为例,学
科将原有煤气化、煤热解、煤液化和煤催化转化等

几个方向整合为煤化工,增加了含碳原料气化和合

成气化工。同时,为形成完整的能源化工架构,增
设了可再生能源化工、氢能化工等新兴方向,保留

相对冷门的核化工方向,构建了颗粒度相对均衡的

代码方向。2023年开始实施后,能源化工(B0815)
代码的面上项目和青年基金申请与资助数量同步

增长(表3)。

表1 2022—2023年化学工程与工业化学科学基金申请与资助情况

项目类别
2022年 2023年

申请数(项) 资助数(项) 资助率(%) 申请数(项) 资助数(项) 资助率(%)

面上项目 2
   

105 453 21.52% 2
  

109 438 20.77%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2

   

014 383 19.02% 2
  

081 389 18.69%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279 48 17.20% 313 51 16.29%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96 8 8.33% 99 8 8.08%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155 15 9.68% 155 16 10.32%
创新研究群体项目 4 1 25.00% 7 0 0.00%
重点项目 88 13 14.77% 71 13 18.31%
联合基金项目 187 40 21.39% 150 31 20.67%
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 77 13 16.88% 81 12 14.81%
外国学者研究基金项目 38 3 7.89% 47 5 10.64%
重大项目a 1b+5 1c+4 100.00% 3b+11 2c+8 66.67%
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 6 2 33.33% 4 1 25.00%
重大研究计划 19 0 0.00% 1 0 0.00%
专项项目 44 9 20.45% 58 7 12.07%
基础科学中心项目 2 1 50.00% 0 — —
合计 5

   

120 994 19.41% 5
  

190 981 18.90%

  a 重大项目申请数=项目数+课题数,b 为申请项目数,c 为资助项目数

表2 2021年化学工程与工业化学科学基金申请代码调整情况

原有申请代码 研究方向 新的申请代码 研究方向

B0801 化工热力学 B0801 化工热力学

B0802 传递过程 B0802 传递过程

B0803 反应工程 B0803 反应工程

B0804 分离工程 B0804 分离工程

B0805 化工装备与过程强化 B0805 过程强化与化工装备

B0806 化工系统工程 B0806 介科学与智能化工

B0807 生物化工与轻化工 B0807 绿色化工与化工安全

B0808 精细化工与绿色制造 B0808 医药化工

B0809 材料化工与产品工程 B0809 光化学与电化学工程

B0810 能源化工 B0810 农业与食品化工

B0811 资源与环境化工 B0811 生物质转化与轻工制造

B0812 生物化工与合成生物工程

B0813 精细化工与专用化学品

B0814 产品工程与材料化工

B0815 能源化工

B0816 资源、环境与生态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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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重塑科学评价理念,护航化工人才发展

