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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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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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管理和追踪问效等

工作。2019 年，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金额 95137 万元，资助

博士后研究人员 9834 人。其中，面上资助金额 62486 万元，

资助 8015 人；特别资助金额 24471 万元，资助 1389 人；“博

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金额 8000 万元，资助 400 人；资助

出版优秀学术专著 30 部。 

2020 年，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将开展面上资助工作两

批次，特别资助工作两批次，优秀学术专著出版资助工作一

批次，实施“西部地区博士后人才资助计划”，与全国博士

后管委会办公室共同实施“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 



为帮助博士后设站单位及博士后研究人员全面了解

2020 年基金资助工作要求，体现公开、公平、公正的资助原

则，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编印了《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

助指南（2020 年度）》（以下简称《指南》）。2020 年资助

工作的变更内容在《指南》中以脚注形式做了标识。“博士

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由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另行印发

文件。 

请各有关省（区、市）、部门及设站单位根据《指南》

要求组织好 2020 年度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工作。《指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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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hinapostdoctor.org.cn）发布相关信息，不再印发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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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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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专家通讯评审确定资助对

象。资助标准分为一等和二等。自然科学资助标准为一等 12

万元、二等 8 万元；社会科学资助标准一般为一等 8 万元、

二等 5 万元。2020 年资助人数约为当年进站人数的三分之

一，对从事基础研究和在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开展创新研究的

博士后研究人员适当倾斜。 

面上资助实施“西部地区博士后人才资助计划”（以下

简称“西部计划”），对在西部及贫困地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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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予以倾斜资助，不含以上地区部队设站单位、中央部属高

校、一流高校、高校中的一流学科及中国科学院研究单位的

博士后研究人员；优先资助申请项目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密

切相关的博士后研究人员。“西部计划”与同批次面上资助

工作一同组织开展。2020 年资助 200 人，资助标准为自然科

学 8 万元、社会科学 5 万元。 

（二）特别资助 

特别资助分为特别资助（站前）、特别资助（站中）两

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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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资助（站前）是为吸引新近毕业的国内外优秀博士

进站，在前沿领域从事创新研究实施的资助。由专家会议评

审确定资助对象。2020 年资助 400 人，资助标准为 18 万元。 

特别资助（站中）是为激励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增强创

新能力，对表现优秀的博士后研究人员实施的资助。由专家

会议评审确定资助对象1。2020 年资助约 800 人2，资助标准

为自然科学 18 万元、社会科学 15 万元。 

（三）优秀学术专著出版资助 

优秀学术专著出版资助用于资助博士后研究人员出版

在站期间所取得的研究成果。资助领域为自然科学。专著编

入《博士后文库》，有独立书号，由科学出版社出版。2020

年资助约 30 部专著，资助标准为每部专著平均 6 万元。

                                                             

1. 取消专家通讯评审。 

2. 资助人数有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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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请要求 

（一）面上资助 

1. ᴌ 

i. 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 

ii. 具备良好的思想品德、较高的学术水平和较强的科

研能力。 

iii. 进站一年半以内可多次申请，每站只能获资助一

次。 

iv. 申请项目应具有基础性、原创性和前瞻性，具有重

要科学意义和应用价值。 

v. 申请项目为本人承担。 

vi. 非涉密项目。 

vii. 入选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实施的各类博士后国（境）

外交流计划（学术交流项目除外）的派出人员，在完成派出

工作或提前结束国（境）外研究工作后，继续在国内开展博

士后研究工作的，由所在设站单位出具证明后可申请。 

Е  

 “西部计划”与同批次面上资助一同组织，不需单独申请。 

 工作站博士后研究人员可选择独立于流动站的专家评审。 

 如果申请项目所属一级学科为心理学或二级学科为教育技术

学，申请人需明确项目所属学科门类，教育学或理学选其一。3
 

 对在当批次资助结果发布之前出（退）站的博士后研究人员不

                                                             

3.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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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资助。4
 

2.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申请书》1 份。 

申请书由“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管理信息系统”生成。

（模板见附录） 

申请书“一、个人信息”的“2.科研及奖励情况”要求

填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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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申请书“二、项目信息”中不得填写个人信息，包括申

请人姓名、设站单位名称、合作导师姓名等，否则评审专家

可视为申请人故意泄露个人信息，计 0 分。 

Е 

 在网上申报开通日期前，可在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网站“资

料下载”专区下载申请书模板。 

3. ֢ 

申请人登录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网站“中国博士后科

学基金管理信息系统”，按要求填写相关信息，在线提交至

院系或工作站（分站）6。 

在线打印纸质申请书 1 份，报送院系或工作站（分站）。 

                                                             

4. 明确要求。 

5. 新增。 

6. 明确申报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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Е 

 企业联合培养的博士后研究人员只可向工作站设站单位提交

申请。7
 

 军地联合培养博士后研究人员不得在网上提交申请书。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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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份纸质申请书，刻录光盘 1 张，报送设站单位。 

 申报截止日期前，申请人对已在网上提交的申请数据有修改需

求时，需逐级申请驳回。 

4.  

