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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一、2017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总体情况

二、2018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新政策

三、近三年我校申报与资助情况

四、2018年我校申报潜力分析

五、我校2018年度申报事宜



第一部分

2017年度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总体情况



2017年度财政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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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科学基金项目财政支出预算共计267.28亿元。其中，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59.02亿元，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5.91亿元，
共264.93亿元；

 项目组织实施费1.45亿元；

 其他小计0.9亿元。

 另有“千人计划” 青年项目19.2亿元。合计共286.48亿元。

2011-2017年科学基金财政预算
267

249

+90%

经费单位：亿元

注：包括科学基金基本支出和项
目支出，不含青年千人部分。



2017年度资助计划

 2017年安排资助计划（含联合资助委外经费）255.71亿元。比

2016年的235.74亿元，增加19.97亿元，增长8.47%。

单位：亿元

2017年 2016年 增幅

直接费用资助计划 委内经费 248.00 229.00 8.30%

委外经费 7.71 6.74 14.39%

小计 255.71 235.74 8.47%

间接费用（估算） 43 41

合计 298.71 276.74



项目申请接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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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到12月8日，2017年共接收各类项目申请202225项（2016

年全年为182534项），比2016年增加19691项，增幅10.79%，

创历史新高，达到2006年申请量的三倍。



申请受理不复审情况

 集中受理期共受理项目申请198044项，不予受理项目申请

4181项，占 2.07%。

不予受理原因 不予受理数

1 依托单位或合作研究单位未盖公章、非原件或名称不公章不一致 568

2 不属于本学科项目指南资助范畴 526

3 申请代码或研究领域选择错误 320

4 申请人或主要参与者未签名或签名不基本信息表中人员姓名不一致 312

5 申请书缺页或缺项、缺少主要参与者简历 228

6 在职研究生未提供导师同意函 218

7 无高级职称且无博士学位的申请人未提供专家推荐信或推荐信不符合要求 213

8 申请人或主要参与者申请超项 168

9 申请人或主要参与者职称信息不一致 167

10 未按要求填写附注说明 86



申请受理与复审情况

 共收到复审申请708项，占全部不予受理项目的16.93%。

 经审核，共受理复审申请509项。

 各项目管理部门对受理的复审申请进行了审查，维持原不予受

理 决定的466项；认为原不予受理决定有误、重新送审43

（4181），其中9项通过评审建议资助。



面上项目申请与资助情况

 资助面上项目18136项，直接费用106.86亿元。平均资助

强度为58.92万元/项。

 资助项目数比去年增加了1202项，增加幅度为7.10%；

平均资助率为22.59%，与去年（22.87%）基本持平。



2017年度面上项目按资助项数排序前20的依托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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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与资助情况

 资助青年科学基金项目17523项，直接费用40.03亿元，平
均资助强度为22.84万元/项。

 与去年（16112项）相比，项目数增加了1411项，增幅为

8.76%；平均资助率为22.41%，比去年（22.89%）降低

了0.48个百分点。



2017年度青年科学基金按资助项数排序前20的依托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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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项目申请与资助情况

 资助重点项目667项，直接费用19.87亿元，平均资助强

度为297.90万元/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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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研究计划项目申请、评审与资助情况

 2017年度新批准启动4个重大研究计划

 截止到12月8日，32个重大研究计划共资助535项，直接费用

84799.4 万元。

重大研究计划名称 主管科学部

湍流结构的生成演化及作用机理 数理科学部

生物大分子动态修饰与化学干预 化学科学部

细胞器于作网络及其功能研究 生命科学部

特提斯地球动力系统 地球科学部



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申请与资助情况

 资助107项，直接费用2.55亿元，平均资助强度238.32万元/项。

2017年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合作对象国别(地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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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与资助情况

 2017年申请4867项，比2016年增加454项，增幅10.29%。

 资助399项，直接费用5.19亿元。平均资助率8.20%。

 资助的项目申请人平均年龄36.03岁，与去年持平。

 获资助女性79人，占全部资助人数的19.80%。

 中国香港1名，外籍2名。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与资助情况

 2017年申请2684项，比2016年增加251项，增幅10.32%。

 资助198项，资助直接费用6.79亿元。全委平均资助率7.38%。

 获资助女性24人，占12.12%；

 平均年龄41.78岁，比去年（41.30岁）略增。

 均为中国国籍。



创新研究群体项目申请与资助情况

 2017年创新研究群体项目申请256项，比去年减少1项。资助38

项，直接费用3.90亿元。

 单位分布情况：分布在28个单位，其中中国科学技术大学3个，浙江

大学、武汉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北京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厦门大

学、中山大学和清华大学各2个，其余单位均1个。

 地区分布情况：北京11个，湖北5个，上海4个，安徽3个，福建、陕

西、浙江、江苏和广东各2个，重庆、四川、辽宁、天津和吉林各1个。

 学术带头人平均年龄51.50岁，其中最大55岁，最小4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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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基金项目申请与资助情况

