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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信息学部人工智能学科 (F06) 2018至 2020年度基金项目的申请和资助情况, 截取面上、青年、地区和重点

项目, 点−线−面相结合, 从多种客观指标角度系统分析了三年来人工智能学科的申请和资助情况. 2020年度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学科代码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和改革, 特别是在取消三级代码、增加二级代码数目的背景下, 本文的分析可以为新版

代码的科学性和未来基金项目的申请、评审和资助导向提供统计支撑. 同时, 结合最近三年人工智能学科基金项目的申请资

助情况, 以及科学处对人工智能领域的若干推动和工作安排, 对未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架构下的人工智能学科发展进

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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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是研究、开发能够模拟、延伸和拓展

人的智能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应用系统的一门新

的技术科学[1]. 人工智能的目标是让机器能够像人

一样理解、思考和学习, 即用计算机或其他智能体

去模拟人的智慧. 随着大数据智能、互联网群体智

能和跨媒体智能的高速发展, 以及人工智能 2.0等
国家战略的提出, 人工智能学科正日益成为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委的重点资助学科领域.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在 2018年调整了学科代

码, 并单独设置了人工智能一级学科代码 (F06), 主
要资助信息科学中人工智能领域的基础研究、前瞻

性探索研究以及面向国民经济和国家安全的应用基

础研究. 强调围绕人工智能领域的核心科学问题与

关键技术, 进行原创性、基础性、前瞻性和交叉性研

究, 鼓励在人工智能基础、机器学习、机器感知与模

式识别、自然语言处理、知识表示与处理、智能系统

与应用、认知与神经科学启发的人工智能等方向展

开理论与方法的研究[1]. 在此之前, 为了贯彻国家科

技战略规划布局, 推动我国人工智能基础研究, 引
领人工智能技术发展, 培养人工智能创新研究队伍,

 
 

收稿日期 2020-10-19    录用日期 2020-10-29
Manuscript received October 19, 2020; accepted October 29,

2020
本文责任编委 鲁仁全
Recommended by Associate Editor LU Ren-Quan
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信息科学部, 北京 100085    2. 江苏

科技大学电子信息学院, 镇江 212003    3. 西北工业大学自动化学
院, 西安 710072
1.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Sciences, National Natural Sci-

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Beijing 100085    2. School of Elec-
tronics and Information, Jiangs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
nology, Zhenjiang 212003    3. Key Laboratory of Information
Fusion Technology, 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
Xi´an 710072

第 46 卷   第 12 期 自   动   化   学   报 Vol. 46, No. 12

2020 年 12 月 ACTA AUTOMATICA SINICA December, 202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于 2017年初启动人工智

能基础应急管理项目, 主要面向人工智能前沿基

础、智能自主运动体、复杂过程智能优化决策三大

方向, 每个方向涵盖若干主题, 支持科学家开展相

关研究. F06代码的设立, 极大地提升了科研人员

从事人工智能基础研究的热情, 对于信息科学部的

学科深度和广度延展具有重大意义.
2020年借助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深化改革的契

机, 信息科学部对 F06代码进行了梳理, 原三级代

码下沉为研究方向. 同时, 面向学科规划和交叉领

域发展, F06 增设了 “复杂性科学与人工智能理

论”、 “模式识别与数据挖掘”以及 “交叉学科中的

人工智能问题”三个新二级代码. 本文针对人工智

能学科 2018−2020年度申请/资助情况, 以及科学

部近年来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相关推动和扶持, 并以

2020年度新版学科代码的设立为背景, 对人工智能

的学科发展提出了若干展望.

1    人工智能项目申请资助总体情况

2018−2020 年度, 信息科学部人工智能学科

(F06) 面上项目、青年项目、地区项目和重点项目这

四类项目的总体申请资助情况如表 1 ~ 3所示. 就

四类项目的申请总量而言, 2018−2020年度分别为

2  555项、2  746项、3  102项, 较前一年同比增幅为

7.48%、12.96%.
此外, 就四类项目的资助总量而言, 2018−2020

年度分别为 510项、537项和 582项, 较前一年同比

增幅为 5.29% 和 8.38%. F06代码在设立的三年中,
项目申请数量总体展示出稳中增长的趋势, 这也从

侧面显示出人工智能学科持续的关注度和热度.
进一步分析四类项目在申请数量、资助数量、

资助比率和资助强度上的变化 (如图 1 ~ 4所示).
2019年度较 2018年度, 除了重点项目的申请量有

所下降 (降幅为 18.06%)外, 面上项目、青年项目和

 
表 1    2018年信息学部 F06申请资助情况[2]

