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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访问方式 

（一）校内访问 

1.在学校 IP范围内登录网址 www.funresearch.cn 即可使用。 

2.登录图书馆网站 http://www.library.gxnu.edu.cn/→在图书馆主页统一检索处找到“数据库导航”→

在搜索框中输入“泛研”点击“检索”→找到“泛研全球科研项目数据库” →点击“访问入口”，即可

进入泛研全球科研项目数据库。 

 

 

 

 

 

 

 

 

 

 

 

 

 

 

 

 

 

 

（二）校外访问 

1.通过 VPN访问。教工登录 sslvpn.gxnu.edu.cn 后使用（请先安装 Easyconnect）。 

2.通过手机验证码进行外网访问。登录网址 www.funresearch.cn，点击右上角“登录”，然后输入手

机号码获取验证码，输入验证码后点击“确定登录”即可。（注：该方式由老师进入广西师范大学泛研

科研项目数据库技术服务 QQ 群后将手机号码发给技术服务人员在泛研网后台进行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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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技术服务联系 QQ 群 

泛研科研项目数据库技术服务群（广西师范大学）QQ群号：613793118   

（四）客服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李天就 18277102840（微信同） 

QQ:826701168                                                             

阳  媚 13878866992（微信同） 

QQ:18868048 

二、使用介绍 

泛研网是科研项目大数据领域的开拓者，致力于为科学工作者、学习者打造基于科研项目的综合情

报门户平台，提供情报分析系统、科研工具及领先的科研资讯等服务。目前拥有“全球科研项目数据库

”“全球科研项目指南库”“科技奖项竞赛数据库”“科技专家人才数据库”“全球科研信息资讯数据

库”“科研工具集系统”六大情报服务矩阵的数十种子库及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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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泛研网核心板块“全球科研项目数据库” 

主要收录了全球二十多个科技发达国家和地区的1000多万受资助科研项目信息以及3000多万条科研

产出成果的链接指向，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涵盖全学科领域。 

1. 在泛研网主页点击“全球科研项目数据库”进入全球科研项目数据库使用界面。 

 

2.根据本专业特点，选择输入项目主题或项目名称关键词。 

以“人工智能”主题为例。 

项目主题：人工智能 

检索匹配规则默认为：精确包含 

检索语言：选择全选 

检索模式默认为：智能检索 

立项年度默认为：所有 

成果关联检索模式默认为：检索项目与成果 

检索结果排序模式默认为：检索相关性优先 

检索结果每页数量选择：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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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结果页面如下：共检索出 9万多条国内外科研立项项目。 

 

左侧栏可以对项目进行分布分析，每个栏目点全部查看即可。 

（1）国家地区分布情况 

中国项目数最多，其次是美国、韩国、中国台湾、欧洲联盟、加拿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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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检索 

 

◼ 匹配规则： 

模糊包含：输入的查询文本中所有字词必须包含，顺序和位置不完全限制。 

精确包含：输入的查询文本中所有字词必须包含，且顺序位置和输入文本严格一致。 

精确匹配：输入的查询文本要完全相等，一模一样。 

◼ 相关性规则： 

仅检索项目：检索过程中不涉及成果，成果不贡献相关性。 

检索项目与成果：检索过程中涉及成果，并且贡献相关性。 

仅检索有成果的项目：仅检索包含成果的项目，检索过程中涉及成果，并且贡献相关性。 

◼ 检索模式： 

智能检索：检索结果在官方原始数据的基础上基于智能算法补充了部分缺失字段。 

事实检索：检索结果为基于事实的官方原始数据，原始数据存在部分字段缺失（官方未公布）。 

专业检索 



 

 8 

 

检索结果列表 

 

以科研项目为视角,检索科研项目的同时可直接访问项目成果的论文、科技报告链接指向,项目成果

可请求原文，实现科技情报闭环，使项目成果(文献类)不再孤立存在，项目及项目成果(文献类)之间相

互关联，构建了一种新型的学术研究路径，提供了一种海量的文献检索筛选原则，浓缩文献检索范围，

提高文献检索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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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原文需要在线注册 

 

（2）资助来源分布 

排名前三的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韩国国家科技基金、美国国家科学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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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有关项目主题为“人工智能”的国际前沿信息，可以查看国外基金的项目。 