 2017年共有25个联合基金实施。截止至12月7日，25个联合基

金资助项目793项，直接费用12.32亿元。

联合基金项目申请与资助情况

NSAF联合基金
1 91 49 6216

NSAF联合基金基础物理研究与项

2 钢铁联合研究基金 101 26 2520

3 天文联合基金 162 43 3360

4 NSFC-广东联合基金 68 23 8100

5 NSFC-云南联合基金 171 20 4090

6 大科学装置联合基金 257 76 6720

7 NSFC-新疆联合基金 230 54 6720

8 NSFC-河南联合基金 1288 109 8400

9 石油化工联合基金（A类） 214 18 2520

10 促进海峡两岸科技合作联合基金 121 20 4090

序号 项目类别 接收
申请项数

批准
资助项数

直接费用
（万元）



联合基金项目申请与资助情况（续）

11 NSFC-山东联合基金 316 30 8400

12 柴达木盐湖化工科学研究联合基金 8 3 1680

13 NSFC-通用技术基础研究联合基金 136 45 6720

14 航天先进制造技术研究联合基金 159 27 4200

15 NSFC-辽宁联合基金 30 14 3500

16 NSFC-浙江两化融合联合基金 68 21 4200

17 中国汽车产业创新发展联合基金 70 14 3270

18 NSFC-山西煤基低碳联合基金 218 33 4120

19 NSFC-广东大数据科学中心项目 19 7 3610

20 民航联合研究基金 184 33 1680

21 NSFC-深圳机器人基础研究中心项目 90 24 7247

22 高铁联合基金 73 11 2563

23 雅砻江联合基金 74 17 2520

24 智能电网联合基金 230 23 6720

25 空间科学卫星联合基金 73 53 10080

序号 项目类别 接收
申请项数

批准
资助项数

直接费用
（万元）



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申请与资助情况

 资助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自由申请）83项，直接费用

5.90亿元，平均资助强度710.58万元/项。

 资助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部门推荐）项目5项，直接费用

3.28亿元。

项目名称 申请人 依托单位 直接费用
（万元）

1 爆轰驱动超高速高焓激波颟洞 姜宗林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7710.20

2 宽禁带卉导体点缺陷的单体光电特
性表征仪器系统

申德振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
密机械不物理研究所

6507.58

3 面向动物迁颠机理分析的高分辨
多维卋同雷达测量仪

龙 腾 北京理工大学 8220.00

4 原子阱氪、氩同位素定年装置 卢征天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3884.20

5 薄膜生长缺陷跨时空尺度原位/实
时 监测不调控实验装置

刘 胜 武汉大学 6500.00



2017年基础科学中心项目资助情况

 2017年，继续试点实施基础科学中心项目，按照“原创导向、交叉融

合、开放合作、稳定支持、动态调整”的原则，依靠高水平学科带头

人，通过稳定支持，吸引和凝聚国内外优秀科技人才，围绕原创性、

前瞻性和交叉性问题开展科学前沿探索，鼓励学科深度交叉融合，培

养优秀创新人才团队，营造竞争合作、攻坚克难、宽容失败、包容多

元的科研氛围，形成若干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学术高地。

 资助规模、资助周期及强度

 每年拟资助2-3个基础科学中心项目。

 资助周期采取5+5模式。

 5年资助直接费用为1-2亿。



2017年基础科学中心项目资助情况

 经相关科学部与家咨询委员会遴选推荐、基础科学中心项目评审

委员会会议评审、相关科学部组织现场考察、委务会议审批，共

资助4个基础科学中心项目，资助直接费用7.3亿元。

1  天然克疫与炎症疾病 曹雪涛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
研究院

19000

2  分子聚集发光 唐本忠 华南理工大学 18000

3  未来作物分子设计 韩 斌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
研究院

18000

4  材料的关联重构与高效能 南策文 清华大学 18000

项目名称 申请人 依托单位 直接费用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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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2018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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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展无纸化申请试点

 2018年对重点项目和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开展无纸化申请试点。

申请时依托单位只需在线确认电子申请书及附件材料，无需报送纸

质申请书。项目获批准后，在提交《资助项目计划书》时再补交申

请书的纸质签字盖章页（A4纸），其签字盖章的信息应与电子申请

书保持一致。



（二）化学学部申请领域与代码重大调整

背景



（二）化学学部申请领域与代码重大调整



（二）化学学部申请领域与代码重大调整



（二）化学学部申请领域与代码重大调整

学部现有的代码系统

随着化学科学的发展，现有的学科设置不再适应科学发展的态势。

特别是不利于交叉和前沿领域的发展。

B01 无机化学

B02 有机化学

B03 物理化学

B04 高分子科学

B05 分析化学

B06 化学工程与工业化学

B07 环境化学

B08 化学生物学（2017）



（二）化学学部申请领域与代码重大调整

44

合成化学整合了原无机化学、有机化学、高分子科学中的物质创造
与转化内容，是整个化学的核心。而化学生物学、材料化学与能源
化学则是作为交叉学科被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进行管理。



（二）化学学部申请领域与代码重大调整

B0701 分子探针
B070101 分子探针设计与构建
B070102 天然产物与分子探针
B070103 分子探针与信号转导
B070104 分子探针与生物分子示踪
B070105 分子探针与组学技术
B070106 分子探针与生物通讯
B070107 分子探针与生态学效应

B0706 化学生物学理论与技术
B070601 理论与计算化学生物学
B070602 生物光电化学与热力学
B070603 生物分子反应动力学
B070604 生物体系自组装
B070605 生物体系的纳米技术
B070606 仿生化学与分子进化

B0702 生物分子的化学生物学
B070201 蛋白质和多肽化学生物学
B070202 核酸化学生物学
B070203 糖化学生物学
B070204 脂化学生物学
B070205 金属蛋白（酶）化学生物学
B070206 微量元素化学生物学
B070207 生物分子偶联与标记

B0703 化学遗传学
B070301 正向化学遗传学
B070302 反向化学遗传学
B070303 化学表观遗传学
B070304 化学表观转录组学

B0704 生物合成化学
B070401 酶化学机制
B070402 生物合成策略与机制
B070403 活性与结构导向的生物合成
B070404 合成生物学

B0705 药物化学生物学
B070501 先导化合物发现与结构优化
B070502 靶向分子设计与作用机制
B070503 靶标发现与确证
B070504 药物载体与传输
B070505 农用化学品发现与机制

整合化学部各学科中与生命科学相关的大部分内容，增加国际前沿化学
生物交叉领域研究方向



（二）化学学部申请领域与代码重大调整

组建材料化学与能源化学学科

材料化学是研究材料的设计、制备、结构、性能及应用的科学。利用化学

原理与方法，在原子和分子水平上设计和制备新材料；通过功能传递、集

成与协同实现材料性能调控，探索其在能源、健康、环境和信息等领域的

应用。

能源化学是利用化学原理与方法，研究能源转化、储存、传输与利用的科

学。研究新型能量转换和储存机制；设计新材料、构筑新器件、建立新方

法，实现能源的绿色高效利用。



（三）其它学部指南代码修改



（三）其它学部指南代码修改



（三）其它学部指南代码修改



（三）其它学部指南代码修改

• 支持发挥科技对教育的引领作用，推进信息学科与教育学

科以及认知科学的交叉融合

• 新设立F07 信息科学技术与其他学科交叉，教育信息科学
与技术（文理交叉）

• 教育部后期将加大该领域的关注度，争取呼吁基金委成立
认知科学学部



（四）申请须知、限项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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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近三年我校申报与资助情况



