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开展教育部第九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人文社会科学）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单位： 

为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关于哲学社会科

学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面向 2035 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行动计

划》《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建构和高校咨政服务能力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推

动高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根据《高等

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奖励办法》《第九届高等学校科学研

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实施办法》（简称《成果奖实施办法》，见附件

1），教育部决定启动第九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申

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受理成果范围和奖项设置 

（一）受理成果范围 

根据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GB/T13745-2009），参考国务院学位委

员会、教育部印发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 年）》和《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项目申报数据代码表》的学科分类，借鉴历届评奖经验做法，适应新时代

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需要，本届评奖的受理成果范围包括：1.马克思主义理论；

2.党的创新理论研究；3.中共党史党建学；4.思想政治教育；5.哲学；6. 宗教学；

7.语言学；8.中国文学；9.外国文学；10.艺术学；11.历史学；12.考古学；13.经济



学；14.政治学；15.法学；16.社会学；17.人口学；18.民族学与文化学；19.新闻学

与传播学；20.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21.教育学；22.体育学；23.统计学；24.

心理学；25.管理学；26.港澳台问题研究；27.国际问题研究；28.区域国别学；29.

交叉学科。  

（二）奖项设置和名额 

本届评奖的奖项分为著作论文奖、咨询服务报告奖、普及读物奖和青年成

果奖。普及读物奖和青年成果奖不分等级，其他奖项分设特等奖和一、二、三等

奖。  

奖励名额总计 1500 项左右。各学科的奖励名额，结合国家战略和学科发展

需要，依据该学科申报数占所有学科申报总数的比例进行分配。按照确保质量的

要求，允许各学科各个等级的奖项有空缺。 

二、申报资格与要求 

本届评奖参评成果范围是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期间的下列

成果：1.著作（含专著、编著、译著、工具书、古籍整理等）；2.论文；3.咨询服

务报告；4.普及读物。具体申报资格与要求，详见《成果奖实施办法》第十条的

有关规定。 

未尽事宜详见《第九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申报

答疑》（见附件 2）。 

 



三、申报单位和申报限额 

（一）本届评奖以学校为单位集中申报。 

（二）本届评奖实行限额申报，科研处将对申报成果进行评审后择优报出。

各申报单位（所属学院、部）必须对进行推荐的成果进行排序。 

四、申报办法和申报程序 

（ 一 ） 本 届 评 奖 采 取 网 上 申 报 方 式 。 教 育 部 社 会 科 学 司 主 页 

（http://www.moe.gov.cn/s78/A1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管理平台•申报系

