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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云南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立项数呈现稳中有升趋势。以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云南省国家社科

基金立项项目基础信息为样本，对其立项结构、立项学科、立项项目负责人基本情况等进行统计分析，可知

云南省需要加大省级财政投入与管理，注重核心科研人才管理及中青年科研力量培养，加强优劣势学科交

叉建设，用活间接经费高效管控项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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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１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急剧转
型，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获得了广阔的外部视域空

间和研究主题。社会科学研究对社会协调发展、稳

定运行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和

社会事业的科学发展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２０１６
年５月１７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
谈会上发表讲话，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给予了前

所未有的高度重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是我国最高

级别的人文社会科学项目，引领着国家人文社会科

学研究的趋势和方向，代表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

发展水平。目前，国家社科基金设有２３个学科和３
个单列学科（教育学、艺术学、军事学），形成了六大

类别的立项资助体系，学科设置和项目设置不断拓

展，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导向性、权威性和示范性作

用也愈发明显。因此，对国家社科基金立项情况进

行统计分析，了解国家社科基金立项的发展轨迹，掌



握其分布特征、研究重点和热点以及未来走势，具有

重要意义。

近年来，有关国家社科基金方面的研究越来

越多，国家社科基金立项问题受到了学术界的广

泛关注。例如，范全青、凤元杰、徐俊、风笑天、黄

华伟、杨端光等人统计分析了国家社科基金立项

情况［１－３］，伍玉伟、马仁杰、葛鸽等人基于档案学

视角分析了国家社科基金立项情况［４－５］，凤元杰、

范全青、姚颉靖、彭辉等人分别对浙江省、上海市、

江苏省的国家社科基金立项情况进行了统计分

析［６－８］，邵伟德、王守钧、徐元君、杨秉龙、万陈、刘

应等人从体育学的角度统计分析了国家社科基金

立项情况［９－１２］，等等。而针对云南省国家社科基

金的立项与发展问题，仅有刘伟民、王明两位学者

对２０１０年以前的云南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进行
过分析与统计［１３－１４］。为此，本文试图通过对云南

省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间国家社科基金立项的数量走
势、学科覆盖面、项目负责人基本信息及前期完成

国家社科项目数等情况进行统计分析，总结国家

社科基金立项结构、分布特征等，为云南省哲学社

会科学管理及未来发展提供一些参考。

一、数据来源和分析方法

本文主要对云南省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立项的国家
社科基金项目（不含教育学、艺术学、军事学单列项

目）进行统计分析，同时排除后期资助、成果文库和

学术外译等出版资助类项目。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云南省共获国家社科基金立项
６３５项，其中，重大招标项目（以下简称重大项目）１３
项，该类项目具有以单位主体，由首席专家牵头，跨

区域多单位合作以及跨学科的特殊性，因此仅计入

立项总数，后续则重点基于６２２个国家社科基金项
目的基本信息进行统计分析。首先，对原始数据进

行分类整理，统计立项总数，立项项目类别，学科分

布，立项项目负责人职称、年龄和学历，项目负责人

前期完成国家社科项目数等信息。然后，根据所得

统计数据分析云南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立项结

构、学科优劣势、申报潜力等，探寻近五年国家社科

基金项目的立项趋势，为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发展

提供粗浅的参考及建议。

二、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云南省国家社科
基金立项项目统计分析　　

（一）立项走势分析

从图１来看，我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数整
体呈小幅回落后大幅提升趋势，特别是２０１６年立项
总数实现新高，共立项１４１项，比２０１５年立项总数
增加１８项，增长约１５％。

这与近年来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管理部门同

时抓项目清理与项目申报不无关系。云南省自获得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以来，由于多重因素影响产生了

众多逾期项目，无形中导致申报基数变小，逾期项目

久拖不结已成为限制云南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

因素。近年来，全国社科规划办与云南省社科规划

办对逾期项目进行逐年清理，除对哲学社会科学工

作者起到警示及督促作用外，也使申报潜力得到释

放。同时，云南省各级科研管理部门严格把好申报

关，做好申报组织工作，为立项数的增长奠定了组织

基础。

（二）立项项目类别分析

１立项结构分析
云南省６３５个国家社科基金立项项目中，重大

项目１３项，重点项目１１项，一般项目２４２项，青年
项目１５１项，西部项目２１８项（见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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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立项结构来看，重点项目仅占立项总数的