我校最近三年集中受理期申请及资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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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年我校申报与资助情况

申报 资助 资助率



排名 单位名称 申报数 资助数 资助率 资助金额（万元）

1 上海交通大学 3715 1011 27.2% 55188.15

2 中山大学 2999 829 27.6% 41067.85

3 浙江大学 2950 748 25.4% 42467.23

4 华中科技大学 2781 707 25.4% 38038.6

5 复旦大学 2425 640 26.4% 39902.83

6 北京大学 1598 510 31.9% 37437.54

7 同济大学 2142 495 23.1% 29431.03

8 清华大学 1341 493 36.8% 37379

9 西安交通大学 1674 453 27.1% 26611.32

10 山东大学 1828 444 24.3% 22285.2

11 四川大学 1728 430 24.9% 20185.8

12 武汉大学 1596 428 26.8% 23740.2

13 中南大学 1625 427 26.3% 20412.2

14 南京大学 1260 377 29.9% 27207.87

15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863 357 41.4% 25465.6

16 吉林大学 1406 343 24.4% 16698

17 苏州大学 1250 333 26.6% 15999.8

18 天津大学 896 313 34.9% 18888.2

19 哈尔滨工业大学 1098 310 28.2% 17045.8

20 南京医科大学 1528 291 19.0% 12377.33

21 厦门大学 986 284 28.8% 18670.29

22 南昌大学 1332 270 20.3% 10243.7

23 深圳大学 921 266 28.8% 10310.07

24 东南大学 1236 265 21.4% 15055.66

…

34 郑州大学 1571 216 13.7% 7682.8

…

48 南开大学 492 162 32.9% 8303.1

注：资助数和资助金额包括国合交流项目，不包括杰青。

54

我校最近三年集中受理期申请及资助情况

• 在全国高校范围内，我校
立项数和资助直接费用排
名均为48位，较去年下滑
十余位。

• 资助直接经费总计9131.6
万元（含杰青），平均资
助强度56.1万元/项，较去
年64.5万元/项大幅度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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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最近三年各类项目申请及资助情况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申报 资助 申报 资助 申报 资助
面上 287 103 311 117 285 108

青年 98 38 100 41 102 45

重点 25 8 21 3 15 1

重研 1 0 1 0 3 0

重大 0 0 0 0 2 0

杰青 24 3 24 4 20 3

海青 3 1 4 1 5 2

优青 34 3 27 5 38 4

联合 1 0 6 0 8 0

仪器 5 1 6 1 5 0

国合 7 1 5 3 7 0

群体 2 0 1 0 2 0

其他 0 0 0 0 0 0

合计 487 158 506 175 492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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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年面上和青年项目申请及资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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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 资助 资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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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 资助 资助率

面上项目申报数显著下降；

青年项目逐步上升，博士后立项数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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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年重点项目申请及资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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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 资助 资助率

重点项目申报、立项和资助率均严重下滑！



近三年八大学部申请与资助情况

年度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受理学部 申请 资助 资助率 申请 资助 资助率 申请 资助 资助率

数理 74 33 44.6% 74 26 35.1% 55 22 40.0%

化学 114 35 30.7% 124 45 36.3% 125 51 40.8%

生命 68 23 33.8% 69 25 36.2% 74 17 23.0%

地球 24 6 25.0% 28 4 14.3% 17 5 29.4%

工材 40 6 15.0% 36 17 47.2% 35 12 34.3%

信息 64 24 37.5% 58 18 31.0% 74 22 29.7%

管理 52 14 26.9% 60 21 35.0% 56 19 33.9%

医学 48 18 37.5% 54 17 31.5% 52 15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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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各学部申报资助情况

近三年我校医学部申报资助情况

年份 申报数 全校占比 资助数 全校占比

2015年 48 9.9% 18 11.4%

2016年 54 10.7% 17 9.7%

2017年 52 10.6% 15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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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我校各学部各类项目申报和资助情况

资助类别 数理 化学 生命 地球 工材 信息 管理 医学 总计

面上项目 51(20) 80(29) 45(21) 14(1) 18(9) 32(10) 42(16) 29(11) 311(117)

青年基金 7(5) 23(10) 9(3) 6(3) 9(4) 16(7) 15(4) 15(5) 100(41)

重点项目 2(0) 2(1) 5(0) 3(0) 2(1) 1(1) 1(0) 5(0) 21(3)

杰出青年基金 7(0) 7(4) 3(0) 2(0) 2(0) 1(0) 2(0) 24(4)

优秀青年基金 4(1) 8(1) 4(1) 2(0) 5(2) 2(0) 2(0) 27(5)

创新群体 1(0) 1(0)

国际合作 2(1) 3(2) 5(3)

海外及港澳学
者

1(0) 1(0) 1(0) 1(1) 4(1)

重大科研仪器 1(0) 1(1) 1(0) 2(0) 1(0) 6(1)

联合基金 2(0) 1(0) 3(0) 6(0)

重大研究计划 1(0) 1(0)

总计 74(26) 124(47) 69(25) 28(4) 36(16) 61(20) 60(21) 54(16) 506(175)

资助率 35.1% 37.9% 36.2% 14.3% 44.4% 32.8% 35.0% 29.6% 34.6%



近三年各学院申报及资助情况

61

单位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申报 资助 金额 资助率 申报 资助 金额 资助率 申报 资助 金额 资助率

