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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6月，第八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以下简称自然科学基金委）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

审议通过了新时代基金深化改革的总体目标和改

革思路，通过确立基于“鼓励探索、突出原创；聚焦

前沿、独辟蹊径；需求牵引、突破瓶颈；共性导向、交

叉融通”4类科学问题属性分类的资助导向［1］。“大气

科学”学科被列为面上项目分类评审试点改革学

科。因此，大气学科处 2019年的分类评审工作主要

以“落实资助导向、推动精准资助”为总体思路，以

鼓励和支持原创性、交叉性的科学研究，扶持薄弱

学科，促进各学科均衡、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为原则，

开展相关工作。

1 项目受理情况及相关统计

1.1 项目受理情况

2019年地球科学部大气学科共集中接收 1 416

份申请，不予受理 35 项，受理 1 381 项，申请量比

2018 年（1 248 项）增加了 168 项。所有项目类型的

申请量均比 2018年度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其中，面

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以下简称青年基金）和

地 区 科 学 基 金 项 目（以 下 简 称 地 区 基 金）共

1 280 项，比 2018 年度（1 139 项）增加 141 项。面上

基金 644 项，比 2018 年度增加 55 项，青年基金 571

项，比 2018年度增加 81项；地区基金 65项，比 2018

年度增加 5项。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以下简称

优青项目）62项，比 2018年度增加 10项。国家杰出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以下简称杰青项目）34 项，比

2018年度增加3项［2］。

1.2 统计分析

1.2.1 科学问题属性统计

2019 年度项目申请需要为项目选择科学问题

属性。其中，A类针对“鼓励探索、突出原创”的原创

类项目；B类针对“聚焦前沿、独辟蹊径”的前沿类项

目；C类为“需求牵引、突破瓶颈”的需求类项目；而

D类主要针对“共性导向、交叉融通”的交叉类项目。

在申请的 1 280 项青年基金、面上项目和地区

基金中，A 类项目占总申请量的 13.75%，而 B 类、C

类和 D类分别占 40.78%，35.00%和 10.47%。可见，

原创和交叉类项目仅占总项目的 24.22%。对于面

上项目和青年基金而言，申请量最大的项目科学属

性都为B类（前沿类），占面上项目和青年基金申请

总量的 44.57%和 40.46%。超过半数（60.00%）的地

区基金选择了C类（需求类）属性，这主要是因为这

些地区基金大多都聚焦在极端灾害性天气的预报

业务方面。

收稿日期：2019-10-12；修回日期：2019-10-25.

作者简介：李积明（1984-），男，甘肃兰州人，教授，主要从事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工作 . E-mail：d05@nsfc.gov.cn



