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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时期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研究 

——基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分析 

张铄
1
 

（重庆工商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重庆 400067） 

【摘 要】：统计 2016—2021 年国家社科基金不同项目类别、学科以及地区的立项情况，提出我国哲学社会科

学发展主要呈现整体实力较强、各地区发展有显著差异以及学科间发展不平衡等主要特征。为进一步推动“十四五”

期间国家社科基金发展，提出应关注重点项目类别、重视青年学者培养、注重学科平衡、搭建交流沟通平台、做好

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服务等具体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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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了哲学社会科学及其工作者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体现了党

和国家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明确肯定了理论的重要性，指出“坚持理论创新”是我们党百年奋斗

的宝贵历史经验之一。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肩负理论创新的重要使命。我国“十四五”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涉及多项重

大决策、重大改革举措、重大工程项目等，为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方向，对促进哲学社会科学快速发展、激发哲

学社会科学发展潜力起到了重要作用。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是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各研究单位研究实力的重要体现。现有以国家社科基金为对象的研究成

果，采用词频分析、可视化分析等方法[1,2]，主要集中在单科发展、立项主体、立项方法、特定研究主题及对地方、区域发展影

响和重要贡献等方面。大量研究关注了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数量为依据的不同学科的发展，主要分布在图书馆情报学科
[3,4]

、

政治类学科[5]、翻译学科[6]、新闻传播[7]、电子商务[8]、民族问题[9]和体育学[10]等学科。根据立项主体和研究主题。万秋霞研究了

我国财经政法类高校的国家基金立项情况[11]，张连刚等关注了“合作社”这一研究主题[12]，李攀登研究了数字人文领域的内容，

探讨了相应的立项数量和研究热点[13]。此外，涉及区域学科发展方面，张裕晨等通过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数量和特征进行研

究，分析了我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竞争力，并认为高校系统是主要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力量[14]。

卢建华分析了 2013—2018年福建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数量、类型和分布等特征，总结了党的十八大以来福建省的哲学社会

科学发展优势和格局[15]。罗纯军等通过分析 2013—2017年重庆市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情况，概括了重庆市人文社科类各学科

发展的特征，并提出了相应的改善措施[16]。 

现有研究基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视角对特定时期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阐释有限，本文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情

况出发来分析“十三五”期间国家社科发展情况，对比“十四五”开局之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数量和立项特点，分析哲学

社会科学发展特征和潜力，为“十四五”期间国家社科基金工作提供相应的建议，以促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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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家社科基金的重要性 

国家社科基金是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最高级别的科研基金。自 1986年设立以来，基金总量不断增加、覆盖范围不断扩大、

影响力持续增强，推出了大批立足国家发展战略、有效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研究成果，培养了大量具有扎实理论功底和创新

精神的高水平科研人员，支持了众多高校、研究院等科研主体的发展，充分发挥了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指导作用及辐射作用。 

（一）立足国家战略，支持地方发展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研究选题紧扣国家重要会议精神、领导人讲话精神以及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密切关注国内外政治、经济

形势，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对关系国家发展的社科、经济、文化等诸多哲学社会科学问题进行重点研究和阐释，为国家

战略的有效贯彻实施提供理论支撑和具体实施建议。对不同时期国家提出的重大发展事项及发展战略（如“脱贫攻坚”“人类

命运共同体”“乡村振兴”“国内国外双循环”“成渝两地双城经济圈建设”等），国家社科基金在各个学科均有涉及，对相关

理论和应用实践展开了深入研究，形成了大量具有较高价值水平的研究成果。除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外，国家社科基金对涉及区域

发展的研究项目也给予了大力支持。项目研究内容立足于地方区域经济、特色民俗文化、历史发展经验，不仅积极有效地促进了

地方的经济发展，搭建起区域协同发展平台，也对特色民俗文化的研究和保护起到了重要支持作用。 

（二）深化理论创新，推进实践服务 

哲学社会科学肩负着理论创新的重大任务。尤其是我国正处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交汇的重大历史时刻，深入阐释党

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总结历史经验，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对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