院系或工作站（分站）博士后管理人员登录中国博士后

科学基金会网站“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管理信息系统”，审

核申报信息并提交至设站单位。   

设站单位博士后管理人员网上审核申报信息并提交至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在线打印“申报情况汇总表”，加

盖公章，在审核截止日期前报送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如

果快递“申报情况汇总表”，以投递日戳为限）。 

Е 

 纸质申请书不需提交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由设站单位留存

3 年。 

 军地联合培养博士后研究人员的申请书由设站单位在审核截

止日期前报送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如果快递“申报情况汇总表”，

以投递日戳为限）。 

（二）特别资助 

1. ⌡ ꜡Ѓ ╦Є 

                                                             

7. 不再向联合培养的流动站设站单位提交申请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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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申请条件 

申请人须为 2020 年度拟进站或新近进站从事博士后研

究工作的人员，同时应具备以下条件： 

i. 具有良好的科研潜质和学术道德。  

ii. 获得博士学位 3 年以内的全日制博士，2020 年度应

届博士毕业生优先。应届博士毕业生在申报时须满足博士学

位论文答辩的基本要求。 

iii. 新近进站的博士后研究人员需是 2019 年 4 月 15

日至 2020 年 5 月 15 日（含）之间进站的人员，且未申报过

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特别资助（站前）；博士学位获

得时间须为 2019 年 1 月 1 日（含）以后；须依托所在博士后

科研流动站、工作站进行申请，不得变更合作导师。8 

iv. 至当批次申报截止日期年龄不超过 35 周岁（1984

年 1 月 1 日后出生）。  

v. 申请项目须为表 1 中规定的研究方向。 

vi. 非涉密项目。 

vii. 拟进站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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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后合作导师应为该研究

领域知名专家，学术造诣深厚；且原则上可为培养博士后研

究人员提供国家级科研平台。9  

viii. 对申请进入本单位相同一级学科的人员并由博

                                                             

8. 增加对进站时间等要求。 

9. 提高对合作导师和科研平台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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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导师继续担任博士后合作导师的人员的总比例不得超过

30%。 

ix. 入选者办理入站手续时须将人事关系转入博士后

设站单位并保证全脱产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x. 入选者须在资助名单公布后 3 个月内办理进站手续，

逾期视为自动放弃资助资格。 

xi. 全国博士后管委会组织实施的各类博士后国（境）

外交流计划赴外的项目（学术交流项目除外）、博士后创新

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不得申请。 

xii. 之江实验室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主要开展智能感知、

智能网络、智能计算、智能系统等研究工作，对入选者给予

配套资助。详见附录。10 

表 1 特别资助（站前）资助研究方向一览表 

序号 学科领域 研究方向 

1 

基础研究 

基础数学 

2 核心计算基础数学 

3 运筹学与控制论 

4 理论物理 

5 量子物理的新发现和研究理论物理 

6 物理化学 

7 材料化学 

8 

基础前沿交叉 

超常环境下系统力学问题研究与验证 

9 功能体系的分子工程与分子成像 

10 能源化学转化的动态本质与调控 

                                                             

10. 新增。 



 8 

序号 学科领域 研究方向 

11 

先进材料 

高性能材料结构设计、制备与应用探索 

12 变革性纳米产业制造技术聚焦 

13 新能源汽车 

14 

能源 

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技术与示范 

15 未来先进核裂变能 

16 基于高效热工转换的先进动力技术 

17 可再生能源与多能互补应用示范 

18 

生命与健康 

脑科学与类脑智能研究 

19 生物超大分子复合体的结构、功能与调控 

20 病原微生物与宿主免疫 

21 器官修复与再造 

22 生物合成 

23 健康保障技术与装备 

24 战略生物资源评价与转化利用 

25 

信息 

量子通信 

26 网络空间安全关键技术与应用 

27 高效能计算与网络通信关键技术及应用 

28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 

29 区块链11 

30 人机交互与虚拟现实 

31 集成电路与核心基础器件 

32 机器人与超精密极端制造 

33 

光电空间 

空间科学先导 

34 月球与首次火星科学探测 

35 平流层飞艇 

（2）申请材料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站前）申请书》、身

                                                             

11.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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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材料、《博士导师推荐意见表》、《博士后合作导师推荐

意见表》和学术及科研成果纸质材料各 2 份。 

申请书由“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管理信息系统”生成。

（模板见附录）申请书“二、学术及科研情况”的“（二）

科研成果和奖励”要求填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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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份材料。已获得博士学位的申请人须提供博士学位证、

毕业证复印件；应届博士毕业生须提供学生证复印件、博士

学位论文答辩决议书复印件或博士论文预答辩通知书（如无

预答辩通知书，须提供学校学位主管部门或所在院系出具的

相关证明）。 

《博士导师推荐意见表》和《博士后合作导师推荐意见

表》在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网站“资料下载”专区下载。

（模板见附录） 

学术及科研成果纸质材料是申请书“二、学术及科研情

况”的“（二）科研成果和奖励”中填报内容的纸质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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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Е 

 在网上申报开通日期前，可在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网站“资

料下载”专区下载申请书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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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申请材料的提交 

申请人登录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网站“中国博士后科

学基金管理信息系统”，按要求填写相关信息，上传《博士

导师推荐意见表》和《博士后合作导师推荐意见表》扫描件，

在线提交至设站单位。 

按顺序将申请书、身份材料、《博士导师推荐意见表》、

《博士后合作导师推荐意见表》、学术及科研成果纸质材料

装订成册，一式两份，报送设站单位。 

Е 

 设站单位的联系方式可在“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管理信息系统”

中自动获取。 

 申报截止日期前，申请人对已在网上提交的申请数据有修改需

求时，需逐级申请驳回。 

（4）申请材料的审核 

设站单位博士后管理人员登录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

网站“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管理信息系统”，审核申报信息

并提交至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 

在线打印《申报情况汇总表》，加盖公章，与纸质申请

材料（每位申请人 1 份）一并在审核截止日期前报送中国博

士后科学基金会（如果快递“申报情况汇总表”，以投递日

戳为限）。 

Е 

 管理人员在博士后研究人员申报截止后才能进行网上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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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纸质申请材料由设站单位留存 3 年。 

2. ⌡ ꜡Ѓ ҲЄ 

（1）申请条件 

i．进站满 4 个月。 

ii．已取得突出的科研成果，或在项目成果转化方面已

取得较好的成效。 

iii．发展潜力大，在站期间表现出较强的创新能力。 

iv．申请项目应具有突出的学术价值或创新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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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非涉密项目。 

vi．设站单位择优推荐12。各单位按照在站博士后研究

人员人数的 1/20 推荐；不足 20 人的，推荐 1 人。13 

v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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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等资助，作为主要研究人员参加国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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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才，设站单位重点培养的学术

