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发布可解释、可通用的下一代人工智能方法

重大研究计划 2023 年度项目指南的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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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现发布可解释、可通用的下一代人

工智能方法重大研究计划 2023 年度项目指南，请申请人及依托

单位按项目指南中所述的要求和注意事项申请。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2023 年 3月 31 日

可解释、可通用的下一代人工智能方法重大研究计划 2023 年度

项目指南

可解释、可通用的下一代人工智能方法重大研究计划面向人

工智能发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以人工智能的基础科学问题为核

心，发展人工智能新方法体系，促进我国人工智能基础研究和人

才培养，支撑我国在新一轮国际科技竞争中的主导地位。

一、科学目标

本重大研究计划面向以深度学习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方法鲁



棒性差、可解释性差、对数据的依赖性强等基础科学问题，挖掘

机器学习的基本原理，发展可解释、可通用的下一代人工智能方

法，并推动人工智能方法在科学领域的创新应用。

二、核心科学问题

本重大研究计划针对可解释、可通用的下一代人工智能方法

的基础科学问题，围绕以下三个核心科学问题开展研究。

（一）深度学习的基本原理。

深入挖掘深度学习模型对超参数的依赖关系，理解深度学习

背后的工作原理，建立深度学习方法的逼近理论、泛化误差分析

理论和优化算法的收敛性理论。

（二）可解释、可通用的下一代人工智能方法。

通过规则与学习结合的方式，建立高精度、可解释、可通用

且不依赖大量标注数据的人工智能新方法。开发下一代人工智能

方法需要的数据库和模型训练平台，完善下一代人工智能方法驱

动的基础设施。

（三）面向科学领域的下一代人工智能方法的应用。

发展新物理模型和算法，建设开源科学数据库、知识库、物

理模型库和算法库，推动人工智能新方法在解决科学领域复杂问

题上的示范性应用。

三、2023 年度资助研究方向

（一）培育项目。

围绕上述科学问题，以总体科学目标为牵引，拟以培育项目

的方式资助探索性强、选题新颖的申请项目，研究方向如下：

1. 深度学习的表示理论和泛化理论。



研究卷积神经网络（以及其它带对称性的网络）、图神经网

络、transformer 网络、循环神经网络、低精度神经网络、动态

神经网络、生成扩散模型等模型的泛化误差分析理论、鲁棒性和

稳定性理论，并在实际数据集上进行检验；研究无监督表示学习、

预训练-微调范式等方法的理论基础，发展新的泛化分析方法，

指导深度学习模型和算法设计。

2. 深度学习的训练方法。

研究深度学习的损失景观，包括但不限于：临界点的分布及

其嵌入结构、极小点的连通性等，深度学习中的非凸优化问题、

优化算法的正则化理论和收敛行为，神经网络的过参数化和训练

过程对于超参的依赖性问题、基于极大值原理的训练方法、训练

时间复杂度等问题，循环神经网络记忆灾难问题、编码-解码方

法与 Mori-Zwanzig 方法的关联特性，发展收敛速度更快、时间

复杂度更低的训练算法及工具，建立卷积网络、Transformer 网

络、扩散模型、混合专家模型等特定模型的优化理论及高效训练

方法，深度学习优化过程对泛化性能的影响等。

3. 微分方程与机器学习。

研究求解微分方程正反问题及解算子逼近的概率机器学习

方法；基于生成式扩散概率模型的物理场生成、模拟与补全框架；

基于微分方程设计新的机器学习模型，设计和分析网络结构、加