重要研究内容和研究视角有效促进了我国重大理论的创新和构建，从深化理论内涵、拓展理论范围、创新理论基础等方面显著提

升了理论的构建能力和创新水平，为理论有效深化和推广奠定了基础。同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强调理论创新对发展实践的服

务，针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进行系统性的研究，提出影响发展的关键问题，采用科学的方法进行深入分析，提出切实

有效的改进方案和解决措施。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支持具有较强的宏观性和整体性，能够通过理论指导实

践，形成完善且具体的实施策略、措施以及政策建议，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实践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 

（三）注重人才培养，催生优秀成果 

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培养是学科发展的重要支撑，国家社科基金通过项目立项给予研究人员重要的经费支持和平台支持。通

过严格的评审，国家社科基金对优秀项目进行立项，尤其是单独设立了青年项目，大力支持了青年学者。在项目的开展过程中通

过项目开题、中期检查等重要环节，了解研究的具体进展，组织专家学者进行研讨，提供建议参考，大大提升了研究人员的能力

和水平。国家社科基金严格的结项审查鉴定制度保证了大批优秀成果的质量，大量的研究专著、论文以及政府咨政报告等均为国

家社科基金的重要研究结果或阶段性成果。经国内各学科高水平专家鉴定合格的研究成果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应用价值，均

产生了具有辐射效应的重要社会影响，得到了学界的广泛引用转载以及实务界的重要应用和采纳，为社科界的理论研究和实践

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二、2016—2021 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情况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范围涉及 34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并包含了北京高校、社科院、党校、机关、军队和兵团等研究

系统，涵盖了 23个学科（不含单列学科），每年总立项数量约为 5121余项，在不同地区、研究系统以及不同学科之间呈现出一

定的分布特征。相较“十三五”期间，“十四五”开局之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立项数量和分布情况均产生了一定变化。 

（一）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数量及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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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时期，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总数由 2016年的 4397项增长到 2020年的 5000余项，2021年总数为 5141项，有

少量的增长。在项目类别上，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数量实现了从 282项到 370项的持续增长。其中，2020年重点项目立项 363

项，2021 年在此基础上增长了 7 项。国家社科基金支持的一般项目数量占比较大，“十三五”期间实现了由 2850 项到 3184 项

的增长。2021年的一般项目立项数量是 3169项，数量较 2020年有些许下降。“十三五”期间，青年项目的立项数量在 1001项

到 1096 项范围内呈现了一定的波动。2021 年，青年项目立项数量增长到 1103 项，达到历史新高。在“十三五”时期，西部项

目的立项数量最低是 2016年 480项，最高是 2019年 499项。 

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研究系统的立项情况来看（表 1），江苏、北京高校、上海、浙江、广东、山东、湖北等国家社科

项目的立项数量均处于全国前列。2021年立项数量实现较大幅增长的有北京高校、湖北、重庆等。在重点项目立项数量上，2021

年山东、福建、天津、重庆等均实现了较大突破，相较“十三五”期间的立项数量具有明显的增长。在一般项目的立项数量上，

2021年明显增长的有福建、河南、重庆。2021年青年项目的立项数量处于领先地位的地区为北京高校、江苏和上海。西部项目

总立项数量和区域分布较为稳定，波动幅度不明显。 

以重庆为例，“十三五”期间，重庆市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数量总数呈现稳中有增的趋势。从各个类别的项目立项数量来

看（图 1），重点项目由 2016年的 5项逐步增长到 10 项左右，最高达到 12项。青年项目立项数量在 32～41项之间波动，2019

年达到最高值 41项。一般项目则实现了由 2016年 68项到 2020年 98项的大幅度增长。除以上全国竞争类项目外，重庆市西部

项目的立项数量稳定在 48～52 之间，波动幅度较小。在“十四五”开局之年，重庆市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数量有大幅增长。

其中，重点项目立项 15 项，高于“十三五”期间年度最高立项数；一般项目立项 115 项，较 2020 年的 98 项增长了 17 项；青

年项目 37项，处于“十三五”期间波动范围内，较 2020年立项数量增加 1项；西部项目 42项，立项数量低于“十三五”期间

最低数量水平。从立项数量在全国占比情况来看（图 2），“十三五”期间，重庆市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中，重点项目基本稳