技术带头人或后备人才。 

viii．每站只能获资助一次。 

ix．入选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特别资助（站前）

                                                             

12. 工作站设站单位只需向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提交申报材料。 

13. 推荐比例由 1/10 调整为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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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员不可申请。 

x．入选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实施的各类博士后国（境）外

交流计划（学术交流项目除外）的派出人员，在完成派出工

作或提前结束国（境）外研究工作后，继续在国内开展博士

后研究工作的，由所在设站单位出具证明后可申请。 

Е 

 企业联合培养的博士后研究人员只可向工作站设站单位提交

申请。14
 

 对在当批次资助结果发布之前出（退）站的博士后研究人员不

予资助。 

（2）申请材料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站中）申请书》、科

研成果纸质材料各 2 份。 

申请书由“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管理信息系统”生成（模

板见附录）。申请书“一、个人信息”的“2.科研及奖励情

况”要求填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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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研成果纸质材料是申请书“一、个人信息”的“2.科

研及奖励情况”中填报内容的纸质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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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规范申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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Е 

 在网上申报开通日期前，可在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网站“资

料下载”专区下载申请书模板。 

（3）申请材料的提交 

申请人登录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网站“中国博士后科

学基金管理信息系统”，按要求填写相关信息，在线提交至

院系或工作站（分站）15。 

按顺序将申请书、科研成果纸质材料装订成册，一式两

份，报送院系或工作站（分站）。 

Е 

 军地联合培养博士后研究人员不得在网上提交申请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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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顺序将申请书、科研成果证

明材料装订成册，一式三份。 

 申报截止日期前，申请人对已在网上提交的申请数据有修改需

求时，需逐级申请驳回。 

（4）申请材料的审核 

院系或工作站（分站）博士后管理人员登录中国博士后

科学基金会网站“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管理信息系统”，审

核申报信息并提交至设站单位；同时，将纸质申请材料报送

设站单位。 

设站单位博士后管理人员网上审核申报信息并提交至

                                                             

15. 明确申报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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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在线打印《申报情况汇总表》，加

盖公章，与纸质申请材料（每位申请人 1 份）一并在审核截

止日期前报送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如果快递“申报情况

汇总表”，以投递日戳为限）。 

Е 

 推荐名额由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根据申报截止日期在站的

博士后研究人员人数据实核定。 

 管理人员在博士后研究人员申报截止后才能进行网上审核。 

 军地联合培养博士后研究人员的申请材料（2 份）和光盘由设

站单位报送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 

 纸质申请材料由设站单位留存 3 年。 

（三）优秀学术专著出版资助 

1. ᴌ 

i．在站两年以上或出站 5 年内的博士后研究人员16，获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者优先。 

ii．申请人为所投专著唯一作者。 

iii．专著所属学科领域为自然科学。 

iv．字数不少于 15 万字。 

v．仅限学术专著，不含译著、研究报告集、学术资料、

工具书等。 

vi．在专著书稿完成后方可申请。 

2.  

专著书稿、《出版资助申请表》、《报名信息表》、查

                                                             

16. 新增“出站 5 年内”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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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报告各 1 份。 

专著撰写规范请参阅附录17。 

《出版资助申请表》和《报名信息表》在中国博士后科

学基金会网站“资料下载”专区下载。（模板见附录） 

查重报告应包括总查重结果和非本人文献的查重结果18。

由申请人委托设站单位图书馆、研究生院或其他具有论文查

重资质的机构对专著内容进行查重。 

Е 

 《出版资助申请表》存为.doc 文件，《报名信息表》存为.exl

文件。 

3. ֢ 

将专著书稿、《出版资助申请表》以 PDF 格式刻录光盘

1 张，在光盘上标识博士后姓名、专著名称；将光盘和查重

报告报送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 

将《报名信息表》电子版发送至 chubanzizhu@126.com，

邮件标题格式为：博士后姓名+专著名称。 

                                                             

17. 新增。 

18. 新增“非本人文献的查重结果”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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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专家评审 

（一）面上资助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组织专家通讯评审。 

通讯评审采取网上匿名评审形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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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站单位名称、博士后合作导师姓名等信息。

具体程序为： 

i．按照申请人申报项目所属二级学科进行分组； 

ii．为每个评审组随机匹配 5 名左右同行专家19； 

iii．评审专家根据评审指标按百分制打分； 

iv．计算每位申请人的得分20，在评审组内排序； 

v．根据当批次资助名额，在各评审组中按照分数从高

到低遴选拟资助人员。 

表 2 面上资助评审指标21 

序号 指标项 评价内容 分值 

1 学术绩效 已取得的科研成果 30 

2 创新能力 

研究内容的创新性 

选题的自主性 

学科交叉情况 
60 

3 研究基础和条件保障 研究基础和平台情况 10 

                                                             

19. 评审专家数量有调整。 

20. 取消体操计分法。 

21.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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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面上资助（工作站）评审指标22 

序号 指标项 分 值 

1 学术绩效 20 分 

2 技术创新性 60 分 

3 研究基础 10 分 

4 对企业的贡献 10 分 

（二）特别资助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组织专家会议评审。具体程序为： 

i．按照申报项目所属一级学科进行分组。 

ii．为每个评审组聘请专家。一般组内每个一级学科至

少聘请一名同行专家。 

iii．根据参评人数，将资助名额按比例分配至各一级

学科。 

i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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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 特别资助（站前）评审指标23 

序号 指标项 评价内容 

1 学术绩效 
 博士论文的学术水平 

 科研成果的个人贡献、原创性 

2 
研究计划的创新

性与可行性 

 与优先资助研究方向的相关性 

 研究方向的前沿性 

 研究计划的学术创新性 

 研究方案的可行性 

 研究计划在合作导师承担项目中的独立性 
                                                             

22. 更新。 

23.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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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指标项 评价内容 