Table 1    Application and funding of F06 in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Sciences 2018

项目类型 申请数量 资助数量 资助比例 (%) 平均资助强度 (万元)

面上项目 1 322 231 17.47 60.21

青年项目 905 223 24.64 24.64

地区项目 256 40 15.63 37.98

重点项目 72 16 22.22 285.25

 
表 2    2019年信息学部 F06申请资助情况

Table 2    Application and funding of F06 in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Sciences 2019

项目类型 申请数量 资助数量 资助比例 (%) 平均资助强度 (万元)

面上项目 1 447 256 17.69 59.89

青年项目 960 225 23.44 24.22

地区项目 280 41 14.64 38.39

重点项目 59 15 25.42 300.13

 
表 3    2020年信息学部 F06申请资助情况

Table 3    Application and funding of F06 in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Sciences 2020

项目类型 申请数量 资助数量 资助比例 (%) 平均资助强度 (万元)

面上项目 1 573 263 16.72 58.70

青年项目 1 146 257 22.43 24.00

地区项目 312 49 15.71 36.00

重点项目 71 13 18.31 29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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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8−2020年度 F06四类项目申请情况

Fig. 1    Application of F06 in 2018−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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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8−2020年度 F06四类项目资助情况

Fig. 2    Funding of F06 in 2018−2020
 

 

17.47 17.69

16.72

24.64

%

23.44

22.43

15.63

14.64
15.71

22.22

25.42

18.31

14

16

18

20

22

24

26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面上项目 青年项目 地区项目 重点项目 

图 3    2018−2020年度 F06四类项目资助比例

Fig. 3    Funding rat of F06 in 2018−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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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项目的申请量均保持增长, 涨幅分别为 9.46%、

6.08% 和 9.38%. 2020年度, 四类项目较前一年度

同比增长 8.71%、19.38%、11.43% 和 20.34%. 在资

助数量上, 2019年度较 2018年度除了重点项目有

6.25% 的降幅之外, 面上项目、青年项目和地区项目

均有一定幅度的增长, 分别为 10.82%、0.90% 和

2.50%. 同时, 不难发现面上项目申请量和资助量的

涨、跌幅度基本持平, 重点项目的竞争度有一定程

度的降低, 而青年和地区项目的竞争度有一定程度

的提升. 2020年度重点项目的增长主要体现在自由

申请领域, 其中自由申请领域申请数为 27 项, 为
F06代码设立以来的最高值, 立项数为 3项.

F06代码设立三年来, 面上项目、青年项目、地

区项目和重点项目这四类项目的资助比例维持在一

个稳定的水平, 2019年度较 2018年度, 上述四类项

目的资助比例变化分别为 0.22%、−1.20%、−0.99%、

3.20%. 除了重点项目略有变化之外, 面上、青年和

地区项目在资助比例上的变化很小. 2020年受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 在中央财政拨款收紧的大背景下,
较前一年相比, 除地区项目的资助比例略有提升

(+1.07%)以外, 面上项目和青年项目的资助比例均

有一定幅度下降 (分别为−0.97% 和−1.01%), 重点

项目的资助比例降幅最大, 为−7.11%.
从平均资助强度 (图 4) 上来看, 2020年度由

于新冠疫情的影响, 面上项目、青年项目、地区项目

和重点项目的资助强度较前一年均有一定幅度的缩

减, 分别为−1.19万元/项、−0.22万元/项、−2.39万
元/项和−3.9万元/项. 但面上项目、青年项目和地

区项目的平均资助强度变化程度较小, 也显示出常

规项目在资助额度上的差异会越来越小.

