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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1年度粤佛联合基金粤港澳研究团队

项目申报指南

粤港澳研究团队项目重点围绕佛山和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发

展需求，支持粤港澳科技人员联合组建研究团队在科技前沿领域

开展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培育国际化研究团队，提升粤港澳基

础研究合作水平，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一、申报条件

（一）项目牵头申报单位须为佛山地区的省基金依托单位，

且应联合香港或澳门的高校、科研院所等机构共同申请。

（二）研究团队应是具有良好合作基础、勇于创新、团结协

作、优势互补的优秀科研群体。

（三）申请人为团队项目的第一负责人，是研究团队的协调

人，应为广东省内省基金依托单位的在职在岗人员或双聘人员

（须在系统上传本人在依托单位的在职证明或聘用合同等证明

材料），具有主持国家或省部级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项目

的经历（须在系统上传相应项目合同书、任务书或结题批复件等）。

（四）团队成员不超过 20人。其中，团队核心成员不多于

5人（含协调人），具有博士学位或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

（职称），且至少包括 1名港澳合作机构人员。在读研究生或在

站博士后研究人员不能作为研究团队项目的核心成员。

（五）已获得过省基金研究团队项目的协调人不得再次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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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团队协调人。

（六）符合通知正文的申报要求。

二、资助强度与实施周期

项目资助强度为 200万元/项，实施周期一般为 4 年，项目

经费一次性拨付。

三、预期成果要求

（一）在重点领域、方向上有力推动粤港澳科技创新合作，

研究团队的国内外影响力明显提升；在重点科学问题研究上取得

突破，支撑关键核心技术发展。

（二）发表高质量论文不少于 2篇（以标注基金项目为准），

其中项目牵头单位与港澳机构合作发表论文不少于 1篇。鼓励发

表“三类高质量论文”，即发表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内科技期

刊、业界公认的国际顶级或重要科技期刊的论文，以及在国内外

顶级学术会议上进行报告的论文。提交科技报告不少于 1份。

（三）鼓励在专著出版、标准规范、人才培养、专利申请、

成果应用等方面形成多样化研究成果。

四、申报说明

（一）粤港澳研究团队项目请选择“区域联合基金—粤港澳

研究团队项目”专题，并按照指南支持领域和方向，准确选择指

南方向申报代码和学科代码进行申报。

（二）项目须由佛山地区依托单位牵头，且至少应有 1家港

澳地区机构作为合作研究单位共同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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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支持方向

2021 年度粤佛联合基金粤港澳研究团队项目设置研究方向

1个，拟择优支持项目 1项。具体研究方向如下：

1.金属材料在极端条件下的腐蚀及服役性能研究（申报代码：

FSC0101，学科代码：E01）

研究金属元素与腐蚀产物协同作用机制、腐蚀行为发生和发

展过程，探索腐蚀层的特性及其稳定性机理，建立典型极端服役

条件下的加速腐蚀测试方法和腐蚀寿命预测方法；明确涂层复杂

微纳结构组织对局域腐蚀萌生发展的作用机制，研究金属表面涂

覆抗蚀增强相的涂层复合技术，开发极端条件下的高稳定性金属

涂层的制备新技术；研究涂层的物理性能及其在化学-电化学环

境作用下的应力腐蚀行为机理，发展高通量腐蚀检测技术，研究

极端服役环境下典型涂层长周期腐蚀失效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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