速模型的推理、分析神经网络的训练过程。

面向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的反问题，研究机器学习求解微分方

程的鲁棒算法；研究传统微分方程算法和机器学习方法的有效结

合方法；研究高维微分方程的正则性理论与算法；研究微分方程



解算子的逼近方法（如通过机器学习方法获得动理学方程、弹性

力学方程、流体力学方程、Maxwell 方程以及其它常用微分方程

的解算子）；融合机器学习方法处理科学计算的基础问题（求解

线性方程组、特征值问题等）。

4. 隐私保护的机器学习方法。

针对主流机器学习问题，结合安全多方计算、全同态加密、

零知识证明等方法构建具备实用性的可信机器学习环境。发展隐

私保护协同训练和预测方法，发展加密和隐私计算环境的特征聚

类、查询和多模型汇聚方法，发展加密跨域迁移学习方法，发展

面向对抗样本、后门等分析、攻击、防御和修复方法，研究机器

学习框架对模型干扰、破坏和控制方法，发展可控精度的隐私计

算方法。

5. 图神经网络的新方法。

利用调和分析、粒子方程等数学理论解决深度图网络的过度

光滑、过度挤压等问题，针对多智能体网络协同控制、药物设计

等重要应用场景设计有效的、具有可解释性的图表示学习方法。

6. 脑科学启发的新一代人工智能方法。

发展对大脑信息整合与编码的定量数学刻画和计算方法，设

计新一代脑启发的深度神经网络和循环神经网络，提高传统神经

网络的表现性能；建立具有树突几何结构和计算功能的人工神经

元数学模型，并用于发展包含生物神经元树突计算的深度神经网

络和循环神经网络，提高传统神经网络的表现性能；发展包含多

种生物神经元生理特征和生物神经元网络结构特点的人工神经

网络及其训练算法，解决图像识别、图像恢复、医学图像重构、



地震波检测等应用问题。

7. 数据驱动与知识驱动融合的人工智能方法。

建立数据驱动的机器学习与知识驱动的符号计算相融合的

新型人工智能理论和方法，突破神经网络模型不可解释的瓶颈；

研究知识表示与推理框架、大规模隐式表达的知识获取、多源异

构知识融合、知识融入的预训练模型、知识数据双驱动的决策推

理等，解决不同场景的应用问题。

8. 生物医药领域的人工智能方法。

发展自动化程度高的先导化合物优化方法，建立生物分子序

列的深度生成模型，准确、高效生成满足特定条件（空间结构、

功能、物化性质、蛋白环境等）的分子序列；发展蛋白质特征学

习的人工智能新方法，用于蛋白质功能、结构、氨基酸突变后亲

和力与功能改变等预测以及蛋白质与生物分子（蛋白、肽、RNA、

配体等）相互作用预测；针对免疫性疾病等临床表现差异大、预

后差等问题，发展序列、结构等抗体多模态数据融合和预测的人

工智能模型，用于免疫性疾病的早期诊断和临床分型等。

9. 科学计算领域的人工智能方法。

针对电子多体问题，建立薛定谔方程数值计算、第一性原理

计算、增强采样、自由能计算、粗粒化分子动力学等的人工智能

方法，探索人工智能方法在电池、电催化、合金、光伏等体系研

究中的应用。

针对典型的物理、化学、材料、生物、燃烧等领域的跨尺度

问题和动力学问题，通过融合物理模型与人工智能方法，探索复

杂体系变量隐含物理关系的挖掘方法，建立构效关系的数学表



达，构建具有通用性的跨尺度人工智能辅助计算理论和方法，解

决典型复杂多尺度计算问题。

10. 人工智能驱动的下一代微观科学计算平台。

发展基于人工智能的高精度、高效率的第一性原理方法；面

向物理、化学、材料、生物等领域的实际复杂问题，建立多尺度

模型，实现高精度、大尺度和高效率的分子动力学模拟方法；探

索建立人工智能与科学计算双驱动的“软-硬件协同优化”方法

和科学计算专用平台。

（二）重点支持项目。

围绕核心科学问题，以总体科学目标为牵引，拟以重点支持

项目的方式资助前期研究成果积累较好、对总体科学目标在理论

和关键技术上能发挥推动作用、具备产学研用基础的申请项目，

研究方向如下：

1. 经典数值方法与人工智能融合的微分方程数值方法。

设计融合经典方法和人工智能方法优势的新型微分方程数

