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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亿元



1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概况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近年来立项情况

年度 2017年 2016年 2015年 2014年 2013年 2012年 2011年 六年立
项数

申报总数/
立项总数

29440/4289
(14.57%)

28053/3917
（13.96%）

27916/3777
（4项举报未
列）13.5%

28186/ 3818
（2项举报未列）

13.6%

28678/3826
（8项未列）

13.3%

25243（入围
5750项）/3291, 

13%

21182/2883
13.6% 21512

申报重点
项目/立项

数

2092/343
(16.40%)

1706/282
（16.52%）

1531/274
17.89%

1324/309
23.34% 立项272 160 153 1450

申报一般
项目/立项

数

20470/2850
(13.92%)

19260/2574
（13.36%）

19318/ 2476
12.81%

20137/2465
12.13% 立项2023 1806 1608 12952

申报青年
项目/立项

数

6878/1096
(15.93%)

7087/1061
（14.97%）

7067/ 1027
14.53% 

6725/1044
15.52%

11667/1531
13.12 1325 1122 7110

高校申报
数及其比

例

26027,占
88%

24684,占
88%

24364项，占
申报总数的

87.3%

24071项，占申
报总数的85.4%

高校系统申报了
24690项，占申
报总数的86%

   

高校立项
数及其比

例

3816，占
89%

3458，占
88%

高校3287项，
占立项总数的

87%

高校系统3288
项，占立项总数

的86.1%

高校3280项，
占立项总数的

85.7%

高校系统共立
2861项，占总
立项数的87%

高校系统共
2506项，占总
立项数的87%

 



1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概况国家社科基金2017年度项目通讯评审情况

★5千个评审专家，一共评审将

近14万5千份材料。全国入围数

是6337，平均通过率是22.7%。

★高于全国平均入围率的有13
个省，社科院最高，达44.9%；

★北京、上海、天津达到了29%；

★江苏是28%左右；

★教育部直属高校是25.6%；

★浙江、山东、湖北、广东、

重庆也是达到了24.5%以上。

22.7%

29.0% 29.0% 29.0% 28.0% 25.6%

44.9%



1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概况2017年全国部分省、市（区）立项情况统计

★立项总数4289项，全国平均立项

率14.6%（江苏18.63，去年17.47），

比去年提高0.6个百分点，资助总金

额超过9个亿。

★其中重点项目343项（江苏35）、

一般项目2850项（江苏219）、青年

项目1096项（江苏91）。

★立项数超过100的有15个省，江苏

345，教育部直属高校374，上海306，
浙江245，湖南224，湖北215，广东

212，山东189，河南164，四川161，
北京149，陕西132，重庆116，福建

109，辽宁111，江西101。



1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概况

通过广泛发动、重点组织、狠抓质

量、突出优势，截止目前，2017年

我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439个，

获得资助经费1.09亿元，立项数、

获资助经费总额均创历史新高。

我省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情况



1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概况2017年江苏立项情况统计（按单位排名）



1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概况2017年江苏立项情况统计（按学科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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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概况

年度 立项数量
资助经费
（万元）

具体情况

2011 264 5308 重大21；重点22；青年71；一般115；后期28；文库7

2012 251 5148 重大17；重点21；青年65；一般124；后期17；文库5；外译2

2013 304 6382 重大11；重点23；青年97；一般146；后期21；文库4；外译2

2014 338 8380 重大 17；重点40；青年63；一般183；后期29；文库6；外译

2015 370 9380
重大18； 重点29；青年80；一般191；后期36；文库3；委托项目 4；

外译6；滚动资助3项

2016 383 9645
重大14；重点33；一般205；青年77；后期34；文库6；委托项目 9；

外译1；滚动资助4项

2017 439 10910 重大专项3；重点34；一般219；青年91；后期48；文库4；滚动资助7项；年
度重大24，重大转重点2；外译7

近年来江苏国家项目立项情况



1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概况

全国第三

全国第三 全国第二

全国第二 全国第一

全国第一

近6年江苏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立项情况



1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概况

5308 5148

6382

8380
9380

（单位：万元）

近年来江苏获得国家项目经费资助情况分析



         树立学术自信，坚定申报信念！
        



成功立项的核心要素与关键指标2



• 核心要素——创新



要有历史方位感

     恩格斯说：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
我们创造自己的思想成果，必须立足于我们所处的时代。

