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博士后基金/项目一览表（2020年7月更新）

资助类型 项目名称
申报时间（以当
年度通知为准）

申报条件（以当年度通知为准）
资助形式（以当
年度通知为准）

当年度拟进站或新
近进站

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
计划项目（博新计

划）

大约每年的二、
三月份开始申报

申请人须为当年度拟进站或新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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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拟进站的博士后研究人员须为获得博士学位 3年以内的全日制博士，当年度应届博士毕业生优先。拟进站的应届博士毕
业生在申报时须已满足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的基本要求 。
3.新近进站的博士后研究人员须是：上一年度获得博士学位，上一年度申报截止时间到当批次截止时间内进站的人员 ，且
之前未申报过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站前）；须依托所在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工作站
进行申请，不得变更合作导师。
4.不超过35周岁。
5.申报项目须属于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学科门类或心理学、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且须符合优先资助研究领域。申报
项目不能为涉密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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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后合作导师应为该研究领域知名专
家，学术造诣深厚；且原则上可为培养博士后研究人员提供国家级科研平台 。
7.入选者办理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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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回国博士和外籍博士不可申请本项目（有关人员可关注“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引进项目”）。
9.未入选过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计划、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派出项目、引进项目）。

国家给予每人两
年63万元的资

助，其中40万元
为博士后日常经
费（工资），20
万元为博士后科
学基金，3万元为
国际交流经费。

站中资助
（只针对已入站博
士后）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
面上资助项目

每年两批，第一
批：二、三月

份；第二批：八
、九月份

1.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
2.具备良好的思想品德、较高的学术水平和较强的科研能力。
3.进站一年半以内可多次申请，每站只能获资助一次。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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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申请项目为本人承担。
6.非涉密项目。
7.入选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实施的各类博士后国 （境）外交流计划（学术交流项目除外）的派出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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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助标准分为一
等和二等。自然
科学资助标准为
一等12万元、二
等8万元；社会科
学资助标准一般
为一等8万元、二

等5万元。

当年度拟进站或新
近进站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
特别资助项目（站

前）

大约每年的四月
份开始申报

1.具有良好的科研潜质和学术道德。
2.获得博士学位 3 年以内的全日制博士，当年度应届博士毕业生优先。应届博士毕业生在申报时须满足博士学位论文答
辩的基本要求。
3.新近进站的博士后研究人员需是：上一年度获得博士学位，上一年度申报截止时间到当批次截止时间内进站的人员 ，且
未申报过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特别资助（站前）；须依托所在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工作站进行申请，不得变更合作
导师。
4.至当批次申报截止日期年龄不超过 35 周岁。
5.申请项目须为规定的研究方向。
6.非涉密项目。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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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后合作导师应为该研究领域知名专
家，学术造诣深厚；且原则上可为培养博士后研究人员提供国家级科研平台 。
8. 对申请进入本单位相同一级学科的人员并由博士导师继续担任博士后合作导师的人员的总比例不得超过 30%。
9.入选者办理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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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入选者须在资助名单公布后 3 个月内办理进站手续，逾期视为自动放弃资助资格。
11.全国博士后管委会组织实施的各类博士后国 （境）外交流计划赴外的项目（学术交流项目除外）、博士后创新人才支
持计划入选者不得申请。

资助标准为18万
元

站中资助
（只针对已入站博
士后）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
特别资助项目（站

中）

大约每年的四月
份开始申报

1.进站满 4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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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发展潜力大，在站期间表现出较强的创新能力。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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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非涉密项目。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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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博士后研究人员，可优先推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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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带头人或后备人才 。
8.每站只能获资助一次。
9.入选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特别资助（站前）的人员不可申请。
10.入选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实施的各类博士后国 （境）外交流计划（学术交流项目除外）的派出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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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情提示：企业联合培养的博士后研究人员只可向工作站设站单位提交申请 。

资助标准为自然
科学18万元、社
会科学15万元。

站中资助
（只针对已入站博
士后）

合肥研究院在站博士
后奖励基金

大约每年的十月
份开始申报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给予一等奖励：
1.支持“率先行动”联合资助项目入选者；
2.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
3.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入选者；
4.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基金入选者；
5.在站期间以第一作者身份（含通讯作者）发表SCI一区学术论文；
6.在技术攻关方面，取得重大技术成果（按此条件申请人员，须由三位同行专家推荐，材料交研究所申报，并经研究院评
议后确定）。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给予二等奖励：
1.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一等资助入选者；
2.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入选者；
3. 在站期间以第一作者身份（含通讯作者）发表SCI、EI收录文章4篇及其以上，且SCI二区及其以上文章不少于1篇；
4. 在技术攻关方面，取得重要技术成果（按此条件申请人员，须由三位同行专家推荐，研究所申报，并经研究院评议后
确定）。

一等奖励一万
元，二等奖励五

千元。

站前、中资助
(已入站或未进站
都可以申请)

香江学者计划
大约每年的二月

份开始申报

1.年龄一般不超过 35 周岁，政治素养良好，思想品德端正，身体健康。
2.申请人应为应届博士毕业生、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或在职教学、科研人员（一般应博士毕业 3 年以内）。
3.具备较高的学术水平和较强的科研能力、创新能力。
4.具备良好的英语水平。
5.能全职在港工作 2 年。
6.专业领域：基础研究、生物医学、信息技术、农业、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等。
7.此前未获得过博士后国（境）外交流项目或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资助 。

