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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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造就一大批高层次

创新型青年人才。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经费主要来源于

中央预算拨款，同时鼓励多元化投入，鼓励地方政府、企业

和其他组织通过多种形式投入资金开展联合资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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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一

体推进教育发展、高层次人才培养以及科技创新具有独特的

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全国博

士后管理委员会领导下，具体负责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

的预算编制、申报、评审、经费管理和追踪问效等工作。2024

年，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金额 92583 万元（其中，1080

万元为与省级政府联合资助），资助博士后研究人员 10438

人。其中，面上资助金额 66227 万元，资助 8656 人；特别

资助金额 21036 万元，资助 1198 人；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

计划资助金额 4000 万元
1
，资助 500 人；资助出版优秀学术

专著 24 部，资助金额 240 万元；博士后基金天津联合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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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 540 万元，资助 30 人；博士后基金安徽联合资助金额

540 万元，资助 30 人。

2025 年，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将开展面上资助、特别

资助、优秀学术专著出版资助、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以

及联合资助（特别资助）等工作。

为帮助博士后设站单位及博士后研究人员全面了解

2025 年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工作内容和要求，充分体现

公平、公正、公开的资助原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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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度）》（以下简

称《指南》）。同时，2025 年资助工作变化在《指南》中以

脚注形式做了标识。2025 年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申报工

作由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另行

印发通知。

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军队、中央有关部门单位

及各博士后设站单位按照《指南》要求，组织好 2025 年度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申报工作。《指南》内容如有调整，中

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将在网站(https://www.chinapostdoc

tor.org.cn/bshjjh）发布相关信息。



目 录

一、面上资助 ...................................... 1

二、特别资助 ...................................... 6

三、联合资助（特别资助） ......................... 10

四、优秀学术专著出版资助 ......................... 41

五、结果公示与公布 ............................... 44

六、经费使用和管理 ............................... 45

七、成果追踪 ..................................... 47

八、资助工作时间安排 ............................. 50

九、2024 年度各项目资助情况 ...................... 51

十、工作部门及联系方式 ........................... 52

附录一 申请材料模板 .............................. 53

附录二 其他材料模板 .............................. 96

附录三 优秀学术专著编撰指南 ..................... 107

附录四 2024 年度资助人员名单 .................... 109





2

（1）具备良好思想品德、较高学术水平和较强科研能力，

无科研失信行为。

（2）进站 18 个月内可多次申请，每站只能获资助一次。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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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非涉密，且为本人承担。

（4）入选国家各类博士后国（境）外派出项目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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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示：

 “地区专项支持计划”与同批次面上资助一同组织申请，申请

人在同批次申请时只能选其一。

 工作站博士后研究人员可选择参加工作站单独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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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在资助结果公布之前出（退）站的博士后研究人员不予资助。

2.申请材料

申请材料包括：《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申请书》

（以下简称《面上资助申请书》）。

《面上资助申请书》由“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管理信息

系统”生成（模板见附录一）。其中，“一、个人信息”的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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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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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中任选，但总数不超过 5 项；“二、项目信息”中（“研

究基础”除外）不得涉及个人信息，包括申请人姓名、设站

单位名称、合作导师姓名等明显泄露申请人身份信息的内容

以及评审专家判定其他属于泄露个人信息的情形，否则评审

专家可视为申请人故意泄露个人信息，计 0 分。

提示：

 《面上资助申请书》为在线生成。在网上申请开始前，申请人

可在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网站“资料下载”专区下载《面上资助申

请书》模板作为填报参考，但下载的《面上资助申请书》模板不得作

为正式申请书上传，否则视为无效申请。

3.提交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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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要求填写相关申请信息，在线生

成《面上资助申请书》并提交。

提示：

 申请截止日期前，如申请人对已提交的申请有修改需求，需由

审核单位逐级驳回。

4.材料审核

设置院系分级管理权限的流动站设站单位及园区工作站

设站单位须先由院系或工作站分站审核，再提交至设站单位

审核。设站单位网上审核申请材料并提交至中国博士后科学

基金会。设站单位应认真核查申请人科研诚信情况，在科研

失信惩戒期内的，不予同意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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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专家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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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程序为：

1.按照申报项目所属二级学科进行分组；

2.为每个评审学科组随机匹配同行专家；

3.评审专家根据评审指标（见表 1、表 2）按百分制打分；

4.计算每位申请人的得分，在评审学科组内排序；

5.根据当批次资助比例确定各评审学科组资助名额，在

各评审学科组中按照分数从高到低确定拟资助人员。

表 1 面上资助评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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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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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3
研究基础和

条件保障
研究基础和平台情况 10分

表 2 面上资助（工作站）评审指标

序号 指标项 评价内容 分值

1 学术绩效 已取得的科研成果 20分

2 创新能力

解决关键技术（问题）情况

自主创新技术的占比

技术（方案）的稳定性和成熟

度

60分

3 研究基础 研究基础和科研条件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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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指标项 评价内容 分值

4
对工作站的

贡献

解决本单位重大、关键技术难

题情况

创新效益情况（博士后成果取

得的经济、社会效益与影响，

或对国家、行业发展重大决策

的支撑作用，如参与起草的政

策建议、研究报告及被采纳情

况）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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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别资助

（一）资助简介

特别资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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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计划资助 1200 人，资助标准为自然科

学 18 万元，社会科学 15 万元。

（二）申请要求

1.申请条件

（1）进站满 4 个月
3
，每站只能获资助一次。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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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潜力大，在站期间表现出较强的创新

能力；无科研失信行为。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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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为非涉密项目。

（4）设站单位择优推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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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设站单位推荐时，可将下列条件作为优先推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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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ҩ ҹꜚ ̆ ӊ ⌠ ӥ ֜ 4ҩ 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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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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头

人或后备人才。

（6）每站只能获资助一次。本站内已获得特别资助（包

括原站前、站中资助）、博士后基金联合资助（特别资助）

以及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的人员不可申请。入选国家各

类博士后国（境）外派出项目的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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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示：

 对在资助结果公布之前出（退）站的博士后研究人员不予资助。

2.申请材料

申请材料包括：《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申请书》

（以下简称《特别资助申请书》）和科研成果材料。所有申

请材料均不需提交纸质材料。具体填报要求如下：

（1）《特别资助申请书》由“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管理

信息系统”生成（模板见附录一）。其中，“一、个人信息”

的“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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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项。

（2）科研成果材料是指《特别资助申请书》“一、个人

信息”的“2.科研成果和奖励”填报的内容的证明材料。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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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论文提供全文，项目课题提供批准通知书或项目计划书

首页及基本信息页等相关证明，专著提供目录和摘要，专利

或奖励提供证书。以上材料均须提供原件扫描件。

提示：

 《特别资助申请书》为在线生成。在网上申请开始前，申请人

可在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网站“资料下载”专区下载《特别资助申

请书》模板作为填报参考，但下载的《特别资助申请书》模板不得作

为正式申请书上传，否则视为无效申请。

3.提交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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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要求填写相关申请信息，在线生

