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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生命科学、天文、海洋等领域，支持有条件、有能力的科研机构牵头发起或参与大科学计划（工
程），提升科技创新的全球影响力和话语权。

大科学计划（工程）深入推进

在国际介观图谱领域率先重构小鼠
前额叶皮层6357个单神经元全脑
投射图谱，建立国际上最大的具备
单轴突分辨率的小鼠全脑介观神经
联接图谱数据库

在《自然神经科学》《细胞》发表关
于小鼠大脑高分辨率神经联接图
谱和世界领先空间组技术的封面
文章

举办IBBRO-ICPBR灵长类神经生物
学培训学校

“全脑介观神经联接图谱”大科学计划

计划获多国科学家
认同及参与

人类表型组科研协同服务云平台试
用版向国内用户发布

国际人类表型组标准化创新中心揭
牌并运行
出版《表型组学》（                      ）3期，
举办“生命天眼论”Phenomics表型
组学前沿论坛28期

重点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和上海具有比较优势的科研领域，在强化多元投入、提升原创能力、创新组织
方式和体制机制改革等方面加快推进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

围绕数学与应用、前沿物理与量子、化学合成与转化、生命科学与前沿技术、纳米科学与先进材料、重
大疾病机制、交叉科学等领域，形成7个专题21个方向进行征集，最终资助项目42项。

基础研究领域布局不断优化

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1.4

鼓励跨领域、跨学科交叉研究
设立“交叉科学”专题，引导学科交叉融合，力争形成关键领域先发优势

落实《关于加快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坚持自由探索与战略导向相结合，优化基础
研究发展环境，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能。

基础研究体制机制加快探索

加强前瞻布局，促进前沿探索
加大对数学、物理、材料、生命等重点基础学科的支持，努力实现更多“从
0到1”的突破，实现对科学前沿的引领和拓展，全面培育源头创新能力
突出问题导向，聚焦重点任务
聚焦量子、纳米、疾病机制等重点领域，开展引领性研究，以期获得重大
理论和技术突破，为产业变革和民生改善提供高水平科技供给

与联影医疗等重点企业在高端医疗
装备、集成电路等领域联合开展“探
索者”计划，资助项目17项，引导企业
投入936万元

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合作，加
入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面向全国
吸引、集聚基础研究领域优秀人才和
资源，提升上海自主创新能力

平方公里阵列射电望远镜（SKA）国际大科学工程

国际大洋发现计划（IODP）

国际人类表型组计划

组织中国科学
家参加4个
IODP航次

联合国内外科学
家撰写的巽他陆
架大洋钻探建议

书正式提交

提出成为平台提
供者的方案，并取
得美、日、欧等各
方的肯定和支持

编制完成中国参加
SKA区域中心原型
测试的工作方案

加快组建区域
中心国际工作
组团队

SKA区域中心网络原型系统国际联测工
作启动，以上海天文台为主的团队牵头负
责其中一个SKA区域中心国际工作组

加入国家基金委区域创新联合基金 实施“探索者”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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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研成果
华东师范大学创造新的反型钙钛矿电池效率世界纪录，首次实现转化效率大于24%的反
型钙钛矿电池，研究成果于1月发表在《科学》

上海理工大学与浙江大学合作，将全息显示应用在通过飞秒激光诱导的钙钛矿纳米晶三
维可控分布的无色透明的复合材料中，点亮全球首块纳米三维立体屏，研究成果于2月发
表在《科学》   

中科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联合多家单位首次在群体神经元水平阐释序列工
作记忆的计算和编码原理，研究成果于2月发表在《科学》

上海交通大学和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合作在毫米尺度验证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证实相隔1
毫米时间差一千亿亿分之一，研究成果于2月发表在《自然》

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联合国外研究团队成功发现关联学习记忆的关键神经元，研究成
果于5月发表在《自然》