１７％，该项目类别立项数的提升是改善立项结构的
重点。因此，对于同时具备高级职称和博士学历的

科研人员，均应鼓励申报重点项目。一般项目与西

部项目共立项４６０项，占立项总数的７２％，是云南
省申报立项的重点项目类别。从青年项目与一般项

目立项数差距来看，青年学者在立项成功率方面处

于弱势，易影响申报积极性，应加强引导、关心和帮

助，进而提高青年项目的立项数。

２立项趋势分析
从各类项目立项发展趋势上看，重大招标项目增

长较快，重点项目基本持平，一般项目稳中有升，突破

较大；青年项目和西部项目立项数变化不大。西部项

目是针对西部地区的特有项目类别，属于政策倾斜项

目。因此，一般项目类别较能代表一个地区的哲学社

会科学研究水平及层次，一般项目立项数的提升，也代

表着云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水平的不断增长（见表１）。

表１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云南省国家社科基金立项项目年度统计

年度

项目类别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总立

项数

重大项目 １ １ ０ ５ ６ １３
重点项目 ２ ２ ３ １ ３ １１
一般项目 ３９ ３７ ５４ ４７ ６５ ２４２
青年项目 ３８ ３３ ２４ ２８ ２８ １５１
西部项目 ４７ ４８ ４２ ４２ ３９ ２１８
合计 １２７ １２１ １２３ １２３ １４１ ６３５

（三）立项学科统计分析

从图３来看，近五年云南省立项的６２２项国家社
科基金项目（不含重大项目，下同）实现２３个一级学
科全覆盖。其中，马列·科社３３项，党史·党建９
项，哲学２５项，理论经济１７项，应用经济３０项，统计
学５项，政治学２３项，法学２４项，社会学４０项，人口
学６项，民族问题研究１４５项，国际问题研究４０项，
中国历史３４项，世界历史１３项，考古学２项，宗教学
４０项，中国文学３３项，外国文学１０项，语言学３３项，
新闻学与传播学１１项，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１８
项，体育学１４项，管理学１７项。

从近五年云南省立项学科情况来看，排在前五

的立项学科分别是民族问题研究１４５项，社会学、国
际问题研究和宗教学４０项，中国历史３４项，马列·
科社、中国文学和语言学３３项，应用经济３０项，为

优势学科。近五年立项数少于１０项的学科共４个，
分别为党史·党建９项，统计学５项，人口学６项，
考古学２项，为弱势学科。

云南省优势学科“民族问题研究”立项数常年

位居第一，五年立项总数超过排在第二的学科１００
多项，这与云南省地处边陲，属于多民族聚居区，对

民族问题的研究具有天然的优势分不开。但除民族

问题研究以外的其他学科均处于普通偏下水平，这

说明优势学科的引导作用发挥得不够充分，未来云

南省的申报可多从民族问题研究出发，注重与其他

学科的结合，探寻其他学科新的增长点，让优势学科

起到应有的示范、带头作用。

（四）项目负责人最后学位统计分析

据不完全统计，项目负责人立项时是学士学位的

共６７人，约占立项总数的１１％；硕士学位的共１６４
人，占２６％；博士学位的共３８８人，占６２％（见图４）。
学位是项目负责人研究能力的重要参考指标，博士是

申报国家社科基金的主力军，同时立项概率也最高。

因此，尚未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博士应是

我省下一步申报的重点动员及培养对象。而对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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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省硕士学位的科研人员，应积极动员其提升自身

学历，这不仅有利于自身科研水平的提升，也有利于

各类国家项目的成功申报。

（五）项目负责人职称统计分析

从图５可看出，云南省６２２位项目负责人立项
时是正高职称的有 ２０８人，占 ３３％；副高职称 ２３１
人，占３７％；中级职称１７２人，占２８％；初级职称１１
人，占２％。

职称是国家社科立项的重要参考依据，正高及

副高职称是申报国家社科基金的主力军，申报成功

率也最高。其中，副高职称因有提升职称的需求，申

报积极性更高，立项人数也较正高职称更多；中级职

称的科研人员多为青年项目立项，与高级职称立项

数存在一定差距，说明仍有申报潜力可挖掘。同时，

应注重将正高、副高职称立项人员的申报经验分享、

传授给中、初级职称科研人员，以做好“传、帮、带”

工作。

（六）项目负责人年龄统计分析

据不完全统计，项目负责人立项时年龄在２０－

２９岁的有１４人，占２％；３０－３９岁的有２６９人，占

４３％；４０－４９岁的有２２５人，占３６％；５０－５９岁的有

９８人，占１６％；６０－６９岁的有１１人，占２％；７０－７９

岁的有２人，占０３％（见图６）。

中青年科研人员是云南省较有竞争力的科研力

量，３０－４９岁为申报国家社科基金的黄金年龄段，

时间跨度约２０年，因此，应注重培养青年学者申报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积极性、规范性和前瞻性。３０