（3）源学科分布：信息科学的立项项目最多，可以选择感兴趣的源学科立项项目筛选查看。 

 

（4）资助年度分布 

 

（5）项目主持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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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受资助省份分布 

 

（7）项目级别分布 

 

有关主题为“人工智能”的项目的大致情况在检索结果左侧栏就可以概览。这样检索出来的项目

比较多，还需要再缩小范围以便于分析。 

关于更多的相关利用泛研网寻找前沿热点信息攻略，请转至本文档的 P22 查看 三、广西师范大学

（二）科研项目申报信息库 

实时动态收录最新资助情报，可以定制查看区域，可为科研管理者提供定制入口，发现本机构需要

的申报资讯。 

 

（三）企业科技需求库 

面向社会开放企业需求自助发布功能，与市场、行业对接，获取服务企业技术需求、科研成果转化

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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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全球文献服务系统 

简单描述您所需的文献，提交文献服务申请，我们尽可能满足您的需求。泛研网文献服务功能需要

点击右上角注册个人账号，以实现账号服务查询关联，注册信息需确保手机号码准确，登录需通过手机

获取验证码。（仅文献服务需要注册，查询项目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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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奖项竞赛库 

包含奖项竞赛申报信息库、科研奖项数据和教师学生竞赛获奖库，主要收录了国内各级政府公布的

奖项、竞赛申报通知，公示的科研成果类奖项、创新团队奖、图书奖、专利奖，国家级教师学生竞赛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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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全球科研项目交互分析系统 

泛研拥有灵活、强大的全球科研项目交互分析系统，无缝对接检索系统，支持三个维度、复杂对标

的交互分析。 

 

分析结果查看提供图形模式和表格模式。以“机器学习”为例，可以查看相关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立

项随年份、源学科和负责机构中的数量和金额分布情况。可以发现,清华大学的立项数量最多,上海交通

大学的项目总金额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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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对标分析。这里以上海交通大学和清华大学有关“机器学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立项数

量和立项金额按照年份和学科进行对比分析,在对标维度 1中输入相应的对标字段如下： 

 

对标结果如下,还可以就以下结果,在对标维度 2 中进一步设置对标项以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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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人才专家库 

包含人才专家申报信息库,评审专家库和科技人才库,以及国内科研人员比较关注的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专家库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家库,全方位、多层次的满足用户对于专家信息的查询需求。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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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科研项目定制检索系统 

支持重要基金定制化检索，目前已支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检索为例,为目前最便捷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查询方式。 

 

提供常用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标分析快速入口,快速了解某研究领域在各个维度的中标比较情况，

总结前人经验，预判中标概率。 

 

（九）全球科研项目指南库 

收录全球科技发达国家科研资助趋势、方向性的项目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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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数据导出服务系统 

检索结果可以按照字段导出，聚类分析，单次可导出 10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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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报代码推荐 

为您推荐最合适的几个申报代码，可查看分析对比不同代码近五年的中标率等各类数据，辅助决策

，可以根据您的课题名称或您提供的关键词推荐申报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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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代码名称对照表 

提供历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代码，了解申报代码含义变化历史，也可查看申报代码的中标率

等分析数据。 

 

三、广西师范大学师生利用泛研网寻找前沿热点信息攻略 

（一）在泛研网主页点击“全球科研项目数据库” 

进入全球科研项目数据库使用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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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根据本专业特点，输入项目主题或项目名称关键词 

以“人工智能”主题为例。 

项目主题：人工智能 

检索匹配规则默认为：精确包含 

检索语言：选择全选 

检索模式默认为：智能检索 

立项年度默认为：所有 

成果关联检索模式默认为：检索项目与成果 

检索结果排序模式默认为：检索相关性优先 

检索结果每页数量选择：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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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结果页面如下：共检索出 9 万多条国内外科研立项项目。 

 

（三）左侧栏可以对项目进行分布分析 

每个栏目点全部查看即可。 

（1）国家地区分布情况 

中国项目数最多，其次是美国、韩国、中国台湾， 欧洲联盟、加拿大等。 

 

（2）资助来源分布 

排名前三的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韩国国家科技基金、美国国家科学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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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有关项目主题为“人工智能”的国际前沿信息，可以查看国外基金的项目。 

（3）源学科分布：在信息科学的立项项目最多，可以选择感兴趣的源学科立项项目筛选查看。 

 