值方法。针对经典数值方法处理复杂区域的困难和人工智能方法

效果的不确定性、误差的不可控性，发展兼具稳定收敛阶和简便

性的新型算法；针对弹性力学、流体力学等微分方程，探索其解

的复杂度与逼近函数表达能力之间的定量关系；开发针对三维含

时问题的高效并行算法，并应用到多孔介质流等问题；发展求解

微分方程反问题的新算法并用于求解实际问题。

2. 复杂离散优化的人工智能求解器。

面向混合整数优化、组合优化等离散优化问题，建立人工智

能和领域知识结合的可通用的求解器框架；建立高精度求解方法



和复杂约束问题的可控近似求解方法；发展超大规模并行求解方

法和基于新型计算架构的加速方法；在复杂、高效软件设计等场

景开展可靠性验证。

3. 开放环境下多智能体协作的智能感知理论与方法。

针对多模态信息融合中由于数据视角、维度、密度、采集和

标注难易程度不同而造成的融合难题，研究基于深度学习的融合

模型，实现模态一致性并减少融合过程中信息损失；研究轻量级

的模态间在线时空对齐方法；研究能容忍模态间非对齐状态下的

融合方法；研究用易采集、易标注模态数据引导的难采集、难标

注模态数据的预训练与微调方法；研究大规模多任务、多模态学

习的预训练方法，实现少样本/零样本迁移。

4. 可通用的专业领域人机交互方法。

针对多变输入信号，建立自动化多语种语言、图像、视频等

多模态数据生成模型，发展可解释的多轮交互决策方法；建立机

器学习和知识搜索的有效结合方法；探索新方法在不同专业领域

场景中的应用。

5. 下一代多模态数据编程框架。

发展面向超大规模多模态数据（文本、图像、视频、向量、

时间序列、图等）的存储、索引、联合查询和分析方法。发展一

体化的多模态数据编程框架，建立自动化数据生成、评估和筛选

方法，实现自动知识发现和自动模型生成性能的突破，并完成超

大规模、多模态数据集上的可靠性验证。

6. 支持下一代人工智能的开放型高质量科学数据库。

研究跨领域、多模态科学数据的主动发现、统一存储和统一



管理方法。研究基于主动学习的科学数据、科技文献知识抽取与

融合方法。研究跨学科、多尺度科学数据的知识对象标识化、语

义化构建方法。研究融合领域知识的多模态预训练语言模型，开

发通用新型数据挖掘方法。形成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覆盖生

命、化学、材料、遥感、空间科学等领域的高质量、通用型科学

数据库，为人工智能驱动的科学研究新范式提供基础科学数据资

源服务。

7. 高精度、可解释的谱学和影像数据分析方法。

发展光谱、质谱和各类影像数据处理的人工智能方法。建立

融合模拟与实验数据的可解释“谱-构-效”模型，开发人工智能

驱动的光谱实时解读与反演软件；基于 AlphaFold 等蛋白结构预

测方法，建立高精度冷冻电镜蛋白结构反演算法等。

8. 高精度、可解释的生物大分子设计平台。

建立人工智能驱动的定向进化方法，助力生物大分子优化设

计。发展兼顾数据推断和物理机制筛选双重优势且扩展性高的人

工智能方法，辅助物理计算高维势能面搜索。在医用酶及大分子

药物设计上助力定向进化实验，将传统实验时间降低 50%以上，

通过人工智能设计并湿实验合成不小于 3 款高活性、高稳定性、

高特异性的新型医用蛋白。发展基于人工智能的新一代生物大分

子力场模型，大幅提升大分子模拟计算的可靠性，针对生物、医

药、材料领域中的分子设计问题，实现化学精度的大尺度分子动

力学模拟。

四、项目遴选的基本原则

（一）紧密围绕核心科学问题，鼓励基础性和交叉性的前沿



探索，优先支持原创性研究。

（二）优先支持面向发展下一代人工智能新方法或能推动人

工智能新方法在科学领域应用的研究项目。

（三）重点支持项目应具有良好的研究基础和前期积累，对

总体科学目标有直接贡献与支撑。

五、2023 年度资助计划

2023 年度拟资助培育项目 25～30 项，直接费用资助强度约

为 80 万元/项，资助期限为 3年，培育项目申请书中研究期限应

填写“2024 年 1 月 1 日—2026 年 12 月 31 日”；拟资助重点支

