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2021年江西省自然科学基金计划申报指南

江西省自然科学基金计划坚持自由探索和需求导向，对接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聚焦我省关键领域中的核心科学问题、新

兴前沿交叉领域中的重大科学问题，开展前瞻性基础研究和应

用基础研究。重点支持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和新医药、航空

航天、先进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现代农业

等重点领域。对于不在重点资助领域中的前沿问题和制约我省

经济、社会、科技发展的关键科学问题也将予以支持，以促进

这些领域整体能力的提升和关键科学问题的突破。

一、项目类别

（一）面上项目

主要支持具有一定科研基础和发展潜力的科研人员，瞄准

学科发展前沿自主选题，开展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和较为深入

的科学研究，促进各学科均衡、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二）青年基金项目

主要支持青年科技人员自主选题，独立开展创新性的基础

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促进青年科技人才快速成长。

（三）重点项目

主要支持研究基础好、创新实力强的领军科技人才及科研

团队，围绕前沿学科和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提炼重

大科学问题及关键共性技术难题，深入系统的开展引领性、战

略性和原创性研究，推动实现前瞻性的基础研究，引领原创成

果取得突破。



（四）杰出青年基金项目（原青年基金重点项目）

主要支持在相关研究领域已取得突出成绩，有望获得国家

优秀青年基金或国家杰出青年基金项目资助的优秀青年科研人

员，组成科研团队开展高水平的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培

养学术骨干或学科带头人。

二、组织方式及资助形式

（一）组织方式

采取公开竞争方式组织申报、遴选，限额推荐。

（二）资助形式

所有类别全部实行全额资助和联合资助相结合方式。

三、支持强度和执行年限

（一）支持强度

面上项目、青年基金项目支持强度：10万元/项；

全额资助：省财政经费 10万元/项；

联合资助：省财政经费 3 万元/项、联合资助单位经费 7万
元/项。

重点项目、杰出青年基金项目支持强度：20万元/项；

全额资助：省财政经费 20万元/项；

联合资助：省财政经费 5万元/项、联合资助单位经费 15万
元/项。

（二）执行年限

面上项目及青年基金项目 2-3年；重点项目及杰出青年基金

项目 3-4年。

四、申报条件及要求

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申报除满足申报通知中有关基本条

件外，还应符合以下条件：



（一）申报条件

1．项目组成员为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含获得中国永

久居留权证的外国籍专家）从事科学技术研究的在职在岗人员。

2．申报人必须是具有博士学位（不含在读博士生、脱产研

究生）或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的在职在岗人员。

3．项目申报人具有组织开展创新性研究的能力和基本条件，

有承担基础研究项目或从事基础研究的工作经历，且具有良好

的科研信用记录；每年在依托单位工作时间应不少于 9 个月,有
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从事申报项目的研究。

（二）有关要求

1．当年有主持在研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者不得作为申报人

再申报该类项目。

2．申报人受聘多个依托单位的，只能通过一个依托单位申

报，参与人与申报人不是同一单位的，参与人所在单位视为合

作研究单位，合作研究单位的数目不超过 2个。

3．申报人根据所申报的研究方向或研究领域，按照“省自然

科学基金申报代码”，在申报系统准确选择申报代码，申报代码

按二、三级学科选择，有三级学科的必须选到三级学科。

项目申报除满足上述基本条件及有关要求外，还须满足以

下条件：

（1）面上项目

年龄不超过 58岁[1963年 1月 1日（含）以后出生]。申报

人有主持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

点项目或已取得教授、研究员等相当级别的专业技术人员不能

申报面上项目。

（2）青年基金项目



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或博士学位的申报人，

必须由两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的同行专家推荐，

同行专家推荐信须专家签字并由专家所在单位加盖公章后上传

到系统中，且申报人男性年龄不超过 35岁[1986年 1月 1日（含）

以后出生]、女性年龄不超过 37岁[1984年 1月 1日（含）以后

出生]。申报人有主持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或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的专业技术人员不能申报青年基金项目。