（4）资助年度分布 

 

（5）项目主持人分布 

 

（6）受资助省份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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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项目级别分布 

 

有关主题为“人工智能”的项目的大致情况在检索结果左侧栏可以概览。这样检索出来的项目比较

多，还需要再缩小范围以便于分析。 

3、从资助来源角度去分析一下“人工智能”这个主题的热点。 

（1）在国家地区栏单独选择美国的项目，点击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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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筛选结果页面点击排序方式，按立项最新排序检索结果。

 

美国在人工智能方面研究比较前沿，项目也比较多，可以进行直接查看分析，对于英文，需要翻译

的可以使用百度翻译等翻译工具。可以在检索结果处输入检索词缩小检索范围进行查看分析。也可以换

选其他国家与地区的项目来查看分析，挖掘更多的国际前沿热点，阅读多了自然有灵感。 

（2）我们从三个重要的国家基金去重点查询分析一下。 

1）资助来源里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点击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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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仔细阅读项目的信息，对感兴趣的项目可以点击进行查看具体的项目信息。比如：2018 年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NSFC)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视觉分类任务中基于高阶统计建模的深层卷积神经网络方法

研究”。 

 

javascript:;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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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点项目的名称就可以查看具体的项目详情。这个项目的名称里虽然没有含主题词“人工智能”

，但因为我们前面检索时选择的是成果关联检索模式为“检索项目与成果”，所以虽然项目名称不含主

题词，但成果文献里面含了主题词“人工智能”。所以这个项目也被检索出来。 

 

从这个项目信息我们可以获取一些重要信息： 

这个项目的学科范围属于：信息科学-人工智能-机器感知与机器视觉。 

项目摘要信息：视觉分类技术是人工智能领域最为基础和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在众多人工智能相

关的应用中均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深层卷积神经网络的兴起大幅提升了视觉分类方法的性能，将视

觉分类问题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阶段。然而由于自然界中物体的种类非常繁多且变化多样，因此研究复杂

场景下精准、鲁棒和快速的视觉分类方法仍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本项目围绕复杂视觉分类任务中基

于高阶统计建模的深层卷积神经网络开展以下三个部分的研究。（1）探析高阶统计建模方法在深层卷积

神经网络中的作用机理。（2）根据具体的问题和任务提出多种精准、鲁棒的基于高阶统计建模的深层卷

积神经网络。（3）利用模型压缩技术设计基于高阶统计建模的轻量级深层卷积神经网络。通过以上研究

，显著提高深层卷积神经网络在复杂视觉分类任务中的准确率和鲁棒性，为我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提供理

论保障和技术支持。 

视觉分类;高阶统计建模;深层卷积神经网络等可能是比较新的关键词，可以把这些词回到泛研网或

其他文献数据库里进行再检索分析。 

如果觉得这个项目比较切合自己的研究方向，可以获取项目的成果文献仔细阅读，获取更多的研究

信息。 

比如结题报告：视觉分类任务中基于高阶统计建模的深层卷积神经网络方法研究结题报告 

https://www.funresearch.cn/result/link/to/?target=aHR0cDovL3d3dy5iYWlkdS5jb20vYmFpZHU_d2Q9JUU4JUE3JTg2JUU4JUE3JTg5JUU1JTg4JTg2JUU3JUIxJUJCJUU0JUJCJUJCJUU1JThBJUExJUU0JUI4JUFEJUU1JTlGJUJBJUU0JUJBJThFJUU5JUFCJTk4JUU5JTk4JUI2JUU3JUJCJTlGJUU4JUFFJUExJUU1JUJCJUJBJUU2JUE4JUExJUU3JTlBJTg0JUU2JUI3JUIxJUU1JUIxJTgyJUU1JThEJUI3JUU3JUE3JUFGJUU3JUE1JTlFJUU3JUJCJThGJUU3JUJEJTkxJUU3JUJCJTlDJUU2JTk2JUI5JUU2JUIzJTk1JUU3JUEwJTk0JUU3JUE5JUI2JUU3JUJCJTkzJUU5JUEyJTk4JUU2JThBJUE1JUU1JTkxJTh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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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题报告摘要：视觉分类技术是人工智能领域最为基础和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在众多人工智能相关

的应用中均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深层卷积神经网络的兴起大幅提升了视觉分类方法的性能，将视觉分