成《特别资助申请书》，上传相关证明材料并提交。

提示：

 申请截止日期前，如申请人对已提交的申请有修改需求，需由

审核单位逐级驳回。

4.材料审核

设置院系分级管理权限的流动站设站单位及园区工作站

设站单位须先由院系或工作站分站审核，再提交至设站单位

审核。设站单位网上审核申请材料并提交至中国博士后科学

基金会。设站单位应认真核查申请人科研诚信情况，在科研

失信惩戒期内的，不予同意申请。

提示：

 推荐名额根据申报截止日期当日设站单位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



9

人数据实核定。

 设站单位在申报截止后才能进行网上审核推荐。

（三）专家评审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组织专家会议评审。具体程序为：

1.按照申报项目所属一级学科进行分组；

2.为每个评审学科组聘请同行专家；

3.根据参评人数，将资助名额按比例分配至各评审学科

组；

4.组织召开专家评审会议。评审专家审阅材料（评审指

标见表 3），开展评议并投票确定拟资助人员。

表 3 特别资助评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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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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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合资助（特别资助）4

2025 年，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将开展与天津市、安徽

省、湖北省、湖南省以及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中国

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联合资助（特别资助）。联合资助的

资助标准参照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执行。

提示：

 各联合资助申请书均为在线生成。在网上申请开始前，申请人

可在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网站“资料下载”专区下载相应的《联合

资助申请书》模板作为填报参考，但下载的模板不得作为正式申请书

上传，否则视为无效申请。

 对在资助结果公布之前出（退）站的博士后研究人员不予资助。

 申请截止日期前，如申请人对已提交的申请有修改需求，需由

审核单位逐级驳回。

 博士后设站单位在博士后研究人员申报截止后才能进行网上审

核。

 获资助博士后研究人员出（退）站时，设站单位须认真审核资

助经费支出情况，资助经费结余部分按照拨付渠道原路退回，用资助

经费所购固定资产收归设站单位所有。

（一）第 3 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与天津市联合资助

（特别资助）

1.资助简介

博士后基金天津联合资助由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与天

津市人民政府合作设立，旨在瞄准国家及天津市重大战略、

4 2025 ̆ľ ꜛĿᵬҹҬ ѿ ꜛ ѿ ῀ȇ ꜛ Ȉ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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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性高新技术和基础科学前沿领域，资助一批应届或新近

毕业的海内外优秀博士，进入天津市博士后设站单位在自然

科学前沿领域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为国家及天津市高质量

发展培养更多高层次创新型青年人才。

2025 年计划资助 30 人，资助标准为每人 18 万元。资助

经费是在设站单位给予的博士后正常工资外、以生活补贴形

式对博士后研究人员进行的资助。经费分两年拨付至博士后

设站单位，由设站单位从获选人员办理完成进站手续并工作

报到起按月计发，核发 24 个月。

2.申请要求

（1）申请条件

申请人须为拟进站或已进站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的人员，

同时应具备以下条件：

①具有良好的科研潜质和学术道德，无科研失信行为。

②拟进站人员须是获得博士学位3年以内的全日制博士，

应届博士毕业生优先。应届博士毕业生在申报时须满足通过

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的基本要求。

已进站的博士后研究人员应为 2024 年 3 月 1 日（含）以

后进站，进站时博士学位获得时间未超过 3 年。

③拟进站人员须依托拟进入的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工作

站申请；已进站的博士后研究人员须依托所在的博士后科研

流动站、工作站申请，且不得变更合作导师；在职身份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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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研究人员不得申请。

④年龄不超过 35 周岁（1989 年 3 月 31 日后出生）。拟

进站人员办理进站手续时须满足博士后研究人员进站年龄要

求。

⑤进站学科属于自然科学，申请项目须为表 4 中所列的

研究方向，且为非涉密项目。

表 4 博士后基金天津联合资助研究方向一览表

序号 类别 研究方向

1

产业应用

人工智能、算法、仿真建模、分布式计算

2 芯片、传感器设计

3 多模研究、工业视觉、网络安全

4 生物医学工程、合成生物学、基因编辑、药物分析

5 高分子材料、海洋化学、电化学、土壤修复

6 绿色建筑、轨道交通、测量与遥感、固井工艺

7

科学研究

机械、光学、仪器、材料、冶金、动力

8 电子、信息、控制、计算机

9 建筑、土木、水利、测绘

10 地质、石油天然气、矿业、海洋

11 化学、纺织、轻工、食品

12 数学、统计学、物理学

13 基础医学、临床医学、药学、医学技术

14 植物保护、畜牧学、生态学、农业资源利用

҉ץ̔ Ӟ 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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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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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⑦获资助的拟进站人员须在资助名单公布之日起 6 个月

内在申报依托的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或工作站办理进站手续，

并应符合博士后进站相关要求，逾期视为放弃资助资格；办

理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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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⑧博士后基金天津联合资助不得与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

特别资助、其他博士后基金联合资助、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

计划以及国家实施的博士后国（境）外派出类项目同时获选。

在上述项目未公布获选结果前，可以同时申报。

（2）申请材料

申请材料包括：《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与天津市联合

资助（特别资助）申请书》（以下简称《博士后基金天津联

合资助申请书》）、身份证明材料、《博士导师推荐意见表》、

《博士后合作导师推荐意见表》和科研成果材料。所有申请

材料均不需提交纸质材料。具体填报要求如下：

①《博士后基金天津联合资助申请书》由“中国博士后

科学基金管理信息系统”生成（模板见附录一）。其中，“二、

学术及科研情况”的“（二）科研成果和奖励”中要求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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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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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身份材料：已获得博士学位的拟进站申请人须提供博

士学位证、毕业证扫描件；尚未取得博士学位证书的应届博

士毕业生须提供学生证，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决议书或博士学

位论文预答辩通知书扫描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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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近进站博

士后研究人员无须提供身份材料。

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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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板见附录一）。

④科研成果材料是指《博士后基金天津联合资助申请书》

中“二、学术及科研情况”的“（二）科研成果和奖励”填

报内容的证明材料。其中，论文提供全文，项目课题提供批

准通知书或项目计划书首页及基本信息页等相关证明，专著

提供目录和摘要，专利或奖励提供证书。以上材料均须提供

原件扫描件。

（3）提交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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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要求填写相关申请信息，在线生

成《博士后基金天津联合资助申请书》，上传相关推荐意见

和证明材料，并提交。

提示：

 未联系到博士后工作岗位的申请人，可直接与天津市人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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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保障局联系，联系电话：022-83218124/83218401/83869366。

（4）材料审核

设置院系分级管理权限的流动站设站单位及园区工作站

设站单位须先由院系或工作站分站审核，再提交至设站单位

审核。设站单位网上审核申请材料并提交至天津市人社局。

设站单位应认真核查申请人科研诚信情况，在科研失信惩戒

期内的，不予同意申请。

3.专家评审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组织专家会议评审。具体程序为：

（1）按照申报项目所属一级学科进行分组；

（2）为每个评审学科组聘请同行专家；

（3）根据参评人数，将资助名额按比例分配至各评审学

科组；

（4）组织专家进行评审。评审专家审阅材料（评审指标

见表 5），开展评议并确定拟资助人员。

表 5 博士后基金天津联合资助评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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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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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科研条件
博士后合作导师学术水平

科研平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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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 2 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与安徽省联合资助

（特别资助）

1.资助简介

博士后基金安徽联合资助由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与安

徽省人民政府合作设立，旨在瞄准国家及安徽省重大战略，

围绕安徽省战略性高新技术、重点产业领域和基础科学前沿

领域，资助一批应届或新近毕业的海内外优秀博士，进入安

徽省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工作站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为国