李积明等：2019年度大气科学领域项目评审与研究成果分析第 11 期

1.2.2 申请人与研究队伍统计

2019年面上项目、青年基金和地区基金申请人

年龄为 25~70岁。35岁及以下 671人，36~45岁 404

人，46~60岁 201人，60岁以上 4人。申请人年龄在

40岁以下的青年科研人员占面上项目、青年基金和

地区基金申请总数的74.80%。

在 2019年面上项目、青年基金和地区基金申请

人中，女性科研人员申请者 520人，占总申请人数的

40.63%。其中，小于 40岁的女性科研人员占所有女

性申请者的 77.50%。上述 3 类项目申请人中具有

博士学位的 1 045 人，占 81.64%；硕士学位的 207

人，学士学位的 24人，其他 4人。面上项目、青年基

金和地区基金申请人中具有高级职称的 741 人，中

级职称 430 人，博士后 92 人，初级职称及其他共

17人。

1.2.3 项目依托单位统计

2019年面上项目、青年基金和地区基金 3类项

目申请单位共 281个，较 2018年度增加了 51个。申

请部门仍以高等院校、中国气象局所属单位及中国

科学院所属单位为主。来自高校的有 562 项，占总

数的 43.91%。来自中国气象局所属单位的有 434

项，占总数的33.91%。

2 申请项目初审

2019年面上项目、青年基金和地区基金共有 31

项申请书因不合管理规范而不予受理，占 3类项目

申请总数的 2.42%。其中面上项目 20项，青年基金

6项，地区基金 5项。造成不予受理的原因主要集中

于以下 4个方面：①申请书正文删除了其他需要说

明问题的提纲；②合作单位超过 2个、未盖公章或合

作单位名称与公章不一致；③未按要求提供证明材

料、推荐信、导师同意函、知情同意函和伦理委员会

证明等；④基本信息页研究期限错误。以上问题希

望各项目依托单位和申请人能够继续给予充分重

视。科学处也建议申请人在撰写申请书时，认真阅

读当年所报类型项目的撰写提纲和项目指南，以免

出现上述不合规范的问题。

3 申请项目通讯评议概况

2019 年度的面上项目、青年基金和地区基金，

每个项目送 5位函审评议人，而重点项目、杰青项目

和优青项目送 7位函审评议人。2019年度针对需要

函评的 1 249项面上项目、青年基金和地区基金（不

包括未通过初审的项目），共发出评议 6 245 份，评

议意见回收率达100%。

2019年度共有 1 150位专家参加了各类项目的

通讯评议工作，较 2018 年度增加 31%，平均每位专

家评议 6.2份。在收到的 6 245份同行评议意见中，

项目综合评价为“特优”的 631 份，占 10.10%；“优”

2 146 份，占 34.36%；“良”2 116 份，占 33.88%；“中”

1 192份，占 19.09%；“差”160份，占 2.56%。“优先资

助”1 820 份，占 29.14%；“可资助”2 534 份，占

40.58%；“不予资助”1 891份，占30.28%。

另外，学科处建议曾经获得过基金资助及曾经

评议过自然科学基金委科学项目的专家，要留意学

科申请代码的变动，定期维护自然科学基金委 ISIS

系统中个人信息，特别是研究方向与关键词，以便

智能辅助指派系统［3］精准遴选函评专家。

4 确定重点讨论项目的原则

2019年学科处坚持新时代科学基金资助导向，

基于同行评议、学科咨询委员会专家的建议，结合

项目科学属性以及学科目前的发展格局，最终按照

平均分、综合评价及资助意见排序后，制定了 2019

年重点讨论项目的标准。依据相关规定，重点讨论

项目同行评议不予资助意见必须不超过 2个。这里

需要申明的是，与往年不同，2019 年函评的综合评

价设置了A+（特优）等级，因此满分由4分升至5分。

另外，根据地学部工作意见，如果存在与本年度申

请或已资助的项目存在高相似度的，以及同年申请

不同类型项目未上报的情况，都将被列入备查

项目。

面上项目作为试点改革项目类型，其遴选标准

充分考虑了项目科学属性和申请代码。为了鼓励

和支持原创性、交叉性的科学研究，A类（原创类）和

D类（交叉类）科学属性项目作为重点讨论项目的分

数都设定为 3.2分及以上，同时平均分为 3.2分且同

行评议不予资助意见不超过 1个的项目参加会评，

重点讨论项目数量分别占 A 类和 D 类项目申请量

的 63.16%和 46.55%；B类（前沿类）和C类（需求类）

科学属性项目的标准则兼顾学科的发展态势和各

代码之间的均衡。总体来讲，B类项目的重点讨论

分数都在 3.6分及以上，C类项目的重点讨论分数都

在 3.2分及以上，重点讨论项目数量分别占B类和C

类项目申请量的 39.01%和 37.50%，具体的标准根

据不同的申请代码有所不同，譬如：应用气象学

（D0512）及天气学（D0505 和 D0514）的标准相比大

气物理（D0501，D0502 和 D0504）、大气动力及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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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D0506，D0507，D0508和 D0509）较低，以扶持薄