2    人工智能 (F06) 项目申请资助高校

分布

2019−2020年度, 参与人工智能领域相关项目

申报的依托单位均保持高位. 以申请为例, 2019年

度申报面上项目、青年项目、地区项目和重点项目

的依托单位数量分别为 414 家、402 家、82 家和

46家; 2020年度申报四类项目的依托单位数量分

别为 445家、448家、89家和 45家, 与 2019年同类

项目相比, 除了重点项目依托单位数量略有减少之

外, 其他类型项目的依托单位数量均有增加, 增长

幅度分别为 7.49%、11.44% 和 8.54%. 以获资助为

例, 2019年度获得面上项目、青年项目、地区项目和

重点项目资助的依托单位数量分别为 129 家、

124家、28家和 15家; 2020年度获得四类项目资助

的依托单位数量分别为 126 家、151 家、37 家和

10家, 与 2019年同类项目相比, 依托单位数量变化

幅度分别为−2.33%、21.77%、32.14% 和−33.33%. 横
向对比两年申请的数据, 绝大部分统计指标都在稳

步增长, 这也反映了依托单位 (受资助层面), 对人

工智能学科的关注热度. 横向对比两年的资助数据,
基金委 (资助层面) 对于青年项目和地区项目的资

助覆盖面在扩大, 而面上项目, 特别是重点项目的

资助越来越趋于集中.
表 4 ~ 7为人工智能学科面上和青年项目中依

托单位的申请资助情况. 横向来看, 上述两类项目

 
表 4    2019−2020年度信息学部 F06面上项目申请量排名

前五位的依托单位

Table 4    Top 5 application of F06 general projects in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Sciences 2019−2020

2019年 2020年

依托单位 项目数
占比

(%)
依托单位 项目数

占比

(%)

电子科技大学 32 2.21 电子科技大学 24 1.53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27 1.87 华南理工大学 23 1.46

西安交通大学 24 1.66
中国科学院自

动化研究所
22 1.40

广东工业大学 20 1.38 同济大学 21 1.34

中国科学院自

动化研究所
19 1.31 广东工业大学 20 1.27

 
表 5    2019−2020年度信息学部 F06面上项目资助量排名

前五位的依托单位

Table 5    Top 5 funding of F06 general projects in De-
partment of Information Sciences 2019−2020

2019年 2020年

依托单位 项目数
资助率

(%)
依托单位 项目数

资助率

(%)

大连理工大学 8 50.00
中国科学院自

动化研究所
8 36.36

中国科学院自

动化研究所
7 36.84 大连理工大学 8 53.33

哈尔滨工业大学 7 36.84 北京邮电大学 7 35.00

电子科技大学 7 21.88 复旦大学 7 43.75

中山大学 7 46.67 中山大学 6 4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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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18−2020年度 F06四类项目资助强度

Fig. 4    Financial support of F06 in 2018−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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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依托单位申请量和资助量上的分布和格局基本相

同, 都以传统信息学科为优势学科的 “985”、 “211”
高校为主, 如电子科技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哈

尔滨工业大学、国防科技大学等. 同时, 一些新的特

征也呈现出来: 例如广东工业大学和深圳大学在内

的地方高校在项目申请和获资助上成绩斐然, 主要

得益于所在地区的经济表现以及在人工智能领域的

强大产业需求和财政方面的大力投入. 表 8和表 9
为人工智能地区项目依托单位的申请和资助情况,
受制于地区基金所资助区域教育、科技资源的相对

薄弱, 依托单位的分布也表现出相当的集中性. 表 10
和表 11为人工智能重点项目依托单位的申请和资

助情况, 受制于重点项目的体量和难度, 排名前五

的高校基本以老牌 “985” 高校为主, 人工智能重点

项目的资助趋向于一定的集中度. 同时一些综合性

“985” 高校表现抢眼, 例如北京大学、天津大学、清

华大学等, 这表明国内综合性一流大学也在逐步加

强人工智能学科的建设, 并在项目申请和资助上表

现出较强的竞争力, 这也说明人工智能领域项目的

综合性和交叉性.

3    人工智能项目申请资助代码分布

表 12为 2020 年人工智能 (F06) 新版学科代

码与旧版学科代码的迁移变化关系. 表 13所示为

2018−2020年度人工智能各学科代码的资助率 (以
表 12所示的新版代码统计). 纵向来看, 面上项目

资助率较高的二级代码为 F0601(人工智能基础)、
F0604 (机器感知与机器视觉)、F0605 (模式识别与

数据挖掘)和 F0606 (自然语言处理). 青年项目资

助率较高的二级代码为 F0601 (人工智能基础)、

 
表 6    2019−2020年度信息学部 F06青年项目申请量排名

前五位的依托单位

Table 6    Top 5 application of F06 youth science
foundation projects in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Sciences 2019−2020

