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管理办法（试行） 
 

一、总则 

第一条  根据《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发展繁荣高校哲学社

会科学的若干意见》，为实施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

课题攻关项目（以下简称重大攻关项目）计划，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设立重大攻关项目的宗旨是，支持高等学校适

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把握学科前沿，开展深入、系

统的创新性研究。 

第三条  重大攻关项目应具有明确的研究目标、主攻方

向，体现有限规模和突出重点的原则，有效利用现有哲学社

会科学研究机构、研究基地等条件，重视学科交叉与渗透，

鼓励跨学科、跨学校、跨部门和跨地区的联合攻关，积极开

展实质性的国际学术合作与交流，力争取得具有重大学术价

值和社会影响的标志性成果。 

第四条  重大攻关项目的组织体现“公平竞争、择优立

项、严格管理、铸造精品”的要求。引入竞争机制，采取招

投标方式。 

二、选题来源与确定 

第五条  重大攻关项目的选题范围主要包括： 

1．对学科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的基础研究重大课题



和学科前沿问题； 

2．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有关社会主义物质文明、

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具有战略性、前瞻性和全局性的

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 

3．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中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

题。 

第六条  重大攻关项目的选题来源主要包括： 

1



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申请评审书》；⑶《教育部哲学社会科

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管理办法（试行）》等。招标文件向

教育部委托的高校社科研究管理咨询服务中心索取。部分文

件亦可在“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网”下载。 

第十条  投标条件 

（一）重大攻关项目投标者必须是法人（高等学校）担

保的高等学校教授，并符合下列条件： 

1．由对招标课题研究居国内领先水平的知名学者，特别

是优秀中青年学术带头人担任首席专家； 

2．由居国内领先水平的学术研究群体构成课题研究骨

干； 

3．拥有对招标课题开展研究必备的条件（如相关研究机

构等）； 

4．首席专家和主要研究人员在项目研究周期内有充足

的研究时间。 

（二）重大攻关项目实行首席专家负责制。首席专家负

责项目研究计划的制定和实施、课题组成员的聘任、研究经

费的分配使用以及研究成果的质量。 

（三）重大攻关项目鼓励跨学科、跨学校、跨部门和跨

地区的联合攻关，但必须由一所高校作为牵头投标单位；鼓

励联合高校系统外的相关专家、国外专家，以及与研究课题

有关的实际工作部门的人员参加课题组研究工作。 

（四）一位首席专家，每次只能参加一个重大攻关项目

的投标。正在承担重大攻关项目的首席专家不能参加新项目



的投标。 

第十一条  投标者应按招标文件的要求编制投标文件，

使之符合招标文件提出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不得自行改动

投标课题名称。投标文件须由学校盖章密封，在规定时间内，

向教育部委托的社科管理咨询服务机构提交，超过截止日期

将不予受理。 

四、项目评审与批准 

第十二条  重大攻关项目的评审工作坚持客观、公开、

公正的原则。评标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任何单位和个

人不得干预、影响评标的过程和结果。 

第十三条  教育部负责组织专家评审组，对投标项目进

行评审。专家评审组的组成原则如下： 

1．专家评审组由 5人以上的单数组成，应分别来自不同

的高校或非高校系统科研机构。根据回避原则，不从投标者

所在学校聘请评审专家。 

2．专家评审组成员应是具有教授或相当于教授的高级

职称，并对评审课题有较高学术造诣的同行专家。 

3．专家评审组成员应具有客观公正的职业声望。 

第十四条  专家评审组成员应当客观、公正地履行职责，

遵守职业道德，对所提出的评审意见承担个人责任；不得透

露评审情况。 

第十五条  重大攻关项目的评审标准 

1．从招标课题分解的问题属于科学前沿问题，拟突破的

重点和难点明确，研究目标具有先进性，学术思想具有创新



性； 

2．研究思路清晰，积极吸收自然科学中先进的研究方法，