定在 1.77%～2.98%，但在十四五开局之年突破了 4.05%。一般项目从 3%左右增长到 3.63%。青年项目稳定在 3.08%～3.75%之间。

西部项目从 10%左右降低到 8.42%。 

 

图 1 2016—2021年重庆市国家项目立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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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6—2021年重庆市国家项目立项数占比 

表 1 2016—2021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统计表（单位：项） 

 
重点项目 一般项目 青年项目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江苏 31 34 30 30 36 17 205 219 229 273 249 241 77 91 60 94 92 103 

北京 

高校 
35 39 48 42 45 42 184 200 216 208 208 212 92 96 102 106 103 120 

上海 16 20 22 23 23 16 175 210 196 203 232 207 85 76 87 79 80 83 

浙江 20 27 22 29 20 26 138 167 179 215 207 197 63 50 41 61 74 68 

广东 20 18 23 23 17 19 123 147 195 173 177 173 46 47 57 66 78 74 

山东 12 13 12 15 15 21 113 139 148 171 176 173 42 49 48 66 60 50 

湖北 13 16 27 23 20 23 142 151 159 180 173 174 48 59 54 55 45 64 

湖南 11 19 17 13 13 13 123 148 144 133 165 152 36 56 55 36 44 36 

四川 11 14 17 7 7 17 89 104 97 104 100 97 48 34 55 39 34 29 

重庆 5 10 12 8 9 15 68 80 92 92 98 115 38 34 32 41 36 37 

陕西 6 10 10 9 11 12 73 82 81 75 84 102 29 40 38 38 47 34 

河南 3 10 13 10 8 14 99 117 100 108 126 136 40 37 31 38 39 37 

云南 3 3 6 8 7 6 65 72 84 87 98 80 28 20 20 32 17 19 

福建 4 8 5 6 11 20 63 68 102 97 93 124 34 34 27 20 27 36 

广西 4 4 3 5 3 3 50 46 62 57 59 69 11 19 4 14 8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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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社科院 
10 14 11 15 20 12 45 43 63 50 44 44 39 31 38 41 47 37 

天津 10 8 5 10 13 18 55 46 75 63 68 76 15 24 19 26 30 23 

江西 5 3 13 10 8 5 84 80 84 66 71 69 23 18 16 18 13 27 

甘肃   2 2 6 5 40 47 49 62 56 52 17 14 12 11 8 6 

贵州 2 3 4 3 6 2 27 44 43 62 43 47 15 16 14 12 10 20 

辽宁 5 7 5 9 6 6 79 79 88 78 72 86 21 26 24 14 20 17 

吉林 8 6 9 7 8 17 62 64 83 77 61 58 20 24 25 17 21 18 

内蒙古 3 1 3 3 5 3 34 32 42 48 44 44 8 11 7 7 4 6 

北京 4 13 5 5 4 7 49 49 60 53 59 60 38 32 30 24 22 22 

安徽 3 4 4 4 2 4 64 68 67 79 61 75 13 21 11 16 18 19 

新疆 3 2 2 1 1 1 49 40 51 33 38 34 13 11 3 15 13 10 

河北 4 5 5 5 6 6 39 56 60 62 56 65 16 11 14 16 13 12 

黑龙江 4 2 6 1 4 4 53 55 69 66 51 54 19 15 8 13 13 8 

宁夏 0 2 1 3 2 0 24 18 23 29 32 22 5 7 10 9 7 11 

山西 3 5 1 1 4 0 35 37 46 30 45 27 21 17 16 14 5 12 

机关 6 11 7 9 5 1 17 33 30 31 30 28 16 16 15 17 17 15 

青海 0 2 2  4 5 26 25 28 24 20 16 7 11 4 3 4 6 

海南 2 3 1 1 0 3 15 12 21 23 18 18 3 5 8 5 8 6 

西藏 2 3 2 1 1 0 18 15 23 20 23 11 7 3 4 7 9 6 

军队 9  2 3 4 0 31 36 38 31 20 12 12 19 7 9 6 5 

中央 

党校 
5 3 1 5 8 5 10 11 8 16 13 11 9 15 3 7 4 11 

兵团 0 1   1 2 8 10 12 6 14 8 7 7 2 7 2 3 

合计 282 343 358 349 363 370 2574 2850 3147 3185 3184 3169 1061 1096 1001 1093 1078 1103 