弱学科发展。面上项目最终确定重点讨论项目 263

项，重点讨论项目和资助计划的比例为144%。

青年基金的遴选标准则主要考虑学科代码，并

对部分申请体量过小且发展薄弱的地区稍有倾斜，

以便促进这些地区青年科技人才的快速成长。总

体而言：大气动力学（D0506），大气观测（D0503 和

D0515）、气候学（D0507，D0508 和 D0509）、大气化

学（D0513）及大气物理（D0501，D0502和 D0504）方

向设定平均分为 3.6分及以上，而天气学（D0505和

D0514）、应用气象（D0512）方向的平均分则较低，

分别设定在 3.4和 3.2分及以上，以平衡学科的均衡

发展。对于青年基金而言，不同研究方向重点讨论

项目数与受理数之间的比例都基本维持在 34%左

右。青年基金重点讨论项目 191 项，重点讨论项目

和资助计划的比例为 145%；地区基金设定平均分

为 3.4分及以上，同行评议不予资助意见不超过 2个

的项目参加会评。地区基金重点讨论项目 14项，重

点讨论项目和资助计划的比例为140%。

5 申请项目资助情况及相关统计

5.1 依托单位及分支学科资助情况

总体来说，2019年度地球科学部大气学科面上

项目、青年基金和地区基金共资助 325项，平均资助

率为 25.39%。其中：面上项目 183 项，资助率为

28.42%，资助直接经费金额 11 424 万元，直接费用

平均资助强度 62.43万元/项；青年基金 132项，资助

率为 23.12%，资助直接经费金额 3 299万元，直接费

用平均资助强度 24.99 万元/项；地区基金 10 项，资

助率 15.38%，资助直接经费金额 384 万元，直接费

用平均资助强度38.40万元/项。

2019年大气学科的申请代码进行了调整，将原

来的分支代码：气候学与气候系统（原代码：

D0507）、大气化学（原代码：D0510）、大气环境与全

球气候变化（原代码：D0511）进行了拆分与重组，形

成了 15个学科申请代码。我们对 15个代码进行了

归类，并汇总了不同申请代码分类的项目申请量、

重点讨论项目数及最终资助数量情况。表 1的统计

数据表明，2019 年度面上项目、青年基金和地区基

金总申请项数排在前四位的申请代码分别为气候

类（301项）、大气探测（207项）、大气化学（185项）以

及天气学与人影（158项）。重点讨论项数排位较前

的申请代码分别为气候类（114 项）、大气化学（72

项）、大气探测（66 项）以及天气学与人影（60 项）。

重点讨论项目数与申请数之比达到 45%的申请代

码是大气动力学。而比率低于 30%的申请代码则

是应用气象学。虽然不同申请代码的比例存在一

定的差异，但是相比往年情况来看，这种差异有所

减少。这主要是由于 2019 年重点审议项目的遴选

标准充分考虑了项目科学问题属性和学科平衡，以

便鼓励和支持原创性、交叉性的科学研究，扶持薄

弱学科的发展。从资助率来看，应用气象学和天气

学类的资助率较往年虽有提高，但仍然偏低，需要

进一步加强。

5.2 代表性资助项目

2019年学科处认真贯彻新时代基金资助导向，

评审会推动“精准资助”取得不错的效果，一些难度

大、风险高、原创性强的项目在新资助导向下，得到

了有效甄别并受到会评专家的一致认可，最终获得

资助，从而减小了高原创、真交叉项目被“误判”的

风险。譬如：“基于阵列平移复用的镜像综合孔径

大气遥感微波辐射测量方法”和“基于原始方程数

学理论的海气耦合模式适定性研究”等难度高、风

险大的项目的最终获批，将增强科学界坚持原创性

研究人员的信心，从而有可能孕育和催生一批具有

国际影响力的新思想、新理论、新技术和新方向，使

表 1 2019 年项目申请与重点讨论情况

申请代码分类

大气物理（D0501，D0502和D0504）

大气探测（D0503和D0515）

大气动力学（D0506））

天气学与人影（D0505和D0514）

气候类（D0507，D0508和D0509）

数值模式（D0510和D0511）

大气化学（D0513）

应用气象学（D0512）

合计

申请项数/项

132

207

60

158

301

120

185

117

1 280

占总项数比例/%

10.31

16.17

4.68

12.34

23.51

9.38

14.45

9.14

重点讨论项数/项

50

66

27

60

114

47

72

32

468

重点讨论率/%

37.88

31.88

45.00

37.97

37.87

39.12

38.92

27.35

36.56

资助项目/项

43

53

19

33

82

36

41

18

325

资助率/%

32.58

25.60

31.67

20.89

27.24

30.00

22.16

15.38

2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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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科研人员更勇于坐冷板凳，啃“硬骨头”、解决“卡