2019年 2020年

依托单位 项目数
占比

(%)
依托单位 项目数

占比

(%)

国防科技大学 27 2.81
中国科学院自

动化研究所
22 1.92

中国科学院自

动化研究所
21 2.19 国防科技大学 20 1.75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13 1.35 深圳大学 12 1.05

北京工业大学 11 1.15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10 0.87

中山大学 11 1.15
国防科技创

新研究院
10 0.87

 
表 7    2019−2020年度信息学部 F06青年项目资助量排名

前五位的依托单位

Table 7    Top 5 funding of F06 youth science foundation
projects in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Sciences 2019−2020

2019年 2020年

依托单位 项目数资助率 (%) 依托单位 项目数资助率 (%)

国防科技大学 12 44.44
中国科学院自

动化研究所
9 40.91

西安电子科

技大学
10 76.92 哈尔滨工业大学 6 100

中国科学院自

动化研究所
10 47.62 深圳大学 5 83.33

北京工业大学 7 63.64 广东工业大学 5 55.56

合肥工业大学 6 75.00 中山大学 5 71.43

 
表 8    2019−2020年度信息学部 F06地区项目申请量排名

前五位的依托单位

Table 8    Top 5 application of F06 projects for
developing region in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Sciences 2019−2020

2019年 2020年

依托单位 项目数占比 (%) 依托单位 项目数占比 (%)

新疆大学 24 8.57 新疆大学 17 5.45

昆明理工大学 15 5.36 云南大学 11 3.53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13 4.64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10 3.21

江西师范大学 12 4.29 贵州大学 10 3.21

云南大学 10 3.57 昆明理工大学 9 2.88

 
表 9    2019−2020年度信息学部 F06地区项目资助量排名

前五位的依托单位

Table 9    Top 5 funding of F06 projects for developing
region in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Sciences 2019−2020

2019年 2020年

依托单位 项目数
资助率

(%)
依托单位 项目数

资助率

(%)

江西师范大学 4 33.33 南昌大学 5 71.43

云南大学 3 30.00 云南大学 3 27.27

内蒙古大学 3 50.00 贵州大学 3 30.00

桂林电子

科技大学
3 23.08

桂林电子

科技大学
2 20.00

内蒙古工业大学 2 100 内蒙古工业大学 2 50.00

 
表 10    2019−2020年度信息学部 F06重点项目申请量排名

前五位的依托单位

Table 10    Top 5 application of F06 key projects in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Sciences 2019−2020

2019年 2020年

依托单位 项目数
占比

(%)
依托单位 项目数

占比

(%)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5 8.47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6 8.45

清华大学 4 6.78
中国科学院自

动化研究所
5 7.04

北京邮电大学 3 5.08 北京大学 5 7.04

北京师范大学 2 3.39 天津大学 4 5.63

西北工业大学 2 3.39 清华大学 4 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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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0603 (机器学习)、F0604−F0609 (机器感知与机器

视觉、模式识别与数据挖掘、自然语言处理、知识表

示与处理、智能系统与人工智能安全、认知与神经

科学启发的人工智能); 地区项目资助率较高的二级

代码为 F0601 (人工智能基础).
横向来看, 2018−2020年度面上项目一直保持

增长趋势的二级代码为 F0608 (智能系统与人工智

能安全); 2018−2020年度青年项目一直保持增长趋

势的二级代码为 F0605 (模式识别与数据挖掘)以
及 F0606 (自然语言处理). 综合表 13的统计来看,
侧面例证了资助率较高和保持稳定增长趋势的二级

代码所对应人工智能研究方向的热度.

