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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沪人社专〔2023〕247 号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开展2023年

上海市“超级博士后”激励计划资助申报工作的通

知

各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科研工作站设站单位，各博士后创新实

践基地：

为进一步加大优秀博士后研究人员培养力度，助力打造高

水平人才高地，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博士后工作,根据《上海市

“超级博士后”激励计划实施办法》（沪人社专〔2020〕223

号），开展 2023 年上海市“超级博士后”激励计划（以下简

称：“超博”计划）资助申报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请条件

申请人须为 2022 年 9 月 1 日至 2023 年 8 月 31 日期间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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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设立的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博士后创

新实践基地，全职从事研究工作的在站博士后人员（不包括定

向委培、现役军人、在站研发型、规培类等在职从事博士后研

究的人员），并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基本条件

1．具有良好的科研潜质、学术道德和综合能力；

2．人事关系在本市设立的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工作站或创

新实践基地；

3．申报当年不满 36 周岁（1987 年 9 月 1 日及以后出

生），工作站博士后可放宽至不满 40 周岁（1983 年 9 月 1 日及

以后出生），每生育 1 胎的女性博士后可放宽 1 周岁，最多放

宽 3 周岁；

4．须依托所在博士后设站单位及创新实践基地进行申请，

资助期内不得变更合作导师，不得变更身份。

（二）优先推荐条件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设站单位在同等条件下可优先推荐：

1．在国家实验室，国家及本市重点实验室、重大科学设

施、重点研究中心、重大专项任务等重大平台、前沿基础和应

用基础研究以及“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中从事研究工作；

2．在本市认定的高峰人才团队、院士、海外高层次人才团

队和东方英才领军项目（原上海领军人才）获得人团队中从事

研究工作；

3．在本市重点支持的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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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研究工作；

4．在国（境）外高水平大学或国内顶尖高校、科研院所取

得博士学位后，在列入教育部“双一流”大学和学科建设名单

的设站单位或设站学科，或在列入上海地方高水平大学建设的

设站单位中从事研究工作；

5．研究能力突出，取得重大自主创新研究成果，申报年度

入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进站

后，获得博士后基金（特别资助或面上一等资助）一项及以

上，或在相关领域具有影响力的高水平期刊上以第一作者（通

讯作者）发表学术论文 1 篇及以上；

6．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须为一

级学科）研究；

7. 入围第三届上海市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复赛（未获

奖），或已入选当年度本市博士后科技服务团。

（三）下列人员符合申请条件（不包含优先推荐条件）

的，可直接入选“超博”计划

1．“超博”计划申报当年度入选国家“博士后创新人才支

持计划”（以下简称“博新计划”），且未申报过“超博”计划；

2．获当年度上海市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优胜奖。

（四）下列人员不列入申报范围

1．已入选国家海外博士、博士后引进、派出类计划、“中

德博士后交流项目”“香江学者计划”“澳门青年学者计划”

等支持计划的博士后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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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已列入东方英才计划、上海市白玉兰人才计划浦江项目

等本市综合性人才培养资助计划且尚在资助期内的博士后人员；

3．已列入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师资博士后培养项目的博士后人员。

二、资助标准

（一）入选“超博”计划的博士后人员，按照每人每年15万

元、共资助 2年的标准予以资助。设站单位对获得此项资助的博

士后人员，应给予不低于1:1的配套经费。

（二）对“超博”计划申报当年度入选“博新计划”的博士

后人员，按照每人每年10万元、共资助2年的标准予以资助。

对先入选本市“超博”计划，再获“博新计划”资助的博

士后，资助金额累计不超过 20 万元。

三、申报流程

（一）组织申报

设站单位、创新实践基地根据通知要求，组织本单位符合条

件的博士后进行申报。申请人登录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门户网站（rsj.sh.gov.cn）下载、填写本通知所含《上海市“超

