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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总则 

经过华为和CCF友好协商，决定共同设立“CCF-华为胡杨林基金理论计算机专项”，用

于支持我国理论计算机科学领域的发展：  

• 推动我国理论计算机科学领域的学术研究； 

• 培养理论计算机科学方向的青年人才； 

• 促进我国理论计算机科学领域的交流。 

 

第二条 申请条件 

本基金将面向符合如下条件的国内所有高校及科研院所学者展开：  

• 申请者必须是国内高校/科研院所在职的全职教师或研究人员；  

• 申请者必须是理论计算机科学专委会委员；  

• 申请者能独立进行研究工作，并带领学生团队共同参与课题研究与实践； 

• 优先支持博士毕业10 年内的申请者； 

• CCF-华为胡杨林基金-理论计算机专项技术管理委员会成员原则上不得申报； 

• 博士后项目申请人必须是2024年12月31日之前在站的博士后； 

• 每位申请人本年度最多申报1个项目。 

 

第三条 申请方向 

建议研究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向： 

 

1. 组合优化算法 

以传统算法理论为基石，有机结合启发式、人工智能等方法改进提高各类组合优化算

法的效率。 

 

2. 连续优化算法 

为具有连续变量的优化问题寻找最优解或近似解。设计开发更高效准确的优化算法，

用以解决在机器学习、工程设计、运筹学等领域中的复杂连续优化问题。 

 

3. 求解器算法设计 

为整数规划、线性规划、布尔可满足性问题（SAT）、可满足性模理论（SMT）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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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器的高效实现提供新的算法和理论工具，实现关键技术突破。 

 

4. 算法编码理论 

研究如何通过编码技术高效的表示、存储和传输数据。通过设计新的编解码算法，提

高数据压缩效率，降低传输和存储成本，同时保证数据的完整性和可靠性。 

 

5. 形式化验证 

使用数学方法和逻辑来证明计算机系统（如软件、硬件或协议）的正确性和安全性。

通过形式化证明和模型检查等技术，确保系统符合预期的功能和性能要求，从而提高

系统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6. 博弈论与机制设计 

应用算法博弈论和机制设计方法，研究互联网、多智能体网络和其他经济体中的博弈

行为。通过机制设计来研究和设计带理论保证的广告定价策略。 

 

7. 开放课题 

针对理论计算机领域内前沿性、基础性的问题展开学术研究，不限具体研究方向。 

 

第四条 时间节点 

2023年05月12日     指南发布，申请开始  

2023年06月20日     申请截止，启动评审  

2023年07月21日     评审结束，发布评审结果 

2023年08月31日     申请人所在单位与CCF签署协议  

其他相关时间点安排： 

• 2023年07月在理论计算机科学年会上进行项目授予典礼； 

• 2023年12月进行中期审视，具体时间和地点待定； 

• 2024年7月在理论计算机科学年会上进行结题答辩。 

项目申请书在截止之日前发给项目组专用邮箱ccf_tcs@ccf.org.cn。任何针对项目申报的

问题，也请发给项目组专用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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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课题评审 

该项目依托CCF理论计算机科学专委运作，由理论计算机专项技术管理委员会负责监督

计划的实施和监督，以及项目的评审。委员会评审时主要考虑： 

• 申请项目的作用、意义、创新性、可行性（50%）； 

• 申请者（及团队）的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30%）； 

• 申请项目和指南的匹配程度（20%）； 

经过技术管理委员会确认授予资助的研究项目需与CCF完成合同签署后生效。 

第六条 资助金额  

2023年项目分为两类进行资助。 

⚫ A类项目金额不高于25万人民币/项； 

⚫ B类项目金额不高于15万人民币/项。 

2023年计划资助总金额100万人民币，以上金额均含税。 

 

第七条 研究期限  

项目研究期限一般为一年，对于合作成果较好的项目有机会获得滚动支持（资金由华

为通过签署技术合作项目进行支持，不占用华为胡杨林基金费用）。 

项目立项后不可更换受资助人。  

在项目研究工作中，如因受资助者自身原因中断研究工作，项目终止并根据申报时的

具体阶段经费使用说明，退回已拨经费的余额。  

获得资助的申报者原则上不可放弃资助，如有特殊情况，需提交《放弃声明》并加盖

被资助者所在单位公章后由技术管理委员会存档留备。 

第八条 交付成果 

交付成果包括但不限于： 

（1） 论文、著作、专利等研究成果； 

（2） 项目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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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他项目完成的研究成果，如源代码、示范应用演示等。 

项目合作发表的论文及著作需标注“受CCF-华为胡杨林基金资助（英文：Sponsored 

by CCF-Huawei Populus Grove Fund）。 

第九条 双方义务与知识产权 

受资助者在项目研究过程中形成的与项目相关的成果的著作权及专利等，包括但不限

于论文、著作、源代码等，其知识产权权利归属申请方及华为公司共同所有。华为公司有

权免费优先使用。  

具体细节以《CCF-华为胡杨林基金理论计算机专项合同》为准。 

第十条 项目管理  

被资助的项目申请者是项目管理的第一责任者。  

华为方执行秘书负责对接华为流程，与项目负责人协商确定沟通交流计划。  

项目执行的最终管理者是CCF-华为胡杨林基金-理论计算机专项技术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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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CCF-华为胡杨林基金-理论计算机专项技术管理委员会名单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CCF（理论计算机科学专委） 

主任  孙晓明（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委员 

蒙家玉 陆品燕（上海财经大学） 

贝小辉 何琨（华中科技大学） 

武琛 肖鸣宇（电子科技大学） 

执行秘书 肖宇雷 张家琳（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