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普及读物项目实施办法

2013-06-14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深入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和《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关于深入推进高等学

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意见>的通知》，大力开展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宣传普及转

化，根据“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设立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普及读物项

目（以下简称普及读物项目），特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实施普及读物项目，是为支持和鼓励高校学者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阐

释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推广普及哲学社会科学最新理论创新成果，提高公民的思想道

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第三条 普及读物项目统一纳入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的申请、评选、审

验、出版等工作，由教育部具体组织实施，项目责任人所在高校提供必要的条件和保障，

学校社科（科研）管理部门具体负责项目管理。

第二章 资助范围和申报条件

　　第四条 资助范围

　　1. 研究阐释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

回答干部群众和青年学生关心的理论热点问题的普及读物；

　　2. 围绕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

方面的普及读物；



　　3. 反映国内外哲学社会科学最新优秀成果的普及读物；

　　4. 促进教育改革发展稳定重大问题的普及读物。

　　第五条 资助对象和条件

　　1. 项目责任人须是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高校教师，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较高

的学术影响和社会声誉，身体健康且能担负实质性编写工作。同一申请人一次只能申报一

项；

　　2. 申报内容应政治方向正确，学术上达到本领域先进水平；

　　3. 申报材料应具备鲜明主题、基本框架、部分样章和主要参考文献；

　　4. 最终成果形式应为中文汉字图书，字数一般不超过 10万字，鼓励图文并茂。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申报：

　　1. 译著、工具书、论文及论文集、教材、软件、音像电子制品、对策性和工作性研究

报告以及自然科学普及读物等形式成果；

　　2. 已出版著作的修订本；

　　3. 申报内容存在学风问题或知识产权争议；

　　4. 项目最终成果不同意统一组织出版的。

第三章 项目评审与立项

　　第六条 普及读物项目采取策划约稿、重点征集、专家评审、择优资助的办法，确定资

助项目。

　　第七条 普及读物项目每年度组织申报评选一次。项目申报者须按申报通知要求填写

《普及读物项目计划书》（一式五份）。经项目申报者所在单位审核同意后集中申报。

　　第八条 普及读物项目评审按相关相近学科组织专家对申报材料进行评审。评审标准如

下：



　　1. 体现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

指导，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

　　2. 体现时代特征和问题导向。立足最新理论前沿和当代重大问题，主题应严格限定在

项目资助范围的内容。

　　3. 体现科学性。观点准确、内容厚重，论据充分、资料翔实，说理透彻、表达规范，

逻辑严密、方法科学。内容不存在学风或知识产权争议。

　　4. 体现可读性。力求图文并茂、生动活泼，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文风朴实、文笔生

动，能够产生积极广泛的社会影响。

　　第九条 专家评审推荐的普及读物项目经教育部批准后，下达立项通知。教育部与入选

项目责任人和所在单位签订《普及读物项目计划合同书》，约定立项选题、研究内容、资

助金额、出版时间、宣传推广等事项。

第四章 项目管理与成果推广

　　第十条 项目责任人应根据申请书和合同书的要求，按计划高质量完成约定任务。课题

研究和书稿完成时限原则为 1年，确有需要者，可延长 1年。

　　第十一条 普及读物项目成果由教育部通过招标方式确定出版社，统一组织，全额资助

出版。

　　第十二条 为保证普及读物出版质量，普及读物实行编辑介入机制，出版单位在征得同

意后可提前介入项目责任人的书稿编写过程，及时对项目成果提出合理化建议。

　　第十三条 普及读物项目每个资助 15万元，用于项目研究和编写，采取一次核定，分

期拨付的办法。



　　第十四条 普及读物项目须严格执行有关财经法规和财务制度的规定，加强对资助经费

的管理，并接受财政部门的检查、监督。

　　第十五条 项目责任人因长期出国、健康等原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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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须填写《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变更申请表》，由教

育部视情况分别做出中止拨款或撤销项目处理。

　　第十六条 项目最终成果公开出版后免予鉴定，颁发结项证书并拨付剩余经费。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由教育部负责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