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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主要是个人观点，请大家批判的听。

项目管理规定常变化，请以官方及学校政策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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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项目是干嘛的?

项目申请的基本信息

申请的一些建议

实施方面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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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项目是干嘛的?



为啥要申科研项目?

• 找工作?
• 评职称?
• 拿 “帽子”?
• 改善生活?
• 院系学校评估的重要数据?

• 到账经费
• 项目级别
• why?

• 有 xx项目 =科研能力? =科研成果?
• 国内学国外,理科学工科,文科学理科?
• 为了 “有”而申?

这些都是“副作用/副产品”,似乎偏离了科研的初衷.

下面谈谈我个人对科研项目的认知的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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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是一个比较排斥申请项目的 “年轻人”

不过这不完全是 “年轻人”在现实面前逐渐变“成熟”的俗套故事.

• “荷兰 90%的 CS项目都是失败的”.
• 我 Ph.D.所在的项目组的成果离它的原定目标也很远.
• 越大的项目似乎越是外行在审,不可避免要 “忽悠”.
• 不同层级的项目往往和学术圈的位置职称有很大关联.
• 我认为过早的给年轻人过多的资源是一件糟糕的事情:
research vs. people/event managing.

• 我又不需要维持一个实验室,拉一堆人搬砖...
• 我要证明没项目没人也能做出不输百万欧元项目的成果!
• 曾经在自己主页上列了一堆 “Projects”,但是特别自豪的强调
是 “ in terms of research, not research grants”.

在当时的我看来,申项目只是高校各种量化指标中的一个,在很多
时候和搞 “纯粹的科研”(特别是人文学科)甚至是对立的,北大也
不要求我们一定要申到项目才能评职称. 4



直到...

我真的有了一个很好的系统性的想法,也许可以开拓一个新领域.

但是,这也意味着:

• 特别多可以长期做的题目
• 更频繁的学术交流
• 找上门来的合作
• 被别人 “抢走”的风险
• 需要在工作上快速推进
• 需要争取学术界的逐渐的接受

但是,没钱,没人,没足够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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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怕就是为了学术交流: 出国开会,组织会议,邀访...

四处求爷爷告奶奶 “化缘”的日子:

• 求 “被参与”项目的支持
• 求资深教授的 “施舍”
• 求系里/学校特殊的交流项目的支持
• 求国外老师及合作者帮忙报销机票

为自己还好开口,为学生争取机会和资源呢?

我思想独立了,但是从科研条件上还不能独立.

申到 ERC starting grant的荷兰同学事业蒸蒸日上,已经在一个领
域成为国际上的一颗新星,并且带出了一批很优秀的学生及博后.

我终于理解了一个再显然不过的事情: 科研项目是为了更好的支
持你自己的科研,这也是科研项目最本质的意义所在,通常是年轻
学者通往学术独立的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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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科研之路

• 从推广/模仿/跟风到自己独立的新想法signature work
• 从能发 “好 (期刊上的)文章”到做出真正的好工作
• 从分散的小想法到系统性的中长期研究计划
• 从做好自己到带出好学生再到带动学科点发展
• 甚至推动本学科/领域未来的发展方向或者范式变革
• 过程中也要摸索时间管理、经费管理与人员组织
• 更广泛的国内外合作
• 要面对不确定性与试错
• 交流与传播你的想法: 专栏特刊、会议、报告...
• 在学术界“打下”一片天地
• 更大的能力，更大的责任

而科研项目就是支持你做这些事的基础资源和推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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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常见成见

• “我的科研不花钱”.
回应 保证独立科研的日常经费也是必须的,同时你可以帮助你的

学生与合作者. 有项目的“名义”会更加名正言顺,避免恶性竞
争. 时间上的限制对自己也是督促.

• “项目的钱不好花”.
• 想花在正常的学术用途但按规定不能花.
• 经费管理与项目负责人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之间的矛盾.
• 花不完的经费是负担.
• “逼人作假”.

回应 科研经费不是用来改善生活的! 现在经费管理更加理性,间
接经费尊重项目组付出,使用灵活. 国社科结余经费很多不再
收回. 预算不是做样子,应该仔细考虑按照计划去做.

8



一些常见成见

• 项目指南选题太局限,看不上.
回应 一般可以自选题,哪怕是重点项目.