数学学院 21 11 624 52.4% 19 7 306 36.8% 15 5 426 33.3%

数学所 7 3 152 42.9% 3 1 18 33.3% 3 1 23 33.3%

组合中心 6 2 148 33.3% 4 1 48 25.0% 5 2 96 40.0%

统计研究院 4 2 68 50.0% 4 2 148 50.0% 4 4 145 100.0%

物理学院 48 19 1871.35 39.6% 47 16 883 34.0% 37 13 759 35.1%

化学学院 103 29 2802 28.2% 94 44 4028.8 46.8% 81 36 2432 44.4%

材料学院 23 5 545 21.7% 27 12 605 44.4%

生科院 55 21 1656 38.2% 55 20 1266 36.3% 44 13 650 29.5%

环科院 49 9 809 18.4% 56 13 572 23.2% 53 14 990 26.4%

计控软件 25 10 559 40.0% 28 11 587.8 39.2% 29 12 393 41.4%

电光学院 44 16 706 36.4% 39 9 481 23.0% 52 8 472 15.4%

医学院 25 6 271 24.0% 28 5 204.5 17.8% 28 7 356 25.0%

药学院 21 7 347 33.3% 19 9 804 47.3% 20 3 104.6 15.0%

药化生国重 17 5 434 29.4% 16 10 404.3 62.5% 23 9 359 39.1%

泰达学院 6 2 342 33.3% 6 1 67 16.7% 10 3 177 30.0%

社科院系 56 16 846.6 28.6% 65 22 917.8 33.8% 61 21 1144 34.4%

总计 487 158 11635.95 32.4% 506 175 11281.2 34.5% 492 163
9131.

6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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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年各学院申报及资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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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院、物理、生科、电光申报数和资助数连续下降



近三年各学院面上项目申报资助情况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学院 申报数 立项数 直接经费 中标率 申报数 立项数 直接经费 中标率 申报数 立项数 直接经费 中标率

化学学院 66 19 1266 28.8% 61 26 1658 42.6% 60 13 1989 51.7%

材料学院 16 4 260 25.0% 14 5 324 35.7%

生科院 37 16 971 43.2% 36 16 966 44.4% 27 10 1989 51.7%

数学学院 13 7 325 53.9% 15 6 288 40.0% 8 3 156 37.5%

数学所 4 3 152 75.0% 0 0 0 - 0 0 0 -

组合中心 2 0 0 0.0% 2 1 48 50.0% 3 2 96 66.7%

统计研究院 1 1 50 100.0% 2 2 96 100.0%

物理学院 27 12 803 44.4% 36 13 842 36.1% 23 11 710 47.8%

环科院 28 6 417 21.4% 26 7 455 26.9% 25 8 522 32.0%

电光学院 23 8 527 34.8% 22 7 440 31.8% 30 7 442 23.3%

计控软件 16 8 516 50.0% 13 2 126 15.4% 15 5 221 33.3%

医学院 12 4 235 33.3% 13 3 170 23.1% 17 6 336 35.3%

药学院 15 5 308 33.3% 15 8 454 53.3% 14 1 64 7.1%

泰达学院 3 1 62 33.3% 3 1 67 33.3% 6 3 177 50.0%

药化生国重 4 2 120 50.0% 9 6 331 66.7% 8 4 242 50.0%

社科院所 36 11 527.8 30.6% 44 17 828.8 38.6% 33 10 494 30.3%

合计(项) 287 103 6279.8 35.9% 311 117 6933.8 37.6% 285 108 6444 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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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年各学院面上项目申报资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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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年各学院青年项目申报资助情况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学院 申报数 立项数 直接经费 中标率 申报数 立项数 直接经费 中标率 申报数 立项数 直接经费 中标率

化学学院 11 5 106 45.5% 16 10 201 62.5% 6 3 75 50.0%

材料学院 3 0 0 0.0% 8 6 151 75.0%

生科院 2 2 39 100.0% 5 2 40 40.0% 6 3 75 50.0%

数学学院 5 3 54 60.0% 2 1 18 50.0% 3 1 25 33.3%

数学所 0 0 0 - 1 1 18 100.0% 1 1 23 100.0%

组合中心 1 1 18 100.0% 0 0 0 - 0 0 0 -

统计研究院 2 1 18 50.0% 2 1 18 50.0% 2 2 49 100.0%

物理学院 9 4 88 44.4% 6 3 41 50.0% 5 2 49 40.0%

环科院 11 2 42 18.2% 16 6 117 37.5% 10 3 78 30.0%

电光学院 11 8 179 72.7% 7 2 41 28.6% 11 1 30 9.1%

计控学院 8 2 43 25.0% 8 6 75 75.0% 6 6 154 100.0%

医学院 11 2 36 18.2% 9 2 34.5 22.2% 8 1 20 12.5%

药学院 4 2 39 50.0% 1 0 0 0.0% 3 2 40.6 66.7%

泰达学院 1 0 0 0.0% 1 0 0 0.0% 2 0 0 0.0%

药化生国重 6 2 40 33.3% 6 4 73.3 66.7% 9 5 117 55.6%

社科院所 16 4 76.5 25.0% 17 4 71 23.5% 22 9 165 40.9%

合计(项) 98 38 778.5 38.8% 100 41 795.8 41.0% 102 45 1051.6 44.1%



近三年各学院青年项目申报资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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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各学院各类项目申报和资助情况

类别
院所

面上
项目

青年
基金

重点
项目

重大
研究
计划

重大
项目

杰出
青年

海外
及港
澳

优秀
青年

联合
基金

重大
仪器
专项

国际
合作

创新
群体

合计
（项）

资助
经费

中标率

化学学院 60（31） 6（3） 0（0） 0（0） 0（0） 3（1） 1（1） 8（0） 1（0） 0（0） 1（0） 1（0） 81（36） 2432 44.4

生科院 27（10） 6（3） 4（0） 1（0） 0（0） 1（0） 0（0） 3（0） 0（0） 0（0） 2（0） 0（0） 44（13） 650 29.5

数学学院 8（3） 3（1） 0（0） 0（0） 0（0） 1（1） 0（0） 3（0） 0（0） 0（0） 0（0） 0（0） 15（5） 426 33.3

数学所 0（0） 1（1） 0（0） 0（0） 0（0） 2（0） 0（0） 0（0） 0（0） 0（0） 0（0） 0（0） 3（1） 23 33.3

组合中心 3（2） 0（0） 0（0） 0（0） 0（0） 0（0） 0（0） 2（0） 0（0） 0（0） 0（0） 0（0） 5（2） 96 40.0

统计研究院 2（2） 2（2）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4（4） 145 100.0