类问题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阶段。然而由于自然界中物体的种类非常繁多且变化多样，因此研究复杂场景下

精准、鲁棒和快速的视觉分类方法仍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本项目围绕复杂视觉分类任务中基于高阶统

计建模的深层卷积神经网络开展以下三个部分的研究。(1)探析高阶统计建模方法在深层卷积神经网络中的

作用机理。(2)根据具体的问题和任务提出多种精准、鲁棒的基于高阶统计建模的深层卷积神经网络。(3)

利用模型压缩技术设计基于高阶统计建模的轻量级深层卷积神经网络。针对上述研究内容，本项目首次从

优化角度理解和分析全局二阶池化在深层卷积神经网络中的作用机理和优势。根据不同的任务需求，提出

基于全局广义高斯分布建模、全局混合高斯分布建模、全局时序高阶建模以及局部高阶注意力等多种基于

高阶统计建模深层卷积神经网络。在轻量级模式设计方面，提出基于结构归一化的核函数网络以及高效通

道注意力模型。提出的方法在大规模图像分类、目标检测、实例分割、视频识别等任务上得到了广泛的验

证。相关工作发表 CCF-A类会议和期刊 10篇，发表 CCF-B类期刊 5篇，申请发明专利 3项。培养博士研究

生 2名，硕士研究生 6名。通过以上研究，项目提出的网络架构显著提高深层卷积神经网络在复杂视觉分

类任务中的准确率和鲁棒性，在智能视频分析、商业图像检索、无人系统等多个领域有着良好的应用前景

。同时，也为新型深层神经网络架构设计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为我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提供理论保障和技

术支持。 

阅读多了自然就有了灵感和研究思路。如果要获取成果文献全文，可以点击“请求全文”。 

 

请求全文需要在泛研网进行个人注册，点击注册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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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注册后登陆，再回到到请求全文的位置，点请求全文，点加入“我的文献”即可获取文献。24小

时内文献会发送到注册登记的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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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使用导出功能导出项目进行分析研究 

 

选择自定义范围导出，每次可以导出 100 条，导出序号范围位置需重新输入数字，不能用默认的数

字。导出的内容可以选只导出项目、导出科研项目及相关成果、导出科研项目及所有成果。基金的相关

字段及成果的相关字段都可以根据需要进行勾选。导出来阅读项目及成果的详细信息，激发灵感，阅读

多了也能分析出很多前沿热点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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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导出结果示例 

 

 

2）同样的方法查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点立项排序，最新的项目信息排在最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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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华东师范大学郦全民的项目信息“人工智能驱动科学的哲学基础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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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出来分析研究发现热点，比如“强人工智能对企业工资和就业的影响机制研究”等。需要仔细去

阅读思考。并可以利用项目名称的关键词到知网等文献数据库去检索查询，看目前发表类似的研究文献

是否多，如果比较少，说明这方面的研究比较新，值得去探讨。 

3）同样的方法查看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可以查看到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有关“人工智能”主题的项目信息。 

 



 

 36 

 

比如机器人知识和技能获取与增长的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理论与方法-国家重点研发计划(NKRD)“

智能机器人”重点专项 2017   主持人:刘智勇，承担机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点击项目名称进入查看项目详细信息，项目的受资助金额 142 万，说明相关的研究比较重要。从这

个项目可以了解到目前国家投入比较大的研究是依靠智能发育、模仿学习、人工智能技术为基础使机器

人具备自主感知、智能发育等智能行为。 

在成果产出文献里有科技报告。这个报告是在国家科技报告服务系统里（部分结题报告由于官方原

因无法下载，可以通过链接前往国家科技报告网在线免费注册查看） 

 

点击进入可以在线浏览。 

javascript:;
javascript:;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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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使用“全球项目指南”库 

 

 

1.查国内的项目指南 

选中“在主题中检索”，输入“人工智能”，可以检索出含有“人工智能”主题词的全国各省市的

项目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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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2023年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应用项目申报指南，进入可以查看其详细

信息。 

 

仔细阅读，在指南里发现有关人工智能方面的最新信息，重点支持智能软（硬）件、智能机器人、

智能运载工具（智能 网联汽车、无人机等）、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技术和产品开发及 应用）、智能

