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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3 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

（第一期）申报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学院、研究机构）：

根据学校关于项目制管理工作的统一部署， 2023 年度中央

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以下简称“基本科研项目”）申报工作

即日启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与总体要求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面向 2035 高校哲学社

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加强对党的最新理论成果和方针政

策的研究阐释，坚持以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坚持基础研究

和应用研究并重，切实推进有组织的科学研究，为国家经济高质

量发展贡献中南大智慧和资政建议。

学校将紧紧围绕办学特色与优势学科，主要支持代表学科发

展方向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以及体现前瞻性布局的创新

研究和实践工作；重点支持 40 周岁以下青年教师提升科研创新能

力；支持在校优秀学生提升基本科研能力；支持一流科技领军人

才和创新团队建设；支持开展多学科交叉的基础性、支撑性和战

略性研究，加强科技基础性工作；支持围绕国家或地方重大战略

需求的储备性和预研性研究。

申请人可结合自己的学术专长和研究基础选择申报，应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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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明的时代特征、问题导向和创新意识，力求原创性、开拓性和

较高的学术思想价值，着力推出具有现实性、针对性和较强决策

参考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项目类别

2023 年度基本科研项目共设 5 个项目类别：A、财经、政法

融通交叉研究项目；B、青年教师创新研究项目；C、在校大学生

科研创新项目；D、科研培育与全员育人专项；E、科研创新平台

能力建设项目。

2023 年度基本科研项目将分批次启动以下类别项目的申报

工作（具体类别可参考附件 1）：

A、财经、政法融通交叉研究项目（科研领军人才创新团队

建设项目、跨学科交叉融通创新研究项目、财经政法融通特色数

据库建设项目）

B、青年教师创新研究项目（优秀青年创新团队建设项目、

青年教师学术创新项目、青年文库学术专著出版资助项目）

C、在校大学生科研创新项目（“博文杯”大学生百项实证创

新基金项目、研究生科研创新平台项目、“明理杯”项目）

D、科研培育与全员育人专项（“三全育人”、思政课程与课程

思政、高等教育管理研究项目、科研培育项目、国际科研合作项

目、习近平法治思想阐释专项、高水平学术会议资助项目）

E、科研创新平台能力建设项目(高水平基地平台建设项目、

一流期刊建设项目、重点基地平台培育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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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报要求

本次项目征集为项目库入库申报，征集的项目通过专家评审

进入学校的基本科研项目库，根据项目排名和资金需求适时出库

立项执行。即采取先“入库”后“出库”的项目资助方式进行分

批资助。

（一）项目负责人要求

1.项目负责人须为我校在岗的教职员工和在读学生（全日

制）。

2.每个申请者同年度只能牵头负责 1 个项目（基本科研项

目），作为团队成员参加项目合计不得超过 3 项。培育项目和其他

项目重复立项的，根据经费金额就高选择 1项立项。

3.项目负责人须为没有在研基本科研项目的人员。

4.项目选题和研究内容不能与已立项的课题或已经取得的

科研成果重复。

5.不得将相同或相近的研究内容以不同申请人名义提交申

请。

（二）2023 年度基本科研项目各类别申报要求

各类资助项目选题既要结合教师自身科研优势，也要符合学

院、学校一流学科建设方向和领域；应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围绕

学术前沿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重要需求进行研究；鼓励开

展不同学科间的交叉、融合研究。

A、财经、政法融通交叉研究项目（科研领军人才创新团队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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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项目、跨学科交叉融通创新研究项目、财经政法融通特色数据库

建设项目）

1.科研领军人才创新团队建设项目

以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为目标，建立一批在重点学科领域具有明

确主攻方向、竞争有力的科研团队，使其发挥群体效能，争取重大

科研项目，解决社会经济实际问题，产生重大科研成果。

研究周期：5年

资助额度：15-20 万元/年（以专家评审结果为准），中期评

审，滚动支持。

2.跨学科交叉融通创新研究项目

主要资助有意愿开展交叉学科创新研究的团队。

选题范围：支持具有较强原始创新能力和潜力的青年教师组

建的跨学科、跨领域优秀研究团队，以法与经济学科群为抓手，

针对社会治理、国家治理、全球治理中面临的重大社会经济问题

开展研究，拓展中国问题的整合性、多维度、一体化研究视野，

实现学科体系的融通与创新，使其成为传统学科的发展点、重大

理论创新的突破点和复合性人才培养的制高点，为中国经济社会

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与政策咨询，为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学体系和经济学体系贡献中南智慧和力量。