• “我没申到就说明评审不公平,有不如我的人都中了”.
回应 有比你差的人申到了,但也有n多比你强的人也申到了... 社

科基金匿名的通讯评审相对公平,尤其对年轻人.（你可知自
科基金函评是不匿名的...）

• 写申请花时间,结项麻烦.
回应 写项目申请当然需要花大量时间,可以通过写申请书梳理思

路，真正思考研究课题的意义和执行计划. 纳税人二十万的
钱 (三倍中国人均 GDP),结项当然要认真也要花时间.

• 整一堆挂名的 “项目组成员”很麻烦.
回应 青年项目可以没有项目组成员,而且从 “孤胆英雄”到 “打群

架”之间还有很多不同的规模的组织结构,需要锻炼管理能
力,也可以促进真实的合作 (人文学科也越来越多).

• 最无语的 “顾虑”：“申了项目还得找人做啊.” 9



确实存在的问题

• “打招呼”的现象普遍存在
• 评审不通过没有类似自科基金的反馈
• 限额申报 (不是所有省市都有限制)
• 国社科每个大学每个学科有 5个中标上限
• 申请更严格的限项
• 申请信息化程度还有待提高
• 结项的一些财务手续比较繁杂
• 国内一般没有教学量的置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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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社科基金看的见的改进：放宽,简化,优化

和十多年前国社科青年基金时相比:

• 取消对非高级职称申请者的特殊限制.
• 对青年项目命中率的倾斜,资助力度同一般项目.
• 青年项目申请时不再需要列出参与者.
• 预算的编制简化务实,结余经费不收回.
• 更加正视经费使用的复杂性和人的价值: 间接经费.
• 对外文成果更加开放,可吸收境外课题组成员.
• ...

就像高考一样,这是对年轻人相对公平的机会.

与国外同级人文项目相比,国内项目虽然看上去金额小一些，但
国外的项目主要支付的是人员费,国内人文学科硕博士的位置比
较固定,博士位置自带资助,也有竞争性博后这样不限专业的位
置,校内的配套支持. 纯粹的科研经费已经不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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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申请的基本信息



类别 (人文社科类纵向)

• 国家社科基金
• 重大项目
• 年度项目 (重点、一般、青年)
• 后期资助
• 中华外译
• 冷门绝学
• 其他: 重大专项、单列学科 (教育、艺术)、思政、应急专项、
成果文库

• 教育部人文社科（繁荣计划）
• 重大攻关
• 一般项目: 规划、青年

• 教育部重点基地项目
• 地方省部级项目: 比如北京市、广东省社科基金
• 其他: 部委委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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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社科的一些统计数据（2021）

• 年度总经费 26.5亿 (含重大等), “规模不再增加，主要结构调
整”. 自科基金年度总经费 313亿,教育部人文社科 6亿.

• 资助 4600余项，67%一般项目，25%青年项目，8%重点项
目. 2021年度逻辑学青年项目资助 0个...

• 年度项目平均立项率 14%左右.
• 其中重点项目 11%左右,一般 14%左右,青年 15%左右.

(部分数据和流程来源于北大社科部项目办同事的整理,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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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社科年度项目运行周期

具体时间这两年不稳定...

• 1-3月申报
• 4-5月匿名网评/函评
• 6-7月 “会评”
• 8-9月公布结果
• 填写预算
• 拨付第一笔经费 (90%)
• 网上中期检查 (第 3年)
• 结项
• 最终清理 (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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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指标

通讯评审 (函评、网评): 每个函评评审人收到 30份活页,选 1/4
左右入围,评审时间往往只有几天.

30% 选题: 学术或应用价值，国内外研究状况把握情况.
50% 论证: 研究内容、基本观点、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创新之处.
20% 研究基础: 负责人研究积累及成果

会评 (可看到申请人信息):

• 专家主审介绍
• 小组讨论推荐
• 大组讨论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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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使用办法修订 (2021)中的利好内容

• 预算只分大类: 业务、劳务、设备 +固定的间接费
• 扩大项目经费管理自主权：预算精简、结余资金不再收回.
• 提高间接费比例：(50万以下的项目)标准 40%，按照结项
等级可提高：优秀 60%良好 50%.

• 试点经费包干制：后期资助、中华学术外译.
• 结余经费: 结项后六个月内结账,三年后回到院系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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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常见问题

有限经验，姑且听之.