终端、核心基础元器件（智能传感器、芯片等）、智能制造装备以及医疗、交通、农业等领域的智能创

新产品（技术）开发及其产业化应用。支持企业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加快新产品开发和智能化升级改造，

深化人工智能技术在工业各领域的应用示范，重点支持我区优势传统产业如汽车、机械、冶金、轻工等

产业装备智能化升级，在智能制造关键技术装备、智能制造新模式等方面取得一定突破，系统提高我区

工业企业制造装备、制造过程、行业应用的智能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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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查其他省的项目指南，获取更多的前沿热点信息。比如“2023年度广州市重点研发计划人工

智能重大科技专项申报指南”。 

 

 

2.查国外的项目指南 

项目指南库里不含机器翻译，如果需要查询国外的项目指南，需要输入外文主题词。 

比如我们输入英文“人工智能”的英文：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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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查看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卫生与公众服务部（Department of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的一个项目指南： Transform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Machine Learning 

BasedStrategies to Identify Determinants of Exceptional Health and Life Span(R21/R33 Clinical Trial Not 

Allowed)基于转换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策略来识别异常健康和寿命的决定因素（R21/R33 临床试验不

允许）。 

 

指南的内容：This Funding Opportunity Announcement (FOA) will use the NIH Phased Innovation Award 

mechanism ((R21/R33) to develop novel transform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machine learning (AI/ML) 

strategies and computer automation to integrate, extract, and interpret multi-omic (i.e., genome, epigenome, 

transcriptome, proteome, metabolome, microbiome, phenome) data sets from human exceptional longevity (EL) 

cohorts and multiple non-human species that display wide variation in life span and decipher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DNA, RNA, proteins, metabolites, and other cell variables, as well as links to disease risks and 

exceptionally healthy aging. 

百度翻译情况： 本资助机会公告（FOA）将利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分阶段创新奖机制（R21/R33）

开发新的变革性人工智能/机器学习（AI/ML）策略和计算机自动化，并解释来自人类长寿（EL）队列和

多个非人类物种的多组（即基因组、表观基因组、转录组、蛋白质组、代谢组、微生物组、现象）数据

集，这些数据集显示出寿命的广泛变化，并破译 DNA、RNA、蛋白质、代谢产物和其他细胞变量之间的关

系，以及与疾病风险和异常健康的衰老之间的联系。 

阅读后发现国外通过研究人工智能/机器学习（AI/ML）策略和计算机自动化解释来自人类长寿基因

数据集，通过这些数据集分析人类疾病异常、健康与衰老的关系，也许人工智能与长寿基因研究是一个

新的前沿研究热点。 

到泛研全球科研项目数据库去交叉查询一下，在全球科研项目数据库输入项目主题： “人工智能” 

与项目主题：“长寿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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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结果只有 5个项目，说明这方面的研究还不是很多，值得大家去探讨，可以考虑从人工智能+长

寿基因两个交叉方向去做新的研究。 

 

（六）使用“全球科研项目交互分析系统” 

首页点击进入全球科研项目交互分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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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系统是基于全球科研项目数据库基础上的分析系统。 

基金名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增加检索字段，项目主题：人工智能，右上角分析条件设置按住 Ctrl 进行勾选。 

点分析 

1.年度分布图：国家在 2016-2020 投入人工智能研究基金属于高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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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源学科分布图： 在信息科学投入力度比较大。 

 

3.承担机构分布排名前四的单位主要是： 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浙江大学。 

 

4.主持人分布：中标项目数比较多的是：王磊、李云、杨涛等。 

 

直接点展示王磊的项目，系统直接跳回到检索项目界面。 

 

可以查看到吉林大学的王磊老师的项目：“随机微透镜阵列的飞秒激光制备基础研究”，这个

项目的研究也运用了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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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使用科研项目申报信息库 

通过科研项目申报信息库获取最新资助情报，在标题中检索输入“人工智能”进行查询检索，可以

通过检索结果统揽全国有关人工智能方面的项目申报资助信息。这里也可以获取自己感兴趣的相关前沿

热点信息。比如“川菜人工智能”方面的项目申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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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使用企业需求库 

企业的需求也代表了目前的热点信息，通过企业需求库可以获取一些新的需求，新的前沿热点。 

在需求标题及内容栏输入“人工智能”，可以查看有关人工智能方面的企业需求。 

 