级博士后”激励计划日常经费资助申请表》（附件 1，以下简称

“《申请表》”）并将纸质版 1份报送所在博士后设站单位、创

新实践基地汇总。

（二）单位遴选推荐

本通知下发之日起至 9 月 13 日。博士后所在单位开展遴选

推荐、公示工作。

1．流动站设站单位：

http://www.baidu.com/link?url=w6hoIXCI7R8fI8An5E-9us3L2X5Y0mCaYB1k5F4tT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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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2023 年上海市“超级博士后”激励计划申报名额分

配表》（附件 2）确定的申报名额产生本单位推荐人选。

以下人员不占本单位申报名额：

（1）符合基本条件的当年度“博新计划”入选人员；

（2）合作导师为高峰人才及团队核心成员或院士。其中，

合作导师为本市高峰人才的，不限名额推荐申报；合作导师为

院士或高峰人才团队核心成员的，每名合作导师限推荐 1 名；

（3）外籍、港澳台博士后。

2．工作站设站单位：

经单位审核后择优推荐，不限申报名额。

3．创新实践基地：

在创新实践基地工作的全职研发型博士后，由基地根据

《2023 年上海市“超级博士后”激励计划申报名额分配表》

（附件 2）确定的申报名额择优申报。

获推荐的人选应在设站单位内进行 5 天的公示。公示无异

议的人员，由设站单位于 9 月 13 日前，向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局提交电子版《上海市“超级博士后”激励计划日常经费资助

申请汇总表》1 份（附件 3、附件 4、附件 5，发送至邮箱

shpostdoctor@163.com）。

（三）个人网上申报

9 月 6 日至 9 月 15 日。通过本单位推荐的申请人登录上海

“ 超 级 博 士 后 ” 激 励 计 划 申 报 平 台

（http://61.129.0.62:10088/index.html#/access/lo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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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网上信息填报，上传《申请表》及相关证明材料，并完成

提交。逾期系统将自动关闭，不再受理申报事宜。

当年度“博新计划”入选者完成网上信息填报并仅需上传

《申请表》。

（四）单位审核上报

9 月 6 日至 9 月 19 日。设站单位须于 9 月 19 日前完成网上

申报材料与书面材料一致性审核，并提交上报。

（五）形式审查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将对申报人员进行形式审查，对不

符合申报条件的予以退回，且不接受设站单位其他人选的补充

申报。

（六）专家评议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组织相关专家开展评议，确定“超

博”计划拟资助人选。

（七）公示资助

对拟资助人选进行公示，公示无异议的开展资助工作。设

站单位在规定时间内向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递交获选人员的

书面申报材料备案。

四、工作要求

（一）各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设站单位积极组织发动，

根据本通知要求择优推荐，并按照规定的时间节点开展工作。

（二）申请人须确保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设站单位应加强

对材料的真实性、符合性及申报材料一致性的审核。如申报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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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出现不符合基本条件、弄虚作假等情况，将取消申报及入选

资格。

（三）申请人须按要求提交申请材料。申请材料要求见

《申请材料清单》（附件 6）。

附件：1．上海市“超级博士后”激励计划日常经费资助申请表

2．2023 年上海市“超级博士后”激励计划申报名额

分配表

3．上海市“超级博士后”激励计划日常经费资助申

请汇总表（流动站）

4．上海市“超级博士后”激励计划日常经费资助申

请汇总表（工作站）

5．上海市“超级博士后”激励计划日常经费资助申

请汇总表（创新实践基地）

6．申请材料及要求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3 年 7 月 28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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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博士后全国统一编号：

报送学科
一级学科：

二级学科：

招收类型

流动站自主招收 （ ）

工作站独立招收 （ ）

工作站联合招收 （ ）

创新实践基地委托招收 （ ）

上海市“超级博士后”激励计划

日常经费资助申请表

姓 名 手 机

设站单位（创新实践基地）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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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表 说 明