研究周期：3年

资助额度：10-15 万元/年（以专家评审结果为准），中期评

审，滚动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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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财经政法融通特色数据库建设项目

面向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科学、系

统、专业地采集、整理、存储与开发相关方面的数据，并进行调

查方法与相关技术的研究开发，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和政府决策

提供数据支持。调查完成后，数据库优先向校内师生免费开放使

用。

资助周期：1年

资助额度：10-15 万元（以专家评审结果为准）

B、青年教师创新研究项目（优秀青年创新团队建设项目、

青年教师学术创新项目、青年文库学术专著出版资助项目）

1.优秀青年创新团队建设项目

主要支持稳定的、有固定研究方向的、已独立承担过各级各

类科研项目或已取得一定科研成果青年教师研究团队。申请团队

负责人年龄原则上不超过 40 周岁（1983 年 1 月 1日后出生），具

有副高及以上职称。研究题目应符合所在单位学科建设方向和领

域，题目自选。获批立项后，团队负责人或主要成员如无在研国

家级课题，必须申报当年度国家社科或国家自科基金项目。

研究周期：1年

资助额度：8-10 万元（以专家评审结果为准）

2.青年教师学术创新项目

主要资助我校在职青年教师，申请当年未满 40 周岁（1983

年 1 月 1日后出生），为学校和学科长远发展培养后备优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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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青年教师根据自身研究兴趣，自主选题，开展交叉性、探索

性和创新性研究。研究题目应符合所在单位一流学科建设方向和

领域，题目自选。优先资助新入职且首次申报自主科研项目的青

年教师项目。获批立项后，负责人应积极申报当年度国家社科、

自科或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

研究周期：1年

资助额度：3万元

3.青年文库学术专著出版资助项目为后期资助项目，主要用

于资助优秀学术专著，推出学术精品和原创性研究成果。

资助经费及具体要求：以科研部成果科下发的通知为准。

D、科研培育与全员育人专项（“三全育人”、思政课程与课

程思政、高等教育管理研究项目、科研培育项目、国际科研合作

项目、习近平法治思想阐释专项）

1.“三全育人”项目

主要资助我校在编在岗的非教师专业技术人员和专职辅导

员。

2.“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项目

主要资助我校在编在岗的专任教师。

重点项目负责人应不超过45周岁（1978年 1月 1日后出生），

具有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副处级以上（含六级职员）行政

职务；一般项目负责人应不超过 40 周岁（1983 年 1 月 1 日后出

生），具有中级以上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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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周期、资助经费及选题指南：以党委宣传部下发的通知

为准。

3.高教管理研究项目

主要以管理部门为单位，不接受个人申报，部门工作人员和校

内教师可以作为课题组成员参与课题研究，各单位限报 1 项。项

目负责人要求在40周岁以下（1983 年 1月 1 日后出生）。

选题范围：坚持围绕学校教育事业发展，尤其是“双一流”建

设中的重点难点问题提出选题。

研究周期：1年

资助额度：5-8 万元

4.科研培育项目

主要资助学校教师在已有申报成果的基础上进行项目申报和

项目研究的优化与完善，培育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教育

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

国家自科基金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进一步提高学校

下一年度上述科研项目的立项率。

培育目标分两类：

A类项目：已申报未立项 2022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

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并积极参与

2023 年度各类国家重大项目的选题征集和申报工作。

培育周期：1-3 年

资助额度：2万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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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类项目：已申报未立项202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含

重点项目、一般基金项目、青年基金项目、后期资助项目等）和

国家自科基金项目，并积极参与 2023 年度各类国家级项目的申报

工作。

培育周期：1-4 年

资助额度：0.5 万元/年

5.国际科研合作项目

主要资助有意愿开展国际科研合作的个人、团队和机构。

着力推动学校相关学科及学术团队的国际化发展，引进国外专

家、团队、机构共同开展国际科研合作项目，在与国外合作伙伴在

实质性科研合作基础上，着眼于策划搭建国际合作研究中心或联合

科研基地等高水平研究机构。

重点资助以世界一流大学及科研机构为合作对象，双方有良好

的合作研究基础，已签订协议共建国际联合科研项目的个人、团队

和机构。培育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科研联盟，在全球治

理等问题上，发出中国声音、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

研究周期：2-3 年

资助额度：5万-30 万元/年（以专家评审结果为准），中期评

审，滚动支持。

6.习近平思想阐释专项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涵丰富、论述深刻、逻

辑严密、系统完备，研究工作者必须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

https://www.baidu.com/link?url=zQBCewDZaw3Q8U9UiCcoKY0YELbqrGQUmyzVL3ZYlNFe7RFNxBeRsK-1bwXWL2-bTmn_0gVO53GFUywtDZvtbZliXSvgg-YMiFEr9MEnYP3&wd=&eqid=9ff96e01000bee88000000025fe3130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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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好、理解好、研究好、应用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此专项主要资助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