（九）使用定制检索分析 

使用定制检索分析研究领域项目情况，统揽该领域的研究进展。 

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定制检索 

点击“某研究领域历年中标比较”进入界面后，输入“人工智能”，点击“分析结果”，可以通

过分析结果查看到在人工智能领域近十年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项目立项情况分析： 

“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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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开始大幅度增长，2020年达到高峰期，最近几年支持力度也比 2017年以前大好。 

（2）“人工智能”研究领域单位中标项目数 TOP10 

 

中标项目数排前十的单位有：清华大学， 浙江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 

可以看出“人工智能”研究领域浙江大学中标项目数排名第二，仅次于清华大学。 

（3）“人工智能”研究领域单位中标金额 TOP10 

 

中标金额排名在第一的是浙江大学，第二是北京大学，第三是清华大学。 

 

（4）“人工智能”研究领域主持人中标项目数 TOP10 

 

（5）“人工智能”研究领域主持人中标金额 TO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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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主持人中标项目数 TOP10 和主持人中标金额 TOP10 可以迅速了解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项目里

“人工智能”研究领域的牛人和大咖，研究他们的项目和成果文献均可以获取更多的前沿热点资讯信息。 

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定制检索 

 

进入界面，点击“某研究领域历年中标比较”，输入“人工智能”，点击“分析结果”， 

可以通过分析结果查看到在人工智能领域近十年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项目立项情况分析： 

（1）“人工智能”研究领域年度中标情况比较分析。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投入自 2018年以来大幅度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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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工智能”研究领域单位中标项目数 TOP10 

中标项目数排名前十有个文科类学校：中国政法大学 

 

（3）“人工智能”研究领域单位中标金额 TOP10 

中标金额排名前十的有上海政法学院。 

 

从这里可以看出“人工智能”领域涉及到的法律问题比较多，估计这方面的研究问题也是热点。 

在科研项目数据库检索这两个学校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发现了一些新的研究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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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著作权立法研究 

中美科技竞争背景下美国对华数字产业遏制动向及反制策略研究 

等。 

 

javascript:;
javascript:;
java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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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这些项目详情，可以获取更多的前沿信息，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如何进行著作权立法，ChatGPT，

数字时代，人工智能时代产生的国际问题研究等。 

 

https://www.funresearch.cn/result/link/to/?target=aHR0cHM6Ly9rbnMuY25raS5uZXQva2Ntcy9kZXRhaWwvZGV0YWlsLmFzcHg_ZGJjb2RlPUNBUEomZGJuYW1lPUNBUEpMQVNUJmZpbGVuYW1lPUdKTFQyMDIzMDUyOTAwNQ
https://www.funresearch.cn/result/link/to/?target=aHR0cHM6Ly9rbnMuY25raS5uZXQva2Ntcy9kZXRhaWwvZGV0YWlsLmFzcHg_ZGJjb2RlPUNBUEomZGJuYW1lPUNBUEpMQVNUJmZpbGVuYW1lPUdKTFQyMDIzMDUyOTAwN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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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人工智能”研究领域主持人中标项目数 TOP10 

 

（5）“人工智能”研究领域主持人中标金额 TOP10 

 

通过主持人中标项目数 TOP10 和主持人中标金额 TOP10

里“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

3.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定制检索 

点击“ 某研究领域历年中标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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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界面后输入“人工智能”，点击“分析结果” 

 

可以通过分析结果查看到在人工智能领域近十年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项目立项情况分析： 

（1）“人工智能”研究领域年度中标情况比较分析。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人工智能”领域投入 2018年是高峰期，2022和 2023年资助力度也比较大。 

（2）“人工智能”研究领域单位中标项目数 TO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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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人工智能”领域浙江大学排名第一。上海交大和上海的两家公司也排在前面。 

（3）“人工智能”研究领域单位中标金额 TOP10 

 

中标金额 TOP10 的单位里有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杭州海康威视等。 

（4）“人工智能”研究领域主持人中标项目数 TOP10 

 

（5）“人工智能”研究领域主持人中标项目数 TOP10 

 

从这里排名前十的信息分析， 

取更多更新的前沿热点信息。 

（十）使用专家库推荐专家 

通过专家库推荐的专家信息获取相关前沿热点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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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评审专家库 

在评审专家库输入“人工智能”检索。 

 

 