岁以下的科研人员在学历、职称、前期成果方面均不

占优势，但依然要鼓励其申报，使其在申报过程中积

累经验，总结规律，同时对其加强申报方向、申报内

容、申报格式等方面的培训，以提高其３０岁以后的
申报成功率。

（七）项目负责人前期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数统计分析

据统计，云南省６２２位项目负责人中，前期完成
国家社科１项的有１０７人，占立项总人数的１７％；
完成２项的２５人，占立项总人数的４％；完成３项的
７人，占立项总人数１％的（见图７）。

总体来看，云南省国家社科基金立项项目负责

人前期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偏少。作为云南省

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坚力量，项目负责人前期立项数

超过３项的仅有７人，这说明云南需要培养更多的
学科带头人和科研骨干。

（八）项目负责人前期主持或完成相关省部级

项目统计分析

据不完全统计，云南省６２２位项目负责人中，前
期主持或完成相关省部级项目１项的有２２１人，占
立项总人数的３６％；完成２项的有１０８人，占立项
总人数的１７％；完成３项的有３６人，占立项总人数
的６％；完成４项的有５人，占立项总人数的０８％；
完成５项的有７人，占立项总人数的１％；完成６项
的有４人，占立项总人数的０６％；完成７项的有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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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占立项总人数的０３％（见图８）。

近五年立项的６２２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由省
部级前期项目培育的共 ２６２项，占立项总数的
４２％，因此，加大对我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的经
费投入，增加扶持经费，从而扩大立项覆盖面，势在

必行。

三、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建议

通过对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云南省国家社科基金立
项信息进行统计与分析，可以看出近些年来云南省

的立项数稳中有升，学术研究水平和研究领域都得

到了拓展，社会科学竞争力不断增强。然而，通过统

计分析也发现云南省哲学科学在发展过程中存在学

科大家、专家偏少，重点项目占比偏低，优劣势学科

差距明显等问题，为此对云南省国家社会科学发展

提出以下建议：

（一）加大省级财政投入，建立省社科规划项目

向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转化的孵化机制

２０１６年，云南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总数
（不含西部项目）为９６项，在全国排名第１６位，再
创历史新高。这说明云南省社科研究人才及研究水

平均在逐年提升，处于至关重要的增长期。在此阶

段，云南省委、省政府应高度重视省内社会科学研究

工作，加大省级财政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扶持力

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相关建设，实质性增加云南省

社科规划项目立项数，进一步保障国家社科基金立

项数的增长。

另外，前期研究基础是国家社科基金申报立项

的参考指标之一，云南省由省部级项目培育的国家

社科基金项目占到立项总数的４２％。省部级项目
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在研究方向上有着一定的重合

性和延展性，存在孵化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可能。

因此，云南省各高校、科研机构在组织国家社科基金

项目申报工作时，除层层下达申报指标和任务外，应

重点以省部级项目的大基数带动国家社科项目的申

报积极性和中标成功率：一是明确有在研省部级项

目可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二是充分激活高校资

源，借校企合作、高校互助、“双百双进”等多样化形

式，联合社会实践部门、企业和机关，特别是外校专

家团队的指导帮助，基于省部级项目策划选题，深入

研究，开阔视野，扩展研究领域，增加由省部级项目

转化为国家社科基金研究标准项目的可能性；三是

在校内做好项目培育，利用绩效奖励建立起切实有

效的孵化机制。

（二）注重核心人才管理，着重培养中青年博士

２０１６年云南省立项 ６个重大项目，由云南大
学、云南民族大学、云南师范大学分别承担 ３、２、１
项，是立项数增长较快的重要因素。综观立项项目，

均是围绕周边国际问题，边疆治理和民族团结等重

大现实问题展开，首席专家均在该研究领域耕耘２０
年以上，多年来也组建了科研实力较强、团结协作的

研究队伍，加上与外地科研团队的精诚协作，为立项

打下了良好基础。

因此，云南省在重大项目的申报上应结合边疆、

多民族、与东南亚多国接壤、与南亚相近的地缘优

势，提前谋划选题，整合资源优势，主动服务国家战

略，力争推出对实践和决策具有指导意义的项目。

同时，云南高校应在政策和经费方面向核心科研人

才倾斜，以优良的条件进人、留人和育人，积极培育

科研团队的核心人物，高度重视核心人才管理；科研

管理机构应加强申报的组织和沟通，通盘管理，增进

校与校之间的合作与交流，打破壁垒，整合同学科、

同方向申报资源，避免省内竞争，确保申报力量

集中。

此外，除对已有项目负责人的重视和激励政策

外，还要特别重视中青年博士的培养，中青年博士是

未来５至１０年内在职称和科研能力、研究基础积累
等方面有大幅提升的后备力量，是未来云南省国家

社科基金项目立项的重要增长点。

最后，对科研工作者而言，不能仅将职称评定、

个人发展作为搞科研的唯一动力，而应志存高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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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民族，心系国家，以为社会和时代发展问题“诊