家及安徽省高质量发展培养更多高层次创新型青年科技人才。

2025 年计划资助 30 人，资助标准为每人 18 万元。资助

经费是在设站单位给予的博士后正常工资外、以生活补贴形

式对博士后研究人员进行的资助。资助经费分两年拨付至博

士后设站单位，由设站单位从获选人员办理完成进站手续并

工作报到起按月计发，核发 24 个月。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获资

助人员将同时获得安徽省博士后生活资助 A 档（30 万元）和

科研项目资助 A 档（20 万元），博士后科研流动站获资助人

员将同时获得安徽省博士后科研项目资助 A 档（20 万元）。

已获相关资助的不再重复资助。

2.申请要求

（1）申请条件

①具有良好的科研潜质和学术道德，无科研失信行为。

②拟进站人员须是获得博士学位3年以内的全日制博士，



17

应届博士毕业生优先。应届博士毕业生在申报时须满足通过

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的基本要求。

已进站的博士后研究人员须为 2024 年 3 月 1 日（含）以

后进站，进站时获得博士学位不超过 3 年。

③拟进站人员须依托拟进入的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工作

站申请；已进站的博士后研究人员须依托所在的博士后科研

流动站、工作站申请，且不得变更合作导师；在职身份博士

后研究人员不得申请。

④年龄不超过 35 周岁（1989 年 3 月 31 日后出生）。拟

进站人员办理进站手续时须满足博士后研究人员进站年龄要

求。

⑤进站学科属于自然科学，申请项目为非涉密项目。

重点向新能源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先进光伏和新型

储能、新材料、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空天信息、深空探测、

聚变能源、金属矿山、安全与健康、大气光学、基础软件和

工艺、高端医疗器械、生物医药、集成电路、新型显示等产

业领域，以及在皖企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皖北和大别山革

命老区博士后设站单位博士后倾斜。

⑥拟进站人员一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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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后合作导师可为培养博

士后研究人员提供高水平科研平台，学术造诣深厚。

⑦拟进站人员应符合博士后进站相关要求，获选后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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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名单公布之日起 6 个月内办理进站手续，逾期视为放弃

资助资格。办理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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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⑧博士后基金安徽联合资助不得与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

特别资助、其他博士后基金联合资助、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

计划以及国家实施的博士后国（境）外派出类项目同时获选。

在上述项目未公布获选结果前，可同时申报。

（2）申请材料

申请材料包括《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与安徽省联合资

助（特别资助）申请书》（以下简称《博士后基金安徽联合

资助申请书》）、身份证明材料、《博士导师推荐意见表》、

《博士后合作导师推荐意见表》和科研成果材料。所有申请

材料均不需提交纸质材料。具体填报要求如下：

①《博士后基金安徽联合资助申请书》由系统生成。其

中，“二、学术及科研情况”的“（二）科研成果和奖励”

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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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从以上类型中任选，但总数不超过 5

个。

②身份材料：已获得博士学位的申请人须提供博士学位

证、毕业证扫描件；应届博士毕业生尚未取得博士学位证书

的，须提供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决议书或博士论文预答辩通知

书扫描件（或提供学校学位主管部门或所在院系出具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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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

③《博士导师推荐意见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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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科研成果材料是指《博士后基金安徽联合资助申请书》

“二、学术及科研情况”的“（二）科研成果和奖励”中填

报内容对应证明材料。其中，论文提供全文，项目课题提供

批准通知书或项目计划书首页及基本信息页等相关证明，专

著提供目录和摘要，专利或奖励提供证书。以上材料均须提

供原件扫描件。

（3）提交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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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要求填写相关申请信息，在线生

成《博士后基金安徽联合资助申请书》，上传相关推荐意见

和证明材料，并提交。

提示：

 未联系到博士后工作岗位的申请人，可直接与安徽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联系，联系电话：0551-62614559。

（4）材料审核

设置院系分级管理权限的流动站设站单位及园区工作站

设站单位须先由院系或工作站分站审核，再提交至设站单位

审核。设站单位网上审核申请材料并提交至安徽省人社厅。

设站单位应认真核查申请人科研诚信情况，在科研失信惩戒



20

期内的，不予同意申请。

3.专家评审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组织专家会议评审。具体程序为：

（1）按照申报项目所属一级学科进行分组；

（2）为每个评审学科组聘请同行专家；

（3）根据参评人数，将资助名额按比例分配至各评审学

科组；

（4）组织专家进行评审。评审专家审䰀属

（

评审专学

级的审评评 数 ，，专士请祾舀祾舀祾舀祾舀祾舀祾舀祾舀祾舀祾舀祾舀祾舀祾舀祾舀祾舀祾舀祾舀祾舀捄祾舀祾舀祾舀祾舀祾舀捆祾舀祾舀祾舀祾舀祾舀祾舀祾舀祾舀祾舀祾舀祾舀祾舀祾舀祾舀祾舀捉祾舀祾舀祾舀祾舀祾舀捑祾舀祾舀祾舀祾舀祾舀祾舀捓祾舀祾舀祾舀祾舀祾舀祾舀祾舀捕祾舀祾舀祾舀祾舀祾舀祾舀祾舀捘祾舀祾舀祾舀比目行，专. 助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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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后基金湖北联合资助由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与湖

北省人民政府合作设立，旨在瞄准国家重大战略、前沿领域、

基础学科及湖北省五大优势产业，资助一批在站优秀博士后，

为国家及湖北省高质量发展培养更多高层次创新型青年科技

人才。

2025 年计划资助 100 人，资助标准为每人 18 万元。资助

经费是给予博士后研究人员在站期间从事自主创新研究的科

研经费。资助经费一次性拨付至博士后设站单位。

2.申请要求

（1）申请条件

①申请人须为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 12月 31日（含）

在湖北省内博士后科研平台进站的博士后研究人员。

②进站学科属于自然科学。

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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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潜力大，在站期间表现出较强的创新能

力。无科研失信行为。

④申请项目应具有突出的学术价值或创新性，且为非涉

密项目。

⑤博士后基金湖北联合资助不得与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

特别资助、其他博士后基金联合资助、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

计划以及国家实施的博士后国（境）外派出类项目同时获选。

在上述项目未公布获选结果前，可以同时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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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外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委托湖北省博士后科研流

动站培养的博士后研究人员不可申报，相关博士后流动站设

站单位负责审核把关。

（2）申请材料

申请材料包括：《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与湖北省联合

资助（特别资助）申请书》（以下简称《博士后基金湖北联

合资助申请书》）和科研成果材料。所有申请材料均不需提

交纸质材料。具体填报要求如下：

①《博士后基金湖北联合资助申请书》由“中国博士后

科学基金管理信息系统”生成（模板见附录一）。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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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项。

②科研成果材料是指《博士后基金湖北联合资助申请书》

中“二、学术及科研情况”的“（二）科研成果和奖励”填

报内容的证明材料。其中，论文提供全文，项目课题提供批

准通知书或项目计划书首页及基本信息页等相关证明，专著

提供目录和摘要，专利或奖励提供证书。以上材料均须提供

原件扫描件。

（3）提交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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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要求填写相关申请信息，在线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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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博士后基金湖北联合资助申请书》，上传相关证明材料