物理学院 23（11） 5（2） 2（0） 0（0） 0（0） 2（0） 0（0） 3（0） 0（0） 0（0） 0（0） 1（0） 37（13） 759 35.1

环科院 25（8） 10（3） 3（0） 2（0） 0（0） 3（0） 1（0） 6（3） 1（0） 0（0） 1（0） 1（0） 53（14） 990 26.4

电光学院 30（7） 11（1） 0（0） 0（0） 0（0） 3（0） 0（0） 2（0） 3（0） 3（0） 0（0） 0（0） 52（8） 472 15.4

计控学院 15（5） 6（6） 1（0） 0（0） 0（0） 0（0） 2（1） 2（0） 0（0） 0（0） 3（0） 0（0） 29（12） 393 41.4

医学院 17（6） 8（1） 0（0） 0（0） 2（0） 0（0） 1（0） 0（0） 0（0） 0（0） 0（0） 0（0） 28（7） 356 25.0

药学院 14（1） 3（2） 0（0） 0（0） 0（0） 0（0） 0（0） 2（0） 1（0） 0（0） 0（0） 0（0） 20（3） 104.6 15.0

泰达学院 6（3） 2（0） 1（0） 0（0） 0（0） 0（0） 0（0） 1（0） 0（0） 0（0） 0（0） 0（0） 10（3） 177 30.0

材料学院 14（5） 8（6） 0（0） 0（0） 0（0） 2（0） 0（0） 2（1） 1（0） 0（0） 0（0） 0（0） 27（12） 605 44.4

药化生国重 8（4） 9（5） 2（0） 0（0） 0（0） 0（0） 0（0） 3（0） 0（0） 1（0） 0（0） 0（0） 23（9） 359 39.1

社科院所 33（10）22（9） 2（1） 0（0） 0（0） 3（1） 0（0） 1（0） 0（0） 0（0） 0（0） 0（0） 61（21） 1144 34.4

合计(项)
285

（108）
102

（45）
15（1） 3（0） 2（0） 20（3） 5（2） 38（4）8（0） 5（0） 7（0） 2（0）

492

（163）
9131.

6
33.1



申报数立项数直接经费 资助率 项目负责人
面上 285 108 6444 38.8%

青年 102 45 1051.6 44.1%
重点 15 1 240 6.7% 杨俊

重大项目 5 3 2648.4 60.0% 龙以明（课题）、周其林（项目1、课题1）

重大研究计划 32 2 460 6.3% 张国权（重点支持）、朱玉山、刘林、陈弓

杰青 20 4 840 20.0% 丁龙云、陈弓、李勇建
优青 38 3 520 7.9% 李兰冬、展思辉、胡献刚、汪磊
海青 5 2 36 40.0% 茅涵斌（孔德明）、Yanbin Yin（张瀚）

创新群体 2 0 0 0
重大仪器 5 0 0 0

联合基金 10 1 0 0 郭远强
国际合作 27 4 5 14.8% 苏循成

外青 4 1 33 25.0% Adam Jatowt（杨征路）
应急 16 3 210 18.8% 席真（重点）、程志晖、鲁金凤

集中受理期 492 163 9131.6 33.1%
全年总计 566 180 12918 31.8%

2017全年我校各类项目申请与资助情况

请老师们关注非集中受理期发布的重大研究计划、国际合作（组织间研究
类、交流类）、联合基金、应急管理等项目指南，结合自身情况积极申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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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6年我校理工科专职教师基金承担情况

单位

中级及以下 副高级 正高级

总计
1项 0项

中级
人数

≥3项 2项 1项 0项
副高
级人
数

≥3项 2项 1项 0项
高级
人数

数学学院 4 4 8 13 8 9 4 34 4 9 5 7 25 67

数学所 0 0 0 0 1 1 1 3 0 4 4 2 10 13

组合中心 1 0 1 1 3 0 0 4 2 3 1 0 6 11

统计研究院 1 3 4 3 1 0 0 4 2 1 0 0 3 11

物理学院 4 5 9 5 8 9 5 27 8 10 12 8 38 74

化学学院 6 5 11 15 17 24 17 73 29 26 29 15 99 183

材料学院 1 2 3 3 1 3 6 13 2 7 4 4 17 33

生科院 3 8 11 7 10 12 4 33 20 22 15 3 60 104

环科院 12 14 26 9 6 11 12 38 7 6 12 5 30 94

计控学院 9 14 23 10 9 10 9 38 4 7 4 9 24 85

软件学院 0 2 2 0 1 4 2 7 0 0 1 1 2 11

电光学院 7 8 15 9 7 12 10 38 3 10 18 6 37 90

医学院 9 9 18 3 3 8 9 23 1 5 4 2 12 53

药学院 8 5 13 8 7 4 2 21 3 4 2 4 13 47

药化生国重 1 0 1 0 0 2 1 3 0 2 4 1 7 11

泰达学院 2 5 7 6 1 2 2 11 2 5 7 2 16 34

总计 68 84 152 92 83 111 84 370 87 121 122 69 399 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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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6年我校理工科专职教师基金承担情况

通过2015-2017连续三年的国家基金申请分析，我校共有282位专职教师未
申请基金，占总人数的31%。

• 其中，有118位老师在2014-2016三年内在不占项的情况下也未申报

• 另外有66位无申报不主持只参与，其中正高职称人员20人、副高职称人
员46人。

中级及以下 副高级 正高级

≥3项 92 87

2项 83 121

1项 68 111 122

0项 84 84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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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年理工科专职教师承担基金情况

≥3项 2项 1项 0项

• 20%的高级职称老师三年
内未承担任何基金项目。



第四部分

2018年我校申报潜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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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我校理工科专职教师基金申报潜力分析

