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当前申报形势及有关政策介绍 



         

 

    

 

   

 

 

当前申报形势及有关政策介绍 
 Ƿ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于1986年开始设置，是目前国内哲

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最高级别的项目，是衡量一个学校

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之一。主要类别有： 

     Ƿ  年度项目（重点项目、一般项目、青年项目） 

        Ƿ  重大招标项目（资助额度80万元） 

 

 

 

 
 
 

Ƿ  后期资助项目（已有80%的研究成果） 

Ƿ  中华学术外译项目 

Ƿ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Ƿ  国家社科基金单列学科（艺术学、教育学） 



         

 

    

 

   

 

 

当前申报形势及有关政策介绍 

             Ƿ资助力度和资助面较大 

      Ƿ经费使用较为宽松 

            Ƿ竞争形势日趋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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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申报形势及有关政策介绍 

         Ƿ教育部项目主要包括̔规划基金项目、青年基金项目、

自筹经费项目、后期资助项目、专项任务项目（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专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专项、高校思

想理论课专项、工程技术人才培养专项、教育廉政理论研究

专项、科研诚信和学风建设专项） 

 
 

       

 教育部项目立项数及立项率逐年下降 

    2016年立项2112项，较2015年减少710项，立项率只有10.09%。 



         

 

    

 

   

 

 

当前申报形势及有关政策介绍 
            Ƿ国家社科基金申报和立项政策调整与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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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个项目同时申报，同一申报者只能选择其中一种申报 



二 2016年我校申报工作存在的问题 



 申报潜力挖掘不够 

• 2016年250人参与申报各类国家级和教育部项目，占

24.92%，未参与比例高达63.82%； 

• 7个高峰高原学科2015年共有校内人员198人，32位

成员未参与2016年国家级和教育部项目申报工作； 

• 教育部项目、全国教科、国家社科艺术学项目、后期

资助项目申报量较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则无人参与

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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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音乐学院 110 2 2 98.19% 

2 美术学院 84 2 2 1 4 3 8 85.72% 

3 谢晋影视艺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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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校申报了171项，申报数在

上海各单位中位居第一，最终立项17项。立项率只有9.9%，

远低于14%的全国立项率。 

 2016年教育部项目：我校申报了52项，最终只有2项立项，

立项率只有3.8%，远低于10.09%的全国立项率。 

 

 项目申报质量不高 



 

 
 申报者对预审工作重视程度不够（64人） 

 青年项目申报量不够（35项） 

 学科申报分布不均（学科优势未转化为申报立项

优势，小学科无人申报） 

 教师申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够 

 教师前期的研究基础薄弱 

 引导项目申报合理分流工作做得不到位 

 



 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各学科申报及立项情况如下： 

      
语言学 27 1 社会学 7 1 

中国文学 15 3 马列·科社 7 

中国历史 15 2 应用经济 7 1 

管理学 14 1 党史·党建 5 

法学 14 1 宗教学 3 

哲学 12 体育学 4 1 

新闻学与传
播学 9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4 1 

外国文学 9 2 国际问题研究 2 

政治学 8 1 理论经济 1 

世界历史 8 2 合计 171 17 



三 2017年国家社科、教育部项目申报工作安排 



    

 

   

 

 

          为进一步提高我校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教育部项

目申报质量和立项率，现决定于10月中旬启动2017年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的申报组织

工作。 

          指导思想：进一步加强申报组织工作，注重挖掘

和提升申报空间，注重对申报重点目标人群的筛查，

对青年教师的申报给予重点关注，严格落实“学科—

学院—学校”三级指导论证体系，力争使申报数量和

质量都有较大提升。 



全面摸底，充分挖掘各单位的申报潜力 

    

 

   

 

 

ǳ根据人事处提供的文科各学院在编在岗人员名单，已制作成文

科科研人员库和各学院的《申报潜力分析报告》，接下来我们会

将分析报告发给各学院院长、科研副院长和科研秘书。 

广泛动员，力争全员申报 
ǳ将申报通知发布到校园网和社科处网站，并通过短信平台、群

发邮件、微信群等途径力争通知到每位教师。 
社
科
处 

ǳ邀请相关专家在全校范围内召开国家社科基金申报动员及经

验交流会。 
ǳ制作申报辅导材料汇编分发给有意向申报的教师。 



广泛动员，力争全员申报 

ǳ将申报通知转发至本单位网站，并通过各种途径告知本单位每一

位教师。 
学
院 ǳ 

ǳ组织召开申报动员和指导会，广泛组织和动员符合申报条件的教

师全员申报，特别是以下三类教师务必要参与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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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有意向申报的教师拉入“国家社科、教育部项目申报交流群”。 



广泛动员，力争全员申报 

       请各学院制定本单位“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项目申报

工作推进计划”（内容包括：1.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拟申报数量、

申报以及预审工作具体方案及时间表； 2.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其他系列项目（后期资助、中华学术外译、艺术学、

教育学单列学科）申报意向汇总表：3.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后期

资助及专项任务的申报意向汇总表）。 

        各单位申报工作推进计划请于10月25日前报送社科处。我们

将根据方案的完备情况给予一定的启动经费。 



严格把关，落实好“学科—学院—学校”三
级指导论证体系 
  学科：鼓励建立导师制，给予青年教师一对一的申报辅导； 

 学院：（1）请于11月15日前收齐本单位申报项目书，并将学院申    

           报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项目的汇总表发至社科处； 

           （2）根据自身申报情况，自行制定预审方案，落实评审会议        

           的形式、时间、地点及评审专家名单等事宜，统一上报社科处。 

           预审要求：（1）参加评审的专家须主持承担过国家社科基金     

           项目；（2）必须分组分学科来进行预审；（3）评审专家意  

           见须反馈给申请人，同时将意见汇总表发至社科处邮箱存底。 

           预审方案做的比较好的学院，社科处给予一定的经费资助。  



严格把关，落实好“学科—学院—学校”三
级指导论证体系 
 学校： 

       （1）各学院将评审专家意见反馈给申请人，申请人根据专家指

导建议反复修改提炼。全国规划办或教育部正式发布2017年度申报

公告后，学校将会发布正式申报通知，届时请申报教师将修改后的申

请书再次报送至学院，由学院统一报送至社科处。 

       （2）报送时间另行通知，需报送所材料有：《申报书》和《活

页》各一式两份。 

       （3）社科处将邀请校内外专家，分组分学科进行预审，并给出

具体的修改建议。 



合理分流，确保各类项目保持较高立项率   

       究竟该选择哪一类项目申报？ 

       国家社科年度项目、后期资助项目、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全国

教科规划项目、国家社科艺术学项目、国家自科、教育部一般项目、

专项项目都不能同时申报 

ǳ 

基本原则 ǳ 

         （1）了解各类项目限制条件、评审规则及立项率情况，结合自身

的研究领域及研究积累，进行综合考虑； 

        （2）院系协调，引导分流，同一学科不宜太集中申报某类项目； 



合理分流，确保各类项目较高立项率   

       以下情况建议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ǳ 

         （1）有良好研究基础和学术积累的，国家社科基金已结项的，省

部级科项目已结项或在研的； 

        （2）选题与《课题指南》相同或相近，且有一定前期成果； 

        （3）研究的选题属于小学科； 

        （4）2015年和2016年连续两年申报教育部社科项目未获立项的； 

        （5）35岁以下具备申报条件的青年教师； 

 以下情况建议申报教育部项目： ǳ 

      （1）未主持过省部级及以上项目的；（2）多次申报国家社科基金

项目未获立项的；（3）教育学、艺术学或偏教学方面的选题 



敬请批评指正 
谢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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