（3）重点项目

申报人需主持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在职在岗人员，

年龄不超过 58岁[1963年 1月 1日（含）以后出生]。
（4）杰出青年基金项目（原青年基金重点项目）

申报人需主持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在职在岗人员，

男性年龄不超过 40岁[1981年 1月 1日（含）以后出生]、女性

年龄不超过 42周岁[1979年 1月 1日（含）以后出生]，项目组

2/3以上成员的年龄在 45岁以下。

4. 各单位请严格按照《2021年省自然科学基金计划推荐指

标表》（附表）中确定的总数推荐项目，其中：重点项目和杰出

青年基金项目数的总和不超过单位总指标数的 25%。

五、支持领域

（一）数理科学

1．数学：基础数学、计算数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应用

数学、运筹学与控制论等数学研究领域的理论与方法，以及数

学与信息科学、金融、大数据、人工智能、精准医疗、生态环

境、生物、资源勘探、物理等交叉学科领域的数学模型与方法。

2．物理学：光物理与发光器件、低维凝聚态物理与量子调

控、引力理论与粒子物理、纳米电子学与纳米光学、量子计算



和量子信息相关的物理问题、激光等离子体物理及其应用、激

光物理与量子光学、新型光电功能材料和复合材料物理等。磁

约束聚变物理和技术、磁约束等离子体物理、中子输运理论与

物理、粒子与核物理探测新方法新技术、核技术在材料学和化

学学科的交叉应用。

（二）信息科学

太阳能光伏及半导体照明关键技术、现代电工装备与电磁

可靠性、光电子器件、控制理论、模式识别、人工智能及数据

挖掘、图像处理、高性能软件技术、网络与通信技术、信息安

全协议的设计与理论分析等技术；信息科学与数理、化学、生

命、医学、材料等学科的交叉。

（三）化学化工与环境科学

1．化学：信息、生命、材料、环境、能源、核科学等有密

切交叉和渗透的物质变化和化学反应的科学问题；新型有机硅

单体、聚合物或有机硅功能材料、丙烯酰胺聚合物新材料、不

对称合成、稀土化学、新分析方法或测试技术。

2．环境科学：鄱阳湖污染物多介质环境过程、效应及控制；

水利工程系统理论与应用；污染物高效处理及同步资源化和能

源化的基础理论与新技术开发；资源开发与综合利用、生态保

护、资源利用的环境效应；鄱阳湖湿地土地利用及土地覆盖变

化和碳循环；重大地质灾害和大规模人类工程活动对环境影响

的机理；土壤过程与演变；土壤质量与资源效应等。放射性核

素迁移规律研究；矿产资源综合开发利用；特殊矿产尾矿库退

役治理；自然环境中低活度放射性检测方法与技术。

（四）材料与工程科学

提高传统产业竞争能力的高性能结构材料、半导体发光材



料、太阳能光伏材料、陶瓷功能材料、环境能源材料、新型能

源材料与动力锂离子电池、稀土掺杂光电功能材料；有机高分

子能量转换及节能减排和低碳排放转化机制；柔性生物电子材

料；高精铜材、优特钢材、硬质合金、锂、镍钴、铅锌、铝合

金等新材料；绿色资源开采、矿物材料的制备和加工；资源循

环科学、水处理、空气净化、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环境污染控

制与修复新理论与新方法；工程技术领域在数字化、智能化、

精密化、绿色化方面等关键技术。先进核材料的制备和制造及

工艺；核废物处理和处置系统开发与应用；核安全、核仪器仪

表及测量系统等设计研发；核技术在赣南稀土资源勘查、选冶、

矿山环境治理等领域的应用。

（五）农业与生物科学

1．农业科学：江西特色水果和主要农作物生长机理及模型；

食品加工的生物学基础与调控机制；食品营养；食品风味；食

品安全；肠道微生态与人体健康；食品微生物资源开发与利用；

赣南脐橙果胶加工特性的物质基础；江西特色食物资源营养功

能成分的高效纯化理论；江西特色农副产品贮藏与保鲜过程中

品质劣变的生物学基础等；动植物新品种选育；良种开发、种

植养殖等关键技术；鄱阳湖生物资源和重要水产动物遗传育种

及健康生态养殖学等。

2．生物科学：重要功能基因的表达调控、开发及应用；生

物资源繁育种植、生物基材料、微生物制造技术；生物产品新

型高效的分离、纯化方法；基因编辑（CRISPR）技术等。

（六）医药与卫生科学

常见重大疾病的细胞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重大疾病的细

胞致病基因和细胞治疗，江西地区常见疾病预防、优生、优育



等有关交叉学科；威胁人类健康的多发疾病、重大疾病、血吸

虫等地方或区域性疾病的诊断、治疗与临床前和治疗过程中的

应用基础研究；环境对健康的影响、江西地区常见疾病预防、

重要传染病流行特征及防治策略等有关交叉学科；胃肠道微生

态；现代中药、生物制药、化学制药、生物医学工程；新型给

药系统、重大疾病的药效学评价等；中医基础理论概念、内涵

的规范化、热敏灸应用规律及其机理、中医病因病机的证治分

类；中药药性理论与中药资源利用、中药炮制、中药药理、江

西道地药材药效、方药药效及中药制剂关键技术与制药装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