3 科研条件 
 博士后合作导师学术水平 

 科研平台情况  

表 5 特别资助（站中）评审指标 

序号 指标内容 

1 
申请人是否已取得突出的科研成果，在项目成果转化

方面是否已取得了突出成效。 

2 
申请人是否具有较大发展潜力，在站期间的研究工作

是否表现出突出的创新能力。 

（三）优秀学术专著出版资助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组织专家会议评审，确定拟资助

出版的专著。 

科学出版社组织选题论证，确定资助出版的专著。 

表 6 优秀学术专著出版资助评审指标 

序号 指标项 评价内容 分值 

1 学术价值 

选题为本学科前沿，涉及本学科研究热点和难

点问题，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或是

国内外比较活跃的研究课题，具有挑战性和创

新性。 

研究内容在理论上或方法上有创新，具有开拓

性，对本学科发展有贡献。其有关论文在国内

外高级别的刊物上发表，或论文内容达到了国

内领先水平 。 

研究成果或效益显著，学术价值已得到国内外

承认，或研究成果的应用已取得显著的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 

6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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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指标项 评价内容 分值 

3 书稿质量 

编写用语科学，表达准确，文字精炼，数据翔

实、透彻，图表规范。内容的系统性、逻辑性

较强，层次清楚，观点鲜明，重点突出。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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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果公示与公布 

（一）结果公示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在中国博士后网站、中国博士后

科学基金会网站、中国博士后微信公众号对拟资助结果进行

公示。公示期一周。 

公示期间，博士后研究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如对公示内

容有异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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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评审程序的质询需撰写书面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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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公示结束前邮寄至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

（以投递日戳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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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质询需以传真或 E-mail 形式向中

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提出，署明姓名和联系方式。 

Е 

 从公示日起，申请人可登录“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管理信息系

统” 查阅专家评审结果。 

（二）结果公布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在中国博士后网站、中国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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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基金会网站、中国博士后公众号上公布资助结果，并向

相关设站单位印发资助通知。 

Е 

 从资助结果公布之日起，获资助人员可登录“中国博士后科学

基金管理信息系统”打印资助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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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经费使用和管理 

（一）博士后研究人员 

资助经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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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总

额的 30%。 

获资助博士后研究人员出站时，资助经费结余部分应当

收回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 

（二）设站单位 

设站单位对资助经费单独立账、代为管理。 

获资助博士后研究人员退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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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余资助经费收回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用

资助经费所购资产收归设站单位所有。 

（三）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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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成果追踪 

（一）博士后研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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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资助博士后研究人员出站时须向设站单位提交《中国

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总结报告》。（模板见附录）提交流程

如下： 

博士后研究人员办理出站手续时，登录中国博士后科学

基金会网站“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管理信息系统”，填写《中

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总结报告》，在线提交至设站单位。

同时，打印 1 份纸质报告，交所在设站单位审核和备案。 

Е 

 纸质《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总结报告》由设站单位留存 3

年。24
 

 军地联合培养的获资助博士后研究人员不可网上提交报告。请

登录“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管理信息系统”下载模板，网下填写并打

印 1 份纸质报告，刻录光盘 1 张，一并交所在设站单位审核和备案。 

（二）设站单位 

设站单位登录“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管理信息系统”，

及时审核《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总结报告》并提交中国

                                                             

24.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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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后科学基金会。 

设站单位每年年底向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提交《中国

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金使用效益情况报告》。（模板见附录）

提交流程如下： 

登录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网站“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

管理信息系统”，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金使用效益

情况报告》中系统自动生成的内容进行核实；填写报告中的

“本年度获基金资助出站的优秀博士后综述”和“工作建议”，

网上提交至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网上提交的截止日期为

于 2021 年 1 月 31 日。 

打印 1 份纸质报告，加盖公章，于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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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队系统设站单位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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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 月 31 日前送至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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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资助工作时间安排 

 

      时间        

   节点      

批次 

网上申报 

开  始 
申报截止 审核截止 评审截止 公  示 

第 67 批  

面上资助 
2 月 3 日 2 月 25 日 2 月 25 日 4 月上旬 5 月中旬 

第 68 批  

面上资助 
7 月 1 日 9 月 4 日 9 月 4 日 10 月中旬 11 月中旬 

第 2 批特别 

资助(站前) 
4 月 13 日 5 月 15 日 5 月 22 日 6 月中旬 7 月上旬 

第 13 批特别 

资助(站中) 
4 月 13 日 5 月 15 日 5 月 22 日 6 月中旬 7 月上旬 

优 秀 学 术  

专著出版资助 
1 月 1 日 
(网下提交) 

5 月 31 日 -- 6 月下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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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工作部门及联系方式 

（一）工作部门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博士后基金管理处。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30 号博士后公寓（100083）。 

（二）联系方式 

池莲子，负责面上资助，电话：(010)82387704。 

张永涛，负责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特别资助（站

前），电话：(010)62335395。 

王添翼，负责特别资助（站中）、优秀学术专著出版资

助，电话：(010)62335023。 

E-mail：postdoctorfund@mohrss.gov.cn，传真：(010)62335023。 

 

 
中国博士后 

 

 

 

 

 

 

mailto:postdoctorfund@mohrss.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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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一、填报资料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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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 

申 请 书（流动站） 

第    批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 

 

 

姓    名                                                   

进站单位                           

申报项目                           

项目所属

一级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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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 知 
 

  

1.本表由申请者在“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管理信息系统”

中填报并自动生成，网下生成无效。 

2.“一、个人信息”中“1.申请人基本情况”由系统自

动填报。 

3.“二、项目信息”中不得填写个人信息，包括申请人

姓名、设站单位名称、合作导师姓名等，否则评审专家可视

为申请人故意泄露个人信息，计 0 分。 

4.中文或英文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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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个 人 信 息  

1.申请人基本情况 

姓名  
全国博管

会编号 
 进站时间 年 月 

性别  出生年月 年  月 国籍  

证件名称  证件号码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E-mail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进站单位  
流动站    设站单位：                      合作导师： 