脖子”难题，使其研究直接对接科学前沿和国家需

求，让研究成果落地。

6 2018 年底结题项目取得的主要研
究成果

6.1 2018年底结题成果统计

2018 年底结题项目共 293 项，其中，面上项目

145项，青年基金 133项，地区基金 10项。表 2列出

了各类项目发表的期刊论文数。结果显示：2018年

底结题项目平均每项发表期刊论文 8.6篇，其中SCI

论文 4.5 篇。青年基金平均每项发表 SCI 论文 2.9

篇，而面上项目平均每项发表SCI论文6.0篇。

学科处对 2018年结题的 145项面上项目和 133

项青年基金做了初步评价。面上项目按研究计划

完成或超额完成任务的共 138项，占 94.5%；基本按

研究计划完成的项目有7项，占5.5%。

6.2 代表性资助成果介绍

地球科学部大气学科对面上项目、青年基金和

地区基金的结题项目作了成果评估，遴选以下代表

性成果加以介绍：

6.2.1 边界层大气物理学和大气湍流

南京大学郭维栋主持的面上项目“关键陆面参

数的反演和优化及其对陆气相互作用过程的改进”

（项目批准号：41475063）综合使用多套野外试验观

测数据，结合大气边界层湍流交换理论，对陆面过

程参数化方案中的关键参数进行调优，显著改善了

陆面过程模式在陆—气相互作用研究中的性能和

表现。该项目首先整合了 ChinaFlux通量网、“北方

干旱—半干旱区协同观测（2008—2009年夏季）”以

及中国科学院和南京大学运维的陆气相互作用野

外试验台站数据。并利用扩展傅立叶敏感性分析

方法，对陆面模式中关键参数（粗糙度、叶面指数和

土壤 b参数）进行了甄别和挑选。进而基于外场观

测数据，结合大气边界层的湍流交换理论，对关键

参数进行反演，极大减小其不确定性。在此基础

上，使用更多的卫星资料，反演并更新陆面模式中

众多理化参数（植被绿叶分数、植被高度、零平面位

移和空气动力学阻抗等），从而较为一致地提高模

式对东亚季风降水的模拟能力。该项目所取得的

成果，对我国气候系统模式的发展、特别模式在陆

—气相互作用的模拟能力方面，有重大的促进作

用，对进一步提高区域气候预测能力有重要的应用

价 值 。 部 分 研 究 成 果 发 表 在 Nature

Communications，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等期刊上。

6.2.2 大气遥感和大气探测

天津大学傅平青负责的面上项目“分子水平表

征城市边界层大气有机气溶胶的垂直分布特征”

（项目批准号：41475117）以北京 325 m 气象塔为依

托，分季节在近地面（8 m）和北京 325 m气象铁塔的

2个高度（120和 260 m）采集了气溶胶膜样品，结合

各项分析技术，获得了气溶胶的有机分子、OC/EC、

TC/TN 及其稳定同位素、粒径分布、单体同位素和

三维荧光光谱等大量气溶胶垂直分布特征的信息，

同时结合源解析方法辨析了气溶胶来源。项目研

究的重要结果包括：①发现北京城市边界层内，近

地面到上层空间有机气溶胶的组成、来源和大气化

学过程具有明显的差异性。②近地面气溶胶受本

地源影响较大，主要为一次源的贡献（如塑料垃圾

排放和化石燃料燃烧）；高层气溶胶明显受到了外

来输送源的影响（如土壤尘的远距离输送），且高层

气溶胶中二次源的贡献明显增加。③二次有机产

物的贡献在北京灰霾过程中明显增加，说明其对北

京污染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④气溶胶的单体同

位素能够有效的辨析污染物来源，且具有明显的季

节变化特征。⑤气溶胶中共解析出 3 个荧光组分

（HULIS-1，HULIS-2 和 PLOM），它们的组成、比例

和来源具有季节变化。冬季以生物质燃烧源为主，

夏季二次光化学过程明显，且冬季荧光强度高于夏

季。重霾天 HULIS 受到输送和二次生成作用影响

较大，而 PLOM受地面源影响大。以上研究有助于

全面了解城市气溶胶的组成、来源、反应和垂直特

征，帮助人们了解区域空气质量水平，以及有机气

溶胶在灰霾过程中的作用和潜在的健康效应，并为

合理的减排措施提供科学参考依据。部分研究成

果 发 表 在 Atmospheric Chemistry and Physics，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等期刊上。