脉”为己任，在有生之年做出一名社会科学研究者

应有的贡献。这是推动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

根本动力。

（三）加强跨学科建设，以优势学科带动弱势学

科发展

跨学科研究是学科建设的重要趋势，通过学科的

交叉研究，有利于拓展研究人员的视野、增强科研能

力。［１５］国家社科基金较为重视交叉学科课题的申报，提

出了“靠近优先”原则，这为云南省将优势学科与弱势

学科交叉结合申报，提高弱势学科立项数提供了制度

保证。云南省的优势学科有民族问题研究、社会学、国

际问题研究、宗教学、中国历史、马列·科社、中国文

学、语言学和应用经济等。其中，边疆、多民族等地

缘优势使得民族问题研究成为云南省最具竞争力的

学科，而党史·党建、人口学、统计学和考古学等弱

势学科由于云南高校重视程度不够，科研人员少，学

科性质偏向基础研究等因素，近五年来立项数均不

足１０项。因此，将弱势学科与优势学科相结合，交
叉申报，是云南省未来弱势学科立项增长的突破口。

对优势学科，各高校应继续加强优势学科建设，

突出重点，以进一步提高云南省国家社科基金立项

学科的核心竞争力。对弱势学科，一是在学科设置

及人才招聘、引进等入口，把学科结构的优化调整作

为长期工作，为弱势学科建设和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二是政府、财政及教育部门应按一定的比例给予弱

势学科研究的支持和建设，给予特殊政策支持。［１５］

只有平衡立项学科结构，多学科共同增长，才能实现

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的全面发展。

（四）充分激活“间接经费”管控功能，促进云南

哲学社会科学从数量向质量发展

２０１６年，云南省共结项６９项。其中，免于鉴定
８项，优秀２项，良好２０项，合格３９项，结项优良率
（含免于鉴定）为４３５％。因此，在促进立项数增长
的同时，要不断提高云南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结项

成果的质量和水平，避免重立项、轻管理。２０１６年９
月２７日，全国社科规划办发布《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项目资金管理办法》，其第六条规定：“项目资金分

为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间接经费由责任单位统筹

管理使用。”项目经费由全国社科规划办管控尾款

转为所有经费直接下到责任单位，管理权限下沉，对

管理方式和手段提出了更高要求。云南省各高校、

科研机构除应及时制定配套的《项目资金内部管理

办法》，明确审批程序、管理要求和报销规定，落实

项目预算调剂、间接经费统筹使用、劳务费分配管

理、结余资金使用等管理权限，更应注重将间接经费

的提取和使用与项目结项时间、结项等级两个重要

因素挂钩，按不同比例实施绩效奖励和提取办法，用

间接经费对项目实施过程管理，充分激活间接经费

管控项目的功能，将间接经费“用活”，以此敦促项

目按期结项，避免逾期项目产生，鼓励提高项目成果

质量，促进云南哲学社会科学良性发展。

四、结语

综上，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不是单一部

门的事，需要管理部门，高校、科研机构，特别是每一

位科研工作者的密切配合、精诚团结。近五年来，云

南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数及结项优良率稳步提

升，这既代表了社会科学科研力量和水平的提升与

增长，同时也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提出了更高要

求，面临的考验也更加严峻。云南省除为科研工作

者营造良好的科研氛围、公平的申报环境和良性的

竞争机制外，还应加强对学科带头人、学术大家和专

家的重视，给予相应的配套奖励政策，鼓励中青年博

士等新晋科研力量开拓新的研究领域；进一步改善

立项结构，增加重点项目数，保证西部项目立项数的

同时，逐步增加一般项目立项数；加强跨学科建设，

整合资源，以优势学科带动弱势学科增长；激活“间

接经费”管控功能，促使项目按期、优质结项，提高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管理水平，推动云南省哲学社会

科学研究更加关注重大现实问题、前沿问题和社会

热点，服务地方社会发展，建设可持续的云南哲学社

会科学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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