上海科技大学构建世界首张小鼠微型“扰动图谱”，研究成果于7月发表在《细胞》

中科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在小型化自由电子相干光源研究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
研究成果于11月发表在《自然》

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揭示强效镇痛药芬太尼和吗啡作用机理的结构基础，研究成果于
11月发表在《细胞》

中科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与上海师范大学合作，成功克隆野生玉米高蛋白形成
和氮素高效利用变异基因THP9，研究成果于11月发表在《自然》

上海科学家在脑科学、量子科技、纳米材料等领域取得多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成果。研究成果具有开
拓新领域、开辟新途径、开创新方法的重大价值，有力推动了科学的进步。全年，上海科学家在国际顶尖学
术期刊《科学》《自然》《细胞》发表论文120篇，同比增长12.1%，占全国总数的28.8%。

基础研究原创性国际性持续提升

上海科学家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情况

上海科学家在《科学》发表论文35篇，占全国的24.5%，其中以第一作者单位或通讯作者
单位发表18篇，占全国的17.6%

上海科学家在《自然》发表论文70篇，占全国的31.2%，其中以第一作者单位或通讯作者
单位发表27篇，占全国的20.6%

上海科学家在《细胞》发表论文15篇，占全国的30%，其中以第一作者单位或通讯作者
单位发表9篇，占全国的28.1%

35篇《科学》

70篇《自然》

15篇《细胞》

支持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中科院上海分院
首批3家试点单位在项目遴选、考核评价等方面
开展积极探索，同时在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
和华东理工大学等单位开展第2批“基础研究特
区计划”试点工作

推进“基础研究特区计划”深入实施

加快推进上海期智研究院、李政道研究所、国家应用数学中心、前瞻物质研究院和脑科学与
类脑研究中心等高水平科研平台建设

推进重点领域机构布局

进一步明确“增强源头创新能
力，夯实科技发展基础”资助
导向，提出在自然基金中实施

“包干制”“原创探索项目”等
新举措

修订《上海市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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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上海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649项，经费合计334825.78万元。
国家级基础研究任务承担能力逐步增强

2022年上海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项目情况

备注：*表示重大项目以课题为单位拨款。

项目类型 立项数（个） 资助额（万元）
面上项目
重点项目

重大项目-项目申请
重大项目-课题申请

重大研究计划
外国学者研究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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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研究群体项目
基础科学中心项目

联合基金项目
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部门推荐
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自由申请

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
国际(地区)合作交流项目

数学天元基金项目
专项项目

总计

2192
108

6
27
10
32

1972
74
60
5
4

60
2

11
25
29
6

26
4649

115682.00
28894.00

*
8862.03
5064.00
2654.00

58390.00
14800.00
23520.00
4800.00

24000.00
14487.00
16025.19
9165.86
5874.50
351.20
110.00

2146.00
334825.78

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与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需求，优化人才、项目、基地一体化发展机制，优化人才
创新体系，打造分类科学、层级清晰、保障有力的科技创新人才高地。

优化整合人才支持计划和工程，初步形成以人才成长规律为根据、以项目为载体、以团队为支撑的层
次分明、各有侧重、较为完整的科技人才培养体系。

科技人才培育体系加速优化

推进高水平科技人才高地建设1.5

1817

上海杰出工程师
2022年设立，
18人入选

上海科技青年35人引领计划
新入选35人，
累计70人

东方英才计划青年项目（原上海市青年创业英才开发计划）
累计152人

上海市青年拔尖人才开发计划
累计298人

超级博士后激励计划
新入选760人，
累计2435人

浦江人才计划（A类和B类）
入选199人，
累计2747人

东方学者
新入选150人，
累计1063人

启明星项目
新入选200人，
累计3465人
启明星项目（扬帆专项）
新入选600人，
累计2856人

曙光学者
新入选59人，
累计1448人

优秀学术/技术带头人计划
新入选150人，
累计2116人

东方英才计划领军项目（上海领军人才培养计划）累计1739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