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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四川省第⼗九次社会科学
优秀成果评奖的通知

各市（州）社科联、⾼校社科联、省级学会（协会、研究会）：

根据省委、省政府关于哲学社会科学⼯作决策部署，省

第⼗九次社会科学评奖委员会决定于 2020年开展四川省第

⼗九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作。现将本次评奖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评奖范围

以下成果可参加本次社科评奖：2018年 1⽉ 1⽇⾄ 2019

年 12⽉ 31⽇期间，我省作者公开发表的社会科学研究论⽂、

研究报告；正式出版（以第⼀次版、印时间为准）的专著（含

个⼈的专题论⽂集）、译著、古籍整理、⼯具书、科普读物；

经省级及其以上新闻出版部⻔批准的刊型内部资料（准印证

第 01、02号）上发表的论⽂、研究报告；未曾公开发表但被

省、部级及其以上党政机关采⽤、推⼴，或被省、部级及其

以上领导采纳，或直接吸收进省、部级及其以上重要⽂件并

出具证明的研究报告（以证明出具时间为准）；已结题的国

家社科基⾦、国家⾃然科学基⾦（社科类项⽬）、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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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项⽬、省社科规划项⽬以及省科技厅软科学项⽬（以

结项证书时间为准）。

⼆、奖项设置

本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设荣誉奖、⼀等奖、⼆等奖、

三等奖。⼀、⼆、三等奖限额为 400项，其中，⼀等奖不超

过 30项，⼆等奖 120项左右，三等奖 250项左右。荣誉奖

根据实际情况产⽣。

三、申报办法

本次评奖采⽤⽹上申报⽅式。申报⼈按照《四川省第⼗

九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实施细则》（以下简称《评奖实

施细则》，⻅四川省社科评奖管理系统⾸⻚“通知公告”）第第第

五章申报办法的具体规定，五章申报办法的具体规定，五章申报办法的具体规定，根据⾃身情况选择某⼀市（州）

社科联、⾼校社科联或省级学会（协会、研究会）作为初评

单位进⾏申报，不得多渠道申报不得多渠道申报不得多渠道申报。选择省级学会（协会、研

究会）作为初评单位请务必提前联系初评单位⼈员确定（联

系⽅式⻅系统⾸⻚）。省评奖办不受理个⼈申报。

具体申报程序如下：

（⼀）⽹上申报

1.申报⼈进⼊“四川省社科评奖管理系统”（四川省社科

联官⽹⾸⻚右侧点击进⼊），在系统⾸⻚下载“申报⼈使⽤

⼿册”“常⻅问题解答”，仔细阅读后按照提示进⾏实名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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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已注册⽤户直接登录。忘记账号密码⻅常⻅问题解答忘记账号密码⻅常⻅问题解答忘记账号密码⻅常⻅问题解答

或联系技术⽀持：或联系技术⽀持：或联系技术⽀持：400-800-1636400-800-1636400-800-1636。。。

2.下载《四川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申报评审表》（以

下简称《申报评审表》），按照《申报评审表》“填写步骤”

提示点击填写，填写完成后务必点击“检查填报内容并保护

⽂档”后上传并打印。

3.扫描上传材料。所有申报成果必须上传以下材料之⼀：

公开发表的（含刊型内部资料上发表）上传该成果的刊物⽬

录⻚；公开出版的上传出版物封⾯及出版信息扉⻚；未曾公

开发表或出版的上传省、部级及其以上采⽤证明，或项⽬结

项证书。与成果有直接关联的⽂章、书评及其他社会影响材

料等也可上传。

（⼆）报送初评材料

申报⼈向选择的初评单位报送：①申报成果暂交⼀式三

份，⾄少有 2份原件，其余可复印；②经系统打印的《申报

评审表》，暂交⼀式三份，需本⼈签章；③已上传系统的佐

证材料打印装订成册，提交 1份。

（三）初评通过后报送材料

初评通过的成果，由初评单位通知申报⼈按《各学科推

荐成果报送材料表》（⻅附件）要求报送申报成果及材料。

四、申报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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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认真阅读、正确理解《评奖实施细则》，严格按照相

关规定进⾏申报。申报⼈务必根据⾃身情况，按照有关规定

选择初评单位，不符合规定的申报初评单位可以拒绝受理。

省评奖办不受理个⼈申报。

2.《评奖实施细则》中明确规定不属参评范围的成果不

予受理。内容涉及国家秘密的成果不能申报。

3.参评成果的所属学科

申报⼈务必根据成果的实际内容慎重选择所属学科，交

叉学科按就近原则填写，申报截⽌所属学科不得调整。翻译

类、科普读物以及确⽆法归属某⼀学科的成果，可选择“综

合类”作为所属学科，其他成果均不得选择“综合类”。学科评

审组专家是按照学科组构成学科在省社科评奖专家库随机

遴选，如因所属学科问题，学科评审组不予评审或推荐，后

果申报⼈⾃负。

4.个⼈申报限额问题

本次评奖不管是作为申报⼈还是参与⼈，每个⼈最多申

报或参与两项个⼈成果，其中，个⼈独⽴完成成果限报 1项。

个⼈申报或参与达到 2项，系统⾃动锁定，第三次出现该⼈

的申报评审表系统拒绝上传。有多项成果申报或参与申报

的，请慎重选择，申报⼈务必向参与⼈本⼈告知此情况，征

得参与⼈本⼈同意后再⾏申报。

5.负责⼈与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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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必须是论⽂的第⼀作者；系列论⽂参与完成三

