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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大专项申报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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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团队专项申报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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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学科创新团队（社会科学类）申报人须主持1项国家级项目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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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才专项申报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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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博士后专项申报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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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科普专项申报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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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传承创新专项申报指南

（一）支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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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乡村振兴专项申报指南

（一）支持方向



（二）支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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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自由探索专项申报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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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出版著作专项申报指南

（一）申报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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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后补助专项申报指南

（一）申报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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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党建专项申报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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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支持标准



（三）验收条件

十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专项

申报指南

（一）支持方向



（二）支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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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廉洁文化专项申报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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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验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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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辅导员专项申报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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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课题申报人可根据本课题指南申报课题，也可根据工作实际

自行拟定课题研究方向。

（二）支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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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实验技术专项申报指南

（一）支持方向



（二）支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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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验收条件

十六、医院专项申报指南

（一）支持方向



（二）支持标准

（三）验收条件

十七、补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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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支持方向
	申报项目应符合学校“十四五”重点布局方向，覆盖自然科学、人文社科领域的重大基础研究、重大科学问题、关
	（二）支持标准
	（三）申报条件
	  申报人需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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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支持标准
	6-12万元/项，项目立项后拨付6万元，中期考核获批：
	1.中国博士后基金项目（面上（含地区专项）、特别资助或国/境外交流项目等），支持经费＞10万元，再进
	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青年基金或面上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青年、一般或西部项目），再进阶资助
	3.暂无以上两项者，将组织专家对博士后研究工作开展评审，最后根据评审情况，给予进阶资助3万元、1万元
	4.在中期考核以后、正常出站以前，符合1或2项者，按就高标准给予后补助，在延期期间和出站以后，不得获
	（三）验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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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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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大学生网络素养内容、载体及培育机制研究
	30.大学生网络“亚文化”现象的教育引导研究
	31.高校思政类微信公众号的建设现状与发展策略研究
	32.高校网络文化产品精准推送机制研究
	33. 高校大学生生涯教育共同体建设研究
	34. 大学生就业择业现状调查研究
	35. 职业核心能力训练与大学生高质量就业研究
	36. 新时期大学生就业指导模式研究
	37. 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研究
	38. 大学生诚信教育与信用体系研究
	39. 资助育人的内容和机制研究
	40. 新时期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的探索与创新研究
	41.大学生“社恐”现象的心理机制与有效应对研究
	42.大学生心理问题早期发现和科学干预机制研究
	43.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体系建设创新研究
	44.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培育的路径与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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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学校共青团工作的绩效评估机制创新研究
	54. 高校共青团第二课堂育人与管理机制研究
	55. 新形势下高校学生社团管理创新研究
	56. 大学生志愿服务工作体系的规范化研究
	57.高校学生组织育人的路径和机制创新研究
	58.“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管理模式建设理论逻辑与实践进路研究 
	59.新时代高校国家安全教育有效策略研究
	60.高校学生群体性事件应对与处置策略研究
	61. “三全育人”背景下辅导员的育人定位与实现路径研究
	62. 高校学生党组织建设历史与经验启示研究
	63. 新形势下学生骨干培养方法创新研究
	64. 学生骨干团队建设与激励机制研究
	65. 数字化时代下的学生骨干管理信息化建设研究
	66. “一站式”学生社区管理下的社区思政教育模式创新研究
	67．学生社团与“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融合发展研究
	68. 体育、美育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研究
	69. 少数民族大学生学业支持体系构建研究
	70. 少数民族大学生职业发展路径与就业指导研究
	71. 高校辅导员网络思政平台创新路径研究
	72. 网络思政教育的创新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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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成果应以论文、专利、专著及经认定的研究报告、新技术新方法实验报告、分析（评价）方法、制度规范等具
	十六、医院专项申报指南
	（一）支持方向
	该专项实行双PI制，由学校研究人员和学校教学医院、实习医院（除附属医院体系外）职工联合申报。资助范围
	（二）支持标准
	由申请单位自行拟定并独立出资，原则上每项资助力度不低于20万元/项（实际到位经费），经费使用要求双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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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部级及以上课题立项或高水平论文，研究成果归医院和成都中医药大学共同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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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博士后仅能主持博士后专项。
	3. “杏林学者”学科人才科研提升计划延期者，近三年因非不可抗力因素导致各级各类项目撤项者不得申报。
	4.重大专项、团队专项不得将前期主持的“杏林学者”项目中列入的支撑条件用于本次申报。
	5.获得学校资金支持，资助期限内未结题验收者，不纳入本计划支持。
	6.鼓励吸纳本科学生加入课题研究；
	7.申报书不符合指南支持方向者、申报书空白者、申报书类别填写错误、系统通道填写错误等形式审查不合格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