工作站□    设站单位：                      合作导师： 

2.科研及奖励情况（限三项） 

国 际 和 国 内 核

心期刊论文 

发表时间 题      目 刊物名称 
作者 
排名 

收录 
情况 

引用 
次数 

影响 
因子 

       

国 家 或 部 级 项

目/课题情况 

下达时间 项目/课题 下达部门 经  费 负责情况 

     

出版专著情况 

出版时间 书    名 出版社 作者排名 

    

已取得的专利 

取得时间 名    称 类    型 授权编号 批 准 国 

     

获国际、国家及

部委奖励情况 

获奖时间 名    称 授予单位 排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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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项 目 信 息  

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 自选  合作导师项目  自主获得的国家或省部级课题   其他 

项目所属一级学科  项目所属二级学科  

交叉一级学科  交叉二级学科  

1. 选题依据（国内外研究现状及选题价值，限 10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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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内容（研究对象，拟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研究目标，限 20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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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究方案（限 2000 字） 

 

 

 

 

 

 

 

 

 

 

 

 

 

4.特色与创新之处（限 1000 字） 

5.研究计划及预期成果（限 5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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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研究基础（与本项目相关的研究工作积累和已取得的研究工作成绩；已具备的科研条

件，尚缺少的科研条件和拟解决的途径；正在承担的与本项目相关的科研项目情况，限

1000 字。） 

 

7.经费预算 

 

 

 

 

 

 

 

 

 

 

三、承    诺 

 

Ḧ Ὺ ɻ‼ ɼ ꜡Ї Ҫ ʃҲ

꜡ ʄЇ ᵲɼ 

 

 

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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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 

申 请 书（工作站） 

第    批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 

 

 

姓    名                                                   

进站单位                           

申报项目                           

项目所属

一级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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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 知 
 

  

1.本表由申请者在“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管理信息系统”

中填报并自动生成，网下生成无效。 

2.“一、个人信息”中“1.申请人基本情况”由系统自

动填报。 

3.“二、项目信息”中不得填写个人信息，包括申请人

姓名、设站单位名称、合作导师姓名等，否则评审专家可视

为申请人故意泄露个人信息，计 0 分。 

4.中文或英文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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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个 人 信 息  

1.申请人基本情况 

姓名  
全国博管

会编号 
 进站时间 年 月 

性别  出生年月 年  月 国籍  

证件名称  证件号码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E-mail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进站单位  
流动站    设站单位：                      合作导师： 

工作站□    设站单位：                      合作导师： 

2.科研及奖励情况（限三项） 

国 际 和 国 内 核

心期刊论文 

发表时间 题      目 刊物名称 
作者 
排名 

收录 
情况 

引用 
次数 

影响 
因子 

       

国 家 或 部 级 项

目/课题情况 

下达时间 项目/课题 下达部门 经  费 负责情况 

     

出版专著情况 

出版时间 书    名 出版社 作者排名 

    

已取得的专利 

取得时间 名    称 类    型 授权编号 批 准 国 

     

获国际、国家及

部委奖励情况 

获奖时间 名    称 授予单位 排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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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项 目 信 息  

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 自选  合作导师项目  自主获得的国家或省部级课题   其他 

项目所属一级学科  项目所属二级学科  

交叉一级学科  交叉二级学科  

1.选题依据（国内外研究现状及选题价值，限 1000 字） 

 

 

 

2.研究内容（研究对象，拟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研究目标，限 20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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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究方案（限 2000 字） 

 

 

 

 

 

 

 

 

 

 

 

 

 

4.特色与创新之处（限 1000 字） 

5.研究计划及预期成果（限 5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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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研究基础（与本项目相关的研究工作积累和已取得的研究工作成绩；已具备的科研条

件，尚缺少的科研条件和拟解决的途径；正在承担的与本项目相关的科研项目情况，限

1000 字。） 

 

7.经费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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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企业的贡献 

 

 

四、承    诺 

 

Ḧ Ὺ ɻ‼ ɼ ꜡Ї Ҫ ʃҲ

꜡ ʄЇ ᵲɼ 

 

 

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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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站前） 

申  请  书 

第    批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 

申   请   人                      
博士毕业院校                      
 

一 级 学 科                      

学 科 领 域                      
拟 进 站 单 位                      
拟 合 作 导 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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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须知 

 

1.“拟进站单位”指设有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工作站的

单位。  

2.申请书由申请者在“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管理信息系

统”中填报并自动生成，网下生成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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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信息 

（一）基本信息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婚   否  身份证号  

移动电话  固定电话  

通讯地址  E-mail  

（二）当前身份 

 □ 应届博士毕业生      □ 毕业 3 年内的博士       □ 新近进站的博士后    

A.应届博士

毕业生 

攻读博士学位
院校/科研机构

构 

 
博士学位授予

国家或地区 
 

一级学科  导 师  预计毕业时间  

拟进站单位  合作导师  

B.毕业 3 年

内的博士 

博士毕业院校/
科研机构 

 
博士学位授予

国家或地区 
 

一级学科  导师  
博士学位授予

时间 
 

现职单位  

拟进站单位  合作导师  

C.新近进站

的博士后 

博士毕业院校/
科研机构 

 
博士学位授予

国家或地区 
 

一级学科  导师  
博士学位授予

时间 
 

全国博管会 

编号 
 

合作

导师 
 进站时间  

/

   ᯤ博士后

ⴀ



 

 46 

二、学术及科研情况 

（一）博士学位论文情况 

目 

 

 

录 

 

摘 

 

 

要 

（限 10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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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研成果和奖励（限 3 项）） 

国际和国

内核心期

刊论文 

发表时间 题    目 刊物名称 
作者 
排名 

收录 
情况 

引用
次数 

影响
因子 

       

       