6.2.3 大气动力学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陈光华主持的面

表 2 2018 年结题项目成果统计

项目类别

面上项目

青年基金

地区基金

合计

结题项目

数/项

145

133

10

288

发表论文

数/篇

1 642

684

151

2 477

论文平均

数/篇

11.3

5.1

15.1

8.6

SCI论文平均

数/篇

6.0

2.9

3.2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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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项目“热带气旋能量频散激发和调制天气尺度赤

道波动的机理研究”（项目批准号：41475074）主要

研究了在东亚夏季风大环流背景下，热带西北太平

洋的赤道地区波动和赤道外热带气旋之间的相互

作用与反馈过程。该项目对热带气旋如何通过东

南向的能量频散激发和调制赤道波动的物理过程

进行了深入研究。首先，项目利用高分辨率在分析

资料和卫星海面风场繁衍资料，给出热带气旋能量

频散影响赤道波活动的统计特征。其次，项目根据

热带气旋能量频散对赤道波动不同影响的分类，指

出不同类别中热带西太平洋大尺度夏季风环流结

构的特征，并比较了不同位置热带气旋在各个强度

和结构演变阶段激发能量频散以及影响天气尺度赤

道波动的差异。再次，项目根据热带气旋东南向能

量频散的物理过程，从热带西太平洋夏季风环流特

征的动力角度出发，研究了基本环流对天气尺度赤

道波动的生成和调制的影响。最后，项目使用数值

模式开展了敏感性试验，通过设计不同强度和结构

的季风环流背景，检测了不同环流背景下热带气旋

能量频散的差异，以及环流背景对激发赤道波动的

影响，从而验证了理论分析所得到的结果。该项目

所取得的成果，加深了人们对热带气旋和赤道波动

的相互作用过程如何导致热带气旋群发性的物理

机制的理解。部分研究成果发表在 Journal of

Atmospheric Sciences和Journal of Climate等期刊上。

6.2.4 气候学与气候系统

北京师范大学冯娟主持的面上项目“印太暖池

区域海温经向结构对我国夏季降水的影响及机理

研究”（项目批准号：41475076）针对印度洋—太平

洋暖池地区的海温经向结构如何影响热带 Hadley

环流，并进而影响中国夏季降水过程进行了深入研

究。结果发现：①Hadley环流对赤道非对称加热的

响应幅度是其对赤道对称加热响应的 5倍，且这种

差异具有显著的季节性（冬夏季节的响应明显小于

春秋季节），表明在过渡季节 Hadley 环流对海温经

向结构的分布更为敏感。②发现两类 ENSO 现象

暖事件分别对应不同的海温经向结构异常，其中东

部型暖事件主要在秋季影响中国降水，而中部型暖

事件主要在夏季影响中国降水。该项目所取得的

成果，为进一步理解热带海洋的气候效应和Hadley

环流的长期变率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部分研究

成 果 发 表 在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和

Journal of Climate 等期刊上。

6.2.5 大气化学

北京大学吴志军负责的面上项目“实验和观测

研 究 水 溶 性 类 腐 殖 质（Humic Like Substances，

HULIS）对大气气溶胶吸湿和活化的影响”（项目批

准号：41475127）结合实验室测量和外场闭合实验结

果，对生物质燃烧产生的颗粒物和实际大气收集到

的颗粒物中HULIS展开了研究，利用双电迁移颗粒

物吸湿测定仪、云凝结核计数仪、静电场轨道阱超高

分辨率液质联用仪和高分辨率飞行时间气溶胶质谱

等手段测定了HULIS的化学组分和表面张力、吸湿

等性质，探究其对大气气溶胶吸湿和活化的影响。

项目系统表征了我国不同环境下颗粒物吸湿性与其

化学组分的关系，给定我国不同大气环境颗粒物的

吸湿增长参数；通过建立动态表面张力的测定方法，

表征了不同环境大气颗粒物中HULIS的表面活性，

发现不同来源HULIS的化学性质与表面活性不同；

揭示了我国华北平原由于气溶胶无机盐含量高，气

溶胶含水量在重污染期间快速增加从而加重了污

染形成，起到了正反馈促进作用。该研究成果系统

地呈现了我国大气颗粒物的吸湿特性，提供了不同

来源颗粒物中HULIS的表面活性和吸湿性参数，为

后期就研究颗粒物的吸湿对大气污染演变及消光

效应提供了关键数据。部分研究成果发表在

Atmospheric Chemistry and Physics，Science of Total

Environment和Atmospheric Environment等期刊上。

6.2.6 大气环境与全球气候变化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肖薇主持的面上项目“开放