4    人工智能项目分类评审试点情况

表 14~17 为 2019−2020 年度信息科学部

F06代码下面上、青年、地区和重点项目科学问题属

性的分布统计.
纵向对比 2019−2020年度的统计数据不难发

现, 面上项目和青年项目中申报 B类科学问题属性

的数量最多, 2019年在同类型申请项目总数中占比

 
表 11    2019−2020年度信息学部 F06重点项目资助量排名

前五位的依托单位

Table 11    Top 5 funding of F06 key projects in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Sciences 2019−2020

2019年 2020年

依托单位 项目数
资助率

(%)
依托单位 项目数

资助率

(%)

清华大学 3 75.00 北京大学 2 40.00

同济大学 1 100
中国科学院自

动化研究所
2 40.00

大连理工大学 1 100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2 33.33

西北工业大学 1 50.00 电子科技大学 1 100

华南理工大学 1 100 西安交通大学 1 50.00

 
表 12    2020年人工智能 (F06) 新版学科代码与旧版学科代码的迁移变化关系

Table 1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2020 new-version code and old-version cod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06)

旧版代码 原学科领域 变化 新版代码 现学科领域

F0601 人工智能基础 迁移 F0601 人工智能基础

新增 F0602 复杂性科学与人工智能理论

F0602 机器学习 迁移 F0603 机器学习

F0603 机器感知与模式识别 迁移 F0604 机器感知与机器视觉

新增 F0605 模式识别与数据挖掘

F0604 自然语言处理 迁移 F0606 自然语言处理

F0605 知识表示与处理 迁移 F0607 知识表示与处理

F0606 智能系统与应用 迁移 F0608 智能系统与人工智能安全

F0607
认知与神经科学启发的人工

智能
迁移 F0609 认知与神经科学启发的人工智能

新增 F0610 交叉学科中的人工智能问题

 
表 13    2018−2020年度人工智能 (F06) 各学科代码的资助率 (以新版代码统计) (%)

Table 13    The funding rate of eac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06) code in 2018−2020 (Based on new-version code) (%)

学科领域 代码
面上项目 青年项目 地区项目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人工智能基础 F0601 18.40 21.52 19.49 31.64 25.66 26.42 25.00 20.59 25.00

复杂性科学与人工智能理论 F0602 0.00 0.00 9.09 0.00 0.00 18.92 0.00 0.00 25.00

机器学习 F0603 14.38 9.51 16.92 26.45 23.77 24.83 21.74 17.65 7.41

机器感知与机器视觉 F0604 18.24 33.33 16.55 26.38 25.42 23.43 17.86 11.76 19.15

模式识别与数据挖掘 F0605 20.99 32.86 20.45 21.19 23.20 24.34 12.50 11.11 16.67

自然语言处理 F0606 21.28 54.17 23.08 25.42 29.31 31.94 14.29 15.56 10.20

知识表示与处理 F0607 11.76 4.24 15.49 18.18 28.57 18.87 11.76 19.05 15.38

智能系统与人工智能安全 F0608 14.63 17.78 19.72 21.98 19.81 20.63 3.70 14.29 0.00

认知与神经科学启发的人工智能 F0609 20.21 13.14 18.28 35.14 19.74 22.67 20.00 9.09 33.33

交叉学科中的人工智能问题 F0610 14.56 9.49 12.11 13.33 18.75 15.10 20.00 10.53 16.67

人工智能 F06 0.00 0.00 0.00 16.67 0.00 8.33 0.00 0.00 0.00

合计 17.47 17.69 16.72 24.64 23.44 22.43 15.63 14.64 1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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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 36.77% 和 38.23%, 2020年在同类型申请项

目总数中占比分别为 38.72% 和 40.31%; 而地区项

目和重点项目的申请中占比最多的科学问题属性

是 C类, 2019年在同类型申请项目总数中占比分

别为 42.50% 和 47.46%, 2020年在同类型申请项目

总数中占比分别为 45.19% 和 57.75%. 受项目申请

数量的影响, 上会数和资助数在科学问题属性上的

分布特性与申请数一致.

 
表 14    2019−2020年度信息学部人工智能 (F06) 面上项目科学问题属性分布

Table 14    Scientific propertie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06) general projects in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Sciences 2019−2020

年份 科学属性 申请数 上会数 资助数 上会/申请 (%) 资助/上会 (%) 资助率 (%)

2019年

A类 145 36 21 24.83 58.33 14.48

B类 532 194 131 36.47 67.53 24.62

C类 506 125 77 24.70 61.60 15.22

D类 264 54 27 20.45 50.00 10.23

合计 1 447 409 256 28.27 62.59 17.69

2020年

A类 105 14 11 13.33 78.57 10.48

B类 609 188 134 30.87 71.28 22.00

C类 540 123 87 22.78 70.73 16.11

D类 319 54 31 16.93 57.41 9.72

合计 1 573 379 263 24.09 69.39 16.72

 
表 15    2019−2020年度信息学部人工智能 (F06) 青年项目科学问题属性分布

Table 15    Scientific propertie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06) youth science foundation projects in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Sciences 2019−2020