并提交。

提示：

 申报咨询电话：027-51828223（湖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4）材料审核

设置院系分级管理权限的流动站设站单位须先由院系审

核，再提交至设站单位审核。设站单位网上审核申请材料并

提交至湖北省人社厅。设站单位应认真核查申请人科研诚信

情况，在科研失信惩戒期内的，不予同意申请。

3.专家评审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组织专家会议评审。具体程序为：

（1）按照申报项目所属一级学科进行分组；

（2）为每个评审学科组聘请同行专家；

（3）根据参评人数，将资助名额按比例分配至各评审学

科组；

（4）组织专家进行评审。评审专家审阅材料（评审指标

见表 7），开展评议并确定拟资助人员。

表 7 博士后基金湖北联合资助评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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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申请人研究内容与国家、省重大战略关联性。（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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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站）

（2）解决关键技术（问题）情况。（工作站）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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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第 1 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与湖南省联合资助

（特别资助）

1.资助简介

博士后基金湖南联合资助由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和湖

南省人民政府合作设立，旨在瞄准国家及湖南省重大战略、

战略性高新技术和基础科学前沿领域，资助优秀博士进入湖

南省博士后设站单位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为国家及湖南省

高质量发展培养更多高层次创新型青年人才。

2025 年计划资助 30 人，资助标准为每人 18 万元。资助

经费是在设站单位给予的博士后正常工资外、以生活补贴形

式对博士后研究人员进行的资助。经费分两年拨付至博士后

设站单位，由设站单位从获选人员完成办理进站手续并工作

报到起按月计发，核发 24 个月。

2.申请要求

（1）申请条件

申请人须为拟进站或已进站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的人员，

同时应具备以下条件：

①具有良好的科研潜质和学术道德，无科研失信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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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拟进站人员须是获得博士学位3年以内的全日制博士，

应届博士毕业生优先。应届博士毕业生在申报时须满足通过

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的基本要求。

已进站的博士后研究人员应为 2024 年 3 月 1 日（含）以

后进站，进站时博士学位获得时间未超过 3 年。

③拟进站人员须依托拟进入的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工作

站申请；已进站的博士后研究人员须依托所在的博士后科研

流动站、工作站申请，且不得变更合作导师；在职身份博士

后研究人员不得申请。

④年龄不超过 35 周岁（1989 年 3 月 31 日后出生）。拟

进站人员办理进站手续时须满足博士后研究人员进站年龄要

求。

⑤研究方向属于自然科学或工程技术领域，优先支持表 8

中所列的重点研究领域（方向），且为非涉密项目。

表 8 博士后基金湖南联合资助重点研究领域（方向）一览表

序号 类别 重点研究领域（方向）

1
世界一流建设

学科

中南大学：数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冶金工程、矿业工

程、交通运输工程

湖南大学：化学、机械工程、电气工程

湘潭大学：数学

2
世界一流培育

学科

中南大学：机械工程、土木工程、临床医学

湖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

湖南师范大学：生物学

长沙理工大学：交通运输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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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农业大学：作物学、园艺学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林业工程

湖南中医药大学：中医学

南华大学：核科学与技术

湖南科技大学：机械工程

湖南工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

3

“4×4”现代化

产业体系相关领

域

传统产业：现代石化、绿色矿业、食品加工、轻工纺织

优势产业：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装备、现代农业、文化

旅游

新兴产业：数字、新能源、大健康、空天海洋

未来产业：人工智能、生命工程、量子科技、前沿材料

4
“4+4”科创工程

相关领域

岳麓山实验室、岳麓山工业创新中心（实验室）、湘江

实验室、芙蓉实验室

国家超级计算长沙中心、大飞机地面动力学试验平台、

力能实验装置、航空发动机冰风洞装置

5
文化和科技融合

试验区
音视频装备、文化装备，数字文博、动漫游戏产业等

注：与以上重点研究领域（方向）相近的也可申报。

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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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⑦获资助的拟进站人员须在资助名单公布之日起 6 个月

内办理进站手续，并应符合博士后进站相关要求，逾期视为

放弃资助资格；办理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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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⑧博士后基金湖南联合资助不得与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

特别资助、其他博士后基金联合资助、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

计划以及国家实施的博士后国（境）外派出类项目同时获选。

https://www.baidu.com/s?tn=85070231_26_hao_pg&wd=%E5%B2%B3%E9%BA%93%E5%B1%B1%E5%AE%9E%E9%AA%8C%E5%AE%A4&ie=utf-8&rsv_pq=b2dfcf1903bd56d9&oq=%E6%B9%96%E5%8D%97%E7%9C%81%E5%9B%9B%E5%A4%A7%E5%AE%9E%E9%AA%8C%E5%AE%A4&rsv_t=d73a17OrFZJowkafoR2tbj7c+sz7pMJjKQtL2A9GLTQRkd3npWcLWYC/PF9CMMMOM8xcRAvxN5cM&rsv_dl=re_dqa_generate&sa=re_dqa_generate
https://www.baidu.com/s?tn=85070231_26_hao_pg&wd=%E5%B2%B3%E9%BA%93%E5%B1%B1%E5%B7%A5%E4%B8%9A%E5%88%9B%E6%96%B0%E4%B8%AD%E5%BF%83%EF%BC%88%E5%AE%9E%E9%AA%8C%E5%AE%A4%EF%BC%89&ie=utf-8&rsv_pq=b2dfcf1903bd56d9&oq=%E6%B9%96%E5%8D%97%E7%9C%81%E5%9B%9B%E5%A4%A7%E5%AE%9E%E9%AA%8C%E5%AE%A4&rsv_t=4abbd+poi50n97xYt3hRUSQq7ygmMveyE/6nqbr4V+hJKdZ41saJoLZZyRrv4kIHtn2/MdQEofis&rsv_dl=re_dqa_generate&sa=re_dqa_generate
https://www.baidu.com/s?tn=85070231_26_hao_pg&wd=%E6%B9%98%E6%B1%9F%E5%AE%9E%E9%AA%8C%E5%AE%A4&ie=utf-8&rsv_pq=b2dfcf1903bd56d9&oq=%E6%B9%96%E5%8D%97%E7%9C%81%E5%9B%9B%E5%A4%A7%E5%AE%9E%E9%AA%8C%E5%AE%A4&rsv_t=0845ij8uddnya/uDiSt2VNUORxIoTKlRd7O27D04t/R0HBfd5eREqIZwqmE0obw5wKnJOW1w+83g&rsv_dl=re_dqa_generate&sa=re_dqa_generate
https://www.baidu.com/s?tn=85070231_26_hao_pg&wd=%E6%B9%98%E6%B1%9F%E5%AE%9E%E9%AA%8C%E5%AE%A4&ie=utf-8&rsv_pq=b2dfcf1903bd56d9&oq=%E6%B9%96%E5%8D%97%E7%9C%81%E5%9B%9B%E5%A4%A7%E5%AE%9E%E9%AA%8C%E5%AE%A4&rsv_t=0845ij8uddnya/uDiSt2VNUORxIoTKlRd7O27D04t/R0HBfd5eREqIZwqmE0obw5wKnJOW1w+83g&rsv_dl=re_dqa_generate&sa=re_dqa_generate
https://www.baidu.com/s?tn=85070231_26_hao_pg&wd=%E8%8A%99%E8%93%89%E5%AE%9E%E9%AA%8C%E5%AE%A4&ie=utf-8&rsv_pq=b2dfcf1903bd56d9&oq=%E6%B9%96%E5%8D%97%E7%9C%81%E5%9B%9B%E5%A4%A7%E5%AE%9E%E9%AA%8C%E5%AE%A4&rsv_t=3175PQw9nM7+nwuv23dttRqHiyZGM64QGcGH5BFopMhIEKOY6EkemhtIAWduWvrc+dYuBxnKCnEN&rsv_dl=re_dqa_generate&sa=re_dqa_gene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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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项目未公布获选结果前，可以同时申报。