水面蒸发同位素富集经典模型在太湖的直接检验

与发展”（项目批准号：41475141）选取大型湖泊太

湖（面积 2 400 km2）为研究对象，基于光谱技术对大

气水汽的 HDO 和 H2
18O 组分开展原位观测，基于通

量梯度法首次实现了开放水面蒸发的 HDO 和

H2
18O 组分的长期连续观测，然后，对 Craig-Gordon

模型中不确定性最大的动力学分馏系数进行检验。

研究结果表明传统湖泊水文学研究中采用动力学

分馏系数明显偏高，而自然条件下湖泊水面蒸发过

程中的动力学分馏效应要弱很多，海洋研究采用的

数值更为适用。在用稳定同位素质量守恒法计算

湖泊蒸发时，如果采用海洋算法，则与涡度相关观

测结果一致，如果采用湖泊算法，则湖泊蒸发被高

估 72‰。此外，该项目也进一步评估了较弱的动力

学分馏效应对区域水汽循环、全球蒸散组分拆分、

洋面过量氘—湿度关系和全球降水过量氘模拟结

果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采用较弱的动力学分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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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北美洲五大湖区水汽再循环的效果与气象模

型研究结果更为接近。在全球蒸散组分拆分研究

中，如果采用较弱的动力学分馏系数，则全球蒸腾

占蒸散的比值从原有结果的 84%±9%降低到 76%±

19%，与非同位素方法的更为符合。此外，采用较

弱的动力学分馏系数，开放洋面过量氘与湿度之间

的关系和全球气候模型中对降水过量氘的模拟

更 为 合 理 。 部 分 研 究 成 果 发 表 在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和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等期刊上。

6.3 存在的主要问题

2018年的结题报告和进展报告与往年相比，依

然存在很多不规范的地方。科学处将问题总结如

下，供项目负责人参考：①结题报告撰写不规范，对

核心成果和进展凝练不够。②基金成果标注不规

范，漏标、错标问题依然明显。发表成果与项目之

间的关联性不高，以第一标注为主的科研成果较

少。③部分项目负责人还存在不及时提交结题报

告的情况。以上问题，请项目负责人和依托单位加

以注意。由于大气学科试点改革，学科处建议随后

结题的项目可以依据不同的科学问题属性归纳和

总结成果要点，突出原创性、交叉性强的科研成果。

7 结 语

2019 年大气科学面上项目实施分类评审试点

改革，为了确保改革任务落实落地，学科处以改革

为契机，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深化改革的目标和思

路指导下，认真分析学科发展现状与问题，通过各

方的积极努力有力促进了大气科学分支学科均衡

发展，重点引导对薄弱学科、关键核心技术等方向

的资助，顺利完成了 2019 年的基金评审任务，并提

出如下建议：①由于不同科学属性的评议要点侧重

不同，请申请人基于研究方向及具体研究内容正确

选择项目的科学问题属性。②大气科学学科以“落

实资助导向、推动精准资助”为总体思路，鼓励原始

创新和学科交叉，激励科学家勇闯“无人区”［4］、勇于

破解“卡脖子”关键技术难题背后的科学问题。③
自然科学基金委高度重视科研诚信［5］，建议申请人

在申报项目过程中，严格遵照项目指南及撰写提

纲，如实填写相关内容，避免出现同年申请不同类

型项目未上报、科研成果不诚实标注及与其他申请

或获批项目出现高相似度等问题。④学科处将致

力于推进“负责任、讲信誉、计贡献”（RCC［1］）的评审

机制，建议评议专家对不予资助的项目要有具体的

针对性评议意见，不能过于笼统。对于恶意评审的

专家，将永久计入专家诚信档案。⑤资助项目计划

书填写过程中要求项目负责人就函评专家关切的

问题和所提建议给予回应，这有助于项目进一步完

善研究方案、提高项目的可执行度、顺利完成项目

所提出的预期科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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