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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高等学校： 

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鼓励高等学校主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加快高校科技创

新人才的培养，省教育厅决定组织申报 2016 年度甘肃省高

等学校科研项目，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项目类别 

甘肃省高等学校科研项目分为资助项目和自筹经费项

目两类，两类项目同时申报，同时评审。研究项目分为基础

研究、应用研究、实验与发展三个类别。 

二、重点任务 

根据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

总体部署和要求，重点培育新材料、新能源、生物产业、信

息技术、先进装备制造、节能环保、新型煤化工、现代服务

业等 8个领域。特别是与“精准扶贫”“一带一路”“兰白

科技创新改革试验区”“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循环经济”

“电子商务”“文化产业”“陇药产业”等省委省政府重点

工作紧密相关的课题。 



 

 

三、资助额度 

资助项目分为重大项目和一般项目。重大项目，每项资

助 5-10万元，研究时限为 6个月。一般项目，每项资助 0.5-2

万元；“自筹经费项目”由省教育厅下达项目计划，经费由

申请者所在学校筹集，研究时限一般为 1-2年。 

四、申报条件 

（一）重大项目 

1.申请人必须依托厅级以上科研平台，具有良好的科研

条件和科研团队。 

2.申请人具有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必须是完成过

省部级以上研究课题的课题负责人。 

3.申请人必须真正承担和负责组织、指导课题的实施；

不能从事实质性研究工作者，不得申请。 

4.项目组应吸收政府部门及产业界人士参加，以增强研

究的实用性、针对性。 

5.除有特殊说明外，重大项目研究时限不得超过 6个月。 

6.项目组须按时报送研究成果，并提供咨询报告。 

7.申报的项目，必须在选题范围内（附件 1）,题目自拟。 

（二）一般项目 

1.申请者必须能够实际从事研究工作，并真正承担和负

责项目的实施。 

2.每个申请者限报一个项目，所列项目组主要成员不得

超过 5人，并且征得成员本人签名同意。 

3.申请者应为具有硕士学位以上的在编在岗在职教师。 

4.鼓励申请者与企业、科研院所科研人员共同申报。 

五、材料要求 



 

 

项目申报以学校为单位集中申报，不受理个人申报，申

报截止日期为 2016 年 4 月 29日，逾期不予受理。申报单位

须对本单位所申报的项目进行审核、排序，并报送以下纸质

材料：    

（一）学校申报项目文件 1份；  

（二）《甘肃省高等学校科研项目申报情况汇总表》（以

下简称《汇总表》）2份及电子文档（请发至指定邮箱）。 

（三）《甘肃省高等学校科研项目申请书》（以下简称

《申请书》）A表 2 份，并按要求签字盖章；匿名评审表（B

表）5份，其中 2份与 A表装订在一起，其他 3份单独装订，

夹在 A表内。 

《申请书》统一用 A4 纸双面打印，可复印。为方便审

核，《申请书》的排列顺序须与《汇总表》的顺序一致。 

（四）申请者应如实填报材料，确保无知识产权争议。

凡弄虚作假者，一经查实即取消三年申报资格。 

六、注意事项 

（一）一般项目不设申报指南，申请者应紧密结合党的

十八大以来提出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围绕甘肃经济

社会发展需要，根据自身的研究基础和特长，自行拟定研究

题目。 

（二）已获得国家和省上各类项目计划支持的项目，不

再重复申请。 

（三）历年所承担项目未结项者，不得申报。 

（四）项目资助经费额度有限，原则上不允许购臵仪器

设备，对申请资助额度过高的项目将不予受理。 

（五）项目评审采取匿名方式。申请者须登录省教育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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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下载最新《申请书》，按要求填写申报。 

（六）为保证评审的公平公正，《申请书》B 表中不得

出现申请者学校、姓名等有关个人身份信息，否则《申请书》

作废。 

（七）本项目实行限额申报。重大项目每校限报 1 项。

一般项目，本科院校每校不超过 30 项，独立学院、高职高

专每校不超过 15项。 

（八）各申报单位要严格把关，确保填报信息的准确、

真实，提高项目申报质量。 

联 系 人：王怡 0931-8868034；张科智  0931-8283139 

电子信箱：jytkjc2015@163.com  
 

附件：1.重大项目选题范围 

      2.甘肃省高等学校科研项目申报情况汇总表 

      3.甘肃省高等学校科研项目申请书                        
                             
 
 
 

                                甘肃省教育厅 

                               2016年 4 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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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一、甘肃“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路径与对策研究 

二、甘肃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功能定位研究 

三、“兰白科技创新改革试验区”发展战略研究 

四、甘肃在华夏文明起源中的重大历史作用研究 

五、甘肃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趋势性特征及政策取向研究 

六、“十三五”时期甘肃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问题研究 

七、城镇化对甘肃农业农村发展的影响与对策研究 

八、新型城镇化下农产品物流体系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 

九、甘肃文化旅游、生态旅游体系化建设研究 

十、完善重点生态功能区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十一、中亚国家政治和社会稳定及其发展趋势研究 

十二、网格化社会管理向网络化社会治理转型研究 

十三、打造河西走廊经济带发展战略研究 

十四、银川、兰州、西宁经济带发展战略研究 

十五、兰州转型发展与宜居环境建设研究 

十六、民族地区教育精准扶贫助推均衡发展研究 

十七、贫困地区以教育信息化促进教育现代化研究 

十八、红西路军沿线地区红色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 

十九、甘肃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 

二十、高等学校科技评价体系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