（2）申请材料

申请材料包括：《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与湖南省联合

资助（特别资助）申请书》（以下简称《博士后基金湖南联

合资助申请书》）、身份证明材料、《博士导师推荐意见表》、

《博士后合作导师推荐意见表》和科研成果材料。所有申请

材料均不需提交纸质材料。具体填报要求如下：

ŵ《博士后基金湖南联合资助申请书》由“中国博士后

科学基金管理信息系统”生成（模板见附录一）。其中，“二、

学术及科研情况”的“（二）科研成果和奖励”中要求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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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项。

②身份材料：已获得博士学位的拟进站申请人须提供博

士学位证、毕业证扫描件；尚未取得博士学位证书的应届博

士毕业生须提供学生证，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决议书或博士学

位论文预答辩通知书扫描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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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近进站博

士后研究人员无须提供身份材料。

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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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板见附录一）。

④科研成果材料是指《博士后基金湖南联合资助申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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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二、学术及科研情况”的“（二）科研成果和奖励”填

报内容的证明材料。其中，论文提供全文，项目课题提供批

准通知书或项目计划书首页及基本信息页等相关证明，专著

提供目录和摘要，专利或奖励提供证书。以上材料均须提供

原件扫描件。

（3）提交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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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要求填写相关申请信息，在线生

成《博士后基金湖南联合资助申请书》，上传相关推荐意见

和证明材料，并提交。

提示：

 未联系到博士后工作岗位的申请人，可直接与湖南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联系，联系电话：0731-84900076。

（4）材料审核

设置院系分级管理权限的流动站设站单位及园区工作站

设站单位须先由院系或工作站分站审核，再提交至设站单位

审核。设站单位网上审核申请材料并提交至湖南省人社厅。

设站单位应认真核查申请人科研诚信情况，在科研失信惩戒

期内的，不予同意申请。

3.专家评审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组织专家会议评审。具体程序为：

（1）按照申报项目所属一级学科进行分组；

（2）为每个评审学科组聘请同行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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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参评人数，将资助名额按比例分配至各评审学

科组；

（4）组织专家进行评审。评审专家审阅材料（评审指标

见表 9），开展评议并确定拟资助人员。

表 9 博士后基金湖南联合资助评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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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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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科研条件

博士培养平台水平

博士后合作导师学术水平

博士后科研平台情况

（五）第 1 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与中国煤炭科工集

团有限公司联合资助（特别资助）

1.资助简介

博士后基金中国煤科联合资助由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

与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有限公司合作设立，围绕煤炭能源行业

重大战略、高新技术和基础科学前沿领域，由中国煤科投入

经费，资助相关学科优秀博士后研究人员，为煤炭能源行业

高质量发展培育新动能新优势，培养煤炭能源领域优秀高层

次创新型青年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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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计划资助 56 人，资助标准为每人 18 万元。资助

经费是给予博士后研究人员在站期间从事自主创新研究的科

研经费。资助经费一次性拨付至博士后设站单位。

博士后基金中国煤科联合资助面向全国所有博士后设站

单位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和拟进站人员申报。

2.申请要求

（1）申请条件

申请人须为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或拟进站从事博士后研

究工作的人员，同时应具备以下条件：

①具有良好的科研潜质和学术道德，无科研失信行为。

②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须依托所在的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工作站申请；拟进站人员须依托拟进入的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工作站申请；在职身份博士后研究人员不得申请。

③拟进站人员须是获得博士学位3年以内的全日制博士，

应届博士毕业生优先。应届博士毕业生在申报时须满足通过

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的基本要求。办理进站手续时须满足博士

后研究人员进站年龄要求。

④申请项目须为非涉密项目且为以下研究方向：采矿新

技术与理论、煤矿安全技术与理论、矿山智能化技术与理论、

矿山生态保护与修复、数字岩石力学、地质保障与水害防治、

先进煤机装备与制造、深地工程与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智能

检测、煤炭行业人工智能模型与技术、煤炭清洁低碳开发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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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技术、固态燃料电池理论与技术。

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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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⑥获资助的拟进站人员须在资助名单公布之日起 6 个月

内办理进站手续，并应符合博士后进站相关要求，逾期视为

放弃资助资格。

⑦博士后基金中国煤科联合资助不得与中国博士后科学

基金特别资助、其他博士后基金联合资助、博士后创新人才

支持计划以及国家实施的博士后国（境）外派出类项目同时

类 创�0-0@�� C#t*<��。理ੌ厔科学
科

后科学 创。。基金特。博士后 持计国（境博士后合
᐀

师商议ੌ厔格商议拟进站人中国煤科合资助
不得与

合 商议。术

ɐ

理。。⑦ 。派派进站
应 ᐀
合᐀博士后国理应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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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②身份材料：已获得博士学位的拟进站申请人须提供博

士学位证、毕业证扫描件；尚未取得博士学位证书的应届博

士毕业生须提供学生证，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决议书或博士学

位论文预答辩通知书扫描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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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进站博士

后研究人员无须提供身份材料。

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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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板见附录一）。

④科研成果材料是指《博士后基金中国煤科联合资助申

请书》中“二、学术及科研情况”的“（二）科研成果和奖

励”填报内容的证明材料。其中，论文提供全文，项目课题

提供批准通知书或项目计划书首页及基本信息页等相关证明，

专著提供目录和摘要，专利或奖励提供证书。以上材料均须

提供原件扫描件。

（3）提交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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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要求填写相关申请信息，在线生

成《博士后基金中国煤科联合资助申请书》，上传相关推荐

意见和证明材料，并提交。

（4）材料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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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院系分级管理权限的流动站设站单位及园区工作站

设站单位须先由院系或工作站分站审核，再提交至设站单位

审核。设站单位网上审核申请材料并提交至中国博士后科学

基金会，由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审核。设站单位

应认真核查申请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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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注意事项

（1）获资助人员在站期间应至少参加 1 次中国博士后科

学基金会和中国煤科组织的学术交流活动，分享项目研究进

展和成果。

（2）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和中国煤科可对项目进行追

踪和考核，获资助人员须配合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和中国

煤科提供关于申请项目进展情况等信息。

（3）同等条件下优先资助依托中国煤科所属博士后科研

流动站和工作站申报的博士、博士后。

（六）第 1 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与中国电子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联合资助（特别资助）

1.资助.