新时代提出新课题，新课题催生新理论，新理论引领新实践。



• 历史方位感，体现在把握新变化——
• 在价值取向上，鲜明提出以人民为中心；

• 在发展动力上，由要素驱动、投资规模的驱动走向注重创新驱动，追求高质量发展；

• 在收入分配上，由让一部分先富起来走向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 在社会发展理念上，由重点突破走向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发展；

• 在对外开放和国际战略上，由回应挑战走向更加积极作为、合作共赢、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



• 历史方位感，体现在聚焦新思想——
•         十九大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

新最深刻的理论成果。一方面，我们要自觉将其作为科研工作的指导思想；另一方

面，要自觉开展研究阐释工作，不断发掘这一思想武器的丰富内涵。

•         在申请书的撰写时，建议在选题依据上，开宗明义的提出你的选题与新时代新

思想的契合，以最新政策来引领研究方向；在撰写学术和应用价值时也要自觉地体

现对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贯彻落实。



• 历史方位感，体现在研究新命题——
•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应用经济28、理论经济25、应用经济92、社会学25、民族学26

• 土地承包期延长30年  应用经济* 52.土地承包期延长30年的影响研究

• 职能相近的党政机关合并设立或合署办公政治学

•                     政治学* 65.职能相近地方党政机关合并或合署运行模式研究

• 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马列科社74.创新型国家建设研究

•                     理论经济 * 22.创新型国家建设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研究

• 建立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理论经济* 24.重构新型政商关系研究

•                          政治学 * 68.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研究

•                          社会学 * 33.基层政商关系的实践逻辑研究



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努力开展社科研究创新

立足新时代 认清新变化

把握新思想 研究新命题



• 核心要素——创新

要在“照着说”的基础上“接着说”

    我们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所创新，就应该在前人的基础上接着
讲，就是要突破、扬弃、创造和发展。我们的研究不能局限于
搜集和考证，不能局限于观点的佐证和修补，不能满足于“跟班
式”研究，我们要在申报项目和做研究的过程中，将创新意识贯
穿始终。

    大家在申报书的论证环节一定要注意在“照着说”的基础上“接
着说”，在研究述评的基础上，在沿着前辈开创的学术道路上，
作出新的探索，回应时代的要求，反映新的时代精神。



• 核心要素——创新

要寻求观点、理论、方法上有所创新和突破

创新可大可小：揭示一条规律；提出一种学说；阐明一个道理；创

造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

提炼出具有强大包容性的核心概念、命题——观点、理论的创新
使用了别人前所未用的材料来支撑研究——材料的创新
发现了新的问题，或对老问题提出了新的认识角度——视角的创新
定量实证研究具有真实意义社会机制模型——方法的创新



一政策敏锐性 二形势敏锐性

要以最新政策引领研究方向。 要对国际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
变化非常敏感。

要把准国家需求和前瞻性理论发展需求，
以需求导向引领推动研究内容创新。

三需求敏锐性

要及时关注并紧跟学术前沿。术前沿。

四学术敏锐性



    关键指标之一：



1、以课题指南为选题依据
    2、以学科发展前沿为选题方向
    3、以本人研究基础为选题重点



1、以课题指南为选题依据
    条目：方向性条目和具体条目两类

方向性条目：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研究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方法论研究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社会发展阶段理论研究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研究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化观研究

马克思主义诞生170年来的发展历程及经验研究

马克思主义全球化思想研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历程及历史经验研究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总体国家安全观
                   中国特色强军之路
                        ……

方向性条目只规定研究范围和方向，申请
人要据此自行设计具体题目。申请人要据
此自行设计具体题目，没有明确的研究对
象和问题指向的申请不予受理和立项；方
向性条目要尽量具体化，不能大而泛之。



    
具体条目：

*习近平新时代观研究
* 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研究
* 习近平总书记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研究
* 习近平总书记全球治理思想研究
* 习近平总书记国家安全观研究
*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思想研究
*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思想研究
*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思想研究
* 习近平总书记青年思想研究

大数据时代创新高校个性化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聚合效应”视阈下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微载体研究