我校理工科专职教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分学院占项统计

单位
中级及以下* 副高级** 正高级**

总计
满项
人数

满项人数占比 0项人数
0项人数占

比1项 0项 总人数 ≥3项 2项 1项 0项 总人数 ≥3项 2项 1项 0项 总人数

数学学院 3 5 8 1 2 16 16 35 2 5 11 8 26 69 6 8.7% 29 42.0%

数学所 0 0 0 0 0 2 0 2 1 3 4 3 11 13 1 7.7% 3 23.1%

组合中心 0 0 0 0 1 0 2 3 0 2 4 1 7 10 0 0.0% 3 30.0%

统计研究
院

3 3 6 0 1 3 0 4 1 1 1 1 4 14 4 28.6% 4 28.6%

物理学院 1 7 8 0 6 14 8 28 1 8 17 14 40 76 2 2.6% 29 38.2%

化学学院 0 9 9 0 8 23 40 71 9 25 45 25 104 184 9 4.9% 74 40.2%

材料学院 0 3 3 0 1 5 8 14 0 7 5 6 18 35 0 0.0% 17 48.6%

生科院 3 5 8 1 5 13 15 34 1 19 30 11 61 103 5 4.9% 31 30.1%

环科院 8 17 25 1 1 13 22 37 0 4 13 17 34 96 9 9.4% 56 58.3%

计控学院 7 14 21 1 5 15 21 42 1 7 9 11 28 91 9 9.9% 46 50.5%

软件学院 0 5 5 0 0 1 5 6 0 0 1 2 3 14 0 0.0% 12 85.7%

电光学院 6 8 14 0 3 17 17 37 1 7 14 20 42 93 7 7.5% 45 48.4%

医学院 4 15 19 0 3 6 14 23 0 2 5 6 13 55 4 7.3% 35 63.6%

药学院 4 8 12 0 1 11 11 23 0 2 4 8 14 49 4 8.2% 27 55.1%

药化生国
重

1 0 1 0 0 0 2 2 0 3 5 1 9 12 1 8.3% 3 25.0%

泰达学院 0 4 4 0 3 5 1 9 0 3 9 5 17 30 0 0.0% 10 33.3%

总计 40 103 143 4 40 144 182 370 17 98 177 139 431 944 61 6.5% 424 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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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续两年申报面上未中人员总计30人。

• 正高级职称的431人中，17人主持或参与三项即满项，139人主持及参
与数为零。副高级职称的370人中，4人主持或参与三项即满项，182人
主持及参与数为零。中级职称的143人中，40人主持一项即满项，103
人主持数为零。简而言之，全校理工科专职教师944人中61人满项，占
比6.5%；424人零项，占比44.9%。

• 我校16个二级单位，满项人员占比在10%以下的单位有15个，零项人员
占所在学院总专职教师数50%以上的单位有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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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我校2018年度申报事宜



（一）集中受理期安排：申请步骤

申请步骤

阅读文件 《条例》、《指南》、相关类型项目管理办法和有关通知通告、各类项目撰写提纲等

在线填报
2018年1月15日到3月7日登录科学基金网络信息系统（无账号请联系学院科研干事添
加），维护个人信息（包括成果）后，按照各类型项目指南和撰写提纲要求撰写申请书

并提交

形式审查 科技处进行形式审查

打印并提交纸质

电子版形式审查通过后，下载正式版（NSFC水印）PDF申请书并打印一式两份（签字页
单独打印，其余双面打印），并保证纸质申请书与电子版版本号一致。所有成员签字后
的纸质申请书原件以及有关证明信、推荐信、承诺函和其他特别说明要求提交的纸质材

料原件等附件一并提交。



（一）集中受理期安排：接收申请项目类型

探索 人才

融合 工具

面上项目
重点项目
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创新研究群体项目
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项目
外国青年学者研究基金项目

部分重大项目
部分重大研究计划
基础科学中心项目
部分联合基金

国家重大仪器研制项目（自由申请）



（二）申请人条件：基本条件

申请人及主要参与者均应使用唯一身份证件申请项目，曾经使用其他身份

证件作为申请人或主要参与者获得过项目资助的，应当在申请书中说明。

• 具有承担基础研究课题或其他从事基础研究的经历

• 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或者具有博士学位；或者有两名与其研究

领域相同、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的科学技术人员推荐

• 依托单位非全职聘用的境内外人员作为申请人申请科学基金项目，应当提

供依托单位的聘任合同复印件，并提供包含聘任岗位、聘任期限和每年在

依托单位工作时间的说明（依托单位或其人事部门盖章），作为附件随纸

质申请书一并报送



（二）申请人条件：所在单位不是依托单位的人员

无工作单位或所在单位不是依托单位（尚未与我校签订聘用合

同）：

• 与注册依托单位协商，并取得该依托单位同意

• 在申请书基本信息表中如实填写工作单位信息，在个人简历部分

详细介绍本人以往研究工作情况，并提供与依托单位签订的书面

合同，作为附件随纸质申请书一并报送

• 对于所在单位不是依托单位的人员，还应经其所在单位书面同意

• 可申请的项目类型：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



（二）申请人条件：在职攻读研究生学位人员

• 导师同意函：说明申请项目与其学位论文的关系，承担项目后

的工作时间和条件保证等，作为附件随纸质一起报送。

• 可以申请的项目类型包括：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地

区科学基金项目及部分联合基金项目

• 在职攻读硕士研究生学位的，不得申请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 脱产研究生不得申报



（二）申请人条件：境外人员

• 非受聘于依托单位的境外人员，不能作为无依托单位的申请人申

请各类项目

• 受聘于依托单位的境外人员，不得同时以境内、境外两种身份申

请或参与申请各类项目。

• 限项规定：如果已经作为负责人承担了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

基金项目，或者作为合作者承担了国际合作研究类项目，在前2类

项目结题前，不得作为申请人申请其他类型项目，反之亦然。



（二）申请人条件：博士后人员

• 提供依托单位的书面承诺，保证在项目资助期内在站工作或出站

后留在依托单位继续从事科学研究，作为附件随纸质申请书一并

报送。

• 我校博士后申请项目前请与导师、人事处、科技处或社科处联

系，签订四方协议（科技处提供模版）后由科技处提供承诺函。

• 可以申请的项目类型包括：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地区

科学基金项目



（二）申请人条件：国家社科基金申请人

• 同一年度内，已经申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申请人，不得

作为申请人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 正在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负责人，不得作为申请人申