	• �! 
D �0 H� �c 3 +k 0�㚃合资1金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与中国电子科技䑣，有㈀和司合֟后士1合ൟ的集ൟ后）��Dc�c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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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站单位，由设站单位从获选人员办理完成进站手续并工作

报到起按月平均计发给获选人员，核发 24 个月。

注：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2 年 3 月，是中央直接管理的国有

重要骨干企业，是电子信息领域唯一的军工央企，拥有电子信息领域完备的科技

创新体系，面向强军兴军和数实融合发展提供数字化整体解决方案；面向产业链

供应链自主可控建设提供高端制造装备、核心芯片、基础软硬件等关键电子基础

产品；面向智能科技、网络安全等新兴领域开展原创性、颠覆性技术创新和成果

转化，在服务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中发挥核心作用，在国家网信事业高质量发

展、电子信息领域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新质生产力发展中发挥骨干作用。

2.申请要求

（1）申请条件

申请人须为拟进站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的人员，同时应

具备以下条件：

①具有良好的科研潜质和学术道德，无科研失信行为。

②获得博士学位 3 年以内的全日制博士，应届博士毕业

生优先。应届博士毕业生在申报时须满足通过博士学位论文

答辩的基本要求。

③依托中国电科所属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工作站申请，

见表 11。

表 11 中国电科所属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工作站一览表

序号 设站单位名称 序号 设站单位名称

1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

七研究所
18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

四十一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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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设站单位名称 序号 设站单位名称

2 成都天奥集团有限公司 19
中电科思仪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3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

十一研究所
20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

四十三研究所

4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

十二研究所
21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

四十八研究所

5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

十三研究所
22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

四十九研究所

6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

十四研究所
23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

7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

十五研究所
24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五十

三研究所

8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

十八研究所
25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五十

四研究所

9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

二十二研究所
26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

五十五研究所

10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

二十四研究所
27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

五十八研究所

11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

二十八研究所
28

联合微电子中心有限责任

公司

12
溧阳二十八所系统装备有

限公司
29

深圳市网联安瑞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13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

二十九研究所
30

新疆联海创智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

14
中国电子科技网络信息安

全有限公司
31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信

息科学研究院

15
中电科网络安全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32

中电科大数据研究院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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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设站单位名称 序号 设站单位名称

16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

三十四研究所
33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电子科学研究院

17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

三十六研究所

④年龄不超过 35 周岁（1989 年 3 月 31 日后出生），办

理进站手续时须满足博士后研究人员进站年龄要求。

⑤申请项目须为非涉密项目，且为以下研究方向：汽车

芯片、机器人、数据应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类脑计算、

未来制造、高端器件、算力芯片、制造装备、基础材料。研

究方向如有调整，应以系统申报时为准。

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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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⑦获选后须在资助名单公布之日起 6 个月内办理进站手

续，并应符合博士后进站相关要求，逾期视为放弃资助资格。

办理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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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⑧博士后基金中国电科联合资助不得与中国博士后科学

基金特别资助、其他博士后基金联合资助、博士后创新人才

支持计划以及国家实施的博士后国（境）外派出类项目同时

获选。在上述项目未公布获选结果前，可以同时申报。

（2）申请材料

申请材料包括《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与中国电子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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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有限公司联合资助（特别资助）申请书》（以下简称《博

士后基金中国电科联合资助申请书》）、身份证明材料、《博

士导师推荐意见表》、《博士后合作导师推荐意见表》和科

研成果材料。所有申请材料均不需提交纸质材料，具体填报

要求如下：

①《博士后基金中国电科联合资助申请书》由“中国博

士后科学基金管理信息系统”生成。其中，“二、学术及科

研情况”的“（二）科研成果和奖励”中要求填报代表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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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个。

②身份材料：已获得博士学位的申请人须提供博士学位

证、毕业证扫描件；应届博士毕业生尚未取得博士学位证书

的，须提供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决议书或博士论文预答辩通知

书扫描件（或提供学校学位主管部门或所在院系出具的相关

证明）。

③《博士导师推荐意见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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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详见附录一）。

④科研成果材料是指《博士后基金中国电科联合资助申

请书》“二、学术及科研情况”的“（二）科研成果和奖励”

中填报内容对应证明材料。其中，论文提供全文，项目课题

提供批准通知书或项目计划书首页及基本信息页等相关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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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著提供目录和摘要，专利或奖励提供证书。以上材料均须

提供原件扫描件。

（3）提交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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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要求填写相关申请信息，在线生

成《博士后基金中国电科联合资助申请书》，上传相关推荐

意见和证明材料，并提交。

提示：

 未联系到博士后工作岗位的申请人，可直接与中国电科博士后

工作部门联系。联系人：中国电科发展规划研究院，付老师；联系电

话：010-56764549。

（4）材料审核

中国电科所属博士后设站单位登录“中国博士后科学基

金管理信息系统”，及时审核《博士后基金中国电科联合资

助申请书》，并提交至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由中国电子

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审核。

博士后设站单位应严格审核申请人网上申报材料的真实

性以及和原件的一致性；应认真核查申请人科研诚信情况，

在科研失信惩戒期内的，不予同意申报。

3.专家评审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组织专家会议评审。具体程序为：

（1）按照申报项目所属一级学科进行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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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为每个评审学科组聘请同行专家；

（3）根据参评人数，将资助名额按比例分配至各评审学

科组；

（4）组织专家进行评审。评审专家审阅材料（评审指标

见表 12），开展评议并确定拟资助人员。

表 12 博士后基金中国电科联合资助评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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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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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科研条件
博士后合作导师学术水平

科研平台情况



41

四、优秀学术专著出版资助

（一）资助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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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资助约 24 部专著，资助标准为每部专著平均约 10 万元。

（二）申请要求

1.申请条件

（1）在站 2 年以上或出站 5 年内的博士后研究人员，获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者优先，无科研失信行为。

（2）申请人为所投专著唯一作者。

（3）专著所属学科领域为自然科学。

（4）字数不少于 15 万字（以统计字符<不计入空格>计

算）。

（5）仅限学术专著，不含译著、研究报告集、学术资料、

工具书等。

（6）在专著书稿完成后方可申请。

2.申请材料

申请材料包括：《优秀学术专著出版资助申请书》（以

下简称《出版资助申请书》）、专著书稿、查重报告、相关

论文。所有申请材料均不需提交纸质材料。具体填报要求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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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1）《出版资助申请书》由“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管理

信息系统”生成（模板见附录一）。其中，“五、与专著有

关的论文”要求填报与专著有关且代表申请人最高学术水平

和科研成果的论文，提供论文全文，总数不超过 5 项。

（2）专著书稿撰写规范请参阅附录三。

（3）查重报告应包括总查重结果和非本人文献的查重结

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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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示：

 《出版资助申请书》为在线生成。在网上申请开始前，申请人

可在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网站“资料下载”专区下载《出版资助申

请书》模板作为填报参考，但下载的《出版资助申请书》模板不得作

为正式申请书上传，否则视为无效申请。

3.提交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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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要求填写相关申请信息，在线生

成《出版资助申请书》，上传相关证明材料并提交。

提示：

 申请截止日期前，如申请人对已提交的申请有修改需求，需向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申请驳回。

（三）专家评审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组织专家会议评审（评审指标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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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科学出版社组织选题论证，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

根据评审和论证结果确定拟资助出版专著。

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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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2 书稿特色
书稿渗透学科发展动向，前瞻意识强，创新成

分多，充分体现出所研究课题的最新研究成果。
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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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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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果公示与公布

（一）结果公示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在官方网站对拟资助结果进行

公示。公示期为 5 个工作日。公示期间，博士后研究人员及

其他相关单位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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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示：

 从公示日起，面上资助申请人可登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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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网站公布资助结果，并印

发资助通知。

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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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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经费使用和管理5

（一）博士后研究人员

资助经费适用范围限于设备费、材料费、测试化验加工

费、燃料动力费、差旅/会议/国际合作与交流费、出版/文

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费、劳务费、专家咨询费以及其

他合理支出。在上述经费范围内，不设具体经费的比例限制，

由获资助博士后研究人员自主统筹使用，其中，劳务费的支

付范围为参与研究过程的相关人员（如在校研究生）和临时

聘用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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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退）站时，设站单位须及时