年份 科学属性 申请数 上会数 资助数 上会/申请 (%) 资助/上会 (%) 资助率 (%)

2019年

A类 83 25 13 30.12 52.00 15.66

B类 367 167 113 45.50 67.66 30.79

C类 314 112 64 35.67 57.14 20.38

D类 196 56 35 28.57 62.50 17.86

合计 960 360 225 37.50 62.50 23.44

2020年

A类 86 21 13 24.42 61.9 15.12

B类 462 176 129 38.10 73.30 27.92

C类 367 110 72 29.97 65.45 19.62

D类 231 64 43 27.71 67.19 18.61

合计 1 146 371 257 32.37 69.27 22.43

 
表 16    2019−2020年度信息学部人工智能 (F06) 地区项目科学问题属性分布

Table 16    Scientific propertie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06) projects for developing region in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Sciences 2019−2020

年份 科学属性 申请数 上会数 资助数 上会/申请 (%) 资助/上会 (%) 资助率 (%)

2019年

A类 28 1 0 3.57 0.00 0.00

B类 76 18 11 23.68 61.11 14.47

C类 119 31 18 26.05 58.06 15.13

D类 57 15 12 26.32 80.00 21.05

合计 280 65 41 23.21 63.08 14.64

2020年

A类 17 5 5 29.41 100.00 29.41

B类 86 24 16 27.91 66.66 18.60

C类 141 30 20 21.28 66.66 14.18

D类 68 12 8 17.65 66.66 11.76

合计 312 71 49 22.76 69.01 1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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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上、青年、地区和重点项目中申报 A类科学

问题属性的数量均最少, 2019年度申请数量在同类

型申请项目总数中占比分别为 10.02%、8.65%、

10.00% 和 7.33%; 2020年度申请数量在同类型申

请项目总数中占比分别为 6.68%、7.50%、5.45% 和

4.23%. 与申请量分布一致, 面上、青年、地区和重点

项目中上会数和资助数最少的均为 A类科学问题

属性项目. 除此以外, 这四类项目中在申请数、上会

数和资助数量上较少的为 D 类科学问题属性 ,
2019年度 D类科学问题属性的四类项目申请数量

在同类型申请项目总数中占比分别为 18.24%、

20.42%、20.36% 和 22.03%; 2020年度申请数量在

同类型申请项目总数中占比分别为 2 0 . 2 8%、

20.16%、21.79% 和 9.86%.
结合 2019−2020年度四类项目科学问题属性

分布的统计情况, A类科学问题项目 (原创类)申请

数少、上会率和资助率明显偏低. 同时, 作为典型的

交叉学科, 人工智能的 D类属性也一直处于偏低的

状态, 并且低于信息学部设立 F06 代码之初的预

期. 因此, 如何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资助架构下,
加强人工智能与其他方向的交叉研究和投入成为亟

待解决的问题.

5    总结与展望

2018年自然科学基金委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

一级代码 (F06), 集中受理人工智能领域及相关交

叉学科领域的基础理论、基本方法和关键技术研究

项目. 经过 2018−2020短短三年时间, 人工智能代

码的申请量呈现出稳中增长的态势, 反映出人工智

能学科在信息领域内的重要度和持续的关注度, 为
信息科学的快速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理论支撑.