请除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以外的其他类型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已结题的社科基金项目需提供加盖公章的结题证

明材料）



（三）限项规定：各类型项目限项规定

• 申请人同年只能申请1项同类型项目［其中：重大研究计划项目中的集成项目

和战略研究项目、国际（地区）合作交流项目除外；联合基金项目指同一名

称联合基金］。

• 上年度获得面上项目（包括一年期项目）、重点项目、重大项目、重大研究

计划项目（不包括集成项目和战略研究项目）、联合基金项目（指同一名称

联合基金）、地区科学基金项目（包括一年期项目）、国际（地区）合作研

究项目（特殊说明的除外）、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资助的项目负责人，

本年度不得作为申请人申请同类型项目。

• 连续两年（2016和2017）申请面上项目未获资助（包括初审不予受理的项目）

后暂停面上项目申请1年



（三）限项规定：高级职称人员限项规定

• 申请（包括申请人和主要参与者）和正在承担（包括负责人和主要参与者）

以下类型项目总数合计限为3项：面上项目、重点项目、重大项目、重大研

究计划项目（不包括集成项目和战略研究项目）、联合基金项目、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地区科学基金项目、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申请时不限项）、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申请时不限项）、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

项目、直接费用大于200万元/项的组织间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仅限

作为申请人申请和作为负责人承担，作为参与者不限）、国家重大科研仪器

研制项目（含承担科学仪器基础研究专款项目和国家重大科研仪器设备研制

专项项目）、优秀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项目，以及资助期限超过1年的应急

管理项目。



（三）限项规定：高级职称人员限项规定

• 优青、杰青申请时不限项。

• 仪器类项目总数限1项：申请（包括申请人和主要参与者）和正在承担

（包括负责人和主要参与者）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含承担科学仪

器基础研究专款项目和国家重大科研仪器设备研制专项项目），以及科技

部主管的国家重大科学仪器设备开发专项项目总数限1项；国家重大科研

仪器研制项目（部门推荐）获得资助后，项目负责人在结题前不得申请除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以外的其他类型项目。

• 基础科学中心项目：申请时不限项，获得批准后项目负责人及骨干人员在

结题前不得申请除国家杰出青年基金以外的其他类型项目。



（三）限项规定：作为负责人仅能获得一次的项目

•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创新研究群体项目。



（三）限项规定：非高级职称人员限项规定

• 作为申请人申请和作为负责人正在承担的项目数合计限为1项

• 作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负责人，在结题当年可以申请面上项目

• 在保证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参与项目研究工作的前提下，作为主要参与

者申请或者承担各类型项目数量不限。

• 新晋升为副高的老师，之前作为讲师参与的项目不计入高级职称限项数。



（三）限项规定：不限项的项目类型

• 创新研究群体项目、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项目、数学

天元基金项目、直接费用小于或等于200万元/项的组织间国际

（地区）合作研究项目、国际（地区）合作交流项目、外国青

年学者合作研究基金项目、应急管理项目中的局（室）委托任

务及软课题研究项目、资助期限1年及以下的其他类型项目，以

及项目指南中特殊说明不限项的项目等。



（三）限项规定：注意事项

（1）处于评审阶段（自然科学基金委作出资助与否决定之前）的

申请，计入本限项申请规定范围之内。

（2）申请人即使受聘于多个依托单位，通过不同依托单位申请和

承担项目，其申请和承担项目数量仍然适用于本限项申请规定。

（3）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的人员晋升为高级专业技

术职务（职称）后，作为负责人正在承担的项目计入限项范围，

作为参与者正在承担的项目不计入限项范围。



（四）资金预算表的编制

项目负责人只编报直接费用预算即可，并在预算说明书中对编制的

直接费用预算进行说明。

• 各科目均无比例限制，由项目负责人根据项目研究需要，按照有

关科目定义、范围和标准等如实编制。

• 对多个单位共同承担一个项目的，项目申请人和参与者应分别编

制项目预算，经所在单位审核后，由申请人汇总编制。同时在预

算说明书中明确拨款比例或各科目预算，合作协议可暂不签订，

待项目批准立项，提交计划书之前按照我校协议模板（可在科研

管理系统下载）签订合作协议即可。



（四）资金预算表的编制

直接费用预算调整原则

• 可调增：材料费、测试化验
加工费、燃料动力费、出版
/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
事务费、其他支出

• 不予调增：设备费、专家咨
询费、劳务费、差旅/会议
费/国际合作与交流费

• 不予调整：间接费用



（四）资金预算表的编制：成本补偿

成本补偿式项目包括重大项目和仪器研制项目。

• 须填写直接费用预算表、合作研究资金预算明细表、设备费预算明细表、测
试化验加工费预算明细表、劳务费预算明细表、预算说明书，不填写相应预
算明细的，形式审查不予通过

• 设备费：单价超过10万元的设备购置/试制费需提供价格测算依据，提交报
价单、询价文件等作为附件

• 差旅/会议/国际合作与交流费：超过10%的，需说明支出内容构成，测算过
程，并提供测算依据。如依托单位已制定相应开支范围、标准的，需作为预
算编报说明附件提交。