清理账目与资产，报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用资助经费所

购固定资产收归设站单位所有。

（三）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在评审结果公布后 30 个工作日

内，按照资助标准及时拨付资助经费。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对基金使用绩效进行评价，对资

助经费使用情况和设站单位管理情况定期开展抽查，对违规

5 ᶏ ԍ ҉ ꜛȁ ≢ ꜛȁᴨ Ғ ₮ ꜛ̆ ꜛ ᶏ

ᵬ 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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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经费的设站单位及获资助人员按照相关规定予以处理。



47

七、成果追踪

（一）博士后研究人员

获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特别资助、优秀学术

专著出版资助以及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资助的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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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资助编号（Supported by the China Postdoctoral Science

Foundation under Grant Number XX）。

获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联合资助项目的成果标注为：

1.博士后基金天津联合资助：Supported by the China Postdoctoral

Science Foundation - Tianjin Joint Support Program under Grant Number XX；

2.博士后基金安徽联合资助：Supported by the China Postdoctoral

Science Foundation - Anhui Joint Support Program under Grant Number XX；

3.博士后基金湖北联合资助：Supported by the China Postdoctoral

Science Foundation - Hubei Joint Support Program under Grant Number XX；

4.博士后基金湖南联合资助：Supported by the China Postdoctoral

Science Foundation - Hunan Joint Support Program under Grant Number XX；

5.博士后基金中国煤科联合资助：Supported by the China

Postdoctoral Science Foundation - CCTEG Joint Support Program under Grant

Number 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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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博士后基金中国电科联合资助：Supported by the China

Postdoctoral Science Foundation - CETC Joint Support Program under Grant Number

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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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见附录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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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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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网站“资料下载”专区下载模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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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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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见附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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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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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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中国博士后科

学基金资助金使用效益情况报告》网上提交的截止日期为

2025 年 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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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

系统 2024 年《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金使用效益情况报

告》于 2025 年 2 月 28 日前报送至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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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资助工作时间安排6

时间

节点

批次

网上申报

开始

博士后

申报截止

设站单位

审核截止
评审截止 公示

第 77 批

面上资助
3 月 1日 3月 31日 4月 7日 6 月上旬 6 月中旬

第 18 批

特别资助
3 月 1日 3月 31日 4 月

-

6

-

ఢ

6

-

ు

第

×䀀

Ǔ�䀀Ǔ뀀 Ǔ�䀀ǓǓ뀀

Ǔ

�䀀

�

Ǔ

�䀀

6

Ǔ뀀

��@第33466
公␢

77 别资
公␢

7뀀

�␢

77뀀7耀

�

9∀ 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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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2024年度各项目资助情况

项目 申请人数（人） 资助人数（人） 资助比例

第 75批面上资助 28720 4310 15.0%

第 76 批面上资助 31306 4346 13.9%

地区专项支持计划 2342 300 12.8%

第 17 批特别资助 5495
7

1198 21.8%

优秀学术专著出版资助 115 24 20.9%

第 2批博士后基金

天津联合资助
208 30 14.4%

第 1批博士后基金

安徽联合资助
284 30 10.6%

7 ᵝ ᵝ ֲ 1/20 ̆ ⱴ ֲ 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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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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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博士后公寓办公楼

（100083）。

（二）联系方式

电话：(010)82387704

传真：(010)62335023

电子邮箱：postdoctorfund@mohrss.gov.cn

扫码关注中国博士后微信公众号

mailto:postdoctorfund@mohrss.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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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申请材料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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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

申请书

Ҭ ᴪ

姓 名

进站单位

申报项目

项目所属

一级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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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须知

1.本表由申请人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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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基础”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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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明显泄露申请人身份信息的内容以及评审专家判定其他

属于泄露个人信息的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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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ᴆ ᴆ

ꜚ E-mail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ᵝ
ꜚ Ǵ ᵝ̔ ᵬ ̔

ᵬ Ǵ ᵝ̔ ᵬ ̔

2.科研成果和奖励（限 5项）

ῤ

℮

₮ ℮ ’

↓₮ ᵬ

/

’

‰ /
Ҋ

ӥ

₮ ӥ ISBN ₮

Ғ ₮

’ ↓

₮ 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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Ғ≠
Ғ≠ Ὲ

Ғ≠

’ ↓

₮ Ғ≠

ֲ

ȁ

꞉ ’

꞉

’ ↓

₮ҍ

꞉ ῏

῍

二、项目信息

Ǵ ᵬ Ǵ Һ Ǵ ῒזǴ

ѿ ԋ

֜ ѿ ֜ ԋ

1. 选题依据̂ ῤ ᴇṿ̆ 1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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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内容̂ ̆ ‗ ῏ ̆ ̆ 2000 ̃

3.研究方案̂ 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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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特色与创新之处̂ 1000 ̃

5.研究计划及预期成果̂ 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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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研究基础̂ҍ ῏ ᵬ ᵬ ̕ ΐ

ᴆ̆ ᴆ ‗ ̕ ҍ ῏ ’̆

1000 ̃

三、承诺

ֲ ̔ ῏ῤ ‰ Ҍ̆ ̆ ֲҌ

Ḥ ҹ̕ Ҭ ȁ ῃ Ҭ̆ ҙ

̆ ↕ ᵬ ̕ ̆ ̆ ᴶ

ᵬ ̆ ᵬ Ҥ̕ ᶭ ᶏ ꜛ Ҭ̆

ꜛ ῃ ᶭ ԍҍ ᵬ ῏ ₮Ȃ ҉ ̆ ֲ ῏

ᴋ̆ ῏ 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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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

申请书（工作站单独评审）

Ҭ ᴪ

姓 名

进站单位

申报项目

项目所属

一级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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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须知

1.本表由申请人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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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基础”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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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明显泄露申请人身份信息的内容以及评审专家判定其他

属于泄露个人信息的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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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ᴆ ᴆ

ꜚ E-mail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ᵝ
ꜚ Ǵ ᵝ̔ ᵬ ̔

ᵬ Ǵ ᵝ̔ ᵬ ̔

2.科研成果和奖励（限 5项）

ῤ

℮

₮ ℮
’ ↓₮

ᵬ

/

’

‰ /
Ҋ

ӥ

₮ ӥ ISBN ₮

Ғ ₮

’ ↓

₮ 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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Ғ≠
Ғ≠ Ὲ

Ғ≠

’ ↓

₮ Ғ≠

ֲ

ȁ

꞉ ’

꞉

’ ↓

₮ҍ

꞉ ῏

῍

二、项目信息

Ǵ ᵬ Ǵ Һ Ǵ ῒזǴ

ѿ ԋ

֜ ѿ ֜ ԋ

1.选题依据̂ ῤ ᴇṿ̆ 1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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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内容̂ ̆ ‗ ῏ ̆ ̆ 2000 ̃

3.研究方案̂ 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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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特色与创新之处̂ 1000 ̃

5.研究计划及预期成果̂ 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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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研究基础̂ҍ ῏ ᵬ ᵬ ̕ ΐ

ᴆ̆ ᴆ ‗ ̕ ҍ ῏ ’̆

1000 ̃

三、对工作站的贡献

四、承诺

ֲ ̔ ῏ῤ ‰ ̆Ҍ ̆ ֲҌ

Ḥ ҹ̕ Ҭ ȁ ῃ Ҭ̆ ҙ

̆ ↕ ᵬ ̕ ̆ ̆ ᴶ

ᵬ ̆ ᵬ̕Ҥ ᶭ ᶏ ꜛ ̆Ҭ

ꜛ ῃ ᶭ ԍҍ ᵬ ῏ ₮Ȃ ҉ ̆ ֲ ῏

ᴋ̆ ῏ 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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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