持项目 6～8项，直接费用资助强度约为 300 万元/项，资助期限

为 4 年，重点支持项目申请书中研究期限应填写“2024 年 1 月 1

日—2027 年 12 月 31 日”。

六、申请要求

（一）申请条件。

本重大研究计划项目申请人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1. 具有承担基础研究课题的经历；

2. 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

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正在攻读研究生学位以及无工作单位

或者所在单位不是依托单位的人员不得作为申请人进行申请。

（二）限项申请规定。

执行《2023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申请规定”

中限项申请规定的相关要求。

（三）申请注意事项。

申请人和依托单位应当认真阅读并执行本项目指南、《2023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和《关于 2023 年度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与结题等有关事项的通告》中相关要求。

1. 本重大研究计划项目实行无纸化申请。申请书提交日期

为 2023 年 5月 8日—5 月 15 日 16 时。

2. 项目申请书采用在线方式撰写。对申请人具体要求如下：

（1）申请人应当按照科学基金网络信息系统中重大研究计

划项目的填报说明与撰写提纲要求在线填写和提交电子申请书

及附件材料。

（2）本重大研究计划旨在紧密围绕核心科学问题，将对多

学科相关研究进行战略性的方向引导和优势整合，成为一个项目

集群。申请人应根据本重大研究计划拟解决的具体科学问题和项

目指南公布的拟资助研究方向，自行拟定项目名称、科学目标、

研究内容、技术路线和相应的研究经费等。

（3）申请书中的资助类别选择“重大研究计划”，亚类说

明选择“培育项目”或“重点支持项目”，附注说明选择“可解

释、可通用的下一代人工智能方法”，受理代码选择 T01，根据

申请的具体研究内容选择不超过 5 个申请代码。

培育项目和重点支持项目的合作研究单位不得超过 2 个。

（4）申请人在“立项依据与研究内容”部分，应当首先说

明申请符合本项目指南中的资助研究方向，以及对解决本重大研

究计划核心科学问题、实现本重大研究计划总体科学目标的贡

献。

如果申请人已经承担与本重大研究计划相关的其他科技计

划项目，应当在申请书正文的“研究基础与工作条件”部分论述



申请项目与其他相关项目的区别与联系。

3. 依托单位应当按照要求完成依托单位承诺、组织申请以

及审核申请材料等工作。在 2023 年 5 月 15 日 16 时前通过信息

系统逐项确认提交本单位电子申请书及附件材料，并于 5 月 16

日 16 时前在线提交本单位项目申请清单。

4. 其他注意事项。

（1）为实现重大研究计划总体科学目标和多学科集成，获

得资助的项目负责人应当承诺遵守相关数据和资料管理与共享

的规定，项目执行过程中应关注与本重大研究计划其他项目之间

的相互支撑关系。

（2）为加强项目的学术交流，促进项目群的形成和多学科

交叉与集成，本重大研究计划将每年举办一次资助项目的年度学

术交流会，并将不定期地组织相关领域的学术研讨会。获资助项

目负责人有义务参加本重大研究计划指导专家组和管理工作组

所组织的上述学术交流活动，并认真开展学术交流。

（四）咨询方式。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交叉科学部交叉科学一处

联系电话：010-62328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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