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方便申请人了解和申报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现将申报过程中经常遇到

和需要注意的问题解答如下：

一、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是一类什么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旨在鼓励广大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潜心治学，扎实研

究，多出优秀成果，进一步发挥国家社科基金在促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

中的示范引导作用。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主要资助已基本完成且尚未出版的人文社会科学基

础研究的优秀学术成果。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主要类别之一，与其他类别的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具有同等地位。

二、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资助范围是什么？

1．以资助学术专著为主，也资助少量学术价值较高的资料汇编和具有一定学术

意义的工具书等。论文及论文集、教材、研究报告、软件、译著等暂不资助。

2．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申报范围为国家社科基金目前设立的 26 个学科，

包括教育学、艺术学、军事学（涉密成果除外）三个单列学科，重点支持文史哲

等基础学科和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基础性研究。

三、申请人条件是什么？

1．申请人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

2．申请人须具有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具有博士学位。申请人所在单位应

设有科研管理职能部门，能够提供开展研究的必要条件并承诺信誉保证。



3．申请人是申报成果的作者，享有著作权。

四、推荐者条件是什么？

推荐者为两名正高级职称的同行专家（一般是本研究领域具有一定学术成就和影

响的专家）或全国社科规划办指定的出版社。推荐者应对申请人的学术背景和研

究能力、申报成果的创新程度和学术价值以及申请人能否高质量完成后续研究做

出较为客观、慎重的判断，并承担相应信誉责任。

【选题宝】注：2019年起，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由个人直接申报，不需要同行

专家推荐；已与我办指定出版机构签署出版合同或达成出版合作意向的，须出具

出版社推荐意见。优秀博士论文出版项目须经博士学位授予单位推荐后由个人进

行申报。

五、申报成果的条件是什么？

1．申报成果应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学术上具有原创性或开拓性，达到本学科

领域先进水平。申报成果名称的表述应科学、严谨、规范、简明，一般不加副标

题。

2．申报成果应是完成 80%以上且尚未出版的中文学术专著或学术资料汇编、工

具书等。这里的 80%是指最终成果总字数的 80%，同时要求书稿内容和结构本身

已具有完整性和系统性。如果一部书稿虽已完成计划总字数的 80%，但核心章节

未完成、结构尚不完整，这种成果就不符合申报要求。

3．下列情况不得申报：

（1）成果不属于基础研究类学术专著，包括：非学术研究的通俗读物，应用性

研究成果，论文及论文集、研究报告、教材、软件，译著，等等；



（2）成果完成不足 80%（退休科研人员申报的成果完成不足 60%）；

（3）博士论文、博士后研究报告通过后不满 2 年，或虽满 2 年但未作较大修改

（以博士论文或博士后研究报告为基础的成果申报后期资助项目，需提交论文或

研究报告原文，并附详细修改说明，注明申报成果与学位论文、出站报告之间的

联系与区别）；或未提交答辩的博士论文、博士后研究报告；

（4）成果存在知识产权争议，或严重不符合学术规范；

（5）推荐意见不符合要求；

（6）已出版著作的修订本，或与申请人本人出版著作重复 10%以上；

（7）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及其他国家级科研项目、教

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各类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的成果申报；

（8）同年度以内容相同或相近成果申请了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各类项目以及其他国家级科研项目；

（9）申请人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及其他国家级科

研项目尚未结项（以上项目若已结项需附相关证明）；

（10）不同意由全国社科规划办统一安排出版。

六、博士论文或博士后报告是否可以申报？

博士学位论文或博士后研究报告，需在通过 2年以后并经过较大修改方可申报。

如 2018年 5 月 20 日申报后期资助项目，应是在 2016 年 5月 20 日以前通过答辩

的论文或报告。以修改后的博士论文或博士后报告申报，需同时提交论文或报告

原文，以及详细的修改说明（具体说明在内容、结构、研究方法、字数等方面的

变化），否则不予受理。攻读博士学位或进博士后工作站的科研人员，不能以未

答辩的博士论文或博士后报告申报后期资助项目。



【选题宝】注：2019年起，设立优秀博士论文出版项目，申请人年龄应在 35

岁以下，论文须以中文写作且被毕业院校评为“优秀”等级，完成日期

为近 3年（2020年要求：论文答辩日期在 2017年 6 月 1 日-2019年 6 月 30日）。

同等条件下，获得省部级以上优秀博士论文的优先予以支持。

七、如果申报者有在研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且正处在鉴定结项过程中，是否可

以申报？

根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管理办法》（2013年 5 月修订）的有关规定，凡是有

在研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而尚未正式结项的，不能申报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八、项目申报评审期间及结项前可否出版？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由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统一组织出版，

