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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进站学科为自然科学。申请项目须为表 1 中规定的

研究方向，且为非涉密项目。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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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 对申请进入本单位相同一级学科并由博士导师继

续担任博士后合作导师的人员的总比例不得超过 30%。 

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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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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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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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x. 之江实验室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主要开展智能感知、

智能网络、智能计算、智能系统等研究工作，对入选者给予

配套资助。详见附二。 

表 1 特别资助（站前）资助研究方向一览表 

序号 学科领域 研究方向 

1 

基础研究 

基础数学 

2 核心计算基础数学 

3 运筹学与控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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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科领域 研究方向 

4 理论物理 

5 量子物理的新发现和研究理论物理 

6 物理化学 

7 材料化学 

8 

基础前沿交叉 

超常环境下系统力学问题研究与验证 

9 功能体系的分子工程与分子成像 

10 能源化学转化的动态本质与调控 

11 

先进材料 

高性能材料结构设计、制备与应用探索 

12 变革性纳米产业制造技术聚焦 

13 新能源汽车 

14 

能源 

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技术与示范 

15 未来先进核裂变能 

16 基于高效热工转换的先进动力技术 

17 可再生能源与多能互补应用示范 

18 

生命与健康 

脑科学与类脑智能研究 

19 生物超大分子复合体的结构、功能与调控 

20 病原微生物与宿主免疫 

21 器官修复与再造 

22 生物合成 

23 健康保障技术与装备 

24 战略生物资源评价与转化利用 

25 

信息 

量子通信 

26 网络空间安全关键技术与应用 

27 高效能计算与网络通信关键技术及应用 

28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 

29 区块链 

30 人机交互与虚拟现实 

31 集成电路与核心基础器件 

32 机器人与超精密极端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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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科领域 研究方向 

33 

光电空间 

空间科学先导 

34 月球与首次火星科学探测 

35 平流层飞艇 

（2）申请材料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站前）申请书》、身

份材料、《博士导师推荐意见表》、《博士后合作导师推荐

意见表》和学术及科研成果材料。 

所有申请材料均不需提交纸质材料
5
。具体填报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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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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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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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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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届博士毕业生须提供学生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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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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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取消纸质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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