• 自选题目 vs指南题目
• 重点项目 vs一般项目
• 单个申请者 vs课题组
• 申请预算 vs最终预算填报
• 申请结项时间 vs最终结项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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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的一些建议



为了中项目 vs. 为了做研究

很多公众号上有不少申请 “窍门”,往往先通过 “大数据”挑热门关
键词,挑命中率比较高的学科作为入口,再整点跨学科,往自己熟
的东西上靠靠,攒个申请书出来,找个工作评个职称.

然而,项目不是用来交换利益的! 就像房不是用来炒的!

申项目应该是为了更好的做研究,应该是好的想法和积累在前,写
申请书在后,而不是为了中项目而硬凑一个东西.

所以，有好想法、新想法、真想法是第一位的.

没有怎么办? 慢慢来,需要积累和一点运气... 一直没有怎么办?
那要考虑是否适合做学术,否则会很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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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不犯低级错误:

• 限项规定
• 活页漏写课题名称
• 签字
• 一致性: 姓名、课题名
• 未按提纲提供相应内容
• 缺项: 代码、完成时间、字数等
• 活页保证匿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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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个人建议

• 申请书不能有短板,还要突出亮点
• 让大同行看出热闹,让小同行看出门道.
• 那些外行专家呢? 不用管也管不了.
• 让重要性和创新点容易理解.
• 综述让人看出你对相关领域的了解,可以简洁但要切中关键,
不要忽视国内的文献.

• 一定重视格式,可以的话做特定的格式突出.
• 先搭逻辑框架列点,然后填内容.
• 想清楚才能写清楚,试图写清楚有助于想清楚.
• 重视前期积累,可以做一些再申请
• 找资深一点的老师帮忙修改!

其实很像写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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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视不确定性

顶级期刊也会误杀好文章,哪怕评审都很专业而且负责任.

• 认真对待申请书,就当做一次系统性梳理自己想法的机会.
• 大多数人不中也是常态.
• “得之我幸失之我命”.
• 没有也照样做.
• 和恋爱一样,从被拒中成长.
• 把握住你能把握的东西，做到问心无愧.
• 让自己变强是王道!

北大哲学系要求预聘制助理教授要在预聘期内申请过一次. 不中
也没关系,继续思考,以后会有更好的 idea,顺其自然,水到渠成!
事实上大家还是很积极的申请项目，几乎所有 “青椒”都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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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方面的建议



实施

不是申到项目就完了...推动计划的科研方向,尽可能达到目标.

• 过程管理
• 正视科研不确定性,但尽量按计划做,做好年度总结,及时调
整局部策略和短期目标

• 中期检查 (2年左右)完成 30%以上的计划
• 项目有资助且主题有关系的才标注项目号致谢 (不能两个).
• 清理期前完成的项目不需要提交延期申请

• 人员管理
• 管理自己的时间,保证充分投入
• 可组织组会及工作坊促进项目组成员交流
• 劳务及奖励发放合理

• 财务管理
• 知晓经费使用的限制,该用要用
• 经费使用真实、合规、合理、必要、有据可查而且知情
• 避免过度浪费及突击花钱
• 国社科项目经费不能支付版面费!
• 调动单位及时转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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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项

• 国社科结项无需纸板材料.
• 最终成果先鉴定再出版 (项目组成员匿名及隐去承担单位) .
• 专题论文集开头要对项目研究目标、单篇内容及其与总目标
的对应关系、论文是否发表等情况作一个概述性说明.

• 查重 (不限格式,但需包括所有课题组成员)
• 项目总结报告,成果简介.
• 根据经费使用要求调整好支出来源再打印收支明细表.
• 结项决算相关信息认真核对 (经费,成果字数课题组姓名等).
• 退出学术圈也要结项! (立项后申请书视为具有约束力的资助
合同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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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开车一样,往远看才能走得正

项目的各方面都应尽可能求真:

• 真实的兴趣
• 真实的想法
• 真实的预算
• 真实的合作
• 真实的致谢
• 真实的结果
• ...

我们可以 “站着把钱挣了”.

希望大家都做真诚的研究,申到真正可以帮到你科研的项目,逐渐
走上学术独立之路,在国内国际学界有自己的一片天地.

当然,不用几百万欧元也能做出同等或者更出色的成果,还是应该
鼓励的!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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