1．申请人应符合《上海市“超级博士后”激励计划实施办法》各项条件，并对

照本表要求逐项填写申请材料。

2．“博士后全国统一编号”，填写中国博士后网上办公系统内的编号。

3．“报送学科”指申请者所报项目的所属学科，其中“一级学科”“二级学

科”须填写教育部公布的专业目录规范表述。若申报项目是学科交叉研究项目，应填

写所涉及的交叉学科名称。

4．“招收类型”，限勾选一项。

5．“设站单位”名称应与批准文件名称一致。

6．“证件号”：除我国居民身份证外，港澳台人员填写《港澳台居民居住证》

号码（暂未领取居住证的，填写《港澳居民往来内地通行证》或《台湾居民来往大陆

通行证》号码），外籍人员填写护照号码。

7．“优先推荐条件情况”应按照当年申请通知上所列出的“优先推荐条件情况”

填写。

8．“在站情况”应按申报当时的情况填写。

其中：（1）“进站时间”应为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批准进站日期。

（2）“合作单位”填写入驻创新实践基地委托招收博士后的企业全称。

9．“学习经历”从本科填起。

10．“国内外核心期刊论文”只填报申请人为通讯作者、第一作者的论文。

11．“出版专著情况”只填报申请人担任第一作者的专著，仅指原创性著作及译

著，不含编著。

12．“已取得的知识产权”须为已获授权的知识产权，不包括尚在申请未授权的

内容，且申报人须为前三位权利人。

13．博士后研究项目情况栏“名称”为博士后进站开题研究项目，不得超过 25 个

字。

14．“创新实践基地推荐意见”栏，仅申请人为创新实践基地委托招收的博士后

申请本计划时填写，加盖基地挂靠区人社局公章。

15．“设站单位推荐意见”栏，根据招收类型，由流动站设站单位或工作站所在

单位填写并加盖单位公章。

16．填表必须实事求是，不可留空，如没有内容，请填上“没有”二字。

17．上报时用 A4 纸打印并简单装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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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信息

姓名 性别
政治

面貌

（照片）

出生

年月日
国籍 证件号

优先推荐

条件情况

符合第（ ）项

具体说明：

在

站

情

况

进站时间 出站时间

户籍所在地 档案所在地

流动站名称 合作导师

工作站名称 合作导师

创新实践

基地名称
所在单位

学

习

经

历

起止时间 毕业院校及学历 学位 所学专业 导师

工

作

访

学

经

历

起止时间 所在单位及身份 专业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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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近三年科研及奖励资助情况

（一）科研工作情况

国内外

核心期刊论文

发表时间 题 目 刊物名称 排名
收录

情况

引用

次数

影响

因子

省部级以上

项目/课题情况

立项时间 项目/课题 立项部门 经费（万元） 角色

出版专著情况

出版时间 书 名 出版社 排名

已取得的

知识产权

取得时间 名 称 类 型 授权编号 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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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近三年科研及奖励资助情况（续）

（二）奖励资助情况

获得省部级

政府奖励

情况

获奖时间 奖励名称 授予单位 排名

获得博士后

基金会资助

情况

获得时间 资助名称
资助金额

（万元）

获得省级

人才计划

资助情况

获得时间 资助名称
资助金额

（万元）

（三）科研工作业绩综述

（限 3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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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博士后研究项目情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名称

来源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其他国家级题目

□省级重大项目 □部门项目 □自选项目 □其它项目

类型 □基础研究 □应用研究 □技术开发

起止时间 实施地点

经费来源

及金额（万

元）

（二）项目介绍

（限 1200 字）

1．研究背景、意义及价值

2．主要内容及创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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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博士后研究项目情况（续）

3．预期目标与应用前景

4．研究方法及实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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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诚信承诺书

本人承诺：

一、本人已了解上海市“超级博士后”激励计划的具体申报要求。

二、本人所填内容以及所有附件材料所提供的各项材料均真实、有效、完整、可信，不侵

犯他人知识产权。

上述承诺如有失实、虚假情况，本人愿意接受市博管办及设站单位、创新实践基地的处理

结果，并承担由此产生的各项后果。

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五、推荐意见

创新实践基地

推荐意见：

负责人 公 章

年 月 日

设站单位

推荐意见：

承诺：如申请人获得“超博”计划资助，本设站单位将给予不低于资助资金 1:1 的配套资助，

资助期为 2 年（不含“博新计划”入选者及创新实践基地委托招收的博士后）。

负责人 公 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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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3年上海市“超级博士后”激励计划
申报名额分配表