国家或部

级项目/

课题情况 

下达时间 项目/课题 下达部门 经  费 主持/参与 

     

     

出版专著

情况 

出版时间 书    名 出版社 作者排名 

     

     

已取得的

专利 

取得时间 名    称 类    型 授权编号 排   名 

     

     

获得国 

际、国家

及部委奖

励情况 

获奖时间 名    称 授予单位 排    名 

    

    

三、项目信息 

（一）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关 键 词  
（限 5 个） 

 

一级学科 
 

二级学科 
 

学科领域 
 

研究方向 
 

与合作导

师承担项

目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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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内容 

项目内容 

（限 50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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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基础 

 

（限 1000 字）  

 

 

 

 

 

 

 

 

 

 

 

 

 

 

 

 

 

 

 

 

申报项目

对所属学

科领域的

推动作用 

（限 10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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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合作导师及科研平台 

导师姓名  
□院士    □国家千人计划创新长期专家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中科院特聘研究员    □其他  

重大项 

目名称 

（如研究计划是合作导师承担的重大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其他                       

科研平台 
□国家实验室  □国家重点实验室  □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国家技术创新中心 

□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国家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 □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其他                                               

近3年主

要科研成

果、承担

的国家重

大项目

（课题）    

 

五、承诺 

Ḧ  Ὺ ɻ‼ ɼ ꜡Ї Ҫ ʃҲ

꜡ ʄЇ ᵲɼ 

 

                                          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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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站前） 

博士导师推荐意见表 

 

尊 敬 的博 士导 师：  

您 好 ！ 

为 贯 彻 落 实 《 国 务 院 办 公 厅 关 于 改 革 完 善 博 士 后 制

度 的 意见 》（ 国办 发 〔 2015〕87 号 ） ，中 国博士 后 科学

基 金 会 自 2019 年 起 实 施 中 国 博 士 后 科 学 基 金 特 别 资 助

（ 站 前），吸 引新 近 毕业 的国 内外 优 秀博 士进 站，在 前沿

领 域 从 事 创 新 研 究 实 施 的 资 助 。 由 专 家 会 议 评 审 确 定 资

助 对 象， 资助 标准 为 18 万 元。 

感 谢 您 推 荐 您 的 优 秀 学 生 从 事 博 士 后 研 究 ， 您 的 意

见 将 是我 们遴 选人 才 的重 要依 据。   

祝 您 身体 健康 ，工 作 顺利 ! 

 

 

中 国 博士 后科 学基 金 会 

 

 

 

 



 

 52 

 

被推荐人姓名       

（拟）进站单

位  

 

导师姓名  工作单位  

电 话  E-mail  职称  

 

推 

 

荐 

 

意 

 

见 

1.被推荐人最突出的科研能力有哪些？ 

 

 

 

 

 

2.您如何评价被推荐人的学术潜力和职业前景？ 

 

3.您和被推荐人是否有合作的研究成果？如有，被推荐人的贡献有多大？ 

4.您认为是否还有其他方面的相关信息决定该被推荐人应该获得资助？ 

 

 

导 师 签 字 ：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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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站前） 

博士后合作导师推荐意见表 
 

 

尊 敬 的博 士后 合作 导 师： 

您 好 ！ 

为 贯 彻 落 实 《 国 务 院 办 公 厅 关 于 改 革 完 善 博 士 后 制

度 的 意见 》（ 国办 发 〔 2015〕87 号 ） ，中 国博士 后 科学

基 金 会 自 2019 年 起 实 施 中 国 博 士 后 科 学 基 金 特 别 资 助

（ 站 前），吸 引新 近 毕业 的国 内外 优 秀博 士进 站，在 前沿

领 域 从 事 创 新 研 究 实 施 的 资 助 。 由 专 家 会 议 评 审 确 定 资

助 对 象， 资助 标准 为 18 万 元。 

请 您 为 有 意 向 与 您 合 作 开 展 博 士 后 研 究 的 博 士 填 写

推 荐 信， 您的 意见 将 是我 们遴 选人 才 的重 要依 据。   

祝 您 身体 健康 ，工 作 顺利 ! 

 

 

中 国 博士 后科 学基 金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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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推荐人姓名       

（拟）进站单

位  

 

合作导师姓名  工作单位  

电 话  E-mail  职称  

 

推 

 

荐 

 

意 

 

见 

1.被推荐人最突出的科研能力有哪些？ 

2.您如何评价被推荐人的学术潜力和职业前景？ 

 

3.您和被推荐人是否有合作的研究成果？如有，被推荐人的贡献有多大？ 

4.您认为是否还有其他方面的相关信息决定该被推荐人应该获得资助？ 

 

       导 师 签 字 ：  

                               年    月    日  

 



 

 
   

 

55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站中） 

申  请  书 

第    批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 

姓    名                                                   

进站单位                           

申报项目                           

项目所属

一级学科                           



 

 
   

 

56 

 

 

须 知 
 

  

1. 本表由申请者在“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管理信息系

统”中填报并自动生成，网下生成无效。 

2. “一、个人信息”中“1.申请人基本情况”由系统

自动填报。 

3. 中文或英文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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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个 人 信 息  

1.申请人基本情况 

姓名  
全国博管

会编号 
 进站时间 年 月 

性别  出生年月 年  月 国籍  

证件名称  证件号码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E-mail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进站单位  
流动站    设站单位：                      合作导师： 

工作站□    设站单位：                      合作导师： 

2.科研及奖励情况（限三项） 

国 际 和 国 内 核

心期刊论文 

发表时间 题      目 刊物名称 
作者 
排名 

收录 
情况 

引用 
次数 

影响 
因子 

       

       

国 家 或 部 级 项

目/课题情况 

下达时间 项目/课题 下达部门 经  费 负责情况 

     

     

出版专著情况 

出版时间 书    名 出版社 作者排名 

    

    

已取得的专利 

取得时间 名    称 类    型 授权编号 批 准 国 

     

     

