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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学术    造就人才    佑启乡邦    振导社会  

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人文社会科学）申报成果审核要点 

社会科学研究处 



       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是教

育部重要奖项，也是目前国内人文社科领域最高级别的科

研奖项。目前该奖项每三年评选一次，实行限项申报（各

高校申报指标分配主要依据：科研成果总数、人均成果数、

上一届申报数和获奖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各类研究项

目完成情况），第八届我校申报指标为35项。 



第一部分 申报人资格 

内容框架（参照第八届评奖标准） 

第三部分 

第二部分 参评成果资格 

 下届评奖申报准备 



申报人资格 

第一部分 



 申报期间人事关系在高校的教师和研究人员（包括离退休人员），不受职称、

年龄、学历、岗位和国籍限制； 

 在高校开展实质性研究工作的兼职人员，从兼职高校申报需符合以下条件： 

        1. 人事关系不在高校； 

        2. 必须是成果的第一署名人（含论文的通讯作者）； 

      3. 兼职人员与兼职高校有实质性聘任关系，而不仅是挂名或参与临时性活

动（需由兼职高校人事部门开具相关证明，写明兼职工作时间、所属单位等）； 

   4. 成果发表时署名单位必须标注兼职高校：著作类成果，在正文、作者简

介、前言、后记等内容中应能体现出作者在兼职高校的工作关系；论文类成果，

作者的第一署名单位应是兼职高校；咨询服务报告类成果，需提供材料证明该研

究与兼职高校之间的联系； 

   5. 外籍兼职人员不能申报。 



 

 申报者原则上应是申报成果的作者或者合作成果的第一署名人。合作成果

在征得其他作者同意的情况下，可由第一署名人以外做出主要贡献的作者

（含通讯作者）申报，但获奖后正式公布名单和奖励证书中的排名仍以成果

的实际署名顺序为准。合作成果未征得其他作者同意的不能申报； 

 已故作者的成果，系在本届评奖申报时限内首次公开出版、发表的，经法

定继承人同意，其独立完成的成果，可由作者生前所在单位提请申报；其作

为第一署名人的合作成果，可由其他做出主要贡献的作者申报； 

 每位申报者限申报一项成果；合作成果限一人申报，或以课题组名义申报； 

 青年奖申报者成果出版、发表或被采纳时年龄应在40周岁及以内。 



参评成果资格 

第二部分 



成果类型： 

 著作（含专著、编著、译著、工具书、古籍整理等，不含教材、教

辅和文学艺术创作类作品）； 

 论文； 

 咨询服务报告； 

 普及读物 

      第九届评奖申报成果时间范围为：按照三年一届的情况，预计应

为2018年1月1日-2020年12月31日。 



一、著作（专著、编著、译著、工具书、古籍整理等） 

1. 多卷本研究著作应在全部出版完成后做整体申报，以最后一卷出版的时

间为准； 

2. 丛书不能作为一项研究成果整体申报，只能以其中独立完整的著作单独

申报； 

3. 修订版著作可以申报，申报时须附关于修订篇幅、章节和主要内容的说

明，但修订前已获过本奖的成果本届不能再申报。 

4. 个人学术文集（含论文集），在本届评奖申报时限内公开出版且首次发

表内容不低于50%的，可作为著作类成果申报。 

5. 以少数民族语言公开出版的著作，申报时应有主要章节的国家通用语言

文字翻译；以外文公开出版的著作，申报时应有主要章节的中文翻译。 



二、论文 

1. 多人撰写的论文集：不能作为著作类成果申报，只能由论文作者以单篇进

行申报； 

2. 系列论文：围绕一个专题，以个人或课题组名义以同一标题发表于同一刊

物的系列论文，可作为论文类成果整体申报；对同一作者、同一主标题，不

同副标题的论文，视为同一标题的系列论文；但围绕一个专题，发表时标题

各不相同的系列论文，不能做整体申报，只能选择其中的一篇论文申报； 

3. 在网上发表的论文：不能申报。但被纸质媒体（如新华文摘等）转载的，

可以申报，发表时间以纸媒转载时间为准； 

4. 以少数民族语言公开发表的论文：申报时应附有主要内容的国家通用语言

文字摘要；以外文公开发表的论文，申报时应附有主要内容的中文摘要。 



三、咨询服务报告 

       须提交实际应用部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大中型以上企业等）采

纳或应用证明，以及关于成果效果和社会影响方面的佐证材料。证明包括

以下类别： 

  1. 明确注明报告名称，写清采纳时间的采纳证明。 

  2. 有关内参用稿通知。 

  3. 领导批示或对获得领导批示的表彰信、感谢信等。 

  4. 实际出台文件中，标注说明该文件吸收了报告的有关成果。 

  5. 其他能证明报告被采纳或应用价值的材料。 

       证明材料开具时间应在规定时间范围内；或在证明内容中明确说明在

上述时间范围内被采纳应用。 



四、普及读物 

       普及读物奖成果形式为著作，指为宣传党的创新理论、阐释解答

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以及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传播普及而撰写

的人文社科普及读物，应具有较强的科学性、知识性和可读性。需要

提交有关成果效果和社会影响方面的佐证材料，包括图书发行量、书

评、相关新闻报道、受众反响等。 



下届评奖申报准备 

第三部分 



 提前筛选预申报成果（成果影响力、期刊、出版社、申报
人）； 
 
 收集成果被引用、采纳及社会影响或社会效益等支撑材料； 
 
 明确成果推出程序和标准； 
 
 严格申报材料印制标准。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