序号 设 站 单 位 申报名额

1 复旦大学（含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 200

2 上海交通大学 210

3 同济大学 118

4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65

5 华东师范大学 50

6 华东理工大学 27

7 东华大学 5

8 上海外国语大学 5

9 上海财经大学 3

10 上海大学 35

11 上海中医药大学 18

12 华东政法大学 16

13 上海理工大学 12

14 上海科技大学 10

15 上海海洋大学 8

16 上海师范大学 6

17 上海音乐学院 2

18 上海海事大学 1

19 上海体育学院 1

20 上海戏剧学院 1

21 上海社会科学院 1

22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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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设 站 单 位 申报名额

23 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 20

24 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 19

25 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18

26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17

27 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 15

28 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 11

29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11

30 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 7

31 中国科学院上海营养与健康研究所 7

32 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 5

33 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 4

34 中国科学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 3

35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上海激光等离子体研究

所
1

36 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 1

37 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 1

38 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

每个基地 3 名（申报周

期内全职研发型招收人

数超过 10 名的可酌情增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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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上海市“超级博士后”激励计划日常经费资助申请汇总表（流动站）
本年度分配名额数 人，实际申报数 人（其中：“博新”计划 人，高层次专家推荐 人，外籍（含港澳台） 人，以上人员须在备注栏注明，高层

次专家推荐还需注明合作导师身份与姓名）

设站单位：（盖章） 填表时间：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月日
流动站名称 从事专业

专业分类

项目名称
已获博士后基金

资助时间、类别、金额
备注自然

科学

工程

技术

哲学

社科

文化

艺术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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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上海市“超级博士后”激励计划日常经费资助申请汇总表（工作站）

实际申报数 人（其中：“博新”计划 人，请在备注栏注明“博新”）

设站单位：（盖章） 填表时间：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月日

合作院校及

流动站名称
从事专业

专业分类

项目名称
已获博士后基金

资助时间、类别、金额
备注自然

科学

工程

技术

哲学

社科

文化

艺术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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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上海市“超级博士后”激励计划日常经费资助申请汇总表（创新实践基地）

注意：需为人事关系在基地内入驻单位的全职研发型人员。

实际申报数 人（其中：“博新”计划 人，请在备注栏注明“博新”）

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盖章） 填表时间：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月日

合作院校及

流动站名称
从事专业

专业分类

项目名称
已获博士后基金

资助时间、类别、金额
备注自然

科学

工程

技术

哲学

社科

文化

艺术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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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申请材料及要求

一、设站单位线下遴选环节

除《申请表》外，申请人还需提供以下申请材料原件及复

印件，其中原件由设站单位核验后退还，复印件作为《申请

表》附件。包括但不限于：

（一）身份材料。身份证；本科阶段至今的学位证、毕业

证，已获得博士学位的申请人须提供博士学位证；暂未获得博

士学位证的申请人应提供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决议书或所在学校

出具当年可授予学位的证明。

（二）学术及科研成果材料。近三年代表申请人最高学术

水平和科研成果的论文、课题、专著、专利或奖励等（要求为

一作或通讯作者，共同一作不可超过 3 位），可以从以上类型

材料中任选，但总数不超过 3 个。其中：论文和专著提供封面

及相关信息页（须体现作者排名情况、发表期刊、影响因子等

情况），专利和奖励提供证书。

（三）博士导师推荐意见或博士后合作导师推荐意见。

（四）突破年龄限制的女性博士后，应提供子女出生证明。

二、线上申报环节

（一）申请书、附件原件扫描成 pdf 文件，在线上填报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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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至相应栏目内。

（二）纸质版申请材料由单位妥善保管，无需报送至市博管办。

（三）当年度入选国家“博新计划”的申请人，仅需在系统

内完成个人信息填报，无需上传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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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23 年 8月 3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