 

 
西部项目 合计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江苏       313 344 319 397 377 361 

北京       311 335 366 356 356 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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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 

上海       276 306 305 305 335 306 

浙江       221 244 242 305 301 291 

广东       189 212 275 262 272 266 

山东       167 201 208 252 251 244 

湖北 4 3 3 2 2 2 207 229 243 260 240 263 

湖南 4 4 5 7 4 6 174 227 221 189 226 207 

四川 47 52 50 55 66 62 195 204 219 205 207 205 

重庆 48 51 52 51 50 42 159 175 188 192 193 209 

陕西 48 52 57 58 46 52 156 184 186 180 188 200 

河南       142 164 144 156 173 187 

云南 39 38 36 33 33 33 135 133 146 160 155 138 

福建 7 8 8 18 15 16 108 118 142 141 146 196 

广西 45 47 47 45 49 40 110 116 116 121 119 125 

中国 

社科院 
      94 88 112 106 111 93 

天津       80 78 99 99 111 117 

江西 10 10 11 13 14 13 122 111 124 107 106 114 

甘肃 37 35 33 30 34 44 94 96 96 105 104 107 

贵州 29 30 30 33 42 39 73 93 91 110 101 108 

辽宁       105 112 117 101 98 109 

吉林 5 5 6 7 6 6 95 99 123 108 96 99 

内蒙古 44 45 43 35 37 37 89 89 95 93 90 90 

北京       91 94 95 82 85 89 

安徽       80 93 82 99 81 98 

新疆 29 27 28 36 29 29 94 80 84 85 81 74 

河北       59 72 79 83 75 83 

黑龙江       76 72 83 80 68 66 

宁夏 17 18 18 16 15 20 46 45 52 57 56 53 

山西       59 59 63 45 54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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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       39 60 52 57 52 44 

青海 26 26 23 24 23 23 59 64 57 51 51 50 

海南 10 14 12 12 16 15 30 34 42 41 42 42 

西藏 13 10 8 9 6 12 40 31 37 37 39 29 

军队 5 6 15 8 6 3 57 61 62 51 36 20 

中央 

党校 
      24 29 12 28 25 27 

兵团 13 11 5 7 3 5 28 29 19 20 20 18 

合计 480 492 490 499 496 499 4397 4781 4996 5126 5121 5141 

 

2021 年重庆市主要社科单位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成果显著，在数量和质量上均有一定程度的突破，说明重庆市主要社

科单位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上的实力不断增强，除主要研究单位之外，重庆社会研究力量也开始成长发力。2021 年，大足石刻

研究院立项重点项目 1项，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立项一般项目 1项。 

（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学科分布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在各个学科之间分布较为稳定，管理学、语言学、中国文学、法学和应用经济学等学科立项数量所占比例

较高，考古学、人口学、统计学等学科整体数量较少。“十三五”期间，各个学科的立项数量占比均在一定范围内保持小幅波动，

大部分学科在 2021 年的立项数量占比也处于波动范围内。但党史·党建和统计学两门学科的立项数量在 2021 年达到了历史新

高，分别占比 3.79%和 2.22%（见表 2）。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在不同地区和不同研究系统中的学科分布具有较大的差异，各个地区形成了具有自身发展特色的优势学

科。以重庆为例，党史·党建、应用经济、法学、人口学、世界历史和管理学等学科立项占比较高，保持在 5%以上水平。政治

学、国际问题研究和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等学科所占比例较低，处于 1%左右。“十三五”期间，在国家社科工作办确定的 23

个一级学科中，重庆立项数量在各个学科之间分布不均衡，每年均有个别学科未获得立项。在“十四五”开局之年，重庆市所有

学科均有立项。说明了近年来重庆哲学社会科学努力实现所有学科共同发展的成效和重要决心。 

表 2 2016—2021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各学科分布表（单位：项占比：%） 

