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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的国自然基金评审结果放榜已经过去两

周，虽然申请数、受理数量创下新高，但平均资助

率仅为 16.8%。青年项目、面上项目、地区项目的

资助率分别为：17.29% 、17.43% 、14.47%（表 1）。

按照国自然的中标率，这意味着约有 85% 的人是无

法获得资助的，竞争的激烈是摆在每一位申请人面

前不争的事实。

对于连续两年申请没有获得资助的申请者，无

论在心理层面，还是科研层面，面对的困难会更大

一些。不管怎样，生活还在继续，工作还有期许，

第二天的太阳也会照常升起。面对错失的基金，我

们唯有调整心态、总结教训、补牢基础、完善提高，

才能有机会在下次的申请中脱颖而出。

一、调整心态、回归日常

国自然基金申请，拼的是实力，搏的是心态。

僧多粥少，是残酷而又无法回避的现实，但公平的

评审仍然是每一位基金申请人坚持下去的希望。因

此，失败后，我们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调整

心态，回到正常的工作状态。无论是约三五好友，

吃顿美食，还是怀揣可乐爆米花看一场电影，又或

者陪伴小孩尽情回归童年般逛逛游乐场，都不失为

放松的最佳方式。总之，暂时告别基金、远离申请书，

该吃吃、该喝喝、合理运动少不得。

二、吸取教训、总结经验

心态调整完毕，接下来就要好好看看评审意见

了，无论是否被误读，也不管评审是否得当，一切清

零，怀着虚心的态度认真学习评审意见中的每一条观

点，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总结出具体的一二三点，

以备下一步针对性改进。此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

要怀着虔诚、仰慕和真心学习的心情，与连续多次

拿到基金的老师或者同事交流。注意是连续多次拿

到基金，这样的申请人实力是毋庸置疑，而且研究

工作也一定是自成体系、一脉相承、多年来一直深耕

细作才有这样稳定的表现。可以邀请这位老师做一

次报告、也可以私底下面对面交流，或者电话、微信、

邮件等等，各种方式，看老师的喜好。总之，要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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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历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统计申请和资助情况

年份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资助率/%

青年科学基金
项目资助率/%

2021 17.43% 17.29%

2020 17.15% 16.62%

2019 18.98% 17.90%

2018 20.46% 20.54%

2017 22.59% 2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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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手那里获得宝贵经验，哪怕是点拨和提醒，也可

能比自己闭门造车要强一百倍。

三、补牢基础、合理创新

调整好了心态、总结完教训，接下来就得直面自

己的申请书，尤其是申请书中的薄弱环节。没有人比

自己更了解自己的申请书，除非不是自己写的。如何

修改，前面有了评审意见和高手的点播和提醒，或

多或少会有一些心得和体会。申请过几次的同行，

不难看出现如今的项目申请，简单说就看两点：一是

工作基础，二是创新性。二者缺一不可，套用改革

开放时期的方针：就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说起

来简单，做起来并不容易。若没有系统的研究工作

和多年的积累，这样的工作基础，没有底气，也靠

不住。从连续多次获得资助的申请者那里，不难看

出，好的工作基础一定是在某一个自己常年研究的领

域深耕细作积累下来，而不是东一榔头西一棍撞运

气。常年的研究，少则 5 年，多则 10 年，作为研究

产出的论文至少每年一篇，其中不乏具有代表性的

标志性成果（一区论文甚至 10 分以上论文）。单从 5

篇代表性的论文标题，就能读出申请者的工作连续

性和深入性。要做到这点的确是不容易，毕竟多数

人的研究有时并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特别是为了

保证毕业生正常毕业工作的前提下。这就要求有一些

预案，无论怎样，始终有一脉相承的研究在实验室

里开展，不要太凭兴趣去开展项目和课题，虽然文

章易发，可最终还是课题难报。这对于大佬实验室

可能不算什么，但对于年青教师而言尤为重要。这

就像规划人生，有计划、有目的、坚持一条路走下去。

关于申请书创新的问题，一定是在工作基础上的

创新，比较稳妥的做法是以既往发表的论文为依托，

以新的预实验或研究进展为线索，若是有较好的预

实验工作，就可以做从 0 到 1的源头创新，若预实验

比较薄弱，则以当前研究进展和新的研究手段技术为

依托，做 1+1>2 的创新。对于后者的创新模式，交叉

跨界就显得尤为重要。无论是哪一种创新，只要是建

立在自己的工作基础之上，就没有太大问题。否则，

离开基础的创新，就是海市蜃楼，会有极大的冒险性，

即便偶尔拿到，也是运气，并不是稳定和可持续的。

总之，要让评审人觉得，申请人的研究，具有延续性

和深入性，有明显可以一直做下去的苗头。

四、“重建”与“装修”

把握了工作基础和创新两个关键问题，接下来

就是围绕这两个问题来完善自己的申请书了。有些可

能完善起来相对容易，只是要做好细节，不留硬伤

和明显漏洞。所谓硬伤，就是撰写的逻辑问题，科

学问题提出的依据等；所谓漏洞，是指实验设计上

的问题，如实验分组、实验模型、技术防范等。有

些申请书可能需要推倒重来，甚至重新拟定标题和

内容。其实，推倒重来要比在原有基础上修修补补

更好，这就好比，老房子的重建或者装修。尽管，

投入的时间成本更多，但一定会更漂亮、也更有新意。

无论是“重建”还是“装修”，原则是，尽可能

往自己的工作基础靠拢，在既往论文的“地基”里，

深挖科学问题，继续打牢夯实，这样盖起来的新房子，

才牢固。地面上的部分，需要在“宅基地”的合理

范围内设计和布局，可以用新材料、新方法、新手段，

也可以有不同的风格，但不要太高、太奢华，否则

预算不够。可以结合最新进展，利用前沿技术、模型、

方法来设计研究内容，但一定要熟悉，且符合正常

逻辑，也就是先盖第一层、再才能盖第二层、第三层，

此外，一定要知道哪些地方用什么材料最合适而且

美观。因为新盖的房子，不仅要美观，更重要的是

要有居住功能，而且比以前更好。

最后，祝各位申请者们，能调整心态、吸取教

训、总结经验、合理规划，在自己课题的“老屋”上，

深挖“地基”、优化设计、重建一片安定美丽的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