借鉴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有效方法，注重实证研究和社

会调查方法的运用、定性研究方法与定量研究方法的结合；

研究方案及技术路线具有可行性； 

3．研究队伍结构合理，具有较雄厚的研究基础，首席专

家具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和科研组织能力，课题组主要成员具

有较强的研究能力、较多的相关研究成果、充分的资料准备

与合作精神；可望取得突破性成果； 

4．学校在相关研究机构、研究资料、仪器设备等方面具

有优越的科研条件，具有较高的科研组织管理水平，并可以

为研究任务的完成提供优惠政策和保障条件； 

5．经费预算合理。 

第十六条  重大攻关项目评审程序 

1．评审会议由教育部组织，委托专家评审组组长主持，

邀请所有投标者参加。开标顺序由投标者抽签决定。开标时，

由投标人检查投标文件的密封情况，经确认无误后，由工作

人员当众拆封。开标后评审组专家阅读投标文件，投标者回

避。 

2．投标者根据抽签顺序，以多媒体演示的方式宣读投标

文件的主要内容，对投标课题进行论证，多媒体演示的内容

必须与投标文件相同。在某一投标者作课题论证时，其他投

标者应当回避。 

3．评审组专家在认真审阅投标文件和听取投标者课题



论证的基础上，可以要求投标者对投标文件中含义不明确的

内容作必要的澄清或说明，投标者应当对评审专家提出的问

题进行答辩。 

4．专家评审组按照招标文件确定的评审标准和方法，对

投标文件进行评审和比较。最后在充分评议的基础上，以一

次性无记名投票、三分之二多数票通过的方式确定中标者。 

第十七条  专家评审组通过的重大攻关项目报教育部

批准后，下达立项通知书，并与中标者所在学校和首席专家

签订项目合同。 

五、项目实施与管理 

第十八条  重大攻关项目采取教育部与项目承担学校

共同管理的办法。项目承担学校须将批准的重大攻关项目列

入学校重点科研计划，提供所需条件，加强监督检查并及时

解决存在的问题，对项目的正常进行、按时完成和产出高质

量科研成果担负主要责任。 

第十九条  重大攻关项目首席专家须根据立项通知书

的要求，认真填写《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研究计划书》，经学校

审核后一式二份报教育部，经教育部核准后将其中一份返回，

作为项目经费拨付、中期检查和验收的依据。 

第二十条  重大攻关项目经费的资助应列入学校综合

预算统一管理。项目经费专款专用，由项目负责人所在学校

财务部门参照《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管理办法》的

有关规定，按下列范围开支： 

1．资料费； 



2．调研费； 

3．劳务费； 

4．会议费； 

5．仪器设备费； 

6．文具费、通讯费、印制费等。 

项目经费不得支付与课题研究无关的开支。各高校不得

从项目经费中提取管理费。 

第二十一条  教育部对重大攻关项目进行中期检查，由

项目首席专家填写《中期检查报告书》，经学校进行审查后报

教育部。中期检查根据《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研究计划书》提

出的中期研究成果要求，由专家评审组对项目进展和经费使

用情况进行评估，根据项目发展趋势，对后期研究工作及经

费使用提出建议。 

第二十二条  重大攻关项目批准立项后，原则上不得更

换项目名称、项目承担单位和首席专家。凡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须报教育部审批： 

1．因不可抗力变更项目首席专家； 

2．研究内容有重大调整； 

3．改变成果形式； 

4．推迟完成时间； 

5．其他重要事项的变更。 

第二十三条  重大攻关项目首席专家每年须撰写年度

进展报告，由学校进行审查，并由学校统一向教育部报告，

经审核通过后作为中期检查和成果验收的必经程序。 



第二十四条  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教育部视情况分

别做出中止拨款或撤销项目处理： 

1．年度检查或中期检查情况表明，首席专家和课题组不

具备按原计划完成研究任务的条件和能力，或难以取得预期

的重大研究成果； 

2．首席专家或课题组主要成员长期出国或因工作变动、

健康等原因不能正常开展研究工作； 

3．不能按计划完成课题研究任务，或研究成果质量不符

合本办法的要求。 

六、成果鉴定与推广 

第二十五条  重大攻关项目完成全部研究工作后，由教

育部组织专家鉴定组对该项目进行鉴定。鉴定办法另发。 

第二十六条  除有特别要求外，重大攻关项目承担学校

有义务通过报刊、网站、广播电视等媒体，积极宣传重大攻

关项目进展情况和相关成果。 

第二十七条  重大攻关项目的最终成果，由教育部商有

关出版社统一装帧出版。重大攻关项目所有研究成果包括阶

段性成果、最终成果等发表出版时，须在成果显著位置注明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资助”字样。 

七、附则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试行，由教育部负责

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