统（以下简称申报系统）为本次申报的唯一网络平台。申报材料需经由科研处审

核后统一上传，个人用户无上传权限，无需注册个人账户。 

（二）申报者可访问申报系统下载第九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

文社会科学）申报评审表（以下简称申报评审表，见附件 3），按填表要求填写、

打印申报评审表，并将电子版和纸质版提交给科研处。申报评审表启用 2022 年

新版本，以前版本无效。 

（三）各申报单位（所属学院、部）要切实把好政治方向关和学术质量关，

对申报材料进行汇总、审核，并另附《申报汇总及审核意见表》（见附件 5）。

审核重点：1.申报成果是否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价值取向和研究导向；2.是否

符合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有无知识产权等方面的争议；3.申报成果是否涉及国

家秘密；4.申报资格是否符合《成果奖实施办法》和本通知有关规定，申报材料

是否真实。 

各申报单位（所属学院、部）须在指定截止日期前将本单位申报材料提交至

科研处。 



五、申报时间安排 

此次申报校内时间节点安排如下： 

时间 进度安排 

2022 年 12 月 19 日前 

各申报单位（所属学院、部）对拟申报成果进行统计，提交《预申

报信息汇总表》（见附件 4）至科研处进行初筛。发送电子版至

naukyb@163.com。 

2022 年 12 月 28 日 

各申报单位（所属学院、部）对申报者进行指导，完成初审后填报

《申报汇总及审核意见表》，并将审查合格的申报材料汇总后统一

提交至科研处（中和楼 310）。纸质材料仅提交一套，电子版材料

发送至邮箱：naukyb@163.com。 

2023 年 1 月 5 日前 科研处组织专家评审，确定拟上报成果名单并公示 10 个工作日。 

2023 年 2 月 3 日前 

申报者将定稿的电子版本通过我校科研管理系统“获奖申报”模块

上传，科研秘书予以审核，由科研处统一填报教育部申报平台。（注：

提交学校科研管理系统的申报评审表和成果等电子材料，和后期上

交的纸质件数量及内容要确保一致，否则不予受理。） 

2023 年 2 月 16 日 

申报者按照要求准备纸质稿材料，申报单位（所属学院、部）统一

提交至科研处（中和楼 310）。 

六、电子申报材料要求 

（一）申报个人电子申报材料 

1.《申报评审表》word 版和 PDF 版各一份 

2.申报成果（统一用 PDF 格式） 

mailto:发送电子版至naukyb@163.com
mailto:发送电子版至naukyb@163.com
mailto:naukyb@163.com


3.相关证明材料（统一用 PDF 格式） 

4. 由各申报个人发送至各申报单位（所属学院、部）邮箱，邮件命名方式：

所属学院、部+申报学科+姓名+教育部奖评审表/申报成果/证明材料。 

（二）申报单位（所属学院、部）电子申报材料 

1．申报个人电子申报材料（申报单位汇总） 

2．加盖公章的《申报汇总及审核意见表》扫描件（统一用 PDF 格式） 

3. 由各申报单位（所属学院、部）发送至科研处邮箱（naukyb@163.com），

邮件命名方式：所属学院、部+申报总人数+教育部奖申报材料。 

七、纸质申报材料 

（一）纸质申报材料包括：《申报评审表》、申报成果及相关证明材料、《申

报汇总及审核意见表》。 

（二）各类材料的装订报送要求 

1．《申报评审表》 

各类申报成果的申报评审表均为 8 份（至少 1 份原件），统一用 A4 纸双

面打印。 

2．申报成果 

著作类、咨询服务报告类、普及读物类成果一式 3 份，须在封面右上角用不

干胶加贴标签，标明申报单位（南京审计大学）、申报者和所申报的学科范围。  



论文类成果一式 8 份（可用复印件），包含刊物封面、目录和 版权页，分

别附在申报评审表后统一装订。 

3．相关证明材料 

申报成果的相关证明材料与《申报评审表》份数一致，统一装订在《申报

评审表》后；论文类成果按《申报评审表》、成果、证明材料的顺序装订。 

4. 《申报汇总及审核意见表》 

经申报单位审核盖章的《申报汇总及审核意见表》1 份。《申报汇总及审核

意见表》务必仔细审核，使之与《申报评审表》和申报成果一致、准确无误。 

（三）评奖结束后，无论申报成果是否获奖，所有申报材料一律不再退还。 

注：1.“第九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科）申报评审表.doc”

须使用 Windows 版的微软 Word 在“页面视图”（或“打印布局”）下进行编辑，

不支持苹果 Mac 版 Word 和 WPS。 

 2. 如果申报表中的内容涉及到图表，请先另建文档，在其中将图表做好后，

以截图方式将图表内容截取成图片，再粘贴到申报表中对应正文区域，以免破坏

申报表中隐含的脚本程序，导致最终无法通过“检查填报内容并保护文档”这一

关键步骤。 

 

联系人：周玲    联系电话：58318296   邮箱：naukyb@163.com 

    特此通知 



附件： 

1.第九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实施办法 

2.第九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申报答疑 

3.第九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科）申报评审表 

4.预申报信息汇总表 

5.申报汇总及审核意见表 

                                                 科研处 

                                                2022.12.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