获国际、国家及

部委奖励情况 

获奖时间 名    称 授予单位 排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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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报项目 

名    称 
    

    

研究类别 基础研究       应用基础         技术开发  

项目来源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其他国家级项目  自选项目  

项目所属一级学科  项目所属二级学科  

交叉一级学科  交叉二级学科  

关键词 

（限 5 个） 

1.项目简介（限 5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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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内容（限 2000 字。研究项目主要内容、主要创新点、项目的预期目标、科学意义、

应用前景等。） 

3.研究方法（限 2000 字。研究计划、拟采取的研究方法、实验方案、技术路线、已具备

的条件及目前进展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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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预算 

 

四、承    诺 

 

Ḧ Ὺ ɻ‼ ɼ ꜡Ї Ҫ ʃҲ

꜡ ʄЇ ᵲɼ 

 

 

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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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后文库》出版资助 

申 请 表 
须知： 

1.“投稿编号”由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编撰，申请人不需填写。 

2.“一级学科”“二级学科”指专著所涉及的学科领域，参见 1997 年《授

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  

一、个人基本信息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移动电话  电子邮箱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进站单位  进站时间  

全国博管

会编号 
 进站学科  合作导师  

博士后基金资助编号  是否出站  

现职单位  

二、博士论文情况 

论文题目  

一级学科  二级学科  

论文

内容

摘要 

 

投稿编号  

姓    名  

一级学科  

二级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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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博士后出站报告情况 

报告题目  

一级学科  二级学科  

报告

内容

摘要 

 

四、专著基本信息 

专著名称  

字    数  成稿时间 年   月 

是否合著 是□   否□ 是否外文 是□   否□ 

关键词 
（限 5 个词） 

 

摘要 

（限 20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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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

章节

目录 
 

创新

点与

学术

价值 

 

五、与专著有关的论文 

序号 发表时间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会议 收录情况 作者排名 

      

      

      

六、承诺 

 

ָҿҘ ᵲָɼ Ҳ Ὺ Ї ӫ Ғ

ᴑᵫῚלүָ ᵩ   ɼ ӫ

Ầ₴ үָ ᵩЇ Ҳװ ɼ ӫ

  ҲҒ ♅ ɻ Ғ ҿɼ ָ Ὴ └

ָ ɼ 
 

     

                           申请人签字（电子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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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后文库》出版资助 

报名信息表 
 

 

 

姓名 
全国博管

会编号 

进站 

单位 

进站 

时间 

出站 

时间 

专著 

名称 
字数 

一级 

学科 

二级 

学科 
手机 

电子 

邮箱 
备注 

            

 

说明：1.请用.exl 文件编辑信息表。 

2.“一级学科”“二级学科”指专著所涉及的学科领域，参见 1997 年《授 

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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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总结报告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 

姓    名                                                   

进站单位                           

出站时间                           

项目名称                           

资助类型                           

资助编号                           



 

 66 

一、基本信息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年  月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E-mail  

全国博管

会编号 
 进站时间 年   月 出站时间   

进站单位 
流动站         设站单位：                      

工作站□         设站单位：                      

项目名称  

关键词 

（不超过 5 个，用分号隔开） 

项目所属一级学科  项目所属二级学科  

交叉一级学科  交叉二级学科  

资助类型  资助编号  是否结题 是□ 否□ 

二、研究工作基本情况 

1.中文摘要（限 10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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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资助项目获得其它国家级或省部级科技计划资助情况（计划名称、项目名称、资

助总经费、本人分工、执行期限） 

 

3.资助项目依托的研究平台和团队： 

□国家实验室   □国家重点实验室   □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国家技术创新中

心   □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国家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   

□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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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工作总结 

1．与预期研究计划和目标比较，项目执行情况及存在的问题。 

 

 

 

 

 

 

 

 

 

2．项目工作主要进展及所取得的成果（说明主要的科学发现和创新之处，附必要数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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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究成果的科学意义、应用前景、推广开发价值以及经济和社会效益。 

 

4．开展国内外学术合作交流及本人的成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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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成果目录 

序号 成果类型 成果名称 主要完成者 成果说明 标注状态 

      

      

说明： 

1.成果类型。分为“专著 / 期刊论文 / 会议论文 / 专利 / 获奖 / 其他”六类，

请归类集中填写并单独编号； 

2.成果说明。用于填写如期刊名、获奖类别、级别等必要的说明和便于其他人查询的

信息，具体要求如下： 

1） 期刊论文按“全部作者，论文题目，刊物名称﹒卷（期）﹒起-止页码，年月

（SCI/SSCI,EI,ISR 收录，如是该类杂志）”格式填写说明； 

2） 会议论文按“国际/国内，特邀报告/口头报告/墙报展示，全部作者，论文题目，

会议名称，时间，地点”格式填写说明； 

3） 专著按“全部作者，书名、出版社，出版时间，字数，发行量”格式填写说明； 

4） 专利按“获准专利国别，类别，专利号，获专利时间”格式填写说明； 

5） 获奖按“授奖单位，授奖时间，奖励名称，等级”格式填写说明。 

6） 其他，根据实际情况填写并做必要的说明。 

3.标注状态。用于说明有无标注“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及项目批准号”等。 

五、成果统计表 

获奖（项） 

国家级 省部级 国际学术奖 其它 

自然科学奖 科技进步奖 发明奖 自然科学奖 科技进步奖 

  一等 二等 一等 二等 一等 二等 一等 二等 一等 二等 

          

专著/论文 

（篇） 

发表论文数 
四大检索系统 

专著 

国际会议 全国性会议 刊物 中文 外文 

特邀 

报告 

分组 

报告 

特邀 

报告 

分组 

报告 

国际 

刊物 

国内 

刊物 

国内一

般刊物 
SCI SSCI EI ISR 已出版 待出版 已出版 待出版 

               

