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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介绍和分析了 2019年度天文联合基金的申请和资助情况，并对 2020年度天文联合基金

资助工作提出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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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9年度天文联合基金申请项目情况及其分析

1.1 基本概况

天文联合基金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共同设立，第一期协议于 2006

年 8月 31日正式签字，资助规模 1 500万元/年；第二期协议于 2009年 1月签字，资助规模

同上期；第三期协议于 2011年 11月签字，资助规模增加至 2 500万元/年；第四期协议于

2015年 1月签字，资助规模增加至 4 000万元/年；第五期协议于 2018年 3月签字，资助规

模增加至 6 000万元/年。2019年度天文联合基金共受理 6个方面的申请，详见《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2019年度项目指南》。

2019年度共收到天文联合基金申请书 217份，其中培育项目申请书 173份，重点支持

项目申请书 44份，申请直接经费总金额 20 406万元。表 1给出了近 5年天文联合基金申请

项目数的情况，通过表 1可以看出，2019年天文联合基金申请总量再创历史新高，同 2018

年度申请相比，2019年度培育项目申请量增加了 13项，重点支持项目申请量增加了 1项。

受资助经费总额增长的影响，2018年天文联合基金申请量增幅明显，2019年的申请量只有

小幅增长，培育项目增长率 (8.13%)高于面上项目增长率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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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5―2019年度天文联合基金重点支持项目和培育项目申请数情况

年度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类型 重点 培育 重点 培育 重点 培育 重点 培育 重点 培育

项目数 23 139 22 120 26 136 43 160 44 173

合计 162 142 162 203 217

注：重点表示重点支持项目，培育表示培育项目。

2019年度天文联合基金不予受理申请项目共有 16项，其中重点支持项目 7项，培育项

目 9项，原因是：(1)申请代码 2选择错误；(2)申请书正文开头没有说明所使用的中科院天

文设备的名称；(3)研究内容不符合指南要求；(4)申请书主要参与者签字非本人签字；(5)

境外合作者知情同意书签字非本人签字；(6)缺少合作单位公章。天文联合基金对申请代

码、重要科学问题的表述和研究内容都有专门的规定，上述前三个问题是近几年经常出现的

问题，因此申请人和依托单位必须重视，认真阅读项目指南；指南规定的本人签字必须是本

人亲自手签，不能用电子签名或签名章等代替。

1.2 2019 年度天文联合基金申请项目的统计分析

为了进一步了解 2019年度天文联合基金申请项目的基本情况，笔者从研究类型、单位

分布和申请单位情况三方面，对本年度申请项目进行了初步的统计分析，其结果如表 2, 3

和 4所示。

表 2 2019年度天文联合基金申请项目按不同研究类型分布情况统计结果

研究类型
培育 重点

项目数 比例/(%) 项目数 比例/(%)

科学 50 28.90 13 29.55

空间技术 10 5.78 6 13.64

技术方法 54 31.21 14 31.82

数据 33 19.08 7 15.91

应用 8 4.62 4 9.09

预研究 18 10.40 — —

表 3 2019年度天文联合基金申请项目按单位性质分布的统计结果 (培育 + 重点)

高等院校 中国科学院 其他科研单位

项目数 比例/(%) 项目数 比例/(%) 项目数 比例/(%)

80 ＋ 23 47.47 92 ＋ 20 51.61 1 ＋ 1 0.92

通过分析表 2―4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1) 表 2的统计结果显示，2019年度天文联合基金培育项目中，技术方法和科学方面的

课题研究的申请者最多，分别是 31.21%和 28.90% (2018年分别是 30.63%和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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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019年度天文联合基金申请项目按不同单位分布情况 (5 项以上，培育 + 重点)

单位 国台 云台 上台 山大 紫台 天光所 长光所 中大

项数 34 ＋ 7 12 ＋ 2 10 ＋ 2 11 ＋ 1 8 ＋ 3 8 ＋ 1 5 ＋ 2 5 ＋ 1

注：国台的全称是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云台的全称是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上台的全称是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

山大的全称是山东大学，紫台的全称是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天光所的全称是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南京天文光学

技术研究所，长光所的全称是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中大的全称是中山大学。

(2) 表 3的统计结果显示，在 2019年度天文联合基金申请项目中，高校和中国科学院

所占的比例分别为 47.47%和 51.61% (2018年分别是 48.28%和 50.25%)。

(3) 非主要天文单位申请天文联合基金项目的申请有 105 项，占总项目数的 48.39%

(2018年占 46.31%)。

(4) 申请 2019年度天文联合基金项目的单位共有 81个 (2018年有 87个单位)，其中高

校 63个，中国科学院研究所 16个，其它科研单位 2个。表 4的统计结果显示，2019年国

台、云台、上台、山大、紫台、天光所、长光所和中大的申请项目数均在 5项以上，其中，

国台的申请量最多，有 41项。

2 2019 年度天文联合基金获资助情况及其分析

2.1 资助原则及规模

天文联合基金资助总的指导思想是依据天文联合基金的协议、指南要求和天文学科发

展的需求。根据天文联合基金协议和指南，同等条件下优先支持中国科学院天文台系统以外

的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科研人员申请的项目，鼓励天文领域以外的研究人员与天文领域的