比如选中专家“潘泉”到科研项目数据库去检索他的项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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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最新项目跟无人机有关，人工智能与无人机的交叉研究也许是前沿热点信息。 

潘泉教授中标的国家基金项目比较多，我们也可以导出他的所有项目研究这位大牛的科研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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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潘泉教授的科研历程可以看出，潘泉教授 1992-2001年做的都是基础理论研究项目，从源学科可以看

出研究领域主要是信号处理方面，从关键词可以看出研究主要围绕信号估计、多尺度、目标识别等递进展开

。5年后，2006年在自动化学科中标 170万的大项目，关键词中依然可以看到多尺度等，说明前期在多尺度

相关理论方面的研究积累为该项目打下了很好的基础，预示相关理论和方法在该项目中将会得到进一步应用

和提升。2010年在信息科学-人工智能-机器感知与机器视觉学科中标了一个面上项目，接着 2011 年又在信

息科学-自动化-系统工程理论与技术学科中标一个 300万的重点项目，关键词涉及到雷达信息处理等，提示

器研究依然是信号处理相关方面的研究。潘泉教授进一步拓展相关理论和方法的应用领域，在无人机领域找

到新的突破口，于 2014年中标的面上项目研究无人机相关的感知和识别，紧接着，2017年中标了 350万的

重大项目与 2022年中标的 285万重点项目都是无人机应用领域目标检测相关研究。潘泉教授科研历程给咱

们青年学者一些启示，在基础理论研究扎实的基础上，将理论与合适的应用场景相结合，可以更快地发现科

学问题，拓展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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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专家库 

（1）可以批量查看专家信息，把上一节评审专家库的专家信息输入进行批量查看。

 

可以点击相关的专家迅速查看他们的研究领域与主持的项目信息。 

 

（2）推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专家 

选中申报的代码后输入关键词“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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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获取相关的专家信息。挑选感兴趣的专家进行研究同样可以获取更多前沿热点信息。 

 

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家库 

（1）批量查看专家信息。把关心的社科类专家输入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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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推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家 

比如输入选择“法学”学科，输入“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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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对感兴趣的专家在第一个界面进行批量查看，获取更多专家的项目及成果信息。 

（十一）学科交叉机会探寻 

学科交叉机会查询：多关键词检索，探索更可能的学科交叉机会，基于庞大的科研项目数据，我

们可以利用多关键词进行检索，探索更多的学科交叉机会。 

在全球科研项目数据库输入项目主题：“人工智能”与项目主题：“大数据”。 

 

可以检索出既包含主题为“人工智能”又包含“大数据”主题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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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大数据”主题换为：健康。 

 

选择感兴趣的项目查看。 

基于“健康数据银行”的决策大数据价值生成原理及服务模式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NSFC)面

上项目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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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行为运作管理 服务模式 健康大数据 健康数据银行 价值生成原理 

项目标书摘要：为了提高医疗健康大数据的价值和基于大数据的决策能力，为依赖人工智能、机

器学习等实现个性化健康管理和精准医疗的计算机算法提供基本原理，重点研究基于“健康数据银行

”的决策大数据价值生成原理及服务模式，为数据驱动决策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从“健康数据银行”

的视角，研究以电子健康档案为载体的个人健康数据银行原理和以医学知识库为载体的医学知识数据

银行原理；面向医疗健康大数据，研究基于价值生成网络、基于信息结构优化、基于学习与协同创造

的决策大数据价值生成原理；基于“健康数据银行”，研究基于贡献度评价的个性化健康管理服务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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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基于收益共享的精准医疗服务模式、基于网络协同的综合服务模式；在理论研究基础上，辅以实

证研究来验证健康数据银行运营模式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为实现个性化健康管理（预防干预和临床干

预）、精准医疗和探索未知的医疗健康领域提供可行的理论方法，为推动我国医疗健康产业可持续发

展提供解决方案和决策建议。 

这个项目因为结题报告已公开，可以通过请求全文获取结题报告。 

 

 

如果文献服务请求没有自动填写文章网址，需要清除一下浏览器的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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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题报告会在 24 小时内发送到邮箱。阅读结题报告我们也可以获取更多信息，比如研究思路，研

究框架，项目成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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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换不同的关键词，获取更多学科交叉的项目信息，仔细阅读 

这些项目，可以发现新的一些学科交叉方面的前沿研究方向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