学科分类 

2018年 2017年 

国家 重庆 国家 重庆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1 占比 2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1 占比 2 

马列·科社 227 5.16 5 3.14 2.20 283 5.92 9 5.14 3.18 

党史·党建 120 2.73 5 3.14 4.17 116 2.43 4 2.29 3.45 

哲学 227 5.16 6 3.77 2.64 239 5.00 8 4.57 3.35 

理论经济 203 4.62 7 4.40 3.45 193 4.04 5 2.86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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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经济 315 7.16 14 8.81 4.44 360 7.53 20 11.43 5.56 

统计学 55 1.25  0.00 0.00 63 1.32 1 0.57 1.59 

政治学 158 3.59 4 2.52 2.53 166 3.47 9 5.14 5.42 

法学 332 7.55 21 13.21 6.33 350 7.32 20 11.43 5.71 

社会学 246 5.59 9 5.66 3.66 269 5.63 11 6.29 4.09 

人口学 65 1.48 3 1.89 4.62 69 1.44  0.00 0.00 

民族学 276 6.28 8 5.03 2.90 304 6.36 13 7.43 4.28 

国际问题研究 119 2.71 1 0.63 0.84 121 2.53 3 1.71 2.48 

中国历史 253 5.75 11 6.92 4.35 271 5.67 3 1.71 1.11 

世界历史 92 2.09 4 2.52 4.35 95 1.99 1 0.57 1.05 

考古学 58 1.32 1 0.63 1.72 72 1.51 5 2.86 6.94 

宗教学 108 2.46 7 4.40 6.48 116 2.43 3 1.71 2.59 

中国文学 311 7.07 10 6.29 3.22 336 7.03 7 4.00 2.08 

外国文学 126 2.87 5 3.14 3.97 123 2.57 6 3.43 4.88 

语言学 323 7.35 5 3.14 1.55 343 7.17 14 8.00 4.08 

新闻学与传播学 148 3.37 7 4.40 4.73 172 3.60 8 4.57 4.65 

图书馆,情报与 

文献学 
152 3.46 4 2.52 2.63 164 3.43 1 0.57 0.61 

体育学 148 3.37 2 1.26 1.35 163 3.41 6 3.43 3.68 

管理学 335 7.62 20 12.58 5.97 393 8.22 18 10.29 4.58 

学科分类 

2018年 2019年 

国家 重庆 国家 重庆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1 占比 2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1 占比 2 

马列·科社 292 5.84 10 5.32 3.42 339 6.61 12 6.25 3.54 

党史·党建 128 2.56 4 2.13 3.13 144 2.81 6 3.13 4.17 

哲学 252 5.04 8 4.26 3.17 239 4.66 11 5.73 4.60 

理论经济 206 4.12 6 3.19 2.91 212 4.14 3 1.56 1.42 

应用经济 373 7.47 20 10.64 5.36 377 7.35 22 11.46 5.84 

统计学 69 1.38 1 0.53 1.45 87 1.70 2 1.04 2.30 

政治学 189 3.78 5 2.66 2.65 170 3.32 4 2.08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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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 349 6.99 25 13.30 7.16 343 6.69 26 13.54 7.58 

社会学 271 5.42 13 6.91 4.80 308 6.01 16 8.33 5.19 

人口学 66 1.32 1 0.53 1.52 70 1.37 2 1.04 2.86 

民族学 286 5.72 15 7.98 5.24 329 6.42 17 8.85 5.17 

国际问题研究 154 3.08 5 2.66 3.25 169 3.30 3 1.56 1.78 

中国历史 327 6.55 7 3.72 2.14 293 5.72 5 2.60 1.71 

世界历史 108 2.16 7 3.72 6.48 117 2.28 0 0.00 0.00 

考古学 85 1.70 2 1.06 2.35 99 1.93 0 0.00 0.00 

宗教学 116 2.32 0 0.00 0.00 113 2.20 1 0.52 0.88 

中国文学 324 6.49 10 5.32 3.09 311 6.07 8 4.17 2.57 

外国文学 133 2.66 1 0.53 0.75 124 2.42 5 2.60 4.03 

语言学 353 7.07 16 8.51 4.53 330 6.44 12 6.25 3.64 

新闻学与 

传播学 
180 3.60 7 3.72 3.89 179 3.49 5 2.60 2.79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162 3.24 1 0.53 0.62 160 3.12 5 2.60 3.13 