项目申报评审期间、项目立项后结项前成果不得出版，对违规者将中止申请或撤

项，并通报批评。

九、对少数民族文字申报成果有何要求？

以少数民族文字成果申报者，需同时附规范汉字稿。

十、申请人如何申报？

具体申报程序如下：



1．填写申请书和申报信息汇总表。下载《项目申请书》和《项目申报信息汇总

表》（见附件 1、2、3），用计算机填写。跨学科研究课题要以“靠近优先”原则，

选择一个为主学科申报。将填好的申请书（一式 6份，A3 纸，双面打印，中缝

装订）和申报信息汇总表电子版（确保与申请书有关信息保持一致），连同申报

成果交所在单位科研管理部门审核、签署意见并盖章。

2．准备申报材料。包括：（1）申请书 6 份；（2）申报成果 6 套（如申报书稿

超过 60万字，需另外报送 6 份成果概要，含 2万字左右的成果内容介绍，以及

全书目录和参考文献），书稿和成果概要均用 A4纸双面印制、左侧装订成册；

以博士论文和博士后研究报告为基础申请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的需提交论文或

研究报告原文，并附修改说明（1份）；（3）申报优秀博士论文出版项目的需

提供论文等级证明材料，博士学位论文评阅书复印件、答辩决议书复印件；（4）

往年申报过后期资助项目的成果，需附详细的修改说明（见附件 4）。上述材料

的电子版要一同报送我办。

3．各省（区、市）社科规划办或在京委托管理机构审核申报材料，签署意见并

盖章后寄送我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社科规划办受理兵团的课题申报，中国社会

科学院科研局受理本院的课题申报，中央党校科研部受理中央国家机关及在京直

属单位的课题申报，教育部社科司受理中央各部委所属在京普通高等院校的课题

申报，全军社科规划办受理军队系统（含地方军队院校）的课题申报。纸质版申

报材料统一由各地社科规划办和在京委托管理机构寄送，不接受个人以及科研单

位、出版机构的报送；电子版申报信息汇总表需由各地社科规划办或在京委托管

理机构汇总审核后，统一发送至我办邮箱，并确保电子数据和《申请书》中“数

据表”一致。教育学、艺术学、军事学三个单列学科的项目申报，分别由全国教

育科学规划办、全国艺术科学规划办和全军社科规划办直接受理。

十一、退休科研人员如何申报？

退休科研人员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队伍的一支重要力量。着眼于鼓励和引导广大

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研究领域退休专家继续进行科研创造，多出精品力作，国家社



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对退休科研人员放宽申报条件，相对于在职科研人员申报成

果需完成 80%以上、个人申报成果需由两位同行专家推荐申报，退休科研人员申

报成果完成 60%以上即可申报，个人申报可由一至二位同行专家推荐申报。

十二、申请经费多少为宜？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经费资助强度与当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大致相

当，2018年一般为 20-22 万元（含成果出版费用）。申请人根据此资助强度以

及研究工作的实际需要提出申请的资助金额。需要说明的是，项目立项后所确定

的资助额度为固定金额，不再追加。

【选题宝】注：2019年起，后期资助项目分为：重点项目、一般项目、优秀博

士论文出版项目，其中，重点项目每项资助 35万元左右，一般项目每项资助 25

万元左右，优秀博士论文项目每项资助 20 万元左右。

十三、全国社科规划办对申报材料是否退回？

我办将做好申报材料的保密工作。所有申报材料一律不退回。

十四、如何区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

在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受理申报过程中，我办收到少量应用研究成果。按

照《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实施办法（暂行）》的规定，后期资助项目

主要资助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研究成果，应用研究成果不能申报。为便于社科工作

者有效申报，现对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作出说明：

基础研究，一般指侧重于探索和认识事物本质特征、运动规律及发展趋势的学理

性研究。其特点是：意在阐明学理；属于学术理论研究；通常表现为提出概念、



范畴及逻辑体系；重在回答“是什么”、“为什么”、“如何变化”；主要作用是推动

理论创新和学科发展；具有思辨性和长远效应。

应用研究，一般指侧重于解决现实问题的对策性研究。其特点是：具有特定的实

际目的或应用目标以及指向明确的应用范围和领域；属于问题对策研究；通常表

现为指出问题、分析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路径和方法；重在回答“怎么

办”；主要作用是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具体问题；具有针对性、时效性和可操

作性。

此前，国家社科规划办还公布了《当前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申报中需要注

意的问题》，指出了申报中出现的一些不符合要求的突出问题。摘录给大家，希

望能避免（其中个别信息基于当时的申报要求，请结合最新申报通知对照查看）：

一、不符合申报条件。（1）成果形式不属于资助范围。包括应用研究成果、论

文集、数据库、教科书、通俗读物、个人申报译著、简单的文献资料汇集以及古

代典籍点校。（2）申报成果为答辩未满三年或满三年未作出重要修改的博士论

文。博士论文答辩后满三年且修改幅度超过 30%以上的方可申报，修改内容包括

主要观点、内容结构、研究资料、篇幅拓展等各个方面。（3）申报成果已经出

版。后期资助项目不接受已出版成果修订版或再版的申报，申报成果必须尚未出

版，且与已出版著作的重合内容不得超过 10%。

二、申报材料不完整、不规范。（1）申请书填写不完整、不真实。有的申请书

3位正高职称推荐人的相关信息和推荐意见没填或者虚假。有的申请人资料填写

不完整，或者误填、瞒报。（2）申报书稿未能有效匿名。在成果封面、目录、

行文或后记中透露了申请人有关信息。（3）申请书及活页未按要求报送。申请

书及活页均需报送 2份，其中 1 份送省（区、市）社科规划办或在京委托管理单

位。（4）申请评审回避不当。申请书中所列申请回避 3 位评审专家一栏可以不

填，但不要随便填写，要填写确实可能影响评审公平公正的评审专家。



三、申报成果学术规范性较差。（1）不符合学理逻辑和学术规范。如“研究史”

没有立足于史的客观叙述，缺乏历时性的逻辑。（2）缺少基本的文献梳理。（3）

不符合引文规范。参考文献、注释等存在不同程度的缺失。（4）有的存在抄袭、

剽窃行为。

四、违反申报程序。有的申报材料未经申请人所在单位和所属省（区、市）社科

规划办或者在京委托管理单位审核。目前后期资助项目申报有两个途径：一是个

人自行申报，二是出版社推荐申报。这两种途径均需要经申请人所在单位科研管

理部门审核、所在省（区、市）社科规划办或在京委托管理单位确认，以及 3

位正高职称专家或我办认可的出版社出具推荐意见后，方可申报。申请人所在单

位科研管理部门、各省（区、市）社科规划办或在京委托管理单位负有审核责任，

要对作者个人情况、申报信息等进行核实，并签署意见、加盖公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