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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大学物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同济物内〔2023〕8号 
 

 

 

关于印发《同济大学物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关于科研项目申报的管理办法（暂行）》的通

知 
 

全体师生： 

    《同济大学物理科学与工程学院关于科研项目申报的管理办

法（暂行）》，经 2023 年 4月 12 日学院党委会第（4）次会议讨

论， 2023 年 4月 12 日党政联席会第（4）次会议通过。请遵照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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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大学物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关于科研项目申报的管理办法（暂行） 

 
为响应教育部印发的《关于加强高校有组织科研、推动高水

平自立自强的若干意见》，集中学院优势科研力量，聚焦国家重大

战略需求，面向产业转型升级和区域高质量发展，力争在关键领

域实现重大突破，特制定如下科研项目申报的管理办法。 

一、主要目标 

国家基金项目和科研奖项是衡量一所高校核心竞争力的重

要指标，是催生高水平科研成果的强有力支撑，也是我院进位赶

超的重要抓手。近几年，我院的国家基金项目申报数、立项数和

资助金额逐年提高，但距离学院快速发展要求仍存在一定的差距，

特别是重点重大项目申报较少。科研奖励申报和获奖数量日益增

多，但是高水平科研奖励依旧缺乏。为了促进我院国家基金项目

和高水平科研奖励申报取得更好的成绩，一方面需要提高项目和

奖项的申报数量，同时要加强对申报工作的管理和服务工作，提

升申报质量，最终实现项目和奖项立项数的持续突破。 

二、工作要求 

（一）广泛动员，充实申报数量 

高度重视，积极做好项目申请的宣传和动员工作，确保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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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条件的老师都积极申报，具体要求如下： 

1.本办法管理的对象为我院科研工作人员（含：教学科研型

教师和高等研究院人员）。教学或教辅类教师鼓励申报科研项目，

但原则上不做要求。 

2.四年内即将退休、或者在研项目已经限项的科研工作人员，

当年可以不申报，以下简称免申请条件。 

3.不满足免申请条件、并且无在研国家级项目的科研工作人

员，当年必须申请一项国家级基金项目。 

4.不满足免申请条件、有在研国家级项目、并且近三年无申

请记录的教学科研型教师，当年必须申请一项国家级基金项目。 

5.未限项、无主持国家基金项目的在站博士后，当年必须作

为项目负责人申报一项国家级基金项目（含博士后基金）。 

6.为实现有组织科研管理，学院将提前布局谋划，统一汇总

教师们的项目和报奖申报意愿，并积极开展协调工作。 

7.在集中期申请的项目，学院将向全院教师提前征集申报意

向，申请人需在指定时间内向学院反馈申报意愿。 

8.鼓励教师在非集中期申请各类项目，申请人应该向学院报

备申报意愿。 

（二）精心组织，提升申报质量 

为提升项目申报质量，保证项目立项率，学院将积极做好组

织和服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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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积极组织召开申报工作动员会，邀请校内外专家作辅导报

告，广泛动员。 

2.严把申报项目质量关，组织课题组+学院两级专家把关，对

每个申报项目进行评审和辅导。 

3.认真审核项目申报书，进行规范化检查，包括人员查重、

合作单位认可、附件材料检查等，提高初审通过率。 

4.在重点学科经费、平台经费、科研机构经费中给予申报工

作支持。 

三、具体举措 

为提高广大教师申报国家基金项目和科研奖项的积极性，保

证申报工作的有序开展，学院将加强组织和管理，具体举措包括： 

1.对积极申报的教师，在各类科研项目和人才项目申报中给

予优先推荐。 

2.根据《物理科学与工程学院导师招生名额分配办法》，对重

点项目负责人、重大项目或重点研发计划首席等进行研究生招生

名额奖励。 

3.项目申报情况将作为教师年终考核和导师资格认定的重要

依据。对于无在研国家级项目并且不申报的教师，不得推荐参与

当年优秀教师的评选活动以及人才项目申报，当年教职工考核不

得评优，并根据《物理科学与工程学院绩效分配管理办法》扣减

年终科研绩效。教师作为项目负责人承担在研国家级科研项目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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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资格认定挂钩。 

4.对符合申报条件而不申报的博士后，停止发放当年学院配

套的博士后工资。 

四、其他事项 

本管理办法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审核通过后试行，解释权

归属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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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大学物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2023 年 4月 14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