体育学 172 3.44 2 1.06 1.16 172 3.36 3 1.56 1.74 

管理学 401 8.03 22 11.70 5.49 441 8.60 24 12.50 5.44 

学科分类 

2020年 2021年 

国家 重庆 国家 重庆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1 占比 2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1 占比 2 

马列·科社 340 6.64 16 8.29 4.71 315 6.13 8 3.83 2.54 

党史·党建 147 2.87 6 3.11 4.08 195 3.79 13 6.22 6.67 

哲学 242 4.73 5 2.59 2.07 240 4.67 7 3.35 2.92 

理论经济 215 4.20 9 4.66 4.19 197 3.83 6 2.87 3.05 

应用经济 380 7.42 19 9.84 5.00 387 7.53 24 11.48 6.20 

统计学 94 1.84  0.00 0.00 114 2.22 4 1.91 3.51 

政治学 173 3.38 5 2.59 2.89 185 3.60 3 1.44 1.62 

法学 349 6.82 20 10.36 5.73 350 6.81 24 11.48 6.86 

社会学 313 6.11 16 8.29 5.11 302 5.88 12 5.74 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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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学 86 1.68 5 2.59 5.81 73 1.42 4 1.91 5.48 

民族学 314 6.13 23 11.92 7.32 327 6.36 14 6.70 4.28 

国际问题研究 156 3.05 5 2.59 3.21 162 3.15 1 0.48 0.62 

中国历史 299 5.84 5 2.59 1.67 294 5.72 12 5.74 4.08 

世界历史 120 2.34 3 1.55 2.50 112 2.18 6 2.87 5.36 

考古学 84 1.64 1 0.52 1.19 89 1.73 2 0.96 2.25 

宗教学 105 2.05 3 1.55 2.86 101 1.96 4 1.91 3.96 

中国文学 322 6.29 10 5.18 3.11 336 6.54 13 6.22 3.87 

外国文学 106 2.07 5 2.59 4.72 110 2.14 5 2.39 4.55 

语言学 331 6.46 8 4.15 2.42 312 6.07 8 3.83 2.56 

新闻学与 

传播学 
178 3.48 8 4.15 4.49 169 3.29 6 2.87 3.55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159 3.10 3 1.55 1.89 177 3.44 2 0.96 1.13 

体育学 163 3.18 2 1.04 1.23 168 3.27 8 3.83 4.76 

管理学 445 8.69 16 8.29 3.60 425 8.27 23 11.00 5.41 

 

注：占比 1 为重庆市各学科立项数量占重庆市总立项数量比例；占比 2 为重庆市各学科立项数量占全国该学科立项数量比

例 

依托于主要社科单位，重庆市社科发展的优势学科较为明显。2021 年，法学、应用经济学、管理学等主力学科立项数量较

多，分别为 24、24和 23项，依然保持着高位运行且有一定增长的态势。此三大主力学科的立项数占项目总数的比例高达 33.96%，

为重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此外，作为重庆积极培养的重要学科，党史·党建、中国历史、世界历史、中

国文学、宗教学、体育学、统计学等立项数量均较上年有较大幅度增长，民族学则继续保持较高数量立项。 

三、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特征 

从在各地区、各研究系统的立项数量、项目类别分布以及学科分布上来看，国家社科基金在“十三五”期间呈现持续增长状

态。“十四五”开局之年，除延续“十三五”期间的增长态势之外，不同地区、研究系统以及学科之间的立项情况出现了明显变

化，具体呈现以下几方面发展特征。 

（一）社科发展实力较强，多地区、研究系统立项数量增长迅速 

“十三五”期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总体立项数量呈现了稳中有增的态势。“十四五”开局之年，立项总数再创新高，达到

了 5141项。除江苏、上海、浙江、广东等始终保持较高的立项数量外，北京高校、重庆、陕西、福建、广西的立项数量均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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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度增长。以重庆为例，“十三五”时期，重庆市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由 2016 年的 159 项增长到 2020 年 193 项。在“十四五”