研究人员开展合作研究，并且尽可能多地支持高校利用中国科学院的天文设备所做的研究。

2019年是天文联合基金第五期协议执行的第二年，根据协议，2019年度用于资助天文

联合基金项目的总经费 6 000万元（其中直接经费 5 040万元），根据本年度项目申请情况，

结合同行评议结果，计划资助重点支持项目不超过 11项，培育项目不超过 42项。

2.2 天文联合基金资助情况及分析

在天文联合基金资助项目指标、经费的总框架下，依据同行专家的评议结果，学科专

家评审组讨论投票，天文联合基金联合工作组批准和委务会审批，实际资助重点支持项目

11项，直接经费 2 940万元；资助培育项目 41项，直接经费 2 100万元。资助项目按项目类

型、研究类型和单位性质分布的统计结果见表 5, 6和7。

表 5 2019年度天文联合基金项目资助情况

项目类别 项目数 经费/万元 平均资助率/(%) 平均每项资助强度/万元

培育项目 41 2 100 23.70 51.22

重点支持项目 11 2 940 25.00 26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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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2019年度天文联合基金获资助项目按不同研究类型分布情况统计结果

研究类型

培育 重点

资助 平均每项资助 资助率 资助 平均每项资助 资助率

项数 强度/万元 /(%) 项数 强度/万元 /(%)

科学 17 50.18 34.00 4 250.00 30.77

空间技术 2 52.50

19.51

0 0

22.58

技术方法 10 53.40 4 287.50

数据 6 50.50 2 270.00

应用 1 50.00 1 250.00

预研究 5 51.00 — —

表 7 2019年度天文联合基金获资助项目按单位性质分布的统计结果

项目类型
高等院校 中国科学院

资助项数 资助金额/万元 资助项数 资助金额/万元

培育 20 1 026 21 1 074

重点 4 1 050 7 1 890

合计 24 2 076 28 2 964

所占比例/(%) 46.15 41.19 53.85 58.81

通过表 5可以发现，2019年度天文联合基金培育项目的平均资助率低于常规面上项目

(25.25%)，重点支持项目的平均资助率和重点项目相同 (25.00%)，年均资助强度均高于常规

面上和重点项目。

表 6的结果表明，2019年度天文联合基金中利用中国科学院天文台设备从事科学研究

项目的平均资助率比其他几个方面的项目资助率要高，这符合天文联合基金协议和指南的

精神，即尽可能多支持高校利用中国科学院的天文设备所做的研究。

根据天文联合基金协议，建议高校获资助的项目数和资助经费能够维持在50%以上，第

四期协议执行期间均可以达到该要求。从表7可以看出，今年高校获得资助的项目数量和直

接经费总额均未超过一半，高校和中国科学院的培育项目获资助情况差别不大，主要区别在

于重点支持项目。主要原因在于，根据第五期天文联合基金指南的规定，申请空间技术、技

术方法和数据相关的重点支持项目 (对应的申请代码 1分别是 A0902, A0903, A0904)，必须

与天文观测设备的长期发展规划相契合，不能是纯自由探索的关键技术研究。高校在这类项

目的申请中，很多未能根据天文观测设备的长期规划列出有针对性的拟解决关键技术的技

术指标，从而影响了项目的总体评价。

2.3 评审中存在的问题

除了形式审查中出现的问题，在同行专家通讯评议和学科专家评审组评审过程中，天文

科学处发现了一些经常出现的问题，现总结如下，希望依托单位和申请人在今后撰写申请书

时加以注意：

(1) 申请书撰写过于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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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填写申请书之前，请认真阅读撰写提纲，根据提纲要求认真撰写申请书。尤其

第 2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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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重点阐述。

(2) 个人信息录入不完整/准确

个别申请人个人经历时间不连续、毕业院校用简写、导师姓名出现错别字等，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评审在推行通讯评审的专家辅助指派功能，个人信息不完整和不准确将影响评审

专家的选择，属于科研诚信问题，在项目指南科研诚信相关部分有详细阐述，一经发现，将

严肃处理。

(3) 代表性成果录入不规范

部分申请人代表性成果录入不规范，包括：①研究成果中有未发表的成果，如果提交

申请书时研究成果未被接受，不得列入研究成果；②成果撰写格式不规范，未能如实标注

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

(4) 资金预算不合理

资金预算应按照目标相关性、政策相符性和经济合理性原则进行预算，部分申请人未能

认真阅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资金管理办法》中关于经费使用的规定，存在超范围

预算经费的行为，这个需要引起申请人注意；另外，部分申请预算的直接经费额度严重超过

平均资助强度，天文联合基金项目经费属于定额补助式，不能完全按照实际需求预算经费。

专家评审包括资金预算评审，预算是否合理会影响对整个项目的评价。

3 2020年度天文联合基金工作的一些思考

为了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

面落实新时代对基础研究和科学基金发展提出的新要求，在评审会议期间，天文科学处组

织专家对 2020年的项目指南进行了深入讨论，并结合天文学科发展的特点和天文联合基金

协议的精神，和中国科学院相关部门进行了深入研讨，确定了相应的资助方向，这些会在

2020年的项目指南中体现。与 2019年相比，2020年天文联合基金的指南会有比较大的变

化，请依托单位科研管理人员和申请人在申请前认真阅读。

天文联合基金在 2020年将继续吸引和调动全国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充分利用中国科学

院天文观测设备及这些设备获得的数据，以天文发展中面临的重大科学问题为牵引，开展天

文学研究和部分新技术方法研究，促进我国天文科学研究的发展，培养基础研究人才，提升

我国天文学领域的创新能力。

2020年度，天文联合基金优先支持：

(1) 利用中国科学院天文台系统所属的各波段的天文观测设备和由这些设备获得的数据

资料开展的科学研究，这个方面的申请，指南有特殊要求，请认真阅读；

(2) 列入我国天文学发展规划的关键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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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 语

本文总结了 2019年天文联合基金的申请和资助情况，指出了申请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对资助情况进行了简单分析，并简单介绍了 2020年度天文联合基金工作的一些思考。希望

这些结果能对依托单位科研管理部门的工作和天文工作者今后申请项目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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