• 合作单位经费：合作单位分预算作为总预算附件提交。



（五）形式审查：签字盖章

注意事项 要求

签字

请务必本人签字，不要代签，防止出现签错名字的情况；输入姓名错误

不接受签章和电子签名

不接受无法辨认的“个性签名”，以生命学部最为严格

境外参与者如未签字需要知情同意书

签名所用语言必须与申请人姓名所用语言相同，不可汉字代替拼音或拼音代替汉字

盖章

博士后承诺书、医学伦理审查表、海青外青及国合类项目的合作协议等加盖南开大学公章

主要参与者中如有申请人所在依托单位以外的人员（包括研究生），其所在单位即被视为
合作单位，有合作单位的请提前盖合作单位章，合作单位必须是法人单位，并保证申请书

中填写的合作单位名称与公章上的名称完全一致
合作单位、参与者所在单位、签字盖章页公章，三者必须完全一致

杰青、创新群体学委会推荐意见需加盖学校学术委员会主任章



（五）形式审查：附件

事项 要求
纸
质

电子

无博士学位无高级职称
人员

需两位高级职称人员推荐信 √ √

涉及到伦理学的研究 需提供盖章后的伦理审查表 √ √

博士后 需提供《博士后人员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承诺书》 √ √

在职研究生 需提供导师同意函 √ √

境外参与者 如未签字需要知情同意书 √ √

医学部项目 必须在附件内上传五篇内本人代表作 √

依托单位非全职聘用的
境内外人员

提供依托单位的聘任合同复印件，并提供包含聘任岗位、聘任期限和每
年在依托单位工作时间的说明（依托单位或其人事部门盖章）

√ √

按照各类项目撰写提纲和指南的要求提供附件，一般有五篇内申请人本人发表的

与申请项目相关的代表性论文，也可以有专著、奖励、专利、大会报告等。



（五）形式审查：附件

项目类型 附件要求 纸质 电子

杰青
依托单位学术委员会推荐意见 √ √

5篇申请人代表性论著 √

优青 5篇申请人代表性论著 √

群体
依托单位学术委员会推荐意见 √ √

10篇近5年内发表的代表性论著 √

重点 五篇本人代表作 √

仪器、重大等
成本补偿式资

助项目

如有单价超过10万元（含10万元）的购置/试制设备需要提供测算依据，如报价
单、询价文件等材料作为预算编报说明附件提交

√ √

合作单位盖章的分预算需作为总预算的附件提交 √ √

5篇以内代表性论著 √ √

外青
申请人与依托单位签订的协议 √ √

申请人博士学位证书 √ √

不超过5篇代表作论文首页 √ √

海青
5篇近5年内申请人代表性论著 √ √

申请人所在国（或所在地）任职证书复印件及主持的研究项目批准通知书 √ √

申请人与合作者及依托单位签署的“合作研究协议书” √ √

国合重点

英文申请书 √ √

双方合作者签字的合作协议 √ √

合作者主持与申请项目有关研究证明材料或三年内发表的与申请项目有关的论文 √ √

外方合作者针对英文申请书的确认函 √ √



（五）形式审查：其他常见问题

注意事项 要求

指南方向 确定好申请方向，避免出现不属于本学科资助范围的情况

申请代码 指南代码尽量选取到最后一位，C学部必须选取到最后一位，指南中明确的代码

研究方向 根据研究内容准确选择，其中申请代码是D01和F01的必须有研究方向

项目执行期 系统默认生成，有特殊情况的自行修改

附注说明 重点、重大、专项类面上项目等按照指南要求准确逐字填写

简历
每位不是学生的参与者都要有简历，申请人简历在个人信息维护中进行编辑，参与人简历

下载模板填写

职称 申请人和参与人职称信息保持前后一致（教授、研究员）

每年工作时间 杰青、优青9个月以上，群体6个月以上



（五）形式审查：其他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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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要求

正文
下载申请书正文模板填写，切勿改动或删除模板标题的任何部分，正文按照

撰写提纲进行撰写

年度研究计划 时间连续并与项目执行期一致

申请人研究成果 通过成果在线导入，准确标注第一作者、通讯作者等信息

版本号
纸质版与电子版需保持版本号一致，如有替换需替换除签字盖章页外的申请

书全部部分

打印 为方便替换，签字盖章页单独打印，申请书其他部分双面打印。



附属医院相关问题说明



附属医院相关问题说明

99

每个项目经三位以上专家评审，7643项申请多数专家建议不资

助，不再送同行通讯评议，占申请总数的14.42%。



附属医院相关问题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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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员单位：医院项目负责人及参与人（包括学生）所在单位均为
南开大学，不再出现附属xx医院等信息(只在简历中体现)，负责人
只在单位信息部分选择院系所选择医院信息即可。

2. 合作单位：南开大学和合作的这些医院均不再为合作单位，单位
信息均为南开大学

3. 医学伦理审查表：我们统一制作模板，大家按照要求填写后，我
们统一加盖学校公章电子版扫描返回各医院，纸质留科技处待纸
质交学校后我们附后。盖章事宜随时直接和我们联系。

4. 论文作者：发表学术论文情况要求列出全部作者等信息，一作通
讯准确标注，特别是共同第一或通讯的

5. 强化绩效：对前期研究项目完成良好的负责人提出的申请优先关
注，（已完成项目的情况介绍）

6. 对获得重点重大类项目的负责人原则上次年不再支持面上项目
7. 申请人需在提供不超过5篇与申请项目相关的代表性论著的pdf文件

（仅附申请人的）



（六）温馨提示

1. 仔细研读《项目指南》和各类项目撰写提纲

2. 申请人务必核实各项个人信息（包括成果在线导入信息）

化学学部的老师请根据新的指南代码修改自己的擅长领域等



特别注意：申请人提交申请书系统截止时间为3月7日24：00，
逾期将无法提交，请合理安排时间！

我校申请时间安排

1月15日-3月7日

申请人仔细阅读《条例》、2018版申请《指南》、相关类型项目
《管理办法》等基础上，登陆系统填写申请书
3月7日晚24:00系统关闭，申请人在此之前提交电子版申请书（不
需要提交纸质版），各学院科研干事和科技处随时审核电子版，审
核通过后的申请书（状态为等待基金委接收纸质）及时打印并提交
纸质版到学院科研干事

3月8日-3月9日 科技处集中对电子版进行形式审查

3月10日-3月11日申请人修改被退回的申请书并再次提交，科技处进行形式审核

3月12日
申请人当日上午前将纸质版提交到学院，各学院务必于当日下午
14:00之前提交一式两份纸质版申请书到科技处，逾期不予受理

3月13日-3月15日科技处对纸质版申请书进行形式审查并加盖公章，出具申报清单

3月16日 科技处报送纸质申请书至基金委



联系方式

基金委联系方式：

信息中心：010-62317474

另大家可通过基金委QQ在线咨询方式与技术人员联系

科技处：85358472、85358838 津南校区西业务楼403室

社科处：23502426 津南校区西业务楼309室

财务处：85358945 津南校区西业务楼206室、23503945 八里台校区

行政楼118室



预祝各位老师基金申报顺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