开局之年，数量首次增长到了 209项。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实力较为强劲，西南大学、重庆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和重庆工商

大学等主要社科单位作为科研重要力量，立项数量名列前茅，为重庆的社科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此外，重庆市多家社科单位均

有项目立项，并呈持续增长态势。例如大足石刻研究院、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等单位通过充分发挥自身研究优势，在相关学科

中获得重点和一般项目立项。 

（二）哲学社会科学实力逐步提升，国家社科基金各类别发展较为均衡 

国家社科基金所设置的重点项目、一般项目、青年项目以及西部项目四个类别中，重点项目和青年项目在 2021年的立项数

量均较“十三五”时期有明显的提升，一般项目呈现轻微下降浮动，西部项目与“十三五”时期最高数量持平。从全国情况来

看，国家社科基金各项目类别之间的立项数量所占比重较为稳定，发展较为均衡，但聚焦各地区和研究系统，仍存在发展不平衡

的情况，如宁夏、山西和西藏等 2021年没有重点项目立项，江苏、北京高校和湖北等 2021年的青年项目立项数量增长较快。从

重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类别来看，“十三五”期间，西部项目数量稳定在 50项左右，青年项目数量在 34～41项之间波动，一

般项目从 2016 年的 68 项到 2020 年的 98 项，具有大幅度增长，重点项目数量稳定在 5～12 项之间。“十四五”开局之年，重

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量除西部项目外均有较大幅度增长，尤其是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数量达到历史新高，重点项目立项 15项，

增加 6项，一般项目立项 115项，增加 17项。从项目类别的总体数量上来看，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数量较少，立项难度较大，

重庆能够在此类别上取得突破性进展，说明了哲学社会科学整体实力有较大的进步。 

（三）地域学科发展不均衡，优势学科明显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包含 23个学科，从学科分布来看，每个学科在各年度均有项目立项，但不同学科之间的立项数量不

同。相较而言，马列·科社、应用经济、法学、民族学、中国文学、管理学等学科总体立项数量较多，考古学、人口学、统计学

等立项数量较少。“十三五”时期，国家社科基金在不同学科之间的分布情况较为稳定，均在小范围内呈现一定的数量波动。

“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建党一百周年，党史·党建学科和统计学学科在立项数量占比上有了明显的增长，体现了国家社科基

金紧密结合时事、充分发挥导向作用的特点。在不同地区和系统中，学科之间的立项数量分布差异较大，形成了优势学科林立、

其他学科具有较强增长潜力的态势。例如：“十三五”时期，重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范围包含 21～22 个学科，除 2019 年有 21

个学科立项之外，2016—2020年其他年份均有 22个学科立项，其中，法学、管理学和应用经济学作为优势学科，每年立项数均

保持在 20项左右。法学、管理学和应用经济学在 2019年立项数达到最高，分别为 26、24和 22项。“十四五”开局之年，重庆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在 23 个学科中均有立项，法学、应用经济学和管理学仍保持着 24、24 和 23 项的高数量立项，并且民族学、

党史·党建、中国文学、中国历史和社会学也突破了 10项，其他学科立项数量偏低但均有立项，显示了重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优势学科明显，多学科共同发展的景象。 

四、关于国家社科基金的发展建议 

国家社科基金覆盖范围广、影响力强，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支持平台，对国家战略的贯彻实施、地方发展以及社

科人才的培养均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根据 2016—2021年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情况和特征分析，针对“十四五”期间的重大

发展任务，提出以下发展建议： 

（一）关注重点项目类别，提升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 

关注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的申报，通过分析重点项目的选题方向、研究方法和研究实现等多个维度，对重点项目进行有效

的培育，特别是结合国家的重大发展战略和与地区发展相关的重大发展事项，培育对国家及地方发展起到重要支撑作用和借鉴

意义的重点项目和成果。同时，鼓励相关领域的专家团队建设，注重学科交叉融合，形成具有凝聚力的研究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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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视青年学者培养，激发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潜力 

