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气象局生态系统碳源汇重点开放实验室 

开放基金管理办法（2024 版）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充分发挥中国气象局生态系统碳源汇重点开放实验室研究基地与平台的作用，

促进科研合作和学术交流，重点实验室本着“开放、流动、合作、竞争”的运行机制设立开放

课题，支持与重点实验室主要研究方向相关的基础研究项目，并鼓励应用基础和交叉学科研

究。 
第二条  开放基金从重点实验室运行费预算中支出，用于资助开放课题研究，专款专用。 

第二章 课题申请与立项 

第三条  凡实验室固定人员以外，研究方向符合实验室开放课题指南的国内外业务技术人员

和研究人员均可提出申请，申报人要求为年龄 40 周岁以下，需具有博士学位或高级技术职

称，必须与 1 名及以上实验室固定研究人员作为课题合作 PI 联合申报课题。曾获本基金资

助者不再资助，严格限制校内人员申报。同时实验室也接收国内外研究人员自带课题和经费，

利用实验室设备条件开展科学研究。 
第四条  开放基金项目的研究年限一般为 1~2 年。研究工作时间自批准之日起算，特别优秀

的或有潜力的研究人员，经学术委员会批准可追加一年。 
第五条  开放基金的审定与立项 
1、初审。以下情况不予资助： 
（1）申请手续不完备，申请书填写不符合规定； 
（2）不符合基金资助范围； 
（3）申请者和项目组主要成员的申请项目数，连同在研的开放基金项目数不得超过两项。

已获得资助者再次申请，申请书须附已资助项目的研究进展报告或结题报告和主要研究成

果； 
（4）已有同类研究或低水平重复； 
（5）明显缺乏理论根据，或研究方法、技术路线不清、无法进行评审； 
（6）缺乏基本的研究条件，或不能到实验室工作者； 
（7）申请经费过多，基金无力支持。 
2、实验室评议：通过初审的课题，送交国内外相关研究领域的 3~5 位教授进行评议，根据

实验室研究方向和现有条件，评议课题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3、终审：实验室主任及实验室各研究方向学术带头人在同行评议的基础上，对申请项目进

行复审，提出客观的项目评审意见，提交实验室学术委员会进行终审。 
第六条  根据评审结果，由实验室主任签发立项批准书，通知申请者及其所在单位，并正式

接受申请人为本室客座研究人员。 
第七条  课题获实验室资助后，课题负责人与实验室签订科研合同书。合同书经双方所在单

位签字盖章并按照规定生效后，课题的立项阶段完成，开始进入实施阶段。逾期不报，又不

在规定期限内说明理由的项目，作为自动放弃处理。主要研究人员每年应按计划来实验室开

展研究工作，学术委员会委托实验室主任负责开放基金课题的管理工作，实验室指派专人按

实验室管理条例进行管理。 
第八条  每项课题在执行一年后填写《开放课题年度进展报告》，并提供相应的论文、成果

简介、鉴定或获奖证书的复印件；由实验室汇总，分送学术委员会进行评审，视评审结果给

予表彰或批评，对于进展不良或不按实验室有关规定执行的开放课题，经实验室主任批准，



可中断或取消对该课题的资助。 
第九条  课题实施过程中，原则上不应随意更改原定的研究内容和研究目标。如需变动，必

须由申请人在课题研究期限的一半时间前（一般为一年前）提出申请，报实验室主任审批。

开放课题研究期满，须在 2 个月内提交结题报告，并附相关的研究成果证明和正式发表的论

文（可稍后提交）。 
第十条  课题完成后需提交总结报告，由学术委员会对课题完成质量和学术水平进行评价。

实验室对完成课题特别优秀者可以批准其连续申请并给予资助。  

第三章  成果管理 

第十一条  基金资助课题所取得的论文、成果和专利等研究成果由实验室、研究者本人和其

所在单位共享，且应将中国气象局生态系统碳源汇重点开放实验室作为第一或者第二署名

单位。 
第十二条  研究成果包括科技奖励、成果发表、发明专利、行业标准、数据产品、气象服务

系统、应用案例、咨询报告等。相关成果，申请者的单位必须包含实验室，开放基金资助的

论文发表、专著出版和奖励申报等都应进行开放基金资助标注。重点项目：要求取得上述列

举成果中的至少 3 项，其中包括至少发表 1 篇 SCI 收录论文（重点实验室为第一或者第二

署名单位）。 一般项目：要求取得上述列举成果中的至少 2 项，其中包括至少发表 1 篇 SCI
收录或者北大核心期刊论文（重点实验室为第一或者第二署名单位）。引导项目：要求取得

上述列举成果中的至少 1 项（重点实验室为第一或者第二署名单位）。 
研究成果归重点实验室及研究者所在单位共享，重点实验室标注方式为：“中国气象局生态

系统碳源汇重点开放实验室，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或无锡学院或航天新气象科技有限公司”

（Key Laboratory of Ecosystem Carbon Source and Sink, China Meteorological Administration 
(ECSS-CMA), NUIST or Wuxi University or Aerospace Newsky Technology Co., Ltd.），同时注

明受该课题资助。 
第十三条  凡属自带课题和经费，借用实验室设备和场所完成的研究，须在研究成果及论文

中注明“本研究在中国气象局生态系统碳源汇重点开放实验室完成”。  
第十四条  鼓励已获得实验室开放基金资助开展的研究项目继续申请更高层次的基金、科技

攻关或其它重大项目。 

第四章 开放基金的使用与管理 

第十五条  课题经费专款专用，经费原则上不转出本实验室，所有开销在本重点实验室所属

财务部门报销。 
第十六条  项目经费开支的范围 

开放课题开支范围是与科研工作直接相关的材料费、测试化验加工费、差旅费、会议费、

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物费、专家咨询费、客座研究人员来实验室工作期间的津贴、

交通及住宿费用等。 
第十七条  项目经费的管理 
（1）项目经费按国家拨款进度划拨入实验室开放运行费帐户，分两次拨款，项目启动拨付

经费的 1/2，在满足成果考核指标后拨付剩余的 1/2，项目经费的使用与管理由申请人负责。 
（2）基金资助项目经费专款专用。 
（3）对于中期终止的研究项目，实验室将终止资助，收回基金用于资助其它项目。 
第十八条  凡用项目经费所购置的原材料、小型器材、小型仪表等，其产权归实验室，在项

目研究结束后，应移交实验室。 

第五章 优先原则 

第十九条  实验室优先资助在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中能够尽快进入国际前沿领域的高水平



研究课题和有良好应用前景，能够创造出明显经济效益的课题。 
第二十条  为鼓励年青人才脱颖而出，优先资助 35 岁以下的中青年专业人员作为课题负责

人。 
第二十一条  开放课题主要面向校外人员，为贯彻开放、联合的指导思想，校外的课题负责

人必须与实验室固定研究人员联合申请课题。 
第二十二条  实验室鼓励课题申请者多渠道获得资助，优先资助意义重大、获得其它基金资

助前景或者已有部分经费保障的课题。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三条  本细则由中国气象局生态系统碳源汇重点开放实验室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细则从 2024 年 9 月 1 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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