分之⼆以上，且部分论⽂是第⼀作者；专著的主编或著者；

研究报告的第⼀完成⼈；课题结项证书上的负责⼈。

参与⼈：必须是论⽂或系列论⽂的署名作者；专著封⾯

的主编或著者，正⽂中的写作⼈，前⾔后记明确参与写作的

⼈员；研究报告的署名作者；课题结项证书上的参与⼈。

多⼈合作成果，若以个⼈或部分成员申报，须出具其他

成员签字的同意证明，否则不予受理。

6.集体成果

集体成果不出现任何个⼈署名，原则上不限额。以集体

或单位名义申报的成果，须在《申报评审表》填写集体申报

说明，以集体名义申报如课题组须由课题组负责⼈签字，以

单位名义申报须经单位领导⼈签字并加盖公章。集体成果⼀

经申报不予变动，获奖后省评奖办不提供任何个⼈获奖证明。

7.《申报评审表》的所有内容请申报⼈认真如实填写，

申报截⽌后不能作任何修改，纸质《申报评审表》必须与⽹

上提交的《申报评审表》内容完全⼀致，内容不⼀致的参评

成果不予受理。申报⼈务必在《申报评审表》“申报⼈的承诺”

处签章。

8.请及时申报并按通知要求报送纸质材料到初评单位，

未按时报送材料视为⾃动放弃参评。申报期间均可在系统提

交申报或修改重传，申报截⽌系统⾃动关闭，拒绝任何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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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修改。

请申报⼈尽量提前提交，如在最后截⽌时间因⽹络或技

术问题导致提交不成功，后果申报⼈⾃负。

9.凡申报参评的成果及材料，不论获奖与否，都不退还

本⼈。

五、初评单位管理要求

本次评奖采取初评单位在线管理。各市（州）社科联、

⾼校社科联、省级学会（协会、研究会）作为本次社科评奖

的初评单位，要切实履⾏好成果的在线受理申报、在线审核、

在线管理的职责，严格按照《评奖实施细则》相关规定组织

初评⼯作，并按要求报送初评材料。初评通过的申报成果及

《申报评审表》份数必须按照《各学科推荐成果报送材料表》

要求报送到省评奖办。

各初评单位要牢固树⽴责任意识和质量意识，加强对申

报成果的审核⼯作，严格把关，认真做好在线审核和纸质材

料审核⼯作。凡有下列情形之⼀的，审核不予通过：

1.不符合《评奖实施细则》规定的申报成果，如不在要

求时限内的成果或不属申报参评范围的成果等；

2.不属于本初评单位审核范围的申报成果；

3.不按本通知要求提交纸质材料的申报成果。

六、时间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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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时间：10⽉ 15⽇-11⽉ 12⽇。省评奖办 10

⽉ 15⽇ 09：00开通⽹上申报系统，接受申报；11⽉ 12⽇

17:00申报截⽌，⽹上申报系统⾃动关闭，⼀律不再受理申报

和修改。11⽉:13⽇前报送纸质材料到初评单位。

（⼆）初评单位⽹上审核时间：11⽉ 13⽇——16⽇各

初评单位开展集中审核。

（三）初评单位开展初评的时间及报送材料⽬录：

1.初评前，于 11⽉ 18⽇前在系统填报并提交《关于开展

初评⼯作的报告》。逾期不提交视为⾃动放弃本次评奖初评

资格。

2.初评：于 12⽉ 18⽇前完成初评⼯作，《关于开展初

评⼯作的报告》经省评奖办⽹上审核同意后即可按计划开

展。

3.初评后提交：①《四川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初评

单位推荐汇总表》（系统⾃动⽣成）纸质⼀份，⾸⻚左上⻆

加盖单位公章；②《关于开展初评⼯作的报告》（系统⾃动

⽣成）纸质⼀份（加盖单位公章）；③申报成果，份数参照

《各学科推荐成果报送材料表》，⾄少有 2份原件；④《申

报评审表》，纸质份数参照《各学科推荐成果报送材料表》，

⾄少有 1份原件（加盖初评单位鲜章）；⑤佐证材料打印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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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成册提交 1份。以上材料务必于 12⽉ 25⽇前送达省评奖

办。

请随时关注社科评奖管理系统，省评奖办将及时发布评

奖有关信息。现已同步发布了《评奖实施细则》等有关材料，

请申报⼈和初评单位认真阅读后进⾏申报和初评。

如有不明之事，申报⼈请与各初评单位联系（联系⽅式

⻅系统⾸⻚），初评单位与省评奖办联系。申报中遇到技术

问题请按“申报⼈使⽤⼿册”“常⻅问题解答”提示操作，不能

解决的请联系技术⽀持电话 400-800-1636。

附件：各学科推荐成果报送材料表

四川省社会科学评奖委员会办公室

2020年 10⽉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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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各学科推荐成果报送材料表

学科

初评后报送材料份数

申报成果（份）
（论⽂类论⽂类论⽂类成果⾄少 222份原份原份原
件件件，其余可复印）

申报评审表（份）

⻢列·科社 11 11

党建 11 11

党史 9 9

政治学 11 11

国际问题研究 11 11

哲学 9 9

宗教学 9 9

理论经济 11 11

应⽤经济 11 11

统计学 11 11

管理学 11 11

法学 7 7

社会学 7 7

⼈⼝学 7 7

⺠族问题研究 7 7

中国历史 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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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历史 9 9

考古学 9 9

中国⽂学 11 11

外国⽂学 11 11

语⾔学 11 11

体育学 11 11

教育学 11 11

新闻学与传播学 7 7

图书馆、情报与⽂献学 5 5

艺术学 9 9

宣传⽂化类 7 7

志书类 5 5

综合 9 9

注：各初评单位应视推荐成果所属学科，对照上表报送材料

份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