加强对青年学者的培养，通过搭建高水平的学术交流平台，为青年学者提供快速上升的通道，进一步拓宽视野、夯实基础。

考虑研究领域和内容的传承，在重点和热点领域，积极组建团队，形成较为完善的研究体系，明晰研究脉络，鼓励青年学者形成

研究兴趣点，提升主动性。重视青年学者科研方法和科研能力的提升。继续大力支持和指导青年研究者广泛开展前期研究，形成

深厚积淀。 

（三）注重学科平衡，培育哲学社会科学综合实力 

从学科分布来看，优势学科的发展迅速，产生了诸多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但为进一步支持优势学

科的发展，相关工作还需进一步加强。特别需要关注优势学科中重点项目和青年项目立项，需要保持较高数量且有增长的状态。

部分学科的整体力量和综合水平仍不稳定，无法保持可持续的强劲增长。应更加关注立项数占比较少的学科成长，有目的、有意

识地积极促进此类学科的发展，为其提供良好的发展条件和鼓励措施。 

（四）搭建交流平台，营造良好研究氛围 

通过组织不同地区院校、不同学科间的学术交流，搭建高水平研究平台，进一步促进社科研究机构、研究人员之间的交流与

合作。首先，要关注主要社科单位之间的交流平台建设。通过各单位的科研管理部门搭建联系，形成研究互动。其次，要关注各

个学科之间的交流互动，用优势学科带动其他学科，形成学科交叉互融的研究态势。最后，要建立中青年学者之间的交流通道，

促进学者之间研究内容的传承和拓展。此外，大力支持重点单位的优势学科建设，以重点单位优势学科的重要发展经验带动其他

社科单位的学科建设和研究水平，调动高职高专和其他社科研究机构的项目申报积极性，持续提供有针对性的指导，努力培育新

的增长点。 

（五）做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服务，保障研究顺利开展 

加强项目申报过程及申报书质量的管理，不断提高项目申报整体水平，持续增强核心竞争力。督促和推动在研项目及时结

项，解放科研生产力，确保更多有研究能力和经验的研究者继续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继续完善和提升社科研究过程中的多维

度服务模式和服务水平，充分了解研究者的重要需求和主要困难，有方法、有策略、有针对性地解决相关问题，推动成果转化。 

五、结论与展望 

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对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有着重大意义，深受党和国家的重视。作为全国哲学社会科学最高级别的基金支

持项目，国家社科基金的立项情况体现了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研究热点以及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水平。本文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立项情况为研究对象，搜集整理了 2016—2021年国家社科基金立项数据，从不同项目类别、不同学科及不同地区的立项数量视

角分析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特征，提出了国家社科基金发展建议。 

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主要呈现了以下重要特征：一是哲学社会科学实力较强，多地区、研究系统立项数量

增长迅速。十四五开局之年，国家社科基金立项数量再创新高，多个地区和研究系统的立项数量有着较快的增长，我国哲学社会

科学事业发展实力强劲，多个地区和研究系统形成了雄厚的研究力量和传承体系。二是哲学社会科学实力逐步提升，国家社科基

金项目各类别发展较为均衡。十四五开局之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所设置的重点项目、一般项目、青年项目和西部项目各个类别

中总体立项数量较为稳定，重点项目和青年项目立项数量有一定提升，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具有较强的潜力。三是地域学科发展不

均衡，优势学科明显。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包含的 23个学科中，各地区和研究系统的立项数量不均衡，优势学科立项数量较多。

十四五开局之间，除重点发展的优势学科之外，具有发展潜力的学科立项数量增长势头强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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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时期，国家社科基金发展既具优势，又有挑战。优势体现在项目立项数量不断增长，多学科蓬勃发展，为哲学社

会科学综合实力的提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挑战体现在各学科发展和项目类别不均衡，需大力支持立项数量较少的学科发展，加

强对重点项目和青年项目的培养。针对以上发展优势和发展潜力，“十四五”时期国家社科基金发展应关注和支持重点项目立

项、重视青年学者培养、注重学科之间的平衡发展，通过搭建交流平台等方式进一步做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服务，为“十四五”

期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取得更加瞩目的成绩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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