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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撑新时代防震减灾事业现代化建设试点任务之五“预报员访学试点项目”成果，本办法出自《关于申报地震预测开放基金项目的通
知》（震预函〔2020〕120 号）。

第一条  根据《关于加强科技创新支撑新时代防
震减灾事业现代化建设的实施意见》（中震科合发〔
2020〕53 号）和《关于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加
强科技创新支撑新时代防震减灾事业现代化建设试点
行动方案（2020-2022 年）的批复》（中震财函〔2020〕
27 号），中国地震局设立“地震预测开放基金”（以下
简称“开放基金”），由科技与国际合作司组织管理。
科技与国际合作司委托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作
为开放基金的主管单位，为实现开放基金的规范化、
科学化管理，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设立开放基金的目的是通过资助地震预
报业务人员，以访问学者形式参加地震预测相关研究
和业务工作，促进预测技术方法成果转化，提高业务
人员科学素质和业务能力，持续提升分析预报业务科
技含量。

第三条  开放基金主要面向地震系统所属各级业
务单位（以下简称“各单位”），重点面向各省（区、
市）地震局和中国地震台网中心。

第四条  开放基金每项资助额度 8 万元左右，属
于培训类项目，经费主要用于访学人员的差旅、成果
出版等，项目依托单位应加强访学人员和经费监督管
理。

第五条  开放基金主要资助研究方向如下：

（一）地震预测技术、方法在十年尺度地震重点
危险区区确定工作中的应用； 

（二）地震预测技术、方法在地震大形势跟踪研
判中的应用；

（三）地震预测技术、方法在短临地震预测中的
应用；

（四）地震预测技术、方法在震后趋势预测中的
应用；

（五）地震预测技术方法评估及地震重点监视防
御区相关工作；

（六）其它由中国地震局相关司室指定的研究方
向。

第六条  开放基金项目申请人需具备下列条件：

（一）必须为从事一线分析预报工作的业务人员；

（二）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或青年技术骨干；

（三）每名申请人每年限申请一项；

（四）在项目资助期间，申请人确保以访问学者
形式参加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中国地震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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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或其他科研单位的业务工作及研究工作不少于 3
个月，访学期间应有至少 1 名具有相关学术背景且职
称在副高及以上的人员作为导师指导。

第七条  项目申请人应当为项目的实际负责人，
限 1 人。

第八条  开放基金的申请采取集中受理方式，由
单位组织推荐（每个单位每年推荐项目不超过 2 项），
不受理个人申请。

第九条  开放基金研究期限一般为 1 个自然年度
（1 月 1 日～ 12 月 31 日）。项目申请在上一年度进行。 

第十条  开放基金评审工作按照预审、同行评议、
审批等程序进行。

第十一条  对通过预审的申请项目，进行同行评
议，送审专家给出具体评议意见和分数。

第十二条  统筹考虑评审意见和分数，提出资助
项目及资助金额的建议，报中国地震局科技与国际合

作司审定后，下达项目批准通知。

第十三条  项目执行期结束后三个月内，组织专
家完成项目验收工作。验收内容主要包括项目结题报
告、访学期间导师评价报告。

第十四条  建立项目成果后评价机制，项目负责
人在项目结束后第二年 12 月向开放基金主管单位提
交项目成果应用报告，主要包括技术方法预报工作中
应用情况等。

第十五条  开放基金项目立项、申请、评审、执
行和结题验收中凡涉及国家保密信息的，应当遵守国
家有关保密规定。

第十六条  开放基金主管单位应加强项目立项、
申请、评审、执行和结题验收的监督管理。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由中国地
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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