引下，结合我校学科发展建设，开展相关领域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研究周期：1年

资助额度：5万元/年（以专家评审结果为准），中期评审，

滚动支持。

7.高水平学术会议资助项目

本项目为后期资助项目，资助由我校主办的大型学术会议，

包括国际会议。会议主题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申报该资助

的国际学术会议必须已获得教育部批文。已从学校其他建设项目

中获得资助的学术会议不得重复申请资助。

研究周期：1年

资助额度：根据申报情况，以专家评审结果为准。

E、科研创新平台能力建设项目(高水平基地平台建设项目、

一流期刊建设项目、重点基地平台培育项目）

1.高水平基地平台建设项目

支持教育部、科技部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基地、教育部人

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湖北省委智库、

湖北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等国家级、省部级和国际交流

合作基地平台建设，力争依托高水平学术平台，产出一批高质量

研究成果。

研究周期：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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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额度：10-15 万元/年（以专家评审结果为准），中期评

审，滚动支持。

2.一流期刊建设项目

旨在完善发展体系，强化期刊品牌建设，深化运营管理机制

创新，做强优势学科，构建我校一流期刊持续发展的创新生态，

提升期刊国际影响力和传播力，推动期刊高质量发展，助力学校

“双一流”建设。

研究周期：2-3 年

资助额度：10-15 万元/年（以专家评审结果为准），中期评

审，滚动支持。

3.重点基地平台培育项目

主要资助校内科研水平较高、发展潜力较大的校级科研机

构，重点支持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或对接国家重大需求的科研机构，

通过一段时间的培育建设，力争获批新的省部级、国家级基地平

台。

研究周期：2-3 年

资助额度：3-8 万元/年（以专家评审结果为准），中期评审，

滚动支持。

四、项目征集及评审要求

（一）基本科研项目库每年集中接受入库项目申请，学校将

根据申报项目情况，组织相应论证，确定入库项目。

（二）各学院应成立基本科研业务费指导小组，负责各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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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的设计、申报、论证、评审推荐等工作。

五、本期征集项目类型及结项条件

（一）A 财经、政法融通交叉研究项目，其余类别项目申报

时间以后续通知为准。

（二）结项条件

1.科研领军人才创新团队建设项目

结项需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项目主持人以第一作者在高水平重点刊物上发表论文 3

篇以上，且权威期刊论文 1篇。

（2）项目主持人以第一作者在高水平重点刊物上发表论文 3

篇以上，且主持国家重大课题 1项。

（3）项目主持人以第一作者在高水平重点刊物上发表论文 3

篇，且项目主持人获得教育部人文社科奖二等奖以上 1项（排名

前三），或省社科奖一等奖以上 1项（排名前三）。

（4）项目主持人以第一作者在权威刊物上发表论文 3篇。

2.跨学科交叉融通创新研究项目

结项需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项目主持人以第一作者在高水平重点刊物上发表论文 2

篇以上，其中权威期刊论文 1篇。

（2）项目主持人以第一作者在高水平重点刊物上发表论文 1

篇以上，且主持国家重大课题 1项。

（3）项目主持人以第一作者在高水平重点刊物上发表论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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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且项目主持人获得教育部人文社科奖三等奖以上 1项（排名

前三），或省社科奖二等奖以上 1项（排名前三）。

（4）项目主持人以第一作者在高水平重点刊物上发表论文 2

篇，且主持 30 万以上经费横向课题 1项。

3.财经政法融通特色数据库建设项目

该项目采取业内专家评审制：项目主持人完成项目申报书中

的目标任务，展示数据库成果，由专家进行评审是否可以结项。

六、材料提交安排

本年度基本科研项目的立项申报工作需提交电子版和纸质

版。电子版在科研信息服务系统中提交（申请书和活页压缩后上

传）；纸质版（一份申请书和三份论证活页）提交至科研部 312

办公室。截止时间：2022 年 10 月 21 日。

联系人：黄亚群 联系电话：13307261329

科研信息服务系统使用说明：

http://kyxt.zuel.edu.cn/，若网址中出现后缀，请删除后

缀并刷新页面，登录统一身份认证后，再次删除后缀，即可登录。

附件：1.2023 年基本科研项目类别明细表

2.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基本科研项目申报书

3.项目设计论证活页

4.网上申报系统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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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部

2022 年 10 月 1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