同时, 根据本文中的相关统计和分析不难发现:
1) 加强人工智能 A类项目申报的政策引导, 加大

原创类项目的资助力度, 都将是落实 “鼓励探索,
突出原创”资助导向的具体举措. 2) 此外, 加大交叉

融合研究项目的资助力度, 一直都是基金委改革的

重要方向之一[3−4]. 以人工智能学科为例: a) 人工智

能与化学的交叉. 2035年战略目标: 智能的化学专

家系统在化学与材料合成得到全面应用, 实现化学

材料逆向设计. 发展新的人工智能算法, 获得对化

学图像的更深理解, 发现新的化学规律和规则, 构
建出人工智能时代的化学语言, 准确描述从化学结

构的底层数据到应用性能指标之间的数学映射关

系. b) 人工智能与生物学的交叉. 2035年战略目标:
基本建成可全面应用于生物学研究的人工智能技术

体系. 实现人工智能在结构生物学、细胞生物学、整

合生理学与病理生理学、精准医疗和生物制药领域

的全面应用, 产生一系列重大技术突破和技术成果.
利用人工智能深入探索生命本质问题, 形成以人工

智能生物学为研究技术内核的全新生物学研究范

式. 给出生命是什么的全新理论性描述, 明确针对

生命本质问题的研究方向, 并能够清晰描述该方向

研究能产生的理论和技术成果. 3) 加大人工智能基

础理论的投入 (2020年新增代码 F0602复杂性科学

与人工智能理论).
文献 [5]创新性地以人工智能知识图谱的形式,

可视化地表征各个学科的影响力和研究热点, 同时

也可以将其作为人工智能学科未来发展的热门方

向. 图谱中每个点表示一个三级学科, 颜色表示所

属一级学科, 大小表示学科影响力, “边”表示学科

间的联系, 两个点位置远近表示学科间的联系密切

程度. 其中交叉学科中的信息科学子学科分散在各

个学科之间, 体现出学科交叉的特点. 此外, 诸如自

主无人系统、人工智能器件、芯片及系统结构、人工

智能开发工具与基础平台、深度学习理论与方法、

智能人机交互、脑机接口与神经工程、类脑计算、不

 
表 17    2019−2020年度信息学部人工智能 (F06) 重点项目科学问题属性分布

Table 17    Scientific propertie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06) key projects in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Sciences 2019−2020

年份 科学属性 申请数 上会数 资助数 上会/申请 (%) 资助/上会 (%) 资助率 (%)

2019年

A类 5 1 1 20.00 100.00 20.00

B类 13 5 3 38.46 60.00 23.08

C类 28 13 8 46.43 61.54 28.57

D类 13 4 3 30.77 75.00 23.08

合计 59 23 15 38.98 65.22 25.42

2020年

A类 3 0 0 0.00 — 0.00

B类 20 3 1 15.00 33.33 5.00

C类 41 13 10 31.71 76.92 24.39

D类 7 3 2 42.86 66.66 28.57

合计 71 19 13 26.76 68.42 1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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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性人工智能、文本、图片及视频的识别与分析、

模式识别理论与方法、自然语言生成与机器翻译、

知识的表示、发现、检索与挖掘等, 都将是人工智能

未来发展的重点.
根据国家十四五规划的整体布局, 在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资助框架下, 就人工智能学科, 提出了如

下信息学科发展战略和科学部优先发展领域[6]:
1) 安全可信人工智能基础理论. 其中包括: 大型

知识库、常识库和跨模态知识库自动构建、表示与推

理方法; 领域知识、常识知识以及跨模态知识等支

持下的逻辑推理、因果推断和博弈对抗等方法; 自主

完成复杂操作任务的通用智能本体理论框架和软硬

件协议; 人机混合增强智能的基础理论和方法; 自主

学习和模型进化等能力的新型学习范式和方法; 人工

智能赋能的教育信息科学与技术的基础理论和方法.
2) 类脑模型与类脑信息处理. 其中包括: 复杂、

动态环境的智能视觉传感器及高性能机器视觉系统

技术; 视听感知等生物智能对应脑区神经网络的精

细解析、模拟和建模; 类脑智能的自然环境感知与

精确描述、理解和自主决策能力; 大脑视觉智能和

CMOS芯片功能验证; 大脑信息处理和认知机制; 类
脑计算开源体系; 视听觉等典型生物智能的技术验证.

针对国家  “十四五”规划的统一部署 ,  以及

2021−2035年科学基金中长期发展规划的具体要

求,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信息科学部设立了《工业

信息物理系统基础理论与关键技术》 和 《可信人工

智能理论、模型与系统》 两个重点项目群. 其中, 后
者下设 5个具体的研究方向, 拟资助 5个重点项目,
分别为: 1)面向复杂性问题的可解释深度学习框架

和模型 (F0601/F0602); 2)融合人类认知机制与介

观尺度知识表征的新型机器学习理论与方法

(F0603); 3)融合领域知识、常识的跨模态多粒度不

确定性推理模型与方法 (F0601); 4)环境自适应、双

向可理解人机群体智能协同理论与方法 (F0608);
5)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可信人工智能验证模型与测

试平台 (F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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