专利及其他 

专利（项） 成果推广及经济效益 其他成果 

国内 国外 可推广项

数 
已推广项数 

经济效益

（万元） 

软件/ 

数据库 

图表/图

集 

新仪器/ 

新方法 

鉴定及 

其他 申请 批准 申请 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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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资助金使用情况 

开 支 内 容 金 额（单位：元） 备  注 

   

   

   

   

支出合计：                          余 额： 

七、承诺 

 

  ꜡ Ὺ Ԑ Ї ɼ א

ᵲҲЇ ғ ῗ Ї ŅҲ ꜡

ņɼ 

获资助者：                     年    月    日 

八、审核意见 

 

财务负责人（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合作导师意见： 

                                      

                                             年    月    日 

设站单位博士后管理部门： 

                     （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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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金 

使用效益情况报告 

（   年度）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 

设站单位                                                  

联 系 人                           

电    话                           

电子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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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信息（系统填写） 

获基金资助本年度出站博士后（人）  

面上资助（人）  特别资助（人）  博新计划（人） 

一等资助（人） 二等资助（人） 特别资助（站前）（人） 
特别资助（站中）

（人）  

    

二、经费使用情况（系统填写） 

面上资助 特别资助 博新计划 

获得资助经费 已用经费 结余经费 获得资助经费 已用经费 结余经费 获得资助经费 已用经费 结余经费 

         

三、获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成果（系统填写） 

获奖（项） 

国家级 省部级 国际学术奖 其他 

自然科学奖 科技进步奖 发明奖 自然科学奖 科技进步奖 

  一等 二等 一等 二等 一等 二等 一等 二等 一等 二等 

          

专著/论文

（篇） 

发表论文数 
四大检索系统 

专著 

国际会议 全国性会议 刊物  中文 外文 

特邀报告 分组报告 特邀报告 分组报告 国际刊物 国内刊物 SCI SSCI EI ISR 已出版 待出版 已出版 待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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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及其他 

专利（项） 成果推广及经济效益 其他成果 

国内 国外 
可推广项数 已推广项数 

经济效益（万

元） 
软件/数据库 图表/图集 新仪器/新方法 鉴定及其他 

申请 批准 申请 批准 

           

获其他资助

项目情况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其他省部级 

    

四、本年度获基金资助出站的优秀博士后综述 

序 号 姓 名 成果形式 学术水平 贡献及突破 社会效益 经济效益 

       

       

五、工作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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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二、之江实验室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资助指南 

（一）之江实验室简介 

之江实验室坐落在浙江杭州西子湖畔，于 2017 年 9 月 6

日成立。之江实验室是由浙江省人民政府、浙江大学、阿里

巴巴集团共同举办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混合所有制的事业单

位；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主任负责制，理事长为浙江省省长，

副理事长分别为分管副省长、杭州市市长、浙江大学校长和

阿里巴巴集团 CEO。之江实验室学术咨询委员会主任为路甬

祥院士。2019 年 6 月，经全国博士后管委会批准，之江实验

室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获得独立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资格。 

之江实验室以人工智能技术为骨干支撑，以智能感知、

智能网络、智能计算和智能系统为主要研究领域，构建物理、

信息、社会三元空间融合的信息科学和技术体系，全面支撑

国家安全、数字经济和社会治理等重大战略领域发展。 

（二）研究方向 

1.智能感知。高通量光学纳米加工、超分辨显微成像、

超精密平台及控制、双光子微纳加工、硅基集成光电子学、

光传输网络及系统、微波光子学、超高灵敏极弱磁测量、光

纤传感、嵌入式系统、微纳光子学、生物光子学、光机电一

体化、智能医学图像处理、触觉传感技术与仪器、心磁和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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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测量、原子分子物理与光学（AMO）、量子精密测量、光力

学与腔光力学。 

2.智能网络。B5G/6G、太赫兹通信与系统、身体信道通

信与体域网。 

3.智能计算。存算一体芯片、类脑计算与芯片、机器视

觉与模式识别、大数据分析、可视化与可视分析、人机交互。 

4.智能系统。无人驾驶的智能算法与仿真。 

（三）资助内容 

1.对获得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的博士后研究人员

给予 1：1 科研经费配套。 

2.提供税前不低于 30 万元年薪，对优秀者可另议。 

3.按国家有关规定提供各类保险等待遇。 

4.提供免租金精装修人才公寓。 

5.期满出站后由之江实验室优先录用。 

（四）联系方式 

电    话：0571-56393361 

传    真：0571-56390666 

通讯地址：杭州市文一西路 1818 号人工智能小镇 10 号 

楼之江实验室 8 楼 806 室 

邮政编码：311121 

电子邮箱：postdoctor@zhejianglab.com 

网    址：http://www.zhejianglab.com 
 

之江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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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三、《博士后文库》编撰指南 

（一）书稿文体 

学术专著在理论上应有创新或在实验上有重大发现。基

础理论著作要有理论创新，对科学发展或培养科技人才有重

要作用。应用技术著作将科学理论应用于生产实践，能促进

产业进步，产生较大经济效益。 

著者要明确读者定位，明确学术著作所阐述的内容范围；

注重书稿的创新性、学术性、完整性和规范性。 

（二）书稿结构 

内容由浅入深，章节结构均衡。 

（三）名词术语 

登录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官网（http://www. 

cnctst.cn/）了解最新科技术语，登录“术语在线”（http:// 

www.termonline.cn/index.htm）在线检索。也可参考全国科学

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组织的各学科名词正式出版物（科学出

版社出版）。 

谨慎使用未经规范的缩略语。 

（四）语言 

准确、简洁，忌语言杂糅和语句过长。 

（五）图表 

清晰、规范，与文字叙述内容对应。图表说明尽可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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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书稿中的表格形式应一致。 

（六）书名 

准确反映内容，忌简单套用课题名称。书名不能过长。

突出关键词，重要关键词前置，可采用主辅书名。 

（七）版权 

不得侵犯他人著作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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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四、2019 年度资助人员名单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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