例：55.大数据时代与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研究

具体条目（带*号）的申报，可选择不同的研究角

度、方法和侧重点，也可对条目的文字表述做出

适当修改。政策性比较强的题目要注意表述的科

学严谨。



2、以学科发展前沿为选题方向    

        要关注我们所研究的领域在最新的国家政策层面的动向、学术

前沿的动态，善于将社会热点、学术热点结合起来。

跨学科
研究

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语言生态学批判与重建研究

十八大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

共享发展理念下我国养老社会保障中的政府责任研究

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社会网络分析

《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百年传播史研究



3、以本人研究基础为选题重点

    不要碰那些热门但是你无法驾驭的
选题领域，没有研究基础易说外行话，
没有研究基础没有发言权。



    关键指标之二：



    研究现状要以评代述，要通过述评自然引申出你的
研究意义价值。

    主要对策建议要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理论创新
之处突出对学科的贡献；重点要体现本研究的创新之
处；呈现难点时要注意同时呈现克服困难的可行性。

    前期相关研究成果要有相关性；主要参考文献要
体现自身的品位。

    语言的表达要理性、避免文学化和网络化语言。



研究目标：调查…发展环境的特殊性，剖析其
在新常态下的现状及特征；分析…影响因素，
揭示其在新常态下的…规律；构建…指标体系
，评价其质量，追因其限制条件；分析…运行
机制，进行…设计，探讨…策略，指导其新常
态下的发展环境构建。

研究方法：
    例1：演绎与归纳法、理论分析法、实证分
析法、案例分析法。
    例2：文献检索、阅读与梳理；实地调研；
系统工程方法；约束理论；复合系统理论；
“3E”理论；数理模型方法。

研究现状述评：期间不乏言之凿凿甚至语重心
长。贫富分化的峻切现实回避不了，路径手段
亦因追因而大相径庭；持之有故亦伴随危言耸
听，曾几何时。。。省府至今认识上远未达到
自觉程度，江苏学界亦是犹抱琵琶。



    关键指标之三：



    关键指标之四：



    要通过研究团队证明通过合作完成课题的
可能性。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课题组组合要老
、中、青结合，青年项目每位课题组成员年龄
都不得超过35岁。要注意搞理论和搞实证研究
以及实际工作部门的专家相结合，可以跨部门
、院校、系所、专业，进行合作攻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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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评审意见表

评价
指标 权重 指标说明 专家评分

选题 3
主要考察选题的学术价值或
应用价值，对国内外研究状
况的总体把握程度。

10
分

9
分

8
分

7
分

6
分

5
分

4
分

3
分

论证 5
主要考察研究内容、基本观
点、研究思路、研究方法、
创新之处。

10
分

9
分

8
分

7
分

6
分

5
分

4
分

3
分

研究
基础

2 主要考察课题负责人的研究
积累和成果。

10
分

9
分

8
分

7
分

6
分

5
分

4
分

3
分



申请书、活页设计论证做到4个好：
1.选题好（切入点好）。选题，权重3，主要考察选题的学术价值或应用价

值，对国内外研究状况的总体把握程度。

2.论证好（语言表达恰当，逻辑性强，思路清晰，用好图表…）。论证，权

重5，主要考察研究内容、基本观点、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创新之处。

3.研究基础好。研究基础，权重2，主要考察课题负责人的研究积累和成果。

4.设计好。设计论证规范，字体大小，行间距，条理清晰…



课设计论证部分填写注意事项

• 1.2018年《申请书》课题论证部分总字数不超过7000字。

• 2.总体要求：主题鲜明，重点突出，逻辑清晰，层次分明，格式简洁。

• 3.条理安排请按提纲进行。

•   考虑到各部分还须展开层次，建议自行安排序号层次，注意前后风格一致。可
去掉原提示中的序号，直接用[选题依据]、[研究内容]等单列一行来分段，然后
各部分根据需要使用序号；如欲保留原提纲的序号，建议改1为一，以方便下面
层次的序号编写。规范序号使用一般为：一、（一）1.（1）。

• 4.使用术语适当，不要出现病句、标点等低级错误。

• 5.排版：建议宋体，小4或5号字，行距1.2-1.5。建议合理排版，不要因字体太
小、行距过密而影响专家阅读评审。

• 6.《活页》列7条提纲，本表6条提纲（其中“研究基础”填在表三）。除“研究
基础”外，本表与《活页》内容完全一致，但需隐去相关信息，详见《活页》填
写要求。









1进一步凝练选题。课题名称一般不加破折号，不加冒号，要把后缀

变成前置，恰当融入课题名称表述中。

2进一步打磨申请书。字斟句酌，次次精进。

3进一步强化课题组成员的力量。

在正式提交前，一定要逐字逐句的审读，避免出现语句、标点符号

等低级错误。

时不我待，只争朝夕！



一点体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