人才是学科发展的核心。自然科学基金委新一

届党组高度重视人才项目的评审和延续资助工

作[3]。因工程类学科的固有属性和评价理念差异,
化工学科青年学者在申请人才项目时不同程度地存

在“畏难”“排队”等心理。化工学科积极倡导基于科

学价值的“特色化、差异化和实质化”评价理念,营造

良好的学术评价氛围。同时,积极引导青年科研人

员聚焦化工问题,形成独特研究方向,构建良好的学

术生态。通过正向激励,近几年学科人才项目申请

量稳步提升,2023年度化学工程与工业化学领域受

理杰青项目99项,比2020年增加了40项[4](图1),
一批真正以工业见长的优秀学者在人才项目竞争中

脱颖而出。学科强化对人才项目获得者的使命担

当,通过召开专题调研座谈会,引导青年人才以服务

国家和社会发展为目标,保持初心、勇挑重担、追求

卓越。通过适当提高青年人参与科学基金评审的比

例,提升学科整体创新活力。

2.3 加强学科战略研究,前瞻布局重点领域

学科战略是培育源头创新、引领学科发展的重

要引擎,化工学科积极提升战略思维、全局思维、系
统思维,通过组织战略研讨,提升重大需求背后科学

问题的凝练能力,主动把握战略突破方向,推动重点

研究方向布局。面向新能源、先进制造等战略新兴

产业,组织召开“变革性储能技术的化学工程科学问

题”“化学品智能制造的科学基础”双清论坛,推动设

立了“大规模流体储能过程反应—传递耦合与调控

机制”和“绿电驱动石油分子拆解与重构的化工基

础”重大项目,为新能源变革、化学品低碳制造提供

科学支撑。同时,以科技活动专项项目为载体,通过

组织生物化工、能源化工和生物质化工学科发展战

略、化工基础数据获取新范式、氢能技术的化学工程

基础、未来膜传递理论与技术发展、电解水制氢耦合

有机电化学合成等一系列战略研讨和专题研讨,从
战略层面系统梳理各学科方向的发展脉络和前沿态

势,对化工学科重点发展领域进行前瞻性布局。在

2024年重点项目资助领域中,既包括“化工基础数

据与人工智能挖掘、化工过程界面现象机制及调控、
化工系统工程与化工安全”等化工基础方向,又包括

“关键基础化学品与高端专用化学品、高能化合物的

化工新过程与安全、芯片制造的化工基础、新药(含
中药)创制与制剂的化工基础、绿色低碳化工过程”
等服务国家重大需求的方向,同时也涵盖了“合成生

物技术与绿色生物制造、光/电化学反应工程、新材

表3 能源化工(B0815)研究方向调整前后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与资助情况

B0815能源化工 2022年(调整前)[2] 2023年(调整后)

研究方向

煤气化,煤加工基础,煤热解,煤液化,
煤催化 转 化,天 然 气 及 低 碳 能 源 化

工,石油化工,脱硫脱氮,核能化工

含碳原料气化,合成气化工,煤化工,石油炼制,
石油化工,天然气化工,可再生能源化工,氢能化

工,核化工,能量存储与转化,CO2 转化

面上项目

申请数(项) 176 207
资助数(项) 26 38
资助率(%) 14.77% 18.36%

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申请数(项) 174 227
资助数(项) 29 47
资助率(%) 16.67% 20.70%

图1 2020—2023年化学工程与工业化学

杰青项目申请与资助情况

料的化学工程基础”等新兴多学科交叉方向。
同时,联合基金项目是化工学科的重要抓手,核

心是要从工业应用中抽提关键科学问题,提升联合

基金的资助效能,通过桥梁作用推动科研界与产业

界深度合作,促进基金成果的落实落地。

3 未来工作思考

(1)
 

服务国家需求,鼓励原创研究。化工是应

用导向和目标导向的传统学科,未来要坚持国家战

略、科学前沿和学科特点有机结合,一方面,面向国

家重大战略需求,“自上而下”强化顶层设计,对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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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新能源化工、高端化学品、合成生物技术等

学科重点发展领域进行战略性布局,推动解决制约

化工产业发展的基础科学问题。同时,鼓励好奇心

驱动的“自下而上”自由探索式的原创研究,启迪变

革性和颠覆性的思维,激发学科的创新潜力和活力。
(2)

 

夯实化工基础,强化学科特色。化工学科

将持续夯实化工基础,推动学科内涵新发展。一方

面关注学科内涵发展和科研范式变革,强调从底层

科学重塑学科“三传一反”理论,发展从分子到工厂

的研究新范式,满足现代化工发展新需求。另一方

面鼓励开展具有化工特色的基础研究,聚焦化工产

业背景,凝练应用背后的科学问题,并通过化工原

理、方法和手段从全生命周期角度解决问题。
(3)

 

构筑人才高地,增强内生动力。自然科学

基金委新一届党组高度重视对青年人才的培养支

持,2024年推出对杰青项目的长周期稳定资助机

制、放宽对女性申请杰青项目的年龄限制等改革举

措[3,
 

5]。化工学科将积极响应委党组号召,倡导科

学精神、倡导基金文化、倡导科学评价理念,着力构

筑学科的人才高地,开启化工学科发展新局面。

化工是连接实验室和工厂的桥梁学科,未来化

工学科将持续围绕学科内涵特色化、研究方向多元

化、热点问题精英化、科学评价实质化等方面增强内

生动力。同时,学科将以人才为核心、项目为依托、
学风为保障,秉持开放、包容、融合等理念,强化内

涵、拆除藩篱、激发活力,补短板、育新篇,提前谋划

十五五规划,持续赋能化学工业高端化、智能化、绿
色化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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