每年选派内地博
士到香港指定的
大学，在港方合
作导师的指导

下，以港方大学
合约研究人员的

身份开
展博士后研究，
为期 2 年。资助
经费为每人 36 

万元人民币和 36 
万元港币，主要
用于支付博士后
在港期间的生活
开支、住房补贴
、保险及往返旅

费等。



站前、中资助
(已入站或未进站
都可以申请)

中德博士后交流项目
大约每年的三、
四月份开始申报

1.年龄一般不超过 35 周岁，政治素养良好，思想品德端正，身体健康。
2.申请人应为应届博士毕业生、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一般应博士毕业 3 年以内）。
3.具备良好的英语或德语能力。
4.能保证全职在德国工作至少 20 个月。
5.符合德方提供的博士后研究人员岗位需求和申报要求 。
6.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申报须经设站单位和合作导师同意 ；未进站的申请人需依托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工作站设站单位申
报。在职身份的博士后研究人员还须其人事关系所在单位人事部门同意 。
7.此前未获得过博士后国（境）外交流项目或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资助 。

选派新近获得博
士学位的优秀青
年科研人员赴德
国亥姆霍兹联合
会下属的研究所
开展博士后研究
工作，为期 2 年

。
中方资助每人 30 
万元人民币，德
方按月资助每人 
1500 欧元。资助
经费可用于获选
人员生活津贴、
健康和意外伤害
保险和差旅费用

。

站前、中资助
(已入站或未进站
都可以申请)

国际交流计划“引进
项目”

大约每年的二月
份开始申报

申报对象：外籍（境外）和留学博士。
1.年龄一般不超过 35 周岁，思想品德端正，身体健康。
2.申请人须为近 3 年内获得博士学位的外籍或留学回国博士。
3.申请人博士毕业学校应为世界排名前 100 名的高校，或者其博士学位所属学科排名全球前 100 名。对“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的申请人，条件可放宽至博士毕业学校为本国排名前  3 名的高校。
4.申请人自主联系国内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或工作站 ，并获得博士后设站单位正式推荐。
5.能够保证在华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不少于  20 个月。
6.申请本项目前已取得突出的研究成果。
7.非英语国家的申请人应具有良好的中文（或英文）听、说、读、写能力。
8.国内在职人员不能申报本项目。申请人受本项目资助期间须全脱产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
9.此前未获得过博士后国（境）外交流项目或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资助 。
10.符合上述 1-9 款条件，在每批次申报截止日期前，进站时间未满 6 个月的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可以申请本项目 。

为期 2 年。全国
博士后管委会办
公室资助每人每
年 20 万元人民
币，博士后设站
单位配套资助每
人每年 10 万元
人民币，包括在
华从事博士后研
究期间个人的生
活开支、住房补
助、社会保险及
来华往返国际旅

费等。

站前、中资助
(已入站或未进站
都可以申请)

国际交流计划“派出
项目”

大约每年的二月
份开始申报

申报对象：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拟进站的应届博士毕业生。
1.年龄一般不超过 35 周岁，政治素养良好，思想品德端正，身体健康。
2.申请人应为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拟进站的当年度应届博士毕业生。其中，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须经所在设站单位和合
作导师同意（在职身份的博士后研究人员还须其人事关系所在单位同意 ）。
3.自主联系国（境）外高校、科研机构或企业并获得正式邀请。国（境）外接收单位一般应为世界排名前 100 名的高校
。
4.国（境）外接收单位须给予一定资助，承诺给予对等及以上资助的优先入选。
5.申请本项目前已取得突出的研究成果。
6.具有良好的英语或接收国语言听、说、读、写能力。
7.专业领域。优先考虑《“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年）》中的
重点领域及其优先主题、重大专项、前沿技术领域，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
8.此前未获得过博士后国（境）外交流项目或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资助 。

全国博管会资助
派出人员每人 30 
万元人民币，主
要用于支付从事
博士后研究工作
的生活开支、住
房补助、社会保
险及往返旅费等
。派出单位根据
派出人员在国内
实际工作时间和
工作量给予相应

配套资助。

站中资助
（只针对已入站博
士后）

国际交流计划-学术
交流项目

大约每年的二月
份开始申报

1.申请人为在站的博士后研究人员。
2.具有良好的英语（或参加学术交流会议所需语言）听、说、读、写能力。
3.拟参加的国际学术交流会议须为本领域内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和一定规模的国际学术交流会议 ，召集方为专业的行业协
会学会，或者由国际著名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发起的多边国际学术会议。
4.已经向拟参加的国际学术会议投稿、为论文的第一作者（或以其博士后合作导师为第一作者，博士后本人为第二作
者），并已收到将在会议上宣读论文的正式书面录用通知 。
5.在从事本站博士后研究工作期间未获得过此项资助 。
6.2020 年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资助已包含专门的国际学术交流经费 ，获选人员不能申报本目。
7.入选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派出项目、“香江学者计划”、“澳门青年学者计划”、中德博士后交流项目的博士后研究人
员，在国（境）外工作期间不能申报本项目。
8.参加的国际学术交流会议召开日期应在本年度 （可先参会，后报销）。

资助经费为每人 
2 万元，主要用
于赴国（境）外
开展学术交流活
动的交通费、食
宿费、会议费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