申请书（地区专项支持计划）

Ҭ ᴪ

姓 名

进站单位

申报项目

项目所属

一级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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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须知

1.本表由申请人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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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基础”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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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明显泄露申请人身份信息的内容以及评审专家判定其他

属于泄露个人信息的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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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Ғ≠
Ғ≠ Ὲ

Ғ≠

’ ↓

₮ Ғ≠

ֲ

ȁ

꞉ ’

꞉

’ ↓

₮ҍ

꞉ ῏

῍

二、项目信息

Ǵ ᵬ Ǵ Һ Ǵ ῒזǴ

ѿ ԋ

֜ ѿ ֜ ԋ

1.项目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关性（限 5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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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选题依据̂ ῤ ᴇṿ̆ 1000 ̃

3.研究内容̂ ̆ ‗ ῏ ̆ ̆ 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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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研究方案̂ 2000 ̃

5.特色与创新之处̂ 1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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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研究计划及预期成果̂ 500 ̃

7.研究基础̂ҍ ῏ ᵬ ᵬ ̕ ΐ

ᴆ̆ ᴆ ‗ ̕ ҍ ῏ ’̆

1000 ̃

三、承诺

ֲ ̔ ῏ῤ ‰ ̆Ҍ ̆ ֲҌ

Ḥ ҹ̕ Ҭ ȁ ῃ Ҭ̆

ҙ ̆ ↕ ᵬ ̕ ̆ ̆

ᴶ ᵬ ̆ ᵬ̕Ҥ ᶭ ᶏ ꜛ ̆Ҭ

ꜛ ῃ ᶭ ԍҍ ᵬ ῏ ₮Ȃ ҉ ̆ ֲ

῏ ᴋ̆ ῏ 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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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

申请书

Ҭ ᴪ

姓 名

进站单位

申报项目

项目所属

一级学科



76

填报须知

1.本表由申请人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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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ᴆ ᴆ

ꜚ E-mail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ᵝ
ꜚ Ǵ ᵝ̔ ᵬ ̔

ᵬ Ǵ ᵝ̔ ᵬ ̔

2.科研成果和奖励（限 5项）

ῤ

℮
₮

.
₮ ῤ

̔
Є

℮5ӥ ᴆ2

Ґ

≠≠ᵬ≢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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ȁ

꞉ ’

꞉

’

↓ҍ

꞉

῏

῍

二、申报项目

≢ Ǵ Ǵ Ǵ

Ҭ ҉ ꜛ Ǵ Ǵ

Ǵ ῒז Ǵ Ǵ

ѿ ԋ

֜ ѿ ֜ ԋ

῏

̂ 5ҩ̃

1. 项目简介̂ 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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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内容̂ 2000 Ȃ Һ ῤ ȁҺ ⇔ ȁ ȁ ӈȁ

╠ 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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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究方法̂ 2000 Ȃ ⅞ȁ ȁ ȁ ȁ ΐ

ᴆ ╠ ’Ȃ̃

三、承诺

ֲ ̔ ῏ῤ ‰ ̆Ҍ ̆ ֲҌ

Ḥ ҹ̕ Ҭ ȁ ῃ Ҭ̆ ҙ

̆ ↕ ᵬ ̕ ̆ ̆ ᴶ

ᵬ ̆ ᵬ̕Ҥ ᶭ ᶏ ꜛ ̆Ҭ

ꜛ ῃ ᶭ ԍҍ ᵬ ῏ ₮Ȃ ҉ ̆ ֲ ῏

ᴋ̆ ῏ 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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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后基金联合资助（特别资助）

申请书

（样式）8

Ҭ ᴪ

8 ӥ Ҭ ᴪ 6 ꜛ ӥ̆ ȁ

ȁ ȁ ȁҬ ȁҬ ꜛȂ ꜛ ӥ ץ Ȃ

ꜛ ῤ ̆ ӥץ Ҭ Ḥ Ҭ ҹ‰Ȃ
9 ꜛҌ ῤ Ȃ

ֲ

ҙ

ѿ

֟ ҙ
9

̂ ̃ ᵝ

̂ ̃ 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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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须知

1.“拟进站单位”指未进站申请人准备在设有博士后科

研流动站或工作站的单位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的单位。

2.申请书由申请人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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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中文或英文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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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拟进站的

博士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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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拟进站单位
博士后

合作导师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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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后编号
合作

导师
进站时间

在站单位
流动站

工作站

（三）主要学习/研究经历̂ ӟ ҉ץ Ȃ ῤ

ȁ ḱ Ȃ ׆ ╠ ’ Ȃ̃

学习经历

起止时间 院校/科研机构 国 别 专 业 学 历

研究经历

起止时间 院校/科研机构 国 别 研究内容 身 份

二、学术及科研情况

10 ꜛֲ Ҍ ῤ Ȃ
11 ᴍֲ Ώ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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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博士学位论文情况12

目

录

摘

要

（限 1000 字）

12 ꜛֲ Ҍ ῤ 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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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研成果和奖励（限 5项）

ῤ

℮
₮



86

ҍ ᵬ

῏

（二）项目内容

ῤ

（限 50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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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 1000 字）

ꜚᵬ

（限 10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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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合作导师及科研平台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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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ᵬ

3 Һ

ȁ

̂ ̃

五、承诺

ֲ ̔ ῏ῤ ‰ ̆Ҍ ̆ ֲҌ

Ḥ ҹ̕ Ҭ ȁ ῃ Ҭ̆

ҙ ̆ ↕ ᵬ ̕ ̆

̆ ᴶ ᵬ ̆ ᵬ̕ ꜛ̆ Ҥ

ᶭ ᶏ ꜛ Ȃ ҉ ̆ ֲ ῏ ᴋ̆ ῏ Ȃ

13 ꜛֲ Ҍ ῤ 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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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导师推荐意见表
（样式）

尊敬的博士导师：

您的学生现申请“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联合资助

项目”。联合资助是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近年来新

设立的专门一类资助项目，由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

和省级人民政府或中央企业合作设立，旨在发挥中国

博士后科学基金导向作用，围绕国家及地方、行业重

大战略、战略性高新技术和基础科学前沿领域，资助

一批应届或新近毕业的优秀博士，从事博士后研究工

作，为国家及地方、行业高质量发展ฤ㞠质为ボ〄

-7>‚>‚
� f �ï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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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后合作导师推荐意见表
（样式）

尊敬的博士后合作导师：

申请人现申请“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联合资助项

目”。联合资助是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近年来新设

立的专门一类资助项目，由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和

省级人民政府或中央企业合作设立，旨在发挥中国博

士后科学基金导向作用，围绕国家及地方、行业重大

战略、战略性高新技术和基础科学前沿领域，资助一

批应届或新近毕业的优秀博士，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为国家及地方、行业高质量发展培养更多高层次创新

型青年人才。

请您为有意向或已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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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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与专著有关的论文（限 5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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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其他材料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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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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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开发表资助成果时，将标注“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及

资助编号（Supported by the China Postdoctoral Science Foundation under
Grant Number 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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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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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优秀学术专著编撰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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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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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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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附录四 2024年度资助人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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