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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强校工程

• 进一步扩大和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提升我省
高校办学水平的纲领性工程。

• 按照“汇聚资源，统筹运用；分类指导，特色
发展；规划引领，突出绩效”的原则推进

• 2014年起，我厅立项建设了一批基础研究重大
项目及应用研究重大项目、创新团队项目、特
色创新类项目、青年创新人才类项目，以上各
类项目统称为“创新强校工程”科研项目。



转变项目管理方式的背景

• 适应国家和省科技体制机制改革的客观要求（政
府部门不再直接管理具体项目，主要负责战略规
划、制定政策、统筹布局、评估监管等工作）

• 适应简政放权、放管结合的工作要求（转变政府
职能、转变工作方式、转变工作作风）

• 适应我省高等教育“创新强校工程”的总体要求
（扩大和落实了高校的办学自主权，其中就包括
赋予高校在科研平台和科研项目方面的遴选、建
设/实施和管理的自主权）



高校在项目管理中的主要职责
结合本校“创新强校工程”
总体规划，自行制定本校
科研项目的培育方案和管
理细则；

自主开展各类科研项目的
遴选和培育工作；

负责各类科研项目的日常
管理工作

负责筹措和落实各类科研
项目的实施经费；

负责对科研经费使用情况
进行监管；

负责项目成果的宣传、推
广和转化应用等工作；

负责定期向省教育厅报告
科研项目的培育和实施情
况等



自主培育
• 高校科研项目的培育工作需纳入本校 “创新强校工

程”总体规划中统筹实施
• 高校纳入“创新强校工程”总体规划中的重点培育

项目需经过规范程序遴选确定
• 制定遴选标准和程序，择优确定本校重点培育建设

的科研项目
• 建立经费保障制度，确保重点培育项目的培育建设

经费落实到位
• 制定具体的管理办法或细则
• 建立定期评估、动态管理、优胜劣汰、滚动发展的

管理机制



遴选认定

• 省教育厅定期组织重点科研平台和项目的遴选认
定工作；

• 重大科研项目（包括基础研究重大项目、应用研
究重大项目、国际合作重大项目、创新团队项目
等）的遴选认定工作由省教育厅组织，或委托第
三方负责；

• 特色创新项目、青年创新人才类项目等遴选认定
工作由各高校具体负责。



遴选认定

• 遴选认定程序包括形式审查、组织专家通过网络
或会议评议等方式进行评审，或视需要组织专家
进行现场答辩等环节。

• 对于高校自行组织的遴选认定项目，须经学校学
术委员会审议通过，评审结果需在学校内进行公
示，公示时间不少于5天。评审结果按程序报批
后，省教育厅对项目进行编号并正式下达立项通
知。



遴选认定

• 经遴选认定的重大科研项目，需按要求签订合同
书或任务书，由依托高校具体审核签订，并报送
省教育厅备案。

• 特色创新项目、青年创新人才类项目等经批准立
项后，项目申请书报送省教育厅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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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管理——开题

• “创新强校工程”科研项目立项后，一般应在三
个月内组织开题工作。开题专家一般为3-7人，
其中校内专家不超过专家总人数的1/3。开题报
告由各高校进行审核，其中重大科研项目的开题
报告报送省教育厅备案。



项目管理——变更

• 科研项目获准立项后，项目负责人可根据研究需要，
申请项目变更。

• 项目变更分为一般变更和重大变更
• 一般变更包括项目组成员的调整，项目延期（延期

时间不得超过2年），项目经费预算变更（总经费不
变的前提下等；

• 重大变更包括项目名称调整、研究内容和成果形式
的重大调整、项目总经费变更和研究项目终止等。

• 项目的一般变更由学校自行决定，项目的重大变更
须由学校学术委员会审议通过，并报省教育厅备案。



项目管理——中期检查

• 中期检查由高校自行组织，主要根据项目的申报
书或合同书（任务书）检查项目阶段性任务完成
情况。

• 重大项目中期检查的组织情况和检查结果形成报
告，由学校科研管理部门汇总后于当年12月底
前报省教育厅备案。



项目管理——撤项
• 存在以下情况：可由教育厅宣布撤项：
（1）项目立项一年内未开展研究，没有实质性进展；

（2）项目组不具备按原计划完成研究任务的条件和能力；

（3）项目负责人未经批准擅自变更研究基本内容；

（4）研究周期内未能如期完成约定的任务，延期两次后
仍未完成（延期一次的时间一般为一年）；

（5）项目成果存在严重政治问题或严重违反学术道德等
情况。

• 程序：须经学校学术委员会审议通过后，报请立项单位
（省教育厅）正式撤项。撤项后项目经费由高校负责收
回，并自行安排用于支持学校科研工作。



项目管理——结题验收（鉴定）

• 项目负责人在研究周期结束或完成研究任务后两个月内
提出项目验收或鉴定申请

• 高校科研管理部门对项目验收（鉴定）材料进行形式审
查，并符合相关规定要求方可进入验收（鉴定）环节。

• 可采用会议验收（鉴定）或通讯验收（鉴定）的方式
• 可按类别或按学科统一组织
• 验收（鉴定）专家组一般由3-7名专家组成，其中校内

专家不超过专家总人数的1/3。
• 重大项目的验收（鉴定）工作须经省教育厅对验收（鉴

定）材料、验收（鉴定）专家、验收（鉴定）程序等审
核同意后，方可由学校组织开展。



项目管理——结题验收（鉴定）
• 项目验收（鉴定）结果分为优秀、良好、合格和不

合格四个等级。各高校要合理确定每年度项目验收
（鉴定）结果等级比例，其中优秀等级一般不超过
20%。

• 人文社科类项目如达到申报书或合同书（任务书）
规定要求，并符合同类型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或教
育部社科项目免于鉴定的要求，可申请免于鉴定。

• 免于鉴定的申请（说明理由）、相关证明材料和结
题审批书及研究成果等材料，由高校负责审核。其
中重大项目免于鉴定的材料，报送省教育厅备案。



项目管理——结题验收（鉴定）

• 每年6月和12月底前将本年度本校“创新强校工
程”科研项目的验收（鉴定）材料和验收（鉴定）
结果报省教育厅。

• 对验收（鉴定）为优秀、良好、合格的科研项目，
由省教育厅统一发放结项证书。



项目管理——评估检查

• 省教育厅将不定期对各高校的科研项目的管理工
作进行监督检查和评估

• 对于管理规范、评估检查优秀的高校，在学校
“创新强校工程”考核中给予加分奖励；

• 对于评估检查中存在问题的高校，将根据实际情
况，在学校“创新强校工程”考核中适当扣减相
应得分，并给予核减“创新强校工程”科研平台
和项目申报限额、限期责令整改、通报等处理。



新管理方